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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0沈阳市网络直播带货节”沈北专场举行，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区委常委、常务副

区长丁一楠（左）化身“主播”，在直播间里向广大网友推介沈北新区特色产品，用新媒体方式传播

城市形象。 中新社记者 于海洋摄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中国城市报：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过程中，国内媒体在

疫情相关信息传播方面有何

特点？各城市进行舆论引导

面临着怎样的问题？

刘笑盈：这次的疫情相关
信息传播有一个突出特点：传
播的因素加大，形成了疫情防
治与舆论引导的“双螺旋”关
系。有统计表明，如今中国人
口的流动频率相比17年前的
非典时期增加了6倍，而传播
信息量的提升远远不止6倍。
突发事件处置时期，本身就是
各类信息高度汇聚的时期。

疫情中的舆情信息量大、
热点多，热点瞬间集中度高且传
播速度快，再加上信息混杂、话
语多元等特点，都极大地考验了
城市治理者的舆论引导力。

在此环境下，事件与舆情
处置关系被大大强化，形成了

“双螺旋”关系，如果事件处置
不力，则舆论引导难以奏效；同
时，如果舆论引导不力，则会使
事态变得更为复杂，且可能激
发更强烈的舆论。

疫情中，提到一些坚强战
“疫”城市的名字，如年初的武
汉及现在的北京，大家首先会
想到防控的进展、社会的稳定
性等等，而我更多想到的是新
传播，或者说在新传播环境下，
各城市、政府是如何引导舆论，
树立抗疫城市形象的。

中国城市报：您在不同场

合中多次提到新传播，什么是

新传播？其对于城市形象的塑

造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

刘笑盈：简单地说，新传播

就是更注重“在场”的传播，更
注重情感和关系的传播。“在
场”是空间时间合一的直接体
验。由于“参与”是人的愿望，
所以在人们传播主观意愿增强
的情况下，随之而来的就是个
人情感因素的增加，情感表达
在舆情中的显现。就传播要
素而言，我们发现在传统的内
容、渠道、受众之外，新传播又
加上了场景、情感、关系三个
要素，形成了新传播六要素，
而且这六个要素也在不断发
生变化，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复
合性传播。只有把握好新传播
六要素的平衡互动，才能达到
好的效果。

而所谓的城市形象，一般
而言，是城市给人的印象和感
受。具体而言，城市形象是指
城市以其自然地理环境、经济
贸易水平、社会安全状况、建
筑物的景观、公共设施完善程
度、法律制度、政府治理模式、
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市民的价
值观念、生活质量和行为方式
等要素，作用于社会公众并使
社会公众形成对某城市认知
的印象总和。传统的城市形
象主要表现在能看得见的外
观、能感觉到的经济和能体现
出的管理水平与制度，而在新
传播条件下，城市形象中的传
播因素、情感体验因素及人们
的主观参与因素则更加突出。
我认为，注重信息传播和人的
体验，应该成为城市形象建设
和塑造的新思路。

中国城市报：近段时间，越

来越多的城市通过各种媒体平

台直播带货，助力经济复苏，推

动产业发展。这体现了城市形

象传播怎样的转变？城市应怎

样提高形象传播水平？

刘笑盈：在直播带货风口
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施政理
念和方式的转变，而且这其中
还体现了一些新传播的特
征。电商直播与传统营销有
三个不同：一是传播主体不
同，网红是核心；二是信息传
播方式不同，直播互动缩短了
传播距离；三是信息成本不同，
直播的成本低，且信息转化率
高。这些不同点其实都蕴含了
新传播的特点。

这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各城市应在城市形象传播中增
加新的传播手段和措施；应在
大众传播中增加人际传播；应
缩短传播距离增加互动性；应
增加传播中的情感因素，形成
传播特色等等。那么，怎么才
能做到这些呢？我们可以看
到，在情感传播的趋势中，视频
是情感传播的最好方式，城市
完全可以利用短视频或特色专
题视频传播城市形象。在疫情
防控过程中，视频传播的力量
被完全显现出来，例如，2月4
日武汉网友拍出了第一个两分
钟的“武汉加油”短视频，用“爱
和希望比病毒蔓延更快”的口
号鼓舞了武汉、感动了全国人
民；随后武汉拍了数十个有影

响力的城市宣传片，表现了武
汉群众的坚强品质和战“疫”的
必胜决心。此外，疫情中还出
现了一些有特色的城市或地
区的宣传视频，比如深圳的高
科技抗疫、河南的硬核抗疫
等，都给城市形象传播提供了
新的样本。

同时，城市要善于利用热
点来表现和宣传城市形象。最
近就有个网络热传的例子：一
位在广东东莞打工的湖北农民
工，在东莞图书馆看了12年的
书，由于疫情原因，他失业回
乡，临走时在留言薄上写下了

“万分不舍”的留言，随后东莞
图书馆在其网站上登出留言，
还表示“在这里等你”。东莞图
书馆作为东莞的一个城市形象
窗口，不仅妥当地回应了问题，
还帮助城市形成了正面的热点
效应。在网络时代，热点是层
出不穷的，用好热点，可以起到
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这也符
合新传播时代的特征。

中国城市报：如今，多地在

打造城市形象、树立城市品牌

过程中出现了诸如形象工程变

形式工程、定位雷同且大同小

异等问题。在您看来，该如何

解决这些问题？

刘笑盈：在城市形象建设

中，形式并不是一点都不需要，
但要把握好形式表现的度。形
式工程与形象工程的最大区别
是面子工程还是里子工程，是
民本位还是官本位。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及实事求是，是防止
形象工程变成形式工程的关
键。其实，我们在谈到东莞图
书馆的热点案例时，就已经说
明了一些问题，这就是一个典
型的以民为本的范例，站在群
众立场考虑问题，与群众共情，
就能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

而一些城市在打造城市形
象、树立城市品牌的过程中，之
所以会出现定位雷同、协同不
足、缺乏个性的问题，主要是因
为我们的城市研究和城市发展
还没有脱离经济学的领域而进
入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还
没有制定完整的超越经济学的
品牌战略，这仍需要各方继续
努力。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
发展，城市建设也从发展经济、
完善制度和管理，进入了品牌
和文化建设阶段，所以，城市的
个性化体现就显得十分重要。
要在新传播背景下更好地建设
城市形象、打造城市品牌、凸显
城市个性，就需要我们更积极
主动地总结过去、抓住现在、把
握未来。

新传播时代新传播时代，，城市形象如何香远益清城市形象如何香远益清
——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传播研究院国际新闻研究所所长刘笑盈传播研究院国际新闻研究所所长刘笑盈

疫情防控期间，关于城市形象建设
的相关问题不断引发广泛关注和讨
论。那么，在特殊时期，城市形象的塑
造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各
城市该如何发力？带着这些问题，中国
城市报记者对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传播
研究院国际新闻研究所所长刘笑盈进
行了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