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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媒体技术在城市品牌传播发展的实践
1.1临沂市利用新媒体对其城市品牌的建构分析
山东省临沂市此前的城市品牌定位主要是：历史悠久、革

命老区这两方面，因而整体城市品牌形象较为保守和刻板，又
加之其地理位置的原因，在全国整体的认知度不高。近年来，
临沂市侧重于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城市品牌宣传，紧抓
年轻群体的吸引力，打出了“大美临沂”的宣传口号，结合

“物流之都”、“商贸之城”、“现代工贸城”等城市定位，
制作并发布大量短视频，从自然风光、历史文化、现代都市等
方面综合展现临沂的美丽风光与文化底蕴。另外，临沂市还结
合了抖音快手等平台的直播功能，进行农副产品的直播带货活
动，这些活动不仅能够帮助临沂市提升城市品牌形象，还促进
了当地经济发展。

1.2西安市利用新媒体对其城市品牌的建构分析
2017年6月，西安本地居民在抖音平台上发起了话题#西安

#，截至2021 年 7 月，该话题的播放量已经达到了313.6 亿次。
话题中的视频内容涉及当地的风景、美食、历史文化、建筑以
及民俗等各个方面，西安也因此被称作“抖音之城”。此外，
由程渤智、范炜创作的《西安人的歌》也在抖音平台爆火，这
首歌以陕西方言演唱，歌词内容通俗易懂，其中“西安人的城
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
大厦高楼是连的一座一座……”等歌词，不仅获得了许多西安
人的同感，也激发了更多外地人对于这座城市的向往，城市品
牌建设非常成功。

2　新媒体技术的运用在城市品牌传播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2.1 传播内容趋于同质化，引起用户审美疲劳
当前各个城市在进行城市品牌传播时，内容同质化现象非常

严重。比如西安市在进行城市品牌传播之时，着重在抖音、快手、
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推出了大唐不夜城系列景观，这个系列中最成
功的宣传当属“不倒翁”小姐姐，在当时甚至有不少用户都是由
于在抖音上刷到了该内容而去到当地观看其表演，红极一时。也
正是由于该内容的火爆，在吸引了无数受众对其进行观看的同时，
许多自媒体甚至是普通的用户纷纷加入PGC生产的潮流当中，一
时之间该内容占据了西安城市品牌传播的半壁江山。这种同质化
的内容非常容易引起受众的审美疲劳，长此以往，该内容不仅无
法达到受众的观看需求，更加不利于城市品牌的构建与传播。

2.2传播内容较为表面化，很少涉及城市精神内核
在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城市品牌传播的过程之中，其传播内

容大体上包括城市风景、城市美食、城市建筑等等方面，很少涉
及一座城市的精神内核以及它背后的故事。这种城市品牌传播的
优势在于可以更加直观明晰地体现城市风貌，但缺点在于传播内
容过于表面化和浅薄化，大多停留在城市的外观以及肉眼可见的
内容，城市品牌传播内容的深度不够，娱乐化倾向比较明显。

2.3传播效果持续性较差，城市品牌传播进入瓶颈期
很多城市品牌传播内容通过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的确能

够火爆一时，但由于没有后续的补充内容，因而整体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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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好的城市品牌形象对于城市的整体发展具有积极的助推作用，因而在全媒体时代，借助新媒体技术提升城市品牌
形象的传播效率已经被提上日程，成功的城市品牌传播更是需要借助当代的新兴媒体传播技术，本文主要探讨的内容是：新媒体技
术的迅速发展为城市品牌传播带来了哪些优势，产生了何种问题，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新媒体技术，实现其更好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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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非常差。例如临沂市市委宣传部与抖音共同举办的达人挑
战赛，在火爆之后没有立即推出后续内容，因而整体的传播效果
达到高峰期之后就开始衰落。再比如西安市推出的“永兴坊”小
吃街的“网红摔碗酒”等活动，也是火爆了一段时间之后便无人
问津。

3　如何用好新媒体技术帮助城市品牌建设
3.1 建立相关筛选机制，过滤相同或相似性较高的内容
在城市品牌传播的进程当中，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去使用这

种算法技术，从信息发布与接收这两个角度共同干预城市品牌传
播内容，帮助用户多方面过滤相似性较高的内容，向用户推送
更多不同方面的城市品牌传播内容，帮助他们了解一座城市的更
多方面，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个别方面的相同内容。

3.2 利用5G、4K 等新媒体技术，全方位建设城市品牌
2020 年疫情期间，5G 搭载4K 的直播与“慢直播”被广泛

应用于各个方面，尤其是疫情期间央视频平台推出的24 小时不
间断直播“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情况等实践，都可以
为我们城市品牌传播提供借鉴意义。在未来，城市品牌传播也
应该更多地结合5G、4K 等新媒体技术，为城市风貌以及名胜古
迹等众多内容设置直播与讲解项目，为更多因特殊情况无法去当
地观看的用户提供“云观赏”渠道。

3.3挖掘城市精神内核，利用虚拟技术带给用户沉浸式体验
在我国，许多城市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人文内涵，

但以往的大众传播媒介仅仅通过文字、图片与视频的介绍，并
不能帮助受众直观地感受到这些城市背后所蕴含的丰厚文化内
核。因而在当下，城市品牌传播也应该积极利用AR、VR 等虚
拟技术，通过“沉浸式体验”为线下空间赋能，帮助受众更加深
入地理解城市精神内核，从而提升城市品牌传播的效果。

4　结语
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之于城市品牌传播而言既是机遇也是

挑战，其机遇在于城市品牌传播可以利用相关新媒体技术实现自
身的建构与传播，从而提升城市整体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而
挑战则在于需要不断去探究如何更好地去利用相关新媒体技术帮
助城市品牌的建构与传播。尤其是当下众多城市的品牌传播纷纷
进入瓶颈期，如何突破这一时期并使其在后续发展中持续发力是
我们如今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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