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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网络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交流往来密切，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是常有的，全球各国以及全国各地也在寻

求新的发展之路，文化传播的道路任重而道远，国内城市形象的传播与对外传播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

新突破口，而内陆三线小城市的发展状况需进一步完善，才能迸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辉。本文以乌兰察布

市为例，在跨文化传播视域下对其概况、对外传播现状以及城市传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与总结，认

为其存在传播内容缺乏创新、传播渠道单一、工作人员积极性低等问题，对此，本文提出塑造城市形象，

加大城市形象宣传力度、创新传播内容，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合作、丰富传播形式，传播拓展对外传播渠

道与平台这三条对策，以期乌兰察布市以及类似的内陆城市能够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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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network globalization, countries have close exchange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lli-
sions are commo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are also seeking new 
ways of development, and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fo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dissemi-
nation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domestic city image is a new breakthrough in its develop-
ment process, while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inland third-tier small cities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o burst out their own brilliance. Taking Ulanqab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vesti-
gates and summarizes its general situat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urba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a lack of innovation in communication content, singl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low enthusiasm of staff.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proposes to shape 
the city’s image,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of urban image and innovate communication content.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enriching communication forms, 
and expanding extern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platforms are three countermeasures, so as 
to better develop Ulanqab City and similar inlan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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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在全球化背景下，基于文化系统的差异，各国家密切往来，跨文化对外传播成了各国之间相互交流

沟通的纽带。我国幅员辽阔，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与文化传播成为我国展示国家形

象、与别国友好相处以及提高国际地位的方式。而城市形象也成为了展示城市文化、跨文化传播、带动

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渠道。对于内陆三线城市，如乌兰察布，位于少数民族自治区，但与蒙古国、我国

山西省、河北省相邻，在多民族、多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孕育出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因其地理位置与历

史文化的独特性，可在跨文化传播中进行探究，凭借其地理、文化特点，对蒙古国进行文化对外传播，

助力我国对外传播之路多样发展。如何在跨文化的视角下塑造和传播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的国际影响力，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乌兰察布为例，探讨内陆三线城市在跨文化视域下的形象对外传播策略。 
对外传播是我国将中华优秀文化推向世界舞台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对外传

播这一宏大命题，应当是方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我国在对外传播的道路上取得了诸多成绩，不仅将无

数精彩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也促进了文化交流和融合，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同时提升了

弘扬中华文化的自信心。而我国城市形象的对外传播，也是我国对外传播的部分内容，本文以我国内蒙

古自治区中文化、地域独特的乌兰察布市为例，分析我国三线内陆城市的对外传播策略，期望以微观角

度的小城市的形象扩充大中国多样化、丰富性强的整体形象，为我国在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交往中发

挥一部分作用。 
(二)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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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文化传播理论 
覃桂明在《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现状——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图谱分析》中梳理了跨文化传播

2005~2022 年间的研究情况，认为从整体研究趋势来看，跨文化传播研究正在转向“共情”，同时以“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政治基础，凸显了该学科的现实意义[1]。李春红在《汉语熟语跨文化传播与教学

新路径》中认为目前汉语熟语域外传播存在文化思维与认知能力培养相对滞后的瓶颈，需要从文化语言

学视角重新梳理熟语的文化理据与认知规律，构建汉语熟语文化等级框架、挖掘优秀文化传承内容以及

多元系化教学等方面的域外传播新路径[2]。 
刘鹏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外合拍片跨文化传播模式及评价体系构建研究》中，基于中国优秀

文化构建的中外合拍片跨文化传播模式以及评价体系，对跨越种族、文化和地缘等传统边界展开的中外

合拍的主体定位、合拍内容、合拍方式、跨文化传播受众、规避文化折扣以及探寻文化间性等问题展开

探讨[3]。孟建和符艺娜在《跨文化传播的新场域——基于国际 A 类电影节获奖中国电影的研究》中认为，

中国电影要从走向国际，到影响世界，需要形成能够为全球观众带来价值共享的电影文化体系，应以利

用国际电影展平台推出中国电影、加大文化开放力度并进行深度跨国合作以及构建新媒介融媒作为中国

电影跨文化传播的理念与路径[4]。 
2、城市形象传播研究 
邓秀君和唐斯琦在《跨文化传播视阈下城市形象短视频的符号整合与文本重构》中选取符号学作

为理论框架，从物源符号、语言符号、伴随文本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认为短视频可有效提升城市符号

动态聚合的效率，重构新媒体平台的文本结构和互动交流模式，达成意义共通、价值整合、国家认同

等跨文化传播目标[5]。梁琳琳和王宏俐在《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以西安为例》中提出西

安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周边地区辐射能力等方面与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有明显差距，应不断加强城市

形象建设、调整跨文化传播策略、拓宽跨文化传播途径，逐步增强西安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长效性

和成功率[6]。 
邓竹君、刘洋和唐成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旅游城市形象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探究——以齐齐哈尔

为例》中，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础，提出齐齐哈尔市应具备清晰的定位、积极创新与发展等跨文化传

播的策略[7]。丁莉在《媒介融合背景下郑州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提出，媒介融合给跨文化传播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作者认为，郑州城市形象的跨文化传播需克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播阻碍，

把握好媒介融合的特点，强调媒介的核心作用，积极调整传播策略，以促进郑州城市形象的构建[8]。 
本文则以乌兰察布为例，探究了我国三线城市的对外传播策略，通过调查与研究来展示乌兰察布市

的传播现状以及城市形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形象的传播应加大宣传力度、关注

传播内容、创新传播内容与渠道以及要拓展多元传播方式。 
(三)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以“跨文化”、“城市形象”、“对外传播”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等数据库进行检

索，罗列并提取关于城市形象对外传播的研究，同时进行分类整理、研读全文、分析、提出论点和中心

思想，借鉴其他优秀学者的观点，形成自己的思路，以此来把握已有的关于跨文化传播、城市形象传播

等各方面研究。此外，通过图书馆渠道找到相关方面的书籍进行研读，分析书籍中所含知识与城市形象

对外传播等方面内容的相关性并探究内陆三线城市如何更好地进行对外传播这一问题。 
个案研究法：对乌兰察布市云、乌兰察布文旅、集宁融媒等抖音账号以及乌兰察布云视频号采用参

与式观察、收集文件证据、图片、影片或录像资料等方法，收集材料、观点见解，作为基础，对相关账

号中对外传播的部分进行详细、深入、全面地分析，最终形成结论。根据相关账号状况提出乌兰察布城

市形象塑造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对策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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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乌兰察布市概况 

(一) 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乌兰察布市，内蒙古自治区辖地级市，地处中国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部与河北省接壤，

东北部与锡林郭勒盟相邻，南部与山西省相连，西南部与首府呼和浩特毗连，西北部与包头相接，北部

与蒙古国交界，国境线长 100 多千米，地貌类型多样，自北向南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属典型的中温带半

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总面积 5.45 万平方千米。乌兰察布为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山口”，已有 6000
余年的文明史，是中国古代北方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草原丝路和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孕育出了察

哈尔文化和杜尔伯特文化。是“一带一路”和中欧班列唯一的非省会枢纽节点城市，也是国家重点建设

的 23 个物流枢纽载体城市之一。市内有 5 条高速公路、6 条铁路，1 座机场，是西北地区向东南出海的

必经之地，是连接华北、东北、西北三大经济区的交通枢纽，也是中国通往蒙古、俄罗斯和欧洲的重要

通道。境内拥有辉腾锡勒高山草甸草原、杜尔伯特大草原、乌兰哈达火山草原等景点。1被命名为国家卫

生城市 2入选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名单，3还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县)，4并成为文旅康养城市联盟共

同发起城市之一 5。 
(二) 历史文化与民族特色 
乌兰察布历史上就是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汇交融的地区。战国时，乌兰察布的大部分地区是

赵国和匈奴的领地。秦并六国后，在原来赵国的地域设置了云中郡、代郡、雁门郡。秦亡后，匈奴占据

了这里的大部分地区，并于西汉时在四子王旗境内建立了中部单于庭。北魏前夕，乌兰察布的大部分地

区为拓跋鲜卑所据有。隋唐时，为突厥和隋唐交替管辖。宋、元、明、清历代，这里都有北方少数民族

繁衍生息，先后有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元代，在今集宁区建立了集宁路，成为集宁一名的由来。乌兰

察布盟形成于清朝康熙年间(1662 年~1722 年)，由先后归附清廷的蒙古四部六旗，即：四子部落一旗、

茂明安部落一旗、喀尔喀右翼部落一旗(俗称达尔罕贝勒旗)、乌拉特部落三旗(前、中、后三公旗)首次会

盟于四子王旗境内乌兰察布地方，盖其地有河，名乌兰察布，因以河名呼其地，以地名呼其盟，迄今已

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康熙十四年(1675 年)，察哈尔部右翼四旗进入今乌兰察布东部地区。大体分布在今

商都、兴和、丰镇、集宁、凉城、卓资、察右前旗、察右中旗、察右后旗和河北省的尚义县(部分)区域之

内。如今的乌兰察布，也是一个具有多文化的城市，由于地域原因，中原文化与内蒙古文化在这里交织

融合，内蒙古的蒙古族与汉族相互依存，互相通婚，蒙汉结合的家庭众多，因而乌兰察布文化的整体基

调便成了蒙汉结合的文化，而乌兰察布也有着众多景点，诸如：岩画、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察哈尔湖

旅游区、苏木山森林公园、红石崖旅游区、辉腾锡勒草原以及格根塔拉草原等。 
(三) 经济发展与对外交流 
2022 年，乌兰察布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017.9 亿元，比上年增长 4.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77.2

亿元，增长 4.4%；第二产业增加值 447.4 亿元，增长 6.2%；第三产业增加值 393.2 亿元，增长 2%。三

次产业结构为 17.4:44:38.6。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61876 元，比上年增长 6.2%6。 
2023 年 12 月 28 日，乌兰察布举办了跨境电商产业园开园仪式。跨境电商产业园依托市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资源优势，通过建设跨境新零售 o2o 创新中心、跨境商业综合服务中心、跨境人才孵化中心、

跨境创新创客服务中心、跨境产业品牌出海基地和跨境校企合作示范基地，实现“线上平台 + 线下园区”

 

 

1乌兰察布市基本情况。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发布。 
2全国爱卫会关于命名 2014~2016 周期国家卫生县城(乡镇)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3关于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名单(第二批)的公示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4来自：名单来了！命名 411 个全国双拥模范城(县)，表彰 59 个模范单位和 100 名模范个人。中国军网。 
5来自：文旅康养城市联盟在晋城成立。山西晚报。 
6根据：乌兰察布市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乌兰察布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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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双重整合，帮助乌兰察布特色产品培育品牌、跨境出海，实现乌兰察布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2023
年，乌兰察布市青年企业家商会中的各位企业家，也表示要支持乌兰察布对外交流，引进外资以及人才，

推动乌兰察布向好发展。 

3. 跨文化视域下乌兰察布市形象对外传播现状分析 

(一) 对外传播渠道与方式 
第三届中蒙国际博览会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举行，共有 28 个国家、组织和地区参会，这场会议以短

视频、新闻等形式被官媒报道，但乌兰察布的官方媒体对此报道较少。由此可见，乌兰察布市的对外传

播渠道较为单一，以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微博、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应用软件作为传播渠道，

制作短视频、新闻报道等新闻讯息来展示乌兰察布市的特色、景点、新鲜事以及各类社会新闻，见图 1。 
 

 
Figure 1. What’s new in Ulanqab 
图 1. 乌兰察布的新鲜事 

 
(二) 对外传播内容与特点 
互联网时代，乌兰察布市对外传播的内容以生活新闻、旅游景点、活动等类型出现，生活新闻有市

民的趣味性事件，如市民发现国家保护动物丹顶鹤、幼儿园迎新活动、内蒙古求婚现场等，见图 2。旅

游景点类视频包括温泉水上世界、胡林古塞冰雪民俗风情节、乌兰察布夜景、乌兰察布火山等，见图 3。
活动有迎春促销费、蒙古马冬季拉练、越野滑雪比赛等。整体特点以乌兰察布中的蒙古族文化以及市民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2074


王琪 
 

 

DOI: 10.12677/jc.2024.122074 471 新闻传播科学 
 

生活的现代文化为主，在突出蒙古族特色的同时，展现现代家庭、校园等日常活动场景。 
 

 
Figure 2. Interesting citizen stories 
图 2. 市民趣事 

 

 
Figure 3. Travel sight 
图 3. 旅游景点 

 
(三) 对外传播效果与问题 
乌兰察布市形象对外传播效果整体并不理想。在抖音短视频中，乌兰察布融媒的短视频作品共 1868

条，点赞量最高的一次是 13.1 万，视频内容是 70.80.90 后的童年回忆，见图 4。随后就是点赞量 1.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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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地人眼中的乌兰察布和真实的乌兰察布”，第三是 3431 点赞的“30 秒带你认识乌兰察布(美誉篇)”。
而其他视频的点赞量大多在几十、几百左右。微信视频号中的乌兰察布融媒账号，热度相对稳定，大多

在几百、几千左右，见图 5。存在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客观因素，乌兰察布市知名度较低，人口

有限，景点也较为有限，关注其融媒的大多是当地人，另外融媒体中心成立较晚，2024 年一月二号才成

立了一周年。一方面是主观因素，视频号以及抖音号中的视频内容与剪辑都较为传统，缺乏创意。 
 

 
Figure 4. Most liked videos 
图 4. 点赞量最高的视频 

 

 
Figure 5. Ulanqab city fusion media centre video number 
图 5. 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视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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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乌兰察布城市形象存在的问题 

(一) 城市知名度低 
乌兰察布市知名度较低，作为一个市级城市，记忆点寥寥无几。提起内蒙古，大众最先想到的是呼

和浩特和呼伦贝尔等具有民族特色、知名度较高的城市，而乌兰察布地域面积较小、人口和景点数量少，

虽有“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的标语，但其知名度依然没有成为主流社会普遍认知下的内蒙古

城市。不仅是在国内，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乌兰察布也并未成为一个被外界广泛认可的城市。 
(二) 城市形象建设缺乏特色 
乌兰察布市的城市形象建设的特色较少，蒙古族元素不如同为内蒙古市级城市的其他地区，现代元

素又不如全国各地的其他城市，这导致乌兰察布市缺乏独创特色。2023 年夏季，乌兰察布市举行了一些

大型活动，如牛村的“京西草原音乐节”和“乌兰察布之夜”，“京西草原音乐节”具有现代特色与蒙

古族特色，邀请知名乐队演出，受到民众欢迎，但大多数是外地游客与年轻的市民。而“乌兰察布之夜”

则参考西安大唐不夜城，现场设施与表演大多是源自西安的设置，仅有一家可以邮寄明信片的店具有城

市特色，现场人流量较多，环境优美、氛围感很强，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是建立在地域文化和人文历史特

色的基础上，六朝古都的繁华也一直在人们心中萦绕，因此是合适的，但是，乌兰察布这座城市并没有

和西安一样的唐朝文化底蕴，办这样的活动能够带来一些游客，让本地市民不出市即可观赏西安特色虽

是好的，但也应以自己的城市特色为基础建设景点，一味的参考借鉴与照搬是毫无创意、毫无特色的，

美则美矣，但没有自己的味道。 
(三) 宣传积极性低 
乌兰察布市景点虽少，但也应进行挖掘研究，例如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周边草原、度假

村、火山等地，都可进行适当的探索与宣传，多角度、深入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宣传。宣传部门也缺乏热

情与积极性，在视频、新闻的采编、宣发工作上遵循传统惯例，并没有太多的改进与创新。城市形象的

建设与宣传方面，相关部门的积极性也较低，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积极性较弱，仅仅停留在传播、介绍

方面。 

5. 跨文化视域下乌兰察布市形象对外传播策略探讨 

(一) 塑造城市形象，加大城市形象宣传力度 
对外传播的第一步，应先塑造一个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城市形象，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

乌兰察布市也不例外，因此，塑造城市形象应先从城市本身的历史文化出发，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再加以现代文化进行充实，寻找城市独有的文化与特色，加以强化。除此之外，应丰富基础设施，从街

边的公共卫生间到马路再到公园、景点、特色标志等入手，为市民以及游客打造便利的交通与生活场景。 
宣传也是塑造城市形象的一部分，仅做城市形象的建设是不够的，好的宣传能够将城市呈现给全国

各地乃至全世界的大众，而乌兰察布的城市形象宣传则不足够让世界看到，其对内、对外传播都并不深

入与广泛，因此应加强城市形象的宣传力度，激发融媒体的生产创作活力，为乌兰察布市的形象建设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也可培养意见领袖或选择城市形象大使，以名人的影响力带动地域的影响力。 
(二) 创新传播内容，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合作 
城市形象的塑造离不开传播，更需要有优质的传播内容，就如今的互联网而言，传播速度与范式已

然成熟，由于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城市形象的传播也更为简便，但在网络体系中，内容丰富多元，受众

的注意力被严重分散，因此需要相关负责人员加强内容的创新与创作，用心做视频、图文内容。创作初

期可借鉴与模仿其他作品，但需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与特色，打破常规，努力成为“爆款”的创作者。

除此之外，想要拓展国际路线，还需结合一定的国际文化内容作为“走出去”的条件，乌兰察布市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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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位置原因，更适宜与北亚国家，尤其是蒙古国进行文化交流合作，因此需要在这一方面进行探究与开

拓，先从周边国家的交流合作开始，再逐渐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三) 丰富传播形式，传播拓展对外传播渠道与平台 
除了内容，传播形式与渠道对于城市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也尤为重要。官方媒体和个人自媒体的运营

与展示对于一个城市的传播与对外传播同样重要，两种媒体属不同类型的传播且传播作用具有差异性，

官方媒体如乌兰察布融媒，所发布的官方视频令市民能够观看新鲜消息，其内容也是乌兰察布市形象在

互联网上最大的象征。而乌兰察布市市民以及部分意见领袖们的自媒体视频，则可从侧面补充乌兰察布

市的城市形象，就如“山西四人行”的爆火一样，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记住了山西的方言与山西这个城市，

鼓励民众创作也是一种走向传播的方式。而对外传播的渠道则需涉及国际网络平台，有关部门可去申请。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平台与平渠道多样化发展，各城市都在用心去规划自身的传播与发展，乌兰察布市

也应当抓住机遇，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 

6. 结论 

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性，导致了经济与传播上的差异，而内陆三线小城市的对

外传播更是难以前行，本文认为，对外传播的基础是传播，我国地域辽阔，文化多元，首先要在国内的

传播有一定的知名度，才能继续走向世界。因此，城市形象建立的原创性、特色性、深度以及广度是尤

为重要的，乌兰察布作为国内内陆三线城市中的一个，其对外传播路径是有一定参考性的，本文由其传

播现状以及不足而展开陈述，认为内容创新、渠道拓展以及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是城市形象传播以及对外

传播的关键，期望乌兰察布市能够挖掘城市历史文化与特色，做好城市形象的宣传与推广，让更多的人

能够了解这座北方小城的魅力，同时做好对外传播与文化交流合作，提升经济效益与基础设施，创造自

身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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