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街的店牌店招，既
不能搞得千篇一律，也
不能做得“随心所欲”。
那店牌店招到底该怎么
设计？最近出台的徐家汇街
道户外招牌设计导则为这个难题
提供了解决路径。

根据这份导则，在徐家汇街道所属的历史风貌类、商
业商务类、居住类等五类不同街区道路范围内，只要符合
导则给出的“主色调、辅色调”和“最大字符”等相关招牌设
立要求，店家就可以大胆地设计富有个性化的店牌店招，
而无需“式样一致”。据悉，这是本市首个街区道路店牌店
招设计导则。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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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率先看到了新鲜出炉
的《徐家汇街道户外招牌服务导则》（Q
版），这一版本的导则以卡通人物、漫
画的形式，形象地从“安全”“内容”“色
彩”“位置”“形式”“附属”六个方面开
列了店招设计的负面清单。实例加图
片，“Yes”和“No”，让大家一目了然。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导则类的文
件大多由政府相关部门拟定、颁发。
这次徐家汇户外招牌导则却是由街
道和政府相关部门与商家、设计单
位、专家学者、市民共同参与调研、起
草、拟定。“说实话，以前一些文件中
规定的技术规则。我们自己有些也
看不懂，这次导则实质是化繁为简，Q
版的《导则》，让人一看就明白。有了
负面清单，商家在设计店招时就有了
方向。”街道副主任吴洪良介绍说。

在这样的《导则》指导下，一些店
家违规操作的店招在社区规划师的

纠偏下，终于打上了“及格分”，甚至
还上了“优良榜”。

昨天，记者实地走访了斜土路南
丹东路上的几个店家。其中，文峰与
海友酒店一红一绿两个店招比邻而
设，虽然红与绿是撞色，但两块店招在
一起，并不显得突兀。文峰店的经理
陈安山拿出手机里的照片，透露说，在
整改前，以前店招的颜色是鲜艳的大
红色，现在则显得更加柔和典雅，相对
低调。以前是在店的侧面也多加了一
块，现在则因为违规拆除了。“其实一
开始让我们改的时候，我们有点想法，
后来经过反复沟通协调，不仅店招变
得更规范了，也更为美观。”

而海友酒店的经理王俊也透露
说，此前的店招因为违规被吃了“黄
牌”，不得不拆除。“现在的店招相比
以前要美观，社区设计师协助我们设
计。除了公司统一的字体、颜色、底

板等标识，外围尺寸等都做了调整，
尽量使得一条街的店招看起来比较
和谐。”王俊表示，如果《导则》早一点
出炉，试错成本就会很低。

“在改造时，我们尽量减少政府
统一改造，希望商家能自己更新，否
则会显得千篇一律。当然，在设计店
招时需要《导则》来约法三章，否认很
容易发生选荧光色、大红色等重色的
情况。比如第一个店家用了大红色，
第二家一看不能被比下去，用了橙
色，第三家索性用荧光绿，第四家不
仅要用紫色，还要放霓虹灯，甚至立
柱也要包起来作为户外广告。因此，
此次《导则》对店招的大小、形式、颜
色等做了规范，比如主色调推荐砖红
色，不推荐大红色、大橙色、大绿色等
重色调，希望店招能设计得小、轻、
薄、美。鼓励商家做没有钢结构的店
招。”吴洪良说。

本市首个街区道路店牌店招设计导则出炉

无需“式样一致”但求“多样融合”

整改后的户外招牌。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摄
小图为整改前的户外招牌。 受访者供图

记者专访徐家汇街道社区

规划师、上海营邑城市规划设计

股份有限公司总工曹晖：

记者：我看了下，虽然这些
店招比以前要美观，但只能说达
到了“及格线”，没有惊艳的感
觉。

曹晖：此次出炉的本市首个

街区道路店牌店招设计导则主

要是起到负面清单的作用，告诉

店家哪些设计是明令禁止的，哪

些是合规的。《导则》的语言十分

亲民，没有专业术语，通俗易懂。

在我们看来，店招只要和周

围建筑、街区和谐一致，成为城

市景观一部分即可。它们可以

保留自己的多元化和专属的个

性。当然，如果处于风貌区保护

区的店招则另当别论。

记者：在设计时，如何确保
审美呢？

曹晖：美这个东西不是我说

了算，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审美

角度各不相同。商家在设计店

招时有自己的审美，但也许从我

们的角度考虑，觉得在审美上可

以有改善的地方。这一过程，需

要中和一下各自的观点，互相妥

协。就拿斜土路南丹东路沿街

商铺而言，因为归类于“行政文

化类”，在设计店招时没有给商

家很多发挥的余地。仅仅建议

它们能做到“及格线”，不是追求

百分百的最美。

记者：商家对《导则》推行的
态度如何？

曹晖：很多小商家起初不太

能理解这件事。其实，在没有

《导则》前，技术文本的用词比较

专业，我们和商家很难沟通。有

了《导则》，他们比较容易知道哪

些是合规的，哪些是违规的。在

正式递交材料前，又有专业人士

给出专业建议，何乐而不为。

徐家汇街道办事处主任董文曜
认为，店牌店招是徐家汇海派文化和
商圈繁荣繁华的组成部分，推出这项
导则，是要在规则的引导下，使商家
在店招店牌设计上有更大的创意空
间。比如注重区域间的多样化选择：

“一个是米黄色，一个是多元化色
彩”。

据其介绍，根据街道出台的店招
店牌设计导则，区域范围内的“历史
风貌类”“商业商务类”“特色商业类”

“居住类”“行政文化类”等五个不同
特点的道路街区，有不同的多样化设
计引导。

比如历史风貌区的天平路、衡山
路区域，导则就引导店招风格“应小

巧、雅致，鼓励个性化和富有文艺气
息的设计”。对店招底板色彩给出的
建议是“不宜采用大面积的底板色和
过于鲜艳的色彩，色调以米黄色为
主”。而对于商业服务类的天钥桥路
中北段的店牌店招，导则给出的提示
则是“鼓励商家使用多元化的色彩”，
和“建议使用低饱和度的色彩”。不
同的区域，导则会给出二个主色调和
二个辅色调作为基本色调供设计人
员参考。

据了解，这几组不同区域的引导
性店招色彩、字符，是在综合考量徐
家汇各区域“文态”“业态”“生态”和

“形态”特点后，在听取商家、设计单
位、专家学者、监管部门意见的基础

上，获取的最大公约“基础色调”。在
此次负责导则设计部分撰稿的社区
规划师曹晖看来，“导则是开放的，在
这些基本色调基础上，如果需要，还
可添加其他色彩，以此为设计人员的
创意提供条件。”

“我觉得，店招应该符合街区、建
筑的整体氛围，起到画龙点睛的作
用，而非损毁整个街区的美感。”据吴
洪良介绍，目前街道辖区内有1500家
门店，3000多块店招店牌，每年新增
量为150多块。目前，《导则》主要针
对新做的店招。“打个比方，如果周围
的店招都比较‘小清新’，居中的店家
内心也会有所触动，可能自己也被感
染后将原本的店招风格改掉了。”

记者了解到，为推动《导则》落
地，徐家汇街道还成立了由商家、设
计单位、专家学者、政府相关部门人
员组成的徐家汇户外招牌咨询委员
会，对在设立店牌店招方面有需求的
商家提供咨询，给出建议。据吴洪良
介绍，平时商家碰到店招设计的疑难
杂症，可以请求协助。由咨询委员会
的成员“会诊”，给出一个咨询意见。

“一般一到两天会有一个咨询案例，

平均一个月20个左右。所有的店招
设计都要经过社区规划师认可。当
然，大品牌商家和连锁店，可以保留
底色和LOGO。”

据悉，随着《导则》落地，主管部
门将对户外招牌实行“建档立卡”，
据徐汇区绿化市容局局长王缨透
露，今后设想将依托区网格化管理
平台的升级，加强对店招的智能化
管理，如对每块招牌设定一个二维

码，将店牌店招的设置时间、材料以
及企业责任人等基本信息输入其
中，便于日后的服务和监管。吴洪
良表示，目前徐家汇街道已经为500
多家店家做了档案。

吴洪良介绍说，去年漕溪北路的
街区已经完成了“店招保卫战”，焕然
一新，近期南丹路上的店招正在更新，
马上南丹东路、宛平南路、天平路等马
路上的店招也将迎来“美容手术”。

列出负面清单 商家一目了然

根据道路街区特点采用多样化设计

社区规划师为店招设计出谋划策

只要与街区和谐
招牌可以保留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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