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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塑造校园文化品牌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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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促使文化品牌成为高校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品牌战略是一个组织为

建立属于自身的、区别于其他竞争性组织的、获得社会公众认同的、具有竞争优势的品牌构建的系统工程。高校在塑

造校园文化品牌时应积极实施品牌战略，增强品牌意识，以高校特色办学理念为切入点明确品牌定位，借助新媒体的

力量进行品牌形象宣传和推广，并注重开发品牌延伸价值和不断进行创新等。

关键词：校园文化；品牌；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105(2015)03-0073-04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odeling the Culture Brand of University
LIU Ju, DUAN Jun-Xia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

Abstract：It has become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at the trend of popular-

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inuously is strengthen. Brand strategy is a system engineering of brand building which is established

by an organization and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competitive organization and has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campus-culture brands,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ctively implement the brand strategy, raise awareness of brands，con-

form the position of the brand based on the school-running idea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rich the methods of promoting the br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new media's power and develop the brand's extension value and innovate constantl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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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师生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

程中所形成的不同于其他群体的、具有高校特色的

一种行为规范、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体现的是一

种集体意识和精神氛围。作为大学的一种精神力

量、作为一种无形的育人力量，校园文化对于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人才培养和实现高等教育的

目的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而校园文化品牌是校园

文化的外在表现，是一所学校的优势和特色的标

识。优良的校园文化品牌一种无形的资产，也是大

学竞争力的一种标志。《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若干意见》指出要重视校园文

化建设，当前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新常态

下，积极打造优秀、卓越的大学校园文化品牌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校园文化品牌的内涵

市场营销专家菲利普·科特勒认为品牌就是一

个名字、术语、标记、符号或者是图案，或是这些

的集合，其目的是识别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

产品或劳务，并将它们与竞争对手所提供的产品或

劳务区分开来。[1]我国最早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研

究品牌，并从开始的经济领域、营销领域逐渐转到

教育领域。塑造校园文化品牌正是品牌战略在教育

领域中的实际运用。高校校园文化品牌就是将校园

文化进行提炼、浓缩，形成具有时代特征与时代特

色、具有较高区分度、知名度与美誉度的高品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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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文化的过程，也是将校园文化作为意识形态领域

的无形转变为品牌建设的有形[2]。校园文化品牌反

映出学校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又反映学校

的办学理念、专业特色、发展目标和文化氛围，以

此实现高校校园文化内涵的丰富和文化精髓的传

承，从而达到学校持续发展、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不断上升等目标。[3]因此，学校要不断发展，必

须有一种凝聚人心而又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

二、校园文化品牌塑造的意义

品牌在经济领域备受关注，被誉为保证企业跻

身一流而且持续发展的王牌法则。在高等教育大众

化、高等教育竞争国际化和高等教育分层发展的背

景下，一所高校在激烈的竞争中想要持续发展并最

终脱颖而出，势必要有独一无二的校园文化品牌来

支撑。

（一）有利于弘扬校园精神文化

入读不同大学的学生，经过学校独特的精神文

化的熏陶，具有了不同的精神气质。正如“清华之

严谨，北大之创新，南开之笃实，浙大之坚韧”，

就是公众对这些著名学府在精神文化上的概括，也

显示了不同大学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文化。[4]

校园文化品牌对于公众来说，不是一所高校的

宣传口号或者标志性建筑，而是符号或者标志背后

学校的精神文化。品牌的成长是跟它本身的文化相

关联的，品牌的差异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文化的差异

和个性的差异。品牌与文化相辅相成，一方面，校

园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品牌的内涵体现、是校园文

化品牌建设供动力支持，即独特的校园精神文化孕

育了独特的品牌。另一方面，校园文化品牌是大学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凝聚和积淀而获得

的公众认可，是一所高校的全体师生在信念、理

想、目标和品质等精神因素的外在表现。品牌就是

校园精神文化的高度概括，品牌价值的增加也必然

促进精神文化的发展。

（二）有利于优化校园制度文化

健全的制度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保证。“没有规

矩，不成方圆”，只有通过建立起完整的规章制度并

规范了师生的行为，才有可能建立起良好的班风、学

风和校风，才能保证校园各方面工作和活动的开展与

落实。校园制度文化作为校园精神文化的载体，它代

表着高校人员对制度的认知方式，反映校园行为的活

动方式和价值理念。校园制度不仅仅是高校组织体

系，又是一种校园文化的传承，具备文化属性。校园

制度文化是高校制度的灵魂，既规范了高校的办学方

式，又为高校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建立校园文化品牌体系是一个包含品牌定位、

品牌形象塑造、品牌传播和品牌维护等内容的复杂

而系统的过程。制度文化是品牌体系的一个重要层

面，是其内在表现，对品牌体系的建立起到激励、

保障、参照和鞭策的作用。在建造校园文化品牌体

系的过程中，在发展校园文化的同时，要更加注重

建设校园制度文化。

（三）有利于提升校园物质文化

校园物质文化是指学校的一切物质环境所体现

出的文化内涵，它服务于校园文化，并对高校学生

的价值观产生影响，促进学生的综合素养的提高。

包括校园建筑样式、场馆设计、科研设施、卫生环

境以及绿化美化等外部环境折射出的文化特质与内

涵等。品牌塑造包括品牌精神的凝练、品牌标识的

系统化、品牌形象的推广,校园物质文化是品牌塑

造、品牌标识和品种推广的重要载体，无论是合理

的专业设置、优秀的教师队伍，还是怡人的校园环

境、丰富的教学设施，都是校园品牌的象征。品牌

塑造必然促进高校更加关注自身的管理体系的合理

发展，优秀教师队伍的建立，育人环境的不断改

善。尤其在品牌推广阶段更应加强对“外化环境”

的营造，因为品牌的推广就是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前

提下充分利用内外部资源，对品牌资源要素进行优

化整合，提高品牌的价值，增强竞争力的活动。[5]

三、高校塑造校园文化品牌过程中的
问题

由于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社会处于

转型期和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等外在因素，以及高校

的教育体制、办学理念、发展规划等内在因素的影

响,我国高校在塑造校园文化品牌时主要存在以下几

点问题：

（一）品牌意识淡薄

当前，我国高校的品牌并未如发达国家成熟，

相比哈佛、剑桥、牛津这些高等学府我国高校的知

名度远远落后。近年来虽有不少高校提出“校园文

化品牌”概念，但却没有对“校园文化品牌”含义

的权威解释，也没有建立统一的操作的评价指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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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导致高校各领导阶层对校园文化品牌培育认识

不统一和对塑造校园文化品牌的重视程度不同等问

题。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我国高校的历史相较于

发达国家，历史积淀薄弱；二是由于我国高校处于

快速成长期，品牌效应尚未全面展现；三是我国高

校发展过程中同质化严重，在建设校园文化时存在

主观认识不到位和校园文化品牌理念缺失的现象。

由于一些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一些高校的校园文化

活动只被当成形象工程来搞，重形式缺内涵，没有

形成品牌效应和起到典型示范的教育意义。

（二）品牌定位不清晰

校园文化品牌定位是一个要建立与目标高等教

育市场有关的并符合高校教育特色和理念的文化品

牌形象的过程，也回答了一所大学需要塑造一个什

么类型的品牌问题。目前我国高校校园文化品牌发

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没有明确的定位。如我国部

分高校中，简单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甚至

部分高校在塑造校园文化品牌时盲目跟风，不注重

品牌的内涵价值，导致塑造的校园文化品牌毫无特

色，生存能力不足等。而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就是

高校在塑造校园文化品牌时忽视了高校的发展历

史、资源、地域、教育目标、个性特点等方面的差

异这一重要因素，导致了不能够从高校的实际和现

实条件出发对校园文化品牌建设及保护规律做出科

学定位。

（三）品牌推广力度不足

校园文化品牌的推广是校园文化品牌树立和管

理中的重要一环。它是一个包含了品牌传播、品牌

营销与执行、品牌评价与反馈的体系。然而大部分

高校并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品牌推广体系。主要原

因在于：其一，资源整合不足。一些学校在推广文

化品牌时，仅仅利用校内资源，限于在某个或某几

个部门间进行操作，或者过多依赖于学生自身和社

团的力量进行宣传，没有全方位的整合利用各种资

源，缺乏完整宣传方案和有效执行的宣传组织，所

以过程艰难，效果也并不明显。其二，宣传方法还

比较单一。橱窗、宣传画板、发传单等传统方式应

用较多，而对于现代新媒体使用较少，具有专门网

站的社团屈指可数，这样就达不到全方位宣传和体

验的效果，无法触动受众的心理活动，也就不利于

品牌价值的延伸和持续发展。

四、塑造高校校园文化品牌的对策建议

（一）树立品牌意识，科学规划品牌策略

良好的高校形象来源于正确的形象观念，完善

的行为表现来源于端正的态度意识。高校的校园文

化建设需要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品牌意识，形成

对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正确认识，最大限度地调动

师生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品牌

价值，发挥品牌塑造对校园文化建设的意义，增强

学校内在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

1.营造氛围，高度重视

高校校园文化是一个由相互影响并相互制约的

各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因此校园内外环境的影响对

塑造校园文化品牌至关重要。学校要要坚持正确的

发展方向，理清关于校园文化品牌建设的概念和思

路，把握大局，注重规划的整体性和前瞻性。校园

文化品牌的建设要与校园内外环境相协调，与全校

师生共同打造浓郁的品牌塑造的整体氛围。其次，

学校尤其是领导层要充分认识到校园文化品牌塑造

的重要性，要应坚定文化品牌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做好校园文化品牌建设的顶层设计，全面地、合理

地部署学校各组织部门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事宜

中。高校可采取“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模式，

校级部门制定计划和决策，并指定相关院系具体操

作和实施事宜，通过定期检验和监督，及时跟进反

馈和评价。

2.科学规划，整合资源

科学的规划是良好开始的基础，也对品牌塑造

起统领作用，科学规划是校园文化品牌塑造的首要

任务。校园文化品牌所必备的要素四个要素即符合

发展理念、体现大学精神、全员认可的价值观和行

为导向、具有持久的辐射作用，以及对应这四个元

素的品牌定位、品牌特征、品牌形象、品牌推广，

便是规划文化品牌建设的重要内容。[6]品牌的塑造

不是一朝一夕也不会立竿见影，而是需要日积月累

的不断投入。高校在塑造校园文化品牌的过程中要

合理规划，形成品牌定位到品牌形象塑造再到品牌

推广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以保证品牌持久的生命

力。其次，高校在建设校园文化品牌时应充吸收各

种有力资源，形成合力，以保证建设校园文化品牌

的过程中有充足的物力、财力和人力支持。教师和

学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力军，而不是看客。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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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充分调动师生们的积极性，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

识，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文化建设主题活动，让他们

不仅仅是优秀校园文化品牌的受益者，而且成为塑

造品牌形象的践行者和维护者。

（二）注重特色，科学定位校园文化品牌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深层把握市场动

态、分析行业特征、熟悉竞争对手与自身的优劣势

是制定品牌战略的关键，也是品牌定位的前提

条件。

1.立足实际，突出特色

高校的办学理念是围绕“学校的定性”和“学

校的发展”等问题而进行思考和探究并最终形成的

成果结晶。特色办学理念则是依靠学校的各种条

件，传承和发展学校特色，通过长时间提炼和升华

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性的办学目标及办学层次等，也

是对“怎样办一流大学”的深层思考。高校在塑造

校园文化品牌时应首先立足于学校自身实际，以学

校的特色办学理念为出发点，坚持差异化发展的原

则，保证校园文化品牌的独特性，使校园文化品牌

既有贴切性又具有发展潜力。其次，高校在塑造校

园文化品牌时应突出学术特色、地域特色和实践特

色。其一，科研是大学的重是任务，学术是现代大

学的一大特点、是国际一流大学的重要的命脉与核

心竞争力。因此弘扬学术精神、培养学术能力、鼓

励学术创新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一。其

二，高校与地方、高校校园文化与地域文化是相互

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高校要主动服务地

方、融入地方，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智库

作用。在校园文化品牌建设中，引入地域文化的精

髓，有利于赋予校园文化品牌以新的生命力。三是

实践特色。校园文化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高校要

把实践精神贯穿在整个校园文化品牌建设的始终，

要以实践观的指引不断打造校园文化品牌。[7]

2.挖掘优势，发挥优势

市场营销学产品策略认为：任何产品要想在市

场竞争中保持胜利，必须要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优

势。校园文化品牌建设也是如此。高校在塑造校园

文化品牌时要挖掘潜力，发挥自身独特优势。比

如，获得 2007 年度浙江省 30 项高校校园文化品牌

之一的杭州师范大学的“校园戏剧”，就是利用了

杭州师范大学具有悠久戏剧文化传统、杭师人对戏

剧热爱的独特优势而创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加

工、创新，从而创立了以舞台延续课题，用戏剧拓

展教育为主题的与众不同的校园文化品牌。[8]如浙

江大学的“毅行”活动，中国美术学院的“四月乡

风”艺术活动等，这些活动既可以让学生积极参与

实践过程，又能发扬实践精神，从而增加校园文化

品牌的含金量。

(三）重视品牌设计，建立品牌推广体系

1.注重品牌的形象设计与传播策划

正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质量再好的产

品，最终价值的体现依赖顾客的认可和消费。为

此，高校在塑造校园文化品牌时，首先要进行品牌

设计，创立自己的品牌标识，给公众一个清晰而深

刻的印象。如高校在设计校徽、校歌、校旗、校园

建筑物时，都应注重设计的理念与校园特色的融

合，而且易于识别和大众认可。其次，品牌推广是

一个系统而复杂的营销过程，既要考虑内部条件，

又要考虑目标受众的特点。在进行品牌推广时，要

有具体而且可行的策划方案，可咨询专业的机构或

组织学校精干力量成立学校公共关系部门，专门负

责学校的品牌策划与推广事宜，建立健全包括品牌

设计、品牌包装与营销等内容的完整体系。

2.形成多维宣传途径

在树品牌、创品牌的过程中,通过主动向社会推

荐、适当的广告宣传，是提高学校的品牌知名度,促
进品牌的快速成长,争取更多社会大众关注的必要保

证。学校应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借助学校网站、

微博、微信、电视广告等手段，加大品牌的推广和

传播力度。同时，借助校园贴吧、文化长廊、校园

广播等内部传播方法也是不可或缺的。新媒体环境

复杂而多变，学校在借助新媒体传播品牌时要把握

适度的原则，并及时监督和疏导，以做到可控和

有效。

（四） 坚持创新和持续投入，加强品牌形象

维护

1.实施创新机制，坚持与时俱进

校园文化的发展需要不断输入新鲜血液才能充满

活力和生命力。就校园文化品牌自身来看,学校可以

通过对校园文化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创新,使它更能适

应大学校园环境和符合大学师生的需求。同时，学校

也可以不断创新品牌形象，完善品牌理念，使它更能

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大众的需要。品牌创新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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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再创新-再发展”的循环往复过程，只有

不断适应时代的需求，不断根据学校的办学特色、学

科发展、生源特点适时调整，才能具备经久不衰的影

响力，才能让高校走上欣欣向荣之路。

2.加强管理，保障校园文化品牌的建设投入

学校应加强对已有校园文化品牌的管理，注重

管理模式的更新，建立规范有序的管理机制、评价

体系和奖惩制度，克服建设的盲目性和重复性。其

次高校按照建设高规格、高品位校园文化的要求保

证投入力度，广开渠道筹集资金，尽可能地为那些

有潜力发展为名牌的文化品牌提供物力、人力和财

力支持，使之能健康、持续、稳步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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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为了提高FCMα算法的聚类效果，在算法中引

入Bootstrap统计方法，提出了基于Bootstrap的特征

加权 FCM改进 （WFCMα） 算法。仿真实验表明，

相对于FCMα算法的平均权重，WFCMα算法得到的

样本特征权重更自然，更适用于实际情况，改进后

的算法也具有更好的聚类效果，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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