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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途径之一。传播好城市形象，可以有

效促进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提升城市知名度与国际影响力，向外展示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探寻拓宽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的媒介渠道，对城市实现文旅增益、人才引进、

产业升级、招商引资等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分析沈阳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的现状，梳理沈阳形象

国际传播内容的建构与创新，并提出媒体融合视域下提升沈阳形象国际传播效能的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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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urban imag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avenues for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and spreading China’s voice effectively. Promoting a positive urban image can significantly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system, enhance city recognition and in-
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showcase Chinese spirit and strength to the world.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convergence, exploring and expanding channels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urban images 
is crucial for achieving cultural and tourism benefits, talent attrac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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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promo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Shenyang’s international 
image dissemination, reviews th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Shenyang’s international image con-
tent, and proposes improvement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Shenyang’s international 
image dissemination from a media convergenc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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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阳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的现状分析 

媒体融合是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技术、内容、渠道等方面的全面融合，为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带

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沈阳作为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城市，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雄厚的工业基础，

近年来，在媒介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积极探索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的新路径，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

一些不足。 
(一) 传播主体多元化与内容多样化 
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沈阳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主体从传统的政府机构和主流媒体扩展至企业、社

会组织及个人等，形成了官方与民间并行的多元化传播格局。主流传统传播主体多以新闻图文和城市宣

传片为主，内容形式相对单一；而民间传播主体则凭借短视频、社交媒体等平台，以独特的视角和真实

的情感表达，增强了传播的时效性和丰富性。同时，传播内容从传统的文字报道、图片和电视宣传片，

逐步发展为涵盖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及互动内容的多样化形式。多语种内容、数据可视化、H5 交互

技术、VR/AR 技术以及直播技术的应用，为沈阳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和表达方式，

提升了内容的吸引力和传播效果。 
(二) 传播效率提升与效果不均衡 
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沈阳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的效率。通过社交媒体、新闻客户端和直播平

台，主流媒体和自媒体都能够实时发布城市动态、重大活动和文化事件，使国际受众第一时间获取最新

信息。例如，视频平台的全球直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精准推送，以及 YouTube、Facebook 等全

球化平台的广泛覆盖，大幅提升了传播的广度和精准度。 
然而，在信息爆炸和碎片化的社交媒体环境中，沈阳城市形象的传播效果有待提高。海量信息的冲

击使得受众难以形成完整、连贯的城市印象，导致传播效果参差不齐。如何在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整

合碎片化信息，形成鲜明的城市记忆点，成为沈阳城市形象国际传播面临的主要挑战。 
(三) 传播资源整合不足与城市形象挖掘不充分 
沈阳在城市形象国际传播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缺乏有效协作机制、资源分散，内容同质化严重，

难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导致传播效果未能最大化。此外，文化差异导致传播内容缺乏针对性，难以

引起国际受众的共鸣。 
同时，沈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工业遗产价值在国际传播中未能得到充分挖掘。例如，沈阳故宫、

清昭陵等世界文化遗产的传播力度不足，工业遗产的独特魅力和“东方鲁尔”的工业精神被简单化处理，

未能充分展现其历史厚重感和文化吸引力。尽管“东北大花”、“东北话”等地域文化特质能够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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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但其传播仅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度挖掘，可能对城市形象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沈阳需要在传

播资源整合、文化深度挖掘及差异化定位方面进一步优化，以提升国际传播的整体效果。 

2. 沈阳城市形象的建构与创新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

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
沈阳既承载着“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的历史荣光，也肩负着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时代使命，如今凭

借烟火气与人情味成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如何在国际传播中突破“重工业”、“老基地”的刻板

印象，构建兼具历史厚度、产业活力与生活温度的鲜明城市形象，是沈阳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命题。 
(一) 历史文化名城视域下满族文化 IP 的新表达 
沈阳的满族文化凭借历史事实和清宫剧的传播已被受众广泛知悉，但传播内容和形式仍较为片面和

单一。未来，沈阳形象建构需要通过年轻化、国际化的叙事方式焕发历史文化底蕴的新生。首先，打造

沉浸式体验形式，让文化传播从静态展示转向互动参与。沈阳故宫于 2022 年上线 8 个全景数字化展览，

在线可欣赏每个展览的不低于 30 个全景，实现“云”游沈阳故宫[2]，以及 2023 年入选全国文化遗产旅

游案例和线路宣传展示活动“百强案例”的“故宫有戏”项目，在故宫古戏台周边打造“活态传承”国粹

艺术沉浸式体验活动[3]，根植沈阳优秀传统文化，以生动共情的表现形式赋能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 
其次，应运用图文、短视频、H5 新闻等融合新闻手段，将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直接、灵活、通俗的

形式传递给外国友人，展现灵动的沈阳古城形象。此外，可结合二人转、东北大鼓等传统艺术形式，设

计戳中大众萌点且具有收藏价值的文创产品，提高来沈人士的文旅好感度，展现可爱的沈阳形象。例如

辽宁省博物馆频繁推出的精美文创产品，次次爆火出圈，给足情绪价值，让游客留下美好回忆。 
(二) 老牌传统工业城市形象的新塑造 
沈阳不仅历史文化悠久，还具备现代城市的科技与发达。近年来，沈阳把握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码

化发展态势，打造数字沈阳，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网站发布的《2024
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在 2024 年全球科技城市集群百强排行榜单中，沈阳位列第 61 名，晋升

两位。自 2021 年首次上榜以来，沈阳连续 3 年共跃升 29 个位次。在上榜的 26 个中国城市(群)中，沈阳

位居第 17 名[4]。沈阳应增强国际传播中反映城市创新发展的现代成果，展现城市产业活力。 
沈阳既具备传统重工业基础，又创新文化旅游产业，以“新旧共生”的逻辑重构工业形象，探索硬

核科技与人文情怀的平衡。作为重要工业基地，沈阳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时代变革中留下了珍贵

的工业遗产，见证着这座城市文明的辉煌与新生。因此，应积极创新文化旅游产业，活化中国工业博物

馆，全面展示人类工业史。例如，沈阳重型集团下属二金工车间被改造成 1905 文化创意园，集聚各类文

化创意活动，将文艺范儿注入老工业遗迹，通过艺术化改造让“生锈记忆”变身城市地标，以工业遗产

赋能文旅发展。 
(三) 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新 IP 打造 
与“苦寒之地”的传统印象不同，沈阳四季分明，环境优美，社会稳定，城市治安良好，人文气息浓

厚，人民生活幸福感强，处处展现高质量发展下的美好生活印记。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沈阳将 75%以上的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提升人民生活

品质，连续两年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5]。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应将高性价比的幸福转化为可感知、

可传播的情感价值，打造百姓视角下的生活文化 IP，向外传递市民对沈阳的认同感、归属感、安定感、

满足感，提高外国友人对沈阳的向往度、赞誉度。例如以“沈阳鸡架”、“西塔美食”、“洗浴文化”为

切入点，通过烧烤摊主、搓澡师傅等平凡人物的系列微纪录片，诉说市井烟火的故事，传递“低消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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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沈阳诀窍。 
同时，沈阳可以结合地域特色，冬季包装冰雪文化节，升温冰雪经济；夏季依托浑河赛艇、草地音

乐节，构建“避暑之都”形象，形成双季 IP，丰富城市形象，吸引海外受众实地体验沈阳真实生活，提

升城市口碑。 

3. 提升沈阳形象国际传播效能的策略 

在全球化传播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媒体深度融合为城市形象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与传

播范式。作为东北的重要中心城市之一，沈阳承担着面向东北亚，辐射欧美，开展国际传播的重要职能，

应从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效果四个维度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一) 传播主体：加强国际传播队伍建设 
组建专业化国际传播机构，提高对外传播策略研究能力。参考成都传媒集团国际传播部的运营模式，

学习整合其“建圈强链”的实践经验，打造“沈阳国际传播中心”，统筹整合宣传部、文旅局、沈阳广播

电视台等资源，形成“中央厨房”式内容生产机制，设立多语种传播矩阵，建立东北亚为中心，辐射欧美

的传播机构，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实现传统媒体向融媒体、智媒体迭代升级。同时，充分借鉴融合

国际知名城市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持续优化城市国际传播体系顶层设计、内容策划、渠道拓展及文化

交流方式，共同探索沈阳国际传播建设的新理念、新模式、新方法。 
培育“Z 世代”网红传播队伍，重点孵化“在地化”表达的国际网红。在社交媒体成为国际受众的主

要聚集地后，“以人为媒”的网红传播逐渐成为互联网有效传播的重点，可以与本地高校共建国际传播

研究院，重点培养同时具备国际视野、新媒体运营能力和跨文化传播素养的复合型人才，拓展人才梯队

培养空间。网红传播具有个性化传播的特点，采用个性化叙事方式，表达个人感情，符合国际社交媒体

中传播者即用户的规律，能够有效地打动用户，和用户共情，更好地实现传播与互动。西安“不倒翁小

姐姐”冯佳晨的案例显示，2019 年，冯佳晨的表演视频在抖音上爆火。截至 2019 年末，总播放量高达

16.2 亿次，话题播放量也达到了 9.2 亿次。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等多家重量级媒体争相报道[6]。这一

案例表明，通过网红传播可以迅速吸引国际受众的注意力，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 传播方式：多手段融合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需要基于媒介特性，进行改良和优化，形成功能互补型融合，打造“双轮驱动”

的传播生态。在融合过程中，要注意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优势相结合，借助新兴技术，确保信息传播

的高质量、高效率，全方面满足人们的需求。沈阳可将传统媒体记者转型为“全媒体观察员”，例如在报

道辽宁省博物馆时，记者可以进行文物历史的深度报道，与此同时，摄影师制作全景导览，短视频创作

团队收集素材进行创作，实现“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端发布”。通过整合不同媒介的优势，可以实现

信息传播的最大化。 
此外，需要根据本地特色设计具有传播属性的活动，形成“线下引爆–线上扩散–二次转化”的传

播闭环，打造多元体验感。沈阳可以在线下举办省博物馆限时活动，在线上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宣传，并

设置创作者激励环节，鼓励受众自发宣传扩散，以此形成广泛的传播效应。例如，2023 年“打卡中国·读

懂中国式现代化——你好，辽宁！”网络国际传播活动，带领来自俄罗斯、日本、塞尔维亚、美国等国家

的海外网红博主感受工业名城的厚重历史。其中，打卡华晨宝马铁西工厂时，从线下生产车间沉浸式参

观，到线上向国际受众二次传播亲身感受，有效更新国际受众对沈阳的认知，形成传播闭环，增强传播

效果。 
(三) 传播内容：与受众共情 
作为东北亚区域重要中心城市，沈阳兼具清文化发祥地的历史纵深与装备制造业基地的现代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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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交融的独特城市品格，为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叙事素材，而叙事的关键在于将城市禀赋转化为具

有情感共鸣力的传播内容。 
在国际传播实践中，沈阳需要突破传统宣传思维，建立“需求–反馈–优化”的动态内容生产模式。

可深度挖掘情感共鸣点，通过海外社交平台评论区、在地留学生访谈、国际交流活动等渠道，梳理不同

文化背景受众对沈阳的认知盲区与兴趣焦点。例如，欧美群体对老工业基地转型的“逆袭故事”普遍好

奇，可策划铁西工业纪实短片，以“工业遗址活化”为主线，跟随外国友人探访工业厂房改造的文创园，

从个体视角呈现城市更新中的人文温度。 
构建分众化内容矩阵，针对文化差异调整叙事逻辑。对日韩受众强化“一宫两陵”承载的东亚文明

共性；面向德语区受众，则突出打造工匠精神的共鸣。在优化层面，可建立内容测试机制。在 YouTube、
TikTok 等平台设置“内容对照组”，同一传播主题，分别采用“专家访谈”与“沉浸式体验”两种形式

投放，通过完播率、点赞量、互动热词等数据反向优化叙事节奏，通过挖掘不同受众的需求，减少文化

折扣，动态优化跨文化传播效果。 
(四) 传播效果：以他者叙事勾勒沈阳形象 
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指出，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同我们的实际情形一样重要，我们

在他人心中的形象，决定了我们在社会中的身份。在城市形象建构的过程中，往往他塑比自塑更有说服

力[7]。 
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提出高低语境文化概念，在高语境文化里，信息的传达较为含蓄，而低语境

文化则强调开门见山，直来直去。低语境文化中的外国受众在拍摄中擅长使用低语境模式进行叙事[8]。 
在沈阳被评为最具幸福感城市之际，YouTube 平台旅行博主 Nico 开启在沈阳寻找幸福之旅，她将镜

头聚焦于日常生活，评价街边的早餐店，和朋友感受沈阳洗浴。这种趋向低语境文化的表达方式弥合了

传播过程中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差异。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中，外国人发布的沈阳旅行视频转赞评数量

可观。因此，以他者叙事的方式塑造沈阳形象更易接近国际受众，沈阳也应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邀请一

部分具有知名度的外国博主进行拍摄，通过他者叙事的形式勾勒沈阳形象。 

4. 结语 

沈阳形象建构的创新点在于结合地域特色，提炼城市精神，打造城市特色 IP，并赋予其新的表达形

式。提高沈阳国际传播效能需要从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效果四个维度出发，培养复合

型人才，加强传播队伍建设，深化媒介融合机制，激活双轮驱动传播方式，深入调查海外受众需求，产

出与受众共情的传播内容。最后，重视“他者建构”的重要性，不局限于高语境的单向输出模式，拓宽互

动渠道，鼓励海外受众融入沈阳形象传播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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