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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形象作为一种软实力，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尤其重要。随着互联网以及智能

手机的普及，台湾民众对福建省各方面消息的接收速度都大大加快，自主选择新

闻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此时台湾民众对福建省形象的认知与福建省的现实形象之

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认知落差，这种认知落差为福建省的形象建构带来了一定的

机遇，主动塑造福建省的正面形象、进而设置台湾媒体的议程成为可能。

本次研究在此背景下，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对台湾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2014

年 6月 1日到2015年 6月 1日这一年间有关于福建省的报道内容进行编码分析，

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环境、城市建设与管理等几个角度全面反映

福建省在台湾媒体中的形象，并探讨台湾媒体是如何建构福建省的形象问题。

研究显示，邻里效应、台湾媒体的议程设置、媒介环境以及台媒的报道框架

都是影响福建省在台湾媒体中形象的重要因素。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

对福建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方面的议题较为关注。报道态度方面，

台湾媒体对福建省的社会、环境两个维度的议题负面态度报道较多，对福建省的

文化、经济两个维度的议题正面态度报道较多。报道策略方面，台湾媒体经常使

用肯定成就、文化吸引、诉诸权威等策略来塑造福建省的形象，且叙述策略的不

同会影响到其报道态度。

关键词：福建省形象；台湾传统媒体；台湾新媒体；邻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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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As one of soft power, image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and smart phones, Taiwanese can know all aspects

of Fujian Province quickly, and they have more opportunity to choose the news as

they want. At this time it has happened a certain degree of cognitive gap in Taiwanese

and Taiwan media awareness on the image of Fujian, this knowledge gap has brought

some opportunities in the image construction of Fujian province , it become possible

to shaping Fujian image initiative, and then set up the Taiwan media’s agenda .

In this background, the study us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encode and analysis

the reports about the contents of Fujian in Taiwan's traditional media and new media

between June 1, 2014 to June 1, 2015. From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historical, environmental and urba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which can fully

reflected the image of Fujian province on the media of Taiwan, and explore the

problem that how Taiwan's media build the image of Fujian provinc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re are several factors would be affected Fujian

province image on Taiwan's media, like neighborhood effects, agenda setting, media

environment and the framework of the Taiwan media. Both traditional media and new

media have focus their eyes on the imag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Fujian province. In reported attitudes, Taiwan media have more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s social and environment image of Fujian Province, an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cultural and economic image of Fujian Province. In

reported strategy, Taiwan media accustomed to using affirmative achievements,

cultural attraction, authority and other strategies to shape the image of Fujian

Province, and different narrative strategy will affected its reported attitude.

KeyWords: The image of Fujian province; Taiwan's traditional media; Taiwan's new

media; Neighborhood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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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台湾问题是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1950年美国派

兵入侵台湾海峡又放缓了大陆解放台湾的进程。此后，两岸进入了军事对峙阶段，

并中断了一切经济文化及民间往来。1951－1987年，台湾当局对台湾新闻业发

布多条限制措施，推行“报禁”政策，在此期间，台湾报业成为了社会动员和维

持统治权威的力量。[1]直到 1987年党禁报禁全面放开后，台湾报业才相应地开

始蓬勃发展起来。同年民进党成立，此后陆续执政台湾的李登辉与陈水扁开始在

台湾极力推行“去中国化”政策以及培养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并加强对媒

体的操控，通过绿化媒体、柔性的政策控制和政府公共广告行销分配的利益诱惑

等方式引导媒体配合其政党斗争[2]，这些行为促使大陆在台湾媒体中的形象变得

歪曲，影响了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新台湾人”的思想意识，严重地稀释了

台湾人民关于“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感。

直到 2008年马英九上台执政，两岸关系才迈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并在

2012年马英九连任后得到巩固和深化。虽然两岸各方面交流日益增多，但是大

部分台湾民众还是无法凭借直接经验去认识大陆，对大陆的认知甚少。旺旺中时

民调中心 2013年的民调资料显示：“70%左右的民众依然对大陆很陌生，甚至对

于大陆仍有心墙”。[3]许多台湾民众只能通过台湾媒体提供的信息来了解大陆，

而台湾媒体在度过报禁以后，媒体数量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竞争逐渐加剧促使媒

体不惜一切手段来抢占市场，对大陆的报道中也更加喜欢报道能够吸引眼球的新

闻事件，且态度较为负面。如政治上,多报道大陆如何打压和制约台湾，煽动台

湾民众的恐中情绪。经济文化上,大陆不文明、落后、黑心产品的新闻充斥着版

面。这种不及时、不准确和不全面的报道，加大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认知落差。

从地理上看，大陆福建省是台湾的邻居，其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使得福建省

成为了大陆对台政策落地推行的先头兵。自 1987年两岸打破禁闭、互相往来以

后，台湾民众返乡探亲的第一站就是福建省，许多台商来闽投资建厂，台湾青年

学生来闽学习生活等等都加深了闽台之间的交流。鉴于闽台两地社会活动交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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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频繁，福建省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整个大陆的形象，其在台湾媒体上的形

象建设也越发凸显的十分重要。那么，福建省在台湾媒体上的现有形象如何？台

湾媒体又是如何构建福建省形象的？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对福建省的态度如何？

这一系列问题构成了本次研究中的研究背景。

1.2 研究意义

美国学者芒福德认为城市形象是通过大众传媒、个人经历、人际传播、记忆

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4]其中大众媒体凭借其高效的传播效率、

广泛的传播覆盖和庞大的受众群体，一直被认为是构建和传播区域形象的重要路

径，它极大地影响着受众对某一区域形象的认知。[5]大众媒体在对客观现实环境

进行报道时通常会充当着“把关人”的角色，通过对信息和新闻的筛选、加工和

报道，重新建构、提示和展现给受众一个“拟态环境”，而不是客观的真实环境。

尤其是在新媒体日益占据我们日常生活以后，媒体所营造出来的环境与真实环境

之间的差距变的更大。

台湾媒体在闽台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台湾民众对福建省的了解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且三个阶段的了解模式略有不同。第一阶段（1949-1987）的交流模

式可归纳为单向宣传的大众传播模式，由于受制于台湾当局的禁严措施，台湾民

众对福建省的认知大多是通过台湾媒体报道宣传或特定情境下的单向接受。第二

阶段（1987-2008）的交流模式可归纳为融入了人际传播的大众传播模式。1987

年台湾解禁后，台湾当局允许台湾民众来大陆探亲、通商等，此时除了继续通过

台湾媒体了解福建省之外，部分台湾民众有机会亲自来福建感受福建省的各方各

面，对福建省的认知进入主动选择下的被动涵化阶段。第三阶段（2008－至今）

的交流模式可归纳为深化沟通的人际传播模式。2008年后，两岸进入大交流、

大发展的阶段，互联网的发展加快了台湾民众对福建省各方面消息的了解速度，

闽台民间交流也逐渐扩大深入，部分台湾民众对福建省的认知与台湾媒体对福建

省的实际形象建构出现了一定的认知落差，同时也为福建省的形象建构带来了一

定的机遇，主动塑造福建省的形象、进而设置台湾媒体的议程成为可能。在此背

景下，从台湾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角度出发，探究福建省在台湾媒体中的媒介形

象问题具有了一定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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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意义上来看，良好的区域形象对区域自身以及国家来说都是极为宝贵

的财富。陆林等学者认为在区域发展中，一个区域的形象不仅具有经济价值、政

治价值，还具有很强的文化价值。[6]良好的区域形象对内来说是凝聚力的深厚，

对外来说则是辐射力的宽广。2014年 12月 12日，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福

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主要任务是对接台湾。在此背景下，福建省在台湾媒体

中的形象如何也会影响到福建省吸引台资企业来闽发展的进程。此时对福建省的

形象进行监测和研究，一方面是对福建省过去发展成果从形象层面上进行一个验

证，另一方面是希望从侧面了解福建省在台湾媒体中的各方面形象好坏，为福建

省在接下来吸引台资的过程中提供参考，在现存的形象中做出努力，提升在台湾

媒体中的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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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基本概念界定

2.1.1形象

探讨区域形象，首先要从“形象”说起。历史上最早把“形“，”象“两个

字结合起来运用的记载当出自《尚书·说命》的疏注“刻其形象”，“使百官以所

梦之形象”。这里的“形象”是指人之相貌，物之形状。有学者初步对形象的含

义做了总结，将历史文献中有关”形象”的含义归纳为三层，“一是指人、物之相

貌形状；二是指能够作用于人们的感官，使人们产生印象、观念、思想以及情感

活动的物质；三是指具体与抽象的统一，也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7]

发展到现代，“形象”一词被引入到特定的学科领域，其含义也更加多元。

从文学领域来看，北京大学孟华教授认为形象是一个整体构成，它由不同的方面

共同聚合而成，这些不同的形象构成，仿佛光谱一样形成形象谱系。[8]此种界定

也隐含了形象是由特定部分构成的。还有学者提出形象是由实体形象、媒介形象

和认知形象共同构成的。[9]这正呼应了孟华教授对形象的定义，且此种界定开始

注重媒介在塑造与传播形象过程中的作用。从传播学领域来看，有学者认为形象

是物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被人脑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的输出。

[10]此种定义重点关注了媒介对形象塑造的作用。

除了对概念进行相关界定之外，还有学者对“形象”进行了分类，根据不

同的分类方法将“形象”分为自然形象和人造形象、静态形象和动态形象、视觉

形象、听觉形象和语言形象等。[11]此种分类中，静态形象是指历史、文化、价值

观等不会轻易改变的部分，而动态形象是指根据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变化而变化的

部分。[12]因此，结合本次研究的主题，笔者认为“形象”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整

体，当动态形象发生改变时，其整体形象也随之发生改变。从客体的角度而言，

形象是指受众通过大众传媒、人际传播、个人经历等对某种事物的静态形象以及

动态形象的独有的认知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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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区域形象

由于“形象”在文学、社会学、管理学、传播学、哲学以及美学等多个学科

领域都有涉及，且“区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具有国家、城市、地方、目的地

等多个外延[13]，因此，对区域形象的界定也就存在一些分歧，学者们对区域形象

的概念并未达成一致的认识。国外学者对区域形象进行定义的比较少，更多的是

在实践层面的运用和操作。而国内学者则提出了多种定义，不一而足。有的学者

受认知心理学中“形象”概念的影响，认为区域形象就是客体的主观感知，如罗

治英教授将区域形象定义为“一个地区的内外公众对该地区的内在综合实力、外

显表象活力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具体感知、总体看法和综合评价”。[14]郑萍等人认

为”区域形象是指一区域内外部公众对该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地理等

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15]以上学者对“区域形象”的界定都从客体的角度出

发，认为客体的主观感知极为重要，然而却忽视了区域这个主体对其形象的主动

营销或规划的可能性。

也有学者从区域主体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区域形象的概念。如马志强从公共关

系的角度来考察，认为“区域形象是由区域政府、区域公众通过对自己的言语行

为共同塑造的一个对外形象”。[16]对“区域形象”的界定不论是从主体还是客体

的角度都没有使区域形象的概念显得清晰，还有混杂之感。赖球认为“区域形象”

就是区域方方面面的客观存在，而对区域的感知、认识与评议则是“区域形象评

价”[17]。由此可见，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区域形象评价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性，

且这种带有主观性的评价有时会与客观存在的区域形象的实际情况不一致。这种

将区域的客观存在与对区域形象的主观评价分开的界定较为清晰地说明了区域

形象的主客观区别。

以上各种定义之所以不同，是因为研究者的研究角度不同。不论何种定义，

终究离不开区域本身的特征。因此，借鉴学者王朋进对国家形象的界定，本文认

为，区域形象是指一个区域的客观状态的存在形式或表现方式。它包括三种状态：

区域的实体形象、区域的媒介形象以及认知形象。区域的实体形象就是区域实实

在在的状况表现，包括物质的（如经济水平、自然条件等）、精神的（如文化水

平、凝聚力等）。区域媒介形象就是区域在媒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总体状况，

即大众传媒中关于区域信息的传播所建构的一种总体情况。认知形象是公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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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识主体）通过“直接学习”和“间接学习”获得或形成的关于一个区域的整

体印象或评价。这三者的关系是：区域的实体形象是本源，区域的媒介形象是渠

道和参照，区域的认知形象是结果。

综上，本次研究中的福建省区域形象是指福建省在台湾媒体中所呈现出来的

一种总体状况，而不是某一部分的状况。在对区域形象进行研究时，从整体入手

更能全面地描绘出区域形象的现状，也能更加科学地指导日后的工作。

2.2 区域形象研究综述

2.2.1国外区域形象研究

在国外，区域形象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60年代，美国学者 Kevin

Lynch1960年出版的《The Image of the city》一书中提出城市的可识别性和形象

性的概念，并将城市形象的概念应用于城市设计与规划。[18]已有文献表明关于地

区形象问题的研究，在国外首先是从行为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的研究开始的。[19]

进入 90年代后，国外有关地区形象的研究开始聚焦于地区营销理论。营销

大师科特勒认为地区营销是将地区视为一个市场导向的企业，将地区未来的发展

远景确定为一个吸引人的产品，并借此强化地区经济基础，主动营销地区特色，

更有效率地满足与吸引既有和潜在的地区目标市场。[20]国外对区域形象的研究大

多是从营销学的角度进行，且更多的是在实践层面的运用和操作。

2.2.2国内区域形象研究

与国外地区形象研究发端于地理学、城市规划学以及地区营销理论不同，国

内地区形象研究肇始于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的企业形象推广的启发。[21]从 20

世纪 9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在中国逐渐蔓延开来，这也促进了企业和政府等领

导决策者开始重视企业形象战略，国内学者也开始在城市规划中借鉴企业形象传

播的经验，并开始关注地区形象的塑造、宣传和推广等问题。国内最早的有关区

域形象的应用研究开端于 1992年的广东“花都市形象建设”的课题，1994年该

课题的研究报告首次提出了“地区形象”的概念[22]。

通过对国内现有的研究进行梳理后，笔者发现，国内有关区域形象的研究大

多是从以下四个角度进行：一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论述区域形象与区域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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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关系。如学者马志强认为“区域形象即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区域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23]二是从营销管理学角度出发，关注区域在营销、推广

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如学者陆林等人尝试从构建区域形象概念和营销概念模型入

手，探讨区域形象营销的基本框架。三是从测量学角度出发，关注区域形象的设

计以及测量研究。国内学者对区域形象的测量研究又可归纳为三方面：对区域实

体形象、认知形象以及媒介形象的测量。对区域实体形象的测量研究比较典型的

有学者叶南客建立的地区形象监测指标体系，从综合判断、城市建设与管理、经

济发展、社会进步、政府形象、市民形象、社会氛围、生态环境等八个方面分析

地区形象的塑造与传播。[24]对区域认知形象的测量研究与区域实体形象有一定的

重合，“二者都是基于区域属性来展开的，只不过区域实体形象是从资源提供的

角度进行，而区域认知形象的测量是从目标受众的角度，注重对区域信息的认知”。

对区域媒介形象的测量研究目前较少，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从国家的角度来探讨国

家在外媒上的媒介形象如何，研究较为宏观。如董小英等人曾针对 11636篇国内

外英文媒体对五个奥运会举办国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从政治、经济等几个维度

对举办城市和国家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四是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出发，此视角的

研究大致分三类：一是关注学科领域内的理论研究，如区域形象的形成原因及传

播过程，如侯建建等人曾利用传播学议程设置与培养理论来分析现阶段河南省的

区域形象问题[25]；二是关注媒介本身，尤其是媒介在区域形象中扮演的角色，任

斐在其硕士论文中就提出受众在大众媒介所构建的刻板成见、拟态环境和地区图

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对该地区的心理认知，成为地区形象塑造的效果反映[26]；

三是关注媒介上的区域形象呈现，这一类的研究总体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基本

上都是从大陆媒体入手，分析大陆某一地区的区域形象。

2.3 媒介形象研究综述

20世纪 9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对“区域形象”的研究开始崭露头角。随着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媒介与形象的关系问题也得到越来越

多的学者关注。

学者栾轶玫对国内媒介形象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后总结出国内关于媒介形

象研究现存的两个维度：一是认为媒介形象即社会中的具象或个体通过媒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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