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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务短视频与城市形象传播的基本概念与特点

（一）关于政务短视频的研究

短视频平台依靠大数据精准分析与推流，能够将政务短视频

推送到用户面前，政务短视频也能够凭借多元化的视频内容吸引

用户，实现用户与视频账号的双向选择，二者实现高效互动，实

现了政务信息的快速流通 [1]。目前对于政务短视频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以下几点。

1.传播特点

政务短视频有着多重互动关系，包括线上线下联动传播、不

同层级、领域、地域的政务视频号协同传播，政府与媒体相配合

共同构建公众的话语空间，引导舆论导向，使政务信息内容的影

响力扩大，每一位民众都能及时接收到政务相关信息，并自发地

对信息做出反馈。

2.传播效果

依托短视频平台的政务内容能够拉近政务部门与民众的关

系，提高亲密度，产生“卷入效应”，从而拓宽政务服务供给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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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对政府的形象塑造、政务内容上传下达、社会舆论风向引

导、民政互动的频率均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2]

3.传播影响力

政务短视频的影响力与视频形式、时长、标题、文案、情感

与表现形式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在与民众的互动过程中，进行

去身份化的表达形式往往更能拉近与民众的距离，提高视频的影

响力，具体包括使用网络表情包、使用网络流行语、适度使用网

络流行“梗”等。

4.发展方向

短视频平台属于发展迅速的新兴平台，政务短视频账号的建

设仍然处于摸索阶段，需要不断对内容进行规范化、视频制作制

度化、流程化，严格把控视频质量，利用多渠道、多主体的方式

扩大影响力，同时明确账号的定位与独立特色，使账号朝着积极

向上的方向发展。[3]

（二）城市形象及传播

政务短视频的城市形象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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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调文化符号

文化符号的技术力影响着人们对于城市的第一印象，并且能

够打破时间与地域的壁垒重塑民众对于这座城市的记忆，有着

“重现”乃至“重构”的作用。[4]对城市中的一些标志性元素进行

重点加工，能够使民众的“目光”集中在这一标志性的符号上，

强化民众对这一城市的印象，再利用城市中的其他特点加以辅

佐，使得城市形象更加立体与深刻。例如，提到“冰雕”想到的

是哈尔滨，提到“兵马俑”想到西安，提到“山城”想到重庆，

视频创作者需要在强调文化符号的基础上使城市形象更丰满，从

而达到吸引用户的目的。

2.优化城市形象

城市是复杂的、具有多面性的，城市的现状、城市的历史底

蕴、城市的基建、市民的精神风貌、城市未来的发展规划均属于

城市形象。[5]因此传播城市形象需要先找准定位，将诸多片面的城

市形象进行糅合，呈现出一个有生机、有个性的城市形象，显示

出城市的精神文化风貌。

二、符号学视角下利用政务短视频进行城市文化传播

的策略

（一）让渡话语权，构建以“我”为主的多元化城市

随着网络与自媒体的发展，民众获取信息的方式从传统的官

方单一渠道逐渐向网络多方渠道进行转变。在短视频时代，网民

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产出者，还是信息的加工者与传

递者，话语权由官方逐渐回归到民众，人人都是城市形象的建设

者与传播者。[6]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政务短视频的传播主体是政

府，但传播策略与以往不同，由单向传递信息转变为多方互动，

逐渐向“去中心化”的方向发展。

短视频是形象建构与传播的媒介，是连接城市与民众的桥

梁，能够直观地展现人与城市的互动感，既能够使居住在该城市

的民众感到自豪、产生情感共鸣，也能使外地民众或游客产生亲

切感。[7]与传统的宣传城市形象的短片不同，将普通人作为主体，

深入百姓之间，以微观的视角展现城市形象与精神风貌，能够使

普通居民由普通的背景板成为展现城市“烟火气”的重要组成。[8]

这种视角的转变能够有效改善传统政务、城市宣传短视频的过于

死板、吸引力不足的问题，将叙事舞台转交给生活在这座城市中

的普通人能够给予短视频受众很高的情绪价值，从而达到扩大短

视频和城市形象传播的效果。

在视角转变的同时，城市形象传播的话语权也逐渐下沉。用

于城市文旅宣传的短视频中的拥有话语权的主体大多为“主持

人”的角色，然而这里所说的“主持人”与传统视媒中进行单向

传播的主持人形象不同，短视频中的“主持人”的身份往往是普

通民众，以朋友的身份与姿态带领观众游览城市、亲切地向观众

介绍城市，“主持人”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将自己置身于广大观众

之中，减少观众在观看视频时的不适感，提高政务视频号在观众

心中的可信度。[9]

同时，政务短视频在进行城市文化宣传的过程中，还可以转

发城市中居民发布在个人账号上有关城市形象的短视频，例如，

青岛民众拍摄的在天主教堂前的群体“快闪”，将青岛具有历史

底蕴的建筑与现代艺术相结合，不仅能够满足观众对于新奇事物

的好奇心，还能吸引游客前往天主教堂旅游观光。青岛文化旅游

短视频是一种观众能够参与的表达实践，城市形象的塑造是不断

地再生产的过程。[10]利用多元化的传播模式，能够扩大城市传播

的声量，将城市风貌塑造得更加真实、立体、接地气。

（二）利用低语境叙事，塑造具有生活气息的旅游城市

根据霍尔的传媒学理论，在高语境环境中，交流往往更加含

蓄，对于语言的理解更倾向于语境而非内容，是隐性符码；而在

低语境环境中，沟通往往直言不讳，交流即内容本身，是显性符

码。[11]短视频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媒介，也拥有语境属性，因此，

在短视频中利用低语境环境进行内容输出往往具有更高的效率和

更好的传播效果。以青岛文化旅游短视频账号为例，账号中不乏

一些制作精良的作品，然而最受欢迎的作品往往不是这些优质作

品，反而制作相对粗糙的视频更能引起受众的共鸣。[12]利用霍尔

的理论来解释，制作精良的优质作品属于“高语境叙事”，文案、

画面、音乐往往更加含蓄，需要民众稍加理解才能体会到其中内

涵；而制作较为粗糙的视频属于“低语境叙事”，以更加真实的

生活场景拉近与观众的距离，采用通俗易懂的文案与接地气的音

乐能够使观众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并接受视频内容，从而达到传

播城市形象的目的。在当下这个信息量爆炸的网络时代，短平快

的“低语境叙事”往往更具有传播优势。青岛文旅视频号放弃了

传统的宏大叙事风格，转而利用低语境叙事的优势将视频的主角

锁定在百姓与小人物身上，借用普通民众的生活百态来体现民

俗、美食、景色，更能抓住观众的内心。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戈夫曼写道：人与人之间是

面对面的互动与身体呈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信息流速的加

快，人们在网络媒体上的自我呈现逐渐从“戴着面具跳舞”向

“真实生活再现”进行转变，人们逐渐对网络中描绘的“乌托邦”

进行祛魅，转而拥抱更加现实的生活。如列斐伏尔所言，我们所

创造的“表征的空间”必定是个人亲历体验下的日常空间的具体

再现。[13]政务视频号与个人视频号有所不同，政务视频号具有天

然的“高语境叙事”特点，作为官方运营的账号缺少个人化的视

频主体，且大部分观众关注政务视频号的目的是获取官方资讯，

并不关注政务视频号所发布的其他内容。为解决这一痛点，青岛

文化旅游账号在短视频中讲述了不同的接地气的小故事，通过塑

造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来弥补政务视频号中个人化视频的

缺失，实现与个人账号相似的叙事效果。在短视频中，利用对

“主人公”的塑造，可以勾勒出普通人在城市生活的衣食住行，

涵盖了众多小而美的幸福瞬间。观众会更容易代入其中，使其产

生自己正身处镜头中感受着该城市中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能使

观众产生这一城市成为“我”的第二故乡的错觉，拉近了心理距

离，使城市形象的构建生活化、自然化，充满烟火气。[14]

（三）中西文化符号融合，构建特色国际化城市

影像符号属于低语境叙事，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符号等能

够削减复杂的语言以及文字所带来的文化隔阂，能够帮助双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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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简单的交流。青岛在20世纪曾沦为西方殖民地，目前仍保留

着众多西方建筑，如天主教堂等；同时，青岛作为五四运动的中

心城市之一，留存着大量的名人故居，且随着近年来的现代化发

展，现代化建筑与大型商业场所在青岛的地面上拔地而起，形成

了青岛目前中西合璧的国际化都市形象。青岛文旅短视频中就利

用了青岛中西合璧的文化符号进行低语境叙事，使得中外观众都

能领略青岛独特的城市风格，产生文化共鸣。[15]短视频将西方

文化符号与青岛本土文化符号与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进行并列、结

合，从而能够直观地展现青岛这座中西合璧的城市的独特魅力。

同时，在饮食、文化方面，青岛文旅短视频也进行了中西融

合：既展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美食与文化，如青岛啤酒、当地海

鲜、崂山樱桃、面塑、庙会、剪纸等，也展示了咖啡馆一条街、

外国餐厅与小吃等西方文化元素。青岛地处黄海沿岸，是我国连

接世界的桥梁，其国际化元素是浑然天成的，青岛文旅视频号应

抓住这一特征符号，展现当地海军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强化青

岛的国际化特征，将青岛的影像符号刻印在观众的脑海中。

三、结语

随着互联网与网络媒体的不断发展，信息流速越来越快，民

众通过手机及短视频平台能够接受海量的信息，在这样的网络社

交环境下，低语境、短平快的视频模式备受追捧，因此，政务视

频号应积极对自身的运营思维与运营模式进行改革，利用符号学

理论构建政务视频号的城市形象传播全新策略。根据研究可知，

政务视频号应紧跟时代潮流，积极与个人视频号进行合作，采用

低语境叙事，让渡话语权，使观众能看到官方视频号亲民的一

面，从而提高城市形象的传播效率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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