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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差异化战略的城市文化定位选择
———以云阳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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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施差异化战略是有效促进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对云阳城市文化背景

和存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 ,将其放在空间环境中 ,与周边其他区县进行差异化比较 ,寻找云阳

的城市文化特色。在比较的基础上 ,得出张飞文化和移民文化是云阳具有比较优势的文化形

式 ,以此作为其城市文化定位的基础 ,能够有效提升城市形象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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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理论基础
(一 )城市、城市文化及城市定位

城市是人类在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改造自然

的基础上创造的聚居地。“城市”与“文化 ”之间具

有如影随形的亲密关联 ,可以说城市是人类文化的

产物 ,同时又是人类文化的载体 ;而人类文化则是

城市得以发展的内在力量和品质 ,二者共同滋养和

培育了“城市文化 ”。城市形象在一定意义上体现

了城市文化 ,是城市文化的综合反映和外部表现。

构成城市形象组成部分的城市名称、城市标志和其

他符号 (市徽、市标、市树、市雕塑等 )、城市布局与

建筑物无不包含有城市文化的含量 ,城市文化可以

说是城市形象的灵魂。

城市定位是通过对城市资源、城市文脉、城市

历史等内容进行梳理 ,按照唯一性、差异化等原则

对城市的核心性资源进行挖掘的一个过程。通过

城市定位找到城市的灵魂 ,并把城市的核心和灵魂

放大 ,通过城市定位来塑造城市的品牌 ,打造城市

的文化资本 ,构筑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实现循环型

城市社会的发展模式。当城市定位所传达出的差

异性信息能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求时 ,城市定位才

能在城市消费者心目中占据一定的位置。

(二 )城市差异化理论

城市差异化发展是各种资源要素在社会区域

分工中重新流动聚集的结果。城市差异 ,是指在城

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受地理、历史等因素影响

而显现的各具特色的城市自然风貌、城市产业、城

市文化、城市形象、城市功能、城市管理模式等。城

市差异化发展 ,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 ,依据历史与

现实考量 ,着眼未来 ,充分发挥和运用城市某一独

特方面 ,形成城市发展的比较优势和规模效益 ,提

升竞争力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差异化发

展实质是城市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的合理分工 ,不

同质的要素向不同的城市流动 ,而同质要素则趋于

聚集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从而在城市发展过程中

逐渐形成明显差异和比较优势 ,提升城市竞争力和

国家的竞争力。这个时代呼唤着民族性城市形态

的构建 ,呼唤着民族性城市形态的整体记忆的再现

和重新思考。城市定位就是要寻找或重塑城市的

个性文化、民族性地方文化 ,实现城市独特记忆的

光辉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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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阳县城市文化建设背景及存在

问题
(一 )城市文化建设背景

云阳县位于重庆市的东部 ,长江三峡库区腹心

部位。云阳县地理位置优越 ,县城跨江而立 ,俯瞰

三峡 ,东距三峡大坝 246公里 ,西至万州 42公里 ,

至重庆主城区 329公里 ,县城临江 ,自古为商旅必

经之途。云阳有独特的自然风光 ,自古便有“凤山

春色 ”、“龙川夜涛 ”、“山崖滴翠 ”等“云安八景 ”而

名扬蜀东。云阳是著名的“移民大县 ”,为三峡工

程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云阳历史悠久 ,设县

已有 2300年左右 ,古代先民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

存 ,列入《全国文物分布图 》的古建筑、古遗址、古

墓葬、石刻造像等文物 145处 ,其中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 1处 ,省级保护单位 3处 ,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 16处 ,名列长江三峡库区各县之首。云阳县的

物质文化硬件主要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张桓候

庙 (张飞庙 ) ,十一处地面搬迁文物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磐石城 ,滨江公园 ,龙脊岭文化旅游长廊 ,万里

长江第一梯 ———登云梯 ,歧耀山森林草场 ,南三峡

自然风景区 ,高阳平湖、四十八槽森林公园等。云

阳处于巴文化与楚文化相互融合地带 ,形成多元的

文化空间环境。

(二 )城市文化建设存在问题

1. 文化资源开发深度不够 ,缺乏有效整合 ,未

形成集聚效应

虽然云阳县内文化资源丰度高 ,而且已进行

了初步的文化开发 ,形成了融观光游览、生态探

险、温泉旅游于一体的产品开发格局 ,但是精品

旅游资源少 ,市场影响力淡化 ,很多旅游资源之

间都是独立存在发展 ,没有在空间、旅游线路等

方面形成品牌 ,产生集聚效应 ,在旅游市场中难

以形成竞争力。

2. 同质化严重 ,主题与特色不明显

周边低层次开发项目众多 ,新城周围如万州、

开县存在着重复和类似的文化开发问题。目前重

庆绝大多数县市都在开发巴文化、移民文化、红色

文化等 ,相对于其他县市的文化建设来讲 ,云阳县

的文化并没有明显的特色。

表 1　云阳县现有形象概览表

区域形象资源 云阳现有形象

地理 库区明珠

生态 市级山水园林城市 ;市级卫生县城

文化
中国优秀旅游城区 ;生态移民新城 ;中

国第二大唐城遗址

土特产品
中国山羊板皮基地县 ;全国的油桐之

乡 ;猪生产基地县

负面形象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资料来源 :相关资料收集整理

3. 文化资源开发强度不够

云阳虽然是重庆文化重地 ,但并没将优质的文

化资源有效地转化成文化产品 ,目前仅张飞庙在国

内稍有名气 ,而其他文化资源如李家坝、彭氏宗祠、

烈士纪念碑等文化资源并没有进行较好的开发和

挖掘。例如 ,张飞庙等有关文化载体内容不够丰

富 ,文化内涵挖掘深度不够。张飞庙、龙脊生态文

化长廊等景点都拥有深广的文化内涵 ,但目前这些

文化载体能够进行参观的项目单一 ,内容也较为乏

味。还有部分历史遗迹如双井寨并没有有效开发

导致荒废 ,双井寨本是云阳知名的历史遗迹 ,却由

于交通等因素导致其变成一座坟场 ,这是一个十分

可惜的现象。

4. 云阳城市形象要素缺失

城区道路两旁的树木树龄太小 ,遮阴面积小 ,无

法良好的体现出云阳“生态之城”的特点。城市的中

心广场规模较小 ,且内容不够丰富。从一个城市的

中心广场能够大致的看到该城市的整体风貌 ,如果

城市的中心广场太小则让人觉得城市的气度小。

5. 现有文化资源缺乏有效的整合

既缺乏文化资源开发的整合 ,也缺乏文化资源

与周边其他资源的有效整合。各类资源均呈孤立

分散开发状态。

目前 ,随着全国及重庆市各地文化产业的蓬勃

发展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大山峡库区建设的背景

下 ,使云阳文化发展处于一个有可能跨越式发展的

历史转折时期。云阳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新城区

的全面提升建设和各产业经济的协调发展正面临

着一次重大战略抉择 ,如何创造持续的辉煌成为云

阳文化建设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三、云阳与周边区县的比较差异
东与奉节县相连 ,西与万州区相接 ,南与湖北

省利川市相邻 ,北与开县、巫溪县为界。在比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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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选择上 ,我们主要依托三峡和重庆大背景 ,以

区县为单位 ,考察他们之间的比较差异。

(一 )各区县社会经济文化比较

1. 人口状况比较
表 2　2007渝东北各区县人口状况统计表

区县

年末

总户数

(万户 )

年末

总人口

(万人 )

非农

业人口

(万人 )

城镇

人口

(万人 )

城镇

化率

( % )

云阳县 38. 32 132. 38 17. 61 27. 19 26. 9

万州区 58. 06 172. 96 49. 86 74. 67 49. 2

梁平县 28. 60 90. 77 11. 45 21. 40 30. 1

城口县 7. 13 23. 89 2. 89 3. 57 18. 9

丰都县 25. 26 81. 78 14. 37 17. 25 27. 0

垫江县 28. 57 93. 32 13. 78 20. 88 29. 0

忠县 30. 77 98. 27 15. 38 20. 30 27. 4

开县 49. 00 158. 45 19. 92 34. 85 30. 3

奉节县 31. 38 104. 15 12. 91 22. 65 26. 6

巫山县 19. 98 61. 59 9. 93 11. 88 24. 0

巫溪县 17. 11 52. 99 5. 98 8. 16 18. 6

资料来源 :《重庆统计年鉴 (2008年 ) 》

云阳在渝东北各区县中是人口基数第三大县

市 ,仅仅次于万州和开县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三峡

移民工程的结果。但是在三县中 ,云阳的非农人口

及城镇人口所占比例最小 ,城镇化率在渝东北地区

相对较低。农业比重大 ,城镇化率地是云阳城市发

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2. 生产及交通发展状况比较
表 3　2007渝东北各区县生产总值

区县

地区

生产总值

(万元 )

第一

产业

(万元 )

第二

产业

(万元 )

第三

产业

(万元 )

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万元 )

云阳县 557 059 177 424 176 340 203 295 5 500

万州区 1 904 826 249 394 825 389 830 043 12 547

梁平县 632 293 150 262 297 454 184 577 8 884

城口县 137 810 31 286 59 838 46 686 7 234

丰都县 479 703 129 958 162 553 187 192 7 479

垫江县 668 282 153 193 339 837 175 252 9 242

忠县 15 785 161 721 236 647 217 417 8 282

开县 914 694 229 487 383 798 301 409 7 923

奉节县 619 761 158 419 229 114 232 228 7 251

巫山县 272 996 89 471 56 440 127 085 5 482

巫溪县 196 198 69 118 42 420 84 660 4 448

　　资料来源 :《重庆统计年鉴 (2008年 ) 》

云阳的地区生产总值与周边区县相比 ,属于发展中

游水平 ,但是由于人口基数相对较大 ,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则仅仅高于巫溪县 ,为渝东南倒数第二。三次

产业中 ,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相对较大 ,

而以文化服务等为代表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所

以 ,产业结构在发展上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表 4　2007年渝东北各区县公路交通情况

区县
公路里程

( km)

等级公路

( km)

高速公路

( km)

云阳县 6 631 1 965

万州区 4 985 176 654

梁平县 3 706 161 651

城口县 1 662 1 090

丰都县 3 840 1 110

垫江县 2 336 1 804 76

忠县 3 797 1 491 43

开县 8 241 2 822

奉节县 7 827 1 739

巫山县 3 426 1 739

巫溪县 2 792 1 623

　　资料来源 :《重庆统计年鉴 (2008年 ) 》

云阳公路密集度相对较高 ,等级公路的里程数

在渝东北各区县中也属于较发达区县 ,在加上其依

托长江传统的水运 ,使云阳成为交通相对发达的区

县。但是 ,至今尚无高速公路通过 ,在一定程度上

不利于区县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

3. 社会福利文化比较
表 5　2007年渝东北各区县社会福利情况

区县
社会福利收

养单位 (个 )

城镇社区服

务设施 (个 )

城镇便民

利民服务

网点 (个 )

云阳县 61 66 3

万州区 114 71 194

梁平县 33 16 103

城口县 25 6 250

丰都县 54 28 45

垫江县 29 57 35

忠县 43 32 72

开县 179 65 30

奉节县 85 18

巫山县 25 9 38

巫溪县 32 9

　资料来源 :《重庆统计年鉴 (2008年 ) 》

上表揭示的是云阳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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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区县的差异。其社会福利收养单位 ,远远低于

同是移民区县的万州区和开县 ;全县便民网点的数

量极低 ,远不及周边区县的发展水平 ,这与其移民

大县、人口大县的地位极不相符。因此 ,云阳在民

生措施上有待进一步加强工作力度 ,有效提高全县

居民适居指数。
表 6　2007年渝东北各区县教育文化建设情况

区县
学校数

(所 )

广播

覆盖率

( % )

电视

覆盖率

( % )

公共图书

馆个数

(个 )

公共图书

馆藏书

(万册 )

云阳县 630 95. 32 97. 99 1 2. 51

万州区 563 94. 00 95. 00 1 19. 13

梁平县 359 95. 01 90. 01 1 2. 00

城口县 199 67. 22 93. 12 1 0. 90

丰都县 318 91. 62 95. 60 1 3. 90

垫江县 295 99. 24 97. 34 1 4. 45

忠县 531 98. 17 98. 46 1 3. 15

开县 749 95. 01 96. 06 1 18. 98

奉节县 528 89. 00 97. 00 1 6. 16

巫山县 332 82. 95 93. 29 1 0. 50

巫溪县 301 88. 00 93. 60 1 2. 47

　资料来源 :《重庆统计年鉴 (2008年 ) 》

云阳历来是文化大县 ,文化教育传统良好 ,全

县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云阳籍地师级以上党政军领

导干部近 100人 ,科学家、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

等各类高级专门人才近 500人。上表也基本反应

了这一历史状况 ,在学校数量、广播媒体覆盖率上

与周边区县相比 ,都相对较高 ,这是其城市文化发

展的重要基础。但是 ,藏书数量相对过低 ,与其庞

大的人口基数极不相符。所以 ,在城市文化建设的

发展上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 )文化特征差异比较

1. 三峡地区主要的文化区域

云阳地处三峡腹地 ,通过三峡文化板块的探

析 ,能有效寻找到云阳的区域文化差异。

整个三峡地区的区县 ,依据文化特点主要分为

三峡大坝文化区、三峡峡谷文化区、历史文化区和

重庆都市文化区。而历史文化区有根据文化内涵

的差异 ,可细分为万云开文化组群、忠石文化组群

和丰涪文化组群。云阳在地区文化上以三国文化、

移民文化、巴文化等文化形式为主 ,与其他文化板

块的城市之间差异较大 ,竞争较小 ,而在文化板块

上与万州、开县具有文化的相似性和地域的延传

性。所以 ,找准云阳与万州、开县的文化相似性中

的差异 ,成为发掘云阳文化发展核心本质的决定

因素。
表 7　三峡地区主要文化区域

文化区域 区域范围

三峡大坝文化区 东起葛洲坝、西止秭归县城

三峡峡谷文化区 包括巴东县、巫山县、奉节县、巫溪县

历史文化区

万云开文化组群 (包括万州、云阳、开县 )

忠石文化组群 (主要包括忠县、石柱两

区域 )

丰涪文化组群 (主要包括丰都、涪陵及

长寿等区域 )

重庆都市文化区 以重庆市城区为主体 , 包括市区周边县市

2. 云阳与万州、开县文化差异比较
表 8　云阳、万州及开县三区县文化比较表

区县 代表性文化形态

云阳县

自然文化载体

峡谷文化 (长滩河 )、地质文化

(龙缸 )、矿产能源、动植物 (珍稀

动植物 )

人文文化载体

三国文化 (张飞庙 )、巴文化、军事

文化 (磐石城 )、瓷窑、古建筑民

居、红色文化、非物质文化 (移民

文化、盐文化等 )、少数民族文化、

城市建筑 (万步梯、滨江公园 )

万州区

自然文化载体
峡谷文化 (瀑布、洞穴等 )、矿产文

化、物产文化、森林避暑文化

人文文化载体

碑石文化、古建筑文化 (天子城

等 )、名人遗迹、少数民族文化、港

口文化、移民文化

开县

自然文化载体
林落文化 (长沙橘海 )、温泉溶洞、

能矿资源

人文文化载体

巴文化、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工

艺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移

民文化

通过上表可以发现 ,由于三区县在地理区域上

相接 ,所以 ,区域地缘上相近 ,自然文化资源上各区

县均无明显的比较优势。

但是 ,开县相对而言 ,文化更加厚重 ,多元性较

强 ,再加上雪宝山风景区等自然景观 ,使得开县在

旅游发展上具有极大优势 ;万州除了具有厚重的历

史文化外 ,还具有依托港口发展起来的新都市文

化 ,云阳不具有以上优势 ,在资源条件弱势的情况

下 ,找准自身特色文化 ,走差异化发展之路 ,就成为

城市文化建设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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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差异比较结论

首先 ,云阳生产力水平不高 ,产业结构有待提

高。云阳县农业人口基数大 ,城镇化率低。云阳的

人口基数位居渝东南第三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库区

移民的结果。同时 ,全县农业人口比重大 ,城镇化

率低 ,仅为 26. 9% ,说明区域的产业结构有待调

整 ;全县生产力水平不高 ,人均产值过低。由于缺

乏有效的产业支撑 ,库区产业空心化问题在云阳表

现得十分典型。随着人口基数的扩大 ,农业偏重的

产业结构体系 ,严重影响全县的经济收益和居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因此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突破就成

为云阳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其次 ,交通网络密集 ,有利于文化建设的发展。

云阳县内公路里程数和等级公路里程相对较高 ,说

明区域内交通网络密集 ,区内交通便利。但是 ,高

速公路缺失 ,表明云阳对外交通联系通道不畅达 ,

不利于区外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

第三 ,云阳重视教育文化的传统 ,是城市文化

发展的重要基础。云阳经济发展水平低 ,但是教

育、文化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却在各区县中相对领

先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县良好的教育文化传

统。云阳的同源文化竞争对手相对较少。相邻的

奉节、利川、巫溪在地域文化上与云阳差异较大 ,仅

有开县和万州文化相似性大。这在地缘文化差异

极小的三峡地区而言 ,在文化竞争上而言相对是一

种优势。

第四 ,具有独特文化优势 ,利于走差异化战略。

云阳经济不如万州发达 ,文化不如开县多元 ,但是

有一定的独特文化 ,这些文化将是云阳文化立县的

根本所在。

四、云阳城市文化定位
(一 )城市文化定位的选择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乔冶 ·A·米勒博士

认为 :“人脑能够同时处理的不同概念的信息单元

小于或等于七个。”这充分表明了消费者的记忆存

储空间是有限的 ,企业或城市在针对目标消费者定

位时 ,如果缺乏新的令人兴奋的点 ,就很难走进消

费者的内心世界 ,很容易遭到消费者的心理排斥。

通过以上差异对比分析 ,云阳虽然文化多元 ,但并

非每一种文化都具有竞争优势 ,优势文化的选择 ,

成为城市文化定位的首要因素。

1. 张飞文化

首先 ,三国文化牌过于空泛。云阳一直主打三

国文化牌 ,但是三国文化云阳难以独立支撑。三峡

地区与三国有关的文化遗址十分众多 ,提到三国文

化 ,往往白帝城、奉节、赤壁等地区的三国文化资源

更加丰富。所以 ,云阳不应该再打三国牌 ,而应将

这张牌缩小变成“张飞牌 ”。这并不意味着品牌的

缩小 ,因为“三国文化 ”比较空泛 ,并且需要群体支

撑。而“张飞 ”这一历史人物 ,在全国具有家喻户

晓的效应 ,这一人物形象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垄断性

的文化品牌 ;同时 ,通过进一步做大、做强云阳典

型、厚重的“张飞 ”文化 ,完全能够使其成为云阳独

立的“城市名片 ”。

其次 ,“张飞 ”文化是云阳最著名、也是文化价

值最高的文化。张飞庙位于重庆市云阳县城外长

江南岸的飞凤山麓 ,祀三国蜀汉名将张飞 ,此庙已

有 1700多年历史 ,号称“巴蜀第一胜境 ”。主要建

筑有结义楼、望云轩、大殿、助风阁、杜鹃亭、得月亭

等。庙内碑刻甚多 ,其中有岳飞草书《前出师表 》,

《后出师表 》黄庭坚书《幽兰赋 》,苏轼墨迹《前赤壁

赋 》,《后赤壁赋 》弥足珍贵。2002年 10月开始 ,为

了给三峡蓄水让路 ,云阳县张飞庙整体迁移到上游

32公里处。搬迁完工后云阳政府种植了大量名

树 ,彰显张飞庙的大气磅礴、环境幽静深远。另外 ,

张飞庙庙会、张飞鱼等都具有一定影响力。张飞庙

庙会历史久远 ,每逢农历 8月 28日张飞生日这天 ,

张飞庙都会举办庙会 ,以纪念张飞这位忠义之士 ;

后世流传的张飞“身在阙中 ,头在云阳 ”的著名典

故。据说张飞为报答云阳人的情 ,便留在当地为往

来商旅导游助航 ,并在三峡带繁衍了大批后代 ,这

就是“张飞鱼 ”。

2. 移民文化

三峡移民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事件。虽然 ,万

州、开县都具有移民的文化载体 ,但是云阳的移民

文化典型程度和社会影响力都高于其他两个区县。

首先 ,云阳县是库区移民第一大县。在移民精

神的感召下 ,云阳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外迁 3. 9

万人 ,涉及 5个省市、21个县市、289个乡镇、1649

个村、2848个组。

其次 ,具有“百万移民看云阳 ”的殊荣。“舍

小家 ,顾大家 ,奉献三峡为国家 ”这是近 16万云

阳移民在大动迁中发自内心喊出的同一个声音。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位卑未敢忘忧国 ”、“精

忠报国 ”的爱国主义情操在云阳人民心中形成了

共识。“互帮互爱、顾全大局 ”、“万众一心、众志

成城 ”的团结协作精神得以在人们心中生根。不

计得失、敢于从头再来的艰苦创业精神不断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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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心中升华。云阳在不断丰富和诠释“舍家为国

的奉献精神、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勇争第一的

创新精神 ”的实践中 ,成功搬迁移民 16万人 ,中

国移民新城日新月异 ,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 ,

连续 5年荣获库区移民工作一等奖 ,赢得了“百

万移民看云阳 ”的赞誉。

其三 ,移民精神已经成为“云阳精神 ”的重要

组成部分。移民精神已成为团结和激励 128万云

阳儿女的强大的精神动力 ,促进了云阳经济社会的

全面发展。这些精神 ,激励云阳人民高扬爱国主义

旗帜 ,弘扬民族精神 ,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引导人们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提高民族自尊

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引导人们自觉遵守各种法律、

法规 ,承担着公民应当履行的义务和道德责任 ,形

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最后 ,与周边区县相比 ,云阳具有竞争“移民

之都 ”称号的优势。与同是移民大区县的万州、开

县相比 ,万州作为经济发达的港口城市 ,人口众多 ,

工业发达 ;而开县相对而言 ,文化更多元厚重。因

此 ,移民文化只能是以上两个区县的重要文化构

成 ,而不可能是其城市的主体文化。所以 ,云阳抢

注这一品牌 ,具有难得的历史机遇。

随着三峡工程的完工 ,为其做出巨大牺牲的移

民将成为与三峡大坝一样宏大的工程 ,永载千秋。

而三峡地区目前尚无体系完整的该文化的载体 ,这

对于云阳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

(二 )城市文化主题形象 ———移民智慧之都 ,

恒侯聚首圣地

依据对周边各区县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的比

较 ,依托云阳的优势文化 ,将其城市文化的主题定

位为 :移民智慧之都 ,恒侯聚首圣地。

移民之都 ,不是一个简单的移民之地的意思 ,

而是一个具有全方位展示移民文化、品味移民精

神、回味移民历程的文化之都 ;智慧 ,暗指云阳良好

的文化教育传统 ,暗指全县倡导人文精神、发扬智

慧品质的传统 ;恒侯 ,指张飞 ;聚首地 ,借张飞“身

在阆中 ,头在云阳 ”的著名典故 ,倡召云阳成为游

移民聚首、资金聚首、人才聚首、游客聚首、商家聚

首、企业聚首的文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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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on urban culture position ba sed on d ispar ity stra tegy
———Taking Yunyang county as an examp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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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 lementation of disparity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effectively p romote urban culture development.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 roblem s and urban culture background of Yunyang county, Yunyang is put in space environment and

is compared with its neighboring districts and counties, and its urba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re searched for.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ariso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Zhang Fei culture and imm igrant culture are its comparatively advantage culture and that its ur2
ban image can be effectively imp roved based on this culture position basis.

Key words: disparity strategy; urban culture; position; Yunya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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