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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將識別系統的觀念引進，應可有效的傳播地方特質，開展地方優勢，強化大眾的認同，並藉由地方標誌的內涵精神，提升

各地的整體形象。本研究為釐清台灣各地方政府的視覺標識現況，調查了全台三百六十八個鄉鎮市區，得到了三百二十五

個地方視覺標識，除彙整相關識別系統文獻資料外，並以七個主要向度做為研究分析主軸，了解現有地方視覺標識的設計

意象趨勢及表現手法走向，經資料比對統計出各地方對標識的用色選擇、內容取材及使用佔有率等數據。希望透過本研究

的發表，能提供相關單位在後續設計地方視覺標識時的參考，以更完善的作業流程、主題聚焦，設計出深具特色的標識，

並經由標識的整合設計，對內達到凝聚在地的認同感，對外亦可提升地方的獨特性與競爭力。

關鍵詞 : 視覺標識，鄉(鎮)徽，造形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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