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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I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网络媒体对苏州城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为研究问题，选择新闻门户网

站中的涉苏报道为考察对象。通过内容分析等方法，本文系统梳理了苏州在网络媒

体中的具体形象。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苏州在网络媒体中存在的问题，

并为其提供了一些参考建议。 
本文借助于前人的研究经验，通过对样本进行两次编码和分类组合，将媒体中的苏

州形象细化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同时，根据苏州自身旅游城市的特

殊定位，本文提出“旅游形象”指标进行补充，以此保证其形象的完备性。结合不

同指标各自的特点，本文分别对上述五方面的报道进行分析，并将媒体与现实中的

苏州形象进行了对比。 
总体来说，苏州的媒体城市形象丰满、积极、健康，媒体对其形象的塑造与传

播也基本吻合现实。但是，涉及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报道在报道量和具体侧重点上

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苏州应当注重对自身独特资源的深入挖掘，重视媒体关系尤

其关注外地媒体和中央媒体的巨大作用，才能进一步实现自身形象的健康传播。 
 

 

 

 

 

 

 

关键词：苏州；网络新闻；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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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city's 

image of Suzhou by network media, and studied the reports about Suzhou on 

news sites. This paper tried to reduce the city's image on the Internet by 

using som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content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Besides, 

it analyzed the problems of Suzhou about its image on the web, and proposed 

some advise. 

    After referring to other scholars' experience, the research encoded the 

sample , sorted and merged twice, divided city's image of Suzhou into some 

parts such as political image, economical image, cultural image, social image. 

Meanwhile, this paper tried to add “tourist image” to the index to ensure 

the integrity of the image. Considering the features from different images, 

the research discussed five images separately, and compared Suzhou's image 

in the media and in reality. 

Generally speaking, Suzhou's image in media is positive and healthy,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reality on the whole. But when it comes to economical 

or cultural fields, the size and priorities of reports was inaccurate. Suzhou 

should explore its unique resources and potentiality to the greatest 

extent,attach importance to media relations, ecstatically the importance of 

national media. All of these can be conducive to the communication of Suzhou's 

image. 

 

Key words： Suzhou; netnews; city's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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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城市，作为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在文明传承和技术创新中扮演着极为

重要的角色。国家统计局的 新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54.77%，

而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对于国内不同城市的发展规划进行

了整体梳理，提出不同规模、类型的城市都应当确立适合自身发展的长期规划。在

城镇化高歌猛进、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大背景下，城市应当如何确定自身的

特点？在城市硬实力竞争加剧的同时，如何经营好城市本身形象带来的品牌效应与

价值，成为学界需要反思的重要问题。 

新媒体的发展，为城市形象的传播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新媒体解

构了传统媒体对于话语权的长期垄断，传播主体（政府、媒体）在受众印象的形成

过程中难以发挥过去那样的强势作用。新媒体的发展与兴起，使得公众接受城市信

息的渠道变得更加方便与多元。不仅如此，受众在接收相关信息后还可以进行双向

反馈甚至是二次传播或多级传播，这无疑强化了受众在城市形象建构中的作用。另

一方面，传播主体也可以积极利用新媒体带来的便利，进一步强化自身在传播中所

具有的优势。政府和传统媒体掌握着优质的信息资源和公众信誉，在新媒体竞争中

优势明显。重视并利用新媒体在城市形象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已经成为共识。 

苏州是江苏南部的著名城市，自古即有“鱼米之乡”、“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之称，也一直是名闻中外的人文胜地。改革开放以来，苏州依托长三角腹地之区位

优势，大力发展本地经济科技建设。尤其是近年来，其 GDP 产值始终稳居全国各大

城市前十。作为长三角地区 发达的城市之一，苏州在城市发展中具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随着苏州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 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采取的政策优惠、简

化审批手续等方面成效明显，众多的国内外跨国企业来苏州投资，大量外资的注入

给苏州的自身发展和对外贸易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苏州仍然将自身

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重要资源，力图塑造其历史与现代并存的城市形象，期望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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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在媒体中呈现出一种兼具历史与创新的媒体形象。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2014 年，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中心发布了《城市网络形象白皮书》，并公布了

上一年度“城市网络形象排行榜”榜单。其中，江苏省苏州市获得“十佳城市奖（地

级市）”第一名。该报告从城市网络形象的基础数据、城市商务等维度对城市网络

形象进行了实证分析，较好地反映城市形象的基本健康状况。但是对于苏州城市形

象的分类指标缺乏更为详细、深入的描述刻画。 

本文将通过对 2014 年苏州在网络新闻中的媒体形象进行考察、梳理，大致勾勒

出网络媒体中苏州的城市形象。具体来说，对于网络文章所涉及的不同类型的议题

进行分类、整合，进一步细化出构成苏州城市形象的一级与二级指标。根据对具体

指标的细化考量，还原媒体中的苏州城市形象各个方面的表现，对于存在的问题争

取提出与之相对应的可行性方案，为今后其他城市的形象研究提供理论与现实参考。 

 

 

1.3 文献综述 

1.3.1 概念 

关于“城市形象”的概念，由美国学者凯文·林奇（1960）首次界定。他认为

城市形象是“大多数城市居民心中拥有共同印象”，这种概念强调个体印象的集合

与公众的共享。城市对人们的意识形成刺激，从而促使人们对其形成总体的印象和

评价（张卫国，何宛夏，1999）。这些概念更多地偏重实体概念，对于城市文化内

涵和人文精神考量较少。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应将城市形象区分为明晰形象与评价形象两类。前者

强调城市的实在特性，是构成城市本身要素的外在表现，后者则更多地指向公众对

于主观上的价值判断，是由这些因素形成的城市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印象、看法和评

价（张学荣、亓名杰，1996）。吴春柳（2006）等学者也认为，城市形象是城市在

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累积形成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外在城市建设中形成的风格。 

也有学者将城市形象理解为城市整体化的精神与风貌，是城市全方位、全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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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包括城市的整体风格与面貌，城市居民的整体价值观、精神面貌、文化水

平等（张秀敏，1999）。将基于这种理解，城市形象可以视为更高层次的文化认知，

可以通过语言进行描述和解释（张雁鸿，2002）。 

 

1.3.2 构成要素 

由于不同学科学者在研究视角和概念界定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因此不同的学

者对城市形象构成要素的分析各有理解。如城市学学者查振华（2009）认为，城市

天际线所形成的总体特征、街道所形成的城市个性与广场形成的时代精神是构筑城

市形象的三大要素。 

学者何国平（2010）在总结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城市形象所指代的印象和

评价是公众对物化城市形成的概念化印象，因此其包含了精神形象（信念与理念等）、

行为形象与视觉表象（形象与识别系统等）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在逻辑上呈现出

相互并列的关系。 

也有研究者从实践的角度对城市形象进行了细分，其中政府或市政形象、经济

科技形象、社会或市民形象与文化形象是必要的构成要素（叶晓滨，2010；望丽红，

2014），前人的研究中几乎都涉及以上细分要素。本研究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借用这些核心要素对苏州的城市形象进行具体的分析。 

 

 

 

有学者（秦启文，2004）则提出应当注意纵向层面的城市形象构成要素，即

城市
形象

政府政
治形象

经济科
技形象

社会市
民形象

文化教
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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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的客观城市形象、中游的媒体城市形象与下游的受众城市形象。本研究赞同这

种区分，客观城市形象很难完整地进行还原，往往需要借助于各类其他指标进行综

合分析，正如李普曼所提出的“虚拟环境”。而下游的受众城市形象则是通过问卷

调查等方式进行受众分析。本研究的研究重点将集中于中游层面的媒体城市形象这

一环节。 

 

 

1.3.3 不同视角下的城市形象传播研究 

早期城市形象研究的一个分支则是企业研究，其往往借用企业 CIS 理论，从将

企业 CIS 理论与城市形象建设传播相结合，主张运用企业品牌等商业手段推广城市

形象。学者刘彦平（2005）从理论层面论述了城市营销所包含的子系统，并进一步

论述了这些系统之间的联系。孟建等人（2008）则在厘清城市理念识别系统（CMIS）、

城市行为识别系统(CBIS)、城市视觉识别系统(CVIS)三大城市形象识别系统子系统

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实践层面细化了系统建构的要素，并纠正了前人在实践中对城市

形象识别系统的狭义理解。可以说，在城市 CIS 研究方面，学者已经有了比较完善

的研究，并将理论初步拓展到了实践领域。 

新闻传播领域学者对城市形象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路径更多地遵循传播过程

中的要素展开。城市形象的传播，应当发挥传播主体的积极作用，将无意识、无策

略的传播整合为政府、媒体公众全方位参与的传播格局（徐宁，2012）。当传播主

体意识充分觉醒后，应进一步认识到他者认同和自我认同的统一与对抗，从而找到

传播的和谐点（曾一果,2011）。大众传媒对城市形象的建构，并非简单地呈现，而

是通过能动地进行再加工，其所建构的不仅是对城市形象的反映，更是“一套涉及

分类、命名、规范、控制、期待与价值评断的知识/权力架构”（陈映，2009）。 

韩隽（2006）则进一步总结了利用媒介在城市形象传播中的三种传播路径即纵

向传播、横向传播和立体传播。从城市形象传播的纵向效果层次上看，经过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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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记、文明理解、价值认同三个不同纬度的阶段。在城市形象的传播过程中， 根

本的目标是唤起受众对城市价值观的认同与呼应（曹劲松，2012）。受众认知、关

心、行为阶段的策略，给予受众城市形象的意识、强化受众城市形象的意识、完善

受众城市形象。 

城市形象传播的策略是学者普遍关注的重点，何春晖、刘依卿（2005）曾提出

在大型活动中利用媒体来进行城市形象传播的重要性。借助城市发生或举办的重大

事件（节日），选择与城市定位相适应的主题及与主题相关的公众人物，能够有效

传播并提升城市形象（费爱华，2012）。通过电影、电视剧等影视作品进行城市形

象的植入传播，利用浅层次的台词或情节植入，或者更为深入的主题植入，都是让

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李怀亮，2009 年）。曾一果（2009）曾利用文本分析的方法

对电视剧和网络视频中的苏州城市形象进行了研究。除了利用城市已有的标志性符

号，利用好各类媒介，提升城市政府的公信力，提高城市公民的友善度，也能促进

城市形象传播的有效性（施宇，2008）。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新媒体与城市形象研究也逐渐展开。门户网站等平

台、手机媒体、飞机和地铁移动媒体等都是新媒体形势下城市形象传播的有效手段

（龙莎、汪青云， 2011）。城市的官方微博打破传统媒体对话语的垄断，在内容和

形式上贴近民众；内容实时性、碎片化，展现城市立体形象；裂变式传播，增强城

市形象塑造效果（王婷婷，2014）。而以微信公众号来传播城市形象信息有两大好

处：一是官方性，通过认证的账号能提供相对准确、有真实保证的权威性信息，并

且能够准确、主动送达受众。二是时效性。随着政府对新媒体日益重视，大多数城

市都设有专人全时段运营微信账号，当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发布 权威消

息（曾眉妮，2015）。 

国内外关于城市形象塑造与传播的相关文献日益详实，但在新媒体应用于城市

形象后的研究并不深入，梳理后不难发现仍存在较大的研究拓展空间。目前的文献

主要偏向于理论性论述，定量分析明显不足，少量定量分析也相对简单。由于新媒

体发展时间尚不长，成熟理论提炼不够，除一些专题性或知识性的论著外，至今尚

未形成系统的关于新媒体环境下城市形象传播策略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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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样本的选择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梳理新媒体中的苏州城市形象，在实际的操作中，将其限定

为网络新闻中的苏州城市形象。具体原因在于，虽然微博、微信等新兴传播媒介能

够有效地进行信息传播，并且总体用户规模很大，但在前期的研究中发现，苏州市

政府的官方微博微信受众人数很少，该类平台很难发生较大的传播影响力。因而能

够对其城市形象的建构发挥重要作用的，依旧是基于传统门户网站和传统媒体采编

的新闻或评论文章等。每一则涉及苏州的文章都指向与之相关的具体新闻事件或新

闻人物，实际上都扮演了构建苏州城市形象“基石”的角色。在具体实践操作中，

如果文章中提到了“苏州”，其既可能是新闻内容关注的焦点，也可能仅仅是被顺

带提到而已。但是如果在新闻的标题中出现关键字“苏州”，则说明苏州极可能是

该新闻内容关注的焦点或焦点之一，其在新闻受众心目中的地位要更加突出。因此

本研究认为，新闻标题在新闻报道中起着先行者的作用，抓住文章标题往往也就抓

住了文章本身。因此，本研究将新闻标题作为 终的实际研究样本。选取了目前国

内知名度较高、受众人数较多的七大新闻门户网站：腾讯网、新浪网、搜狐网、网

易网、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通过对以上几大网站原创或转载的对苏州的新闻

报道和相关文章进行合理抽样。 

 

2.2 数据的获取 

借助百度新闻的高级检索功能，可以基于七大新闻网站筛选出所需的文章，通

过对新闻时间（全部或手动选择时间）、来源网站（全部或手动限定来源）、新闻

关键字的出现位置（新闻全文或新闻标题）进行选择限定。本研究将新闻检索时间

限定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一年；新闻来源分别设定为 qq.com（腾

讯网）、sina.com.cn（新浪网）、sohu.com（搜狐网）、163.com（网易网）、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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