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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背景与目的 1

良好的城市形象是城市的标识和城市发展的重要资

源，能够提高城市的美誉度和知名度，促进技术、人才、

资金等优势资源的聚集和流动。肇庆位于西江中游，地

处珠三角乃至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大西南的“咽喉”要道，

是大湾区唯一与大西南接壤的重要节点城市。“城在山水

中，人在画卷里”，山湖城江的肇庆还是大湾区最美的生

态绿洲。超过 70% 的森林覆盖率，因此拥有被人们称之

为“绿肺”的美誉。作为广府文化和粤语的主要发祥地，

肇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如，1300 多年的制砚史，

禅宗六祖惠能、北宋名臣包拯、“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

利玛窦等众多历史名人曾在这儿留下辉煌足迹 [1]。可见，

得益于丰富的天然自然资源优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是这个城市的有利因素。然而，肇庆城市形象识别度并

不清晰，作为广州都市圈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之一的

新都市，其城市品牌定位并不突出。因此，本研究旨在

通过此次调研，了解人们心中对肇庆的城市形象评价，

根据调研数据的整理分析，提炼出人们对肇庆城市形象

的总体认识，明确城市自身的优势以及存在的不足，并

提出相应的结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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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的基本情况、对象及方法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法随机抽样收集数据。具体的

抽样方案是，从居住在肇庆，曾到过肇庆、关注肇庆的

各行各业人群中选取样本，在每个样本中采用随机抽样，

抽取了 100 名与肇庆体验相关的人员作为调查样本。问

卷共发出 100 份，收回 75 份，有效回收率 75%。具体如

下：

表1　采样对象及情况表

性别
男 42.67%

女 57.33%

年龄

20 岁以下 28%

20-25 岁 24%

25-30 岁 9.33%

30 岁以上 28%

调查对象

学生 48%

教师 34.67%

企业员工 1.33%

投资者 0

退休人员 1.33%

学历

专科以下 6.67%

专科 22.67%

本科 40%

硕士 21.33%

博士 9.33%

注：以上百分比均为除去缺失值后的有效百分比。

从表 1 的数据可以看出，所抽样的人群性别比例、

年龄结构、学历情况、职业状况等都基本合理，学生

代表着青年群体是未来城市“新移民”的视角，教师

代表着城市的知识工作者视角，企业员工、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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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员以及其他职业等组成这个城市的居住者和参

与者。

三、数据的呈现、分析和解释

表 2：对肇庆的第一印象

表 2 排 在 第 一 位“生 态 环 境 好 ” 的 指 标 占 比 是

82.67%，“整体感觉排外”的指标为最低占比 8%，其他

占比因指标较小，因此不列入计算分析。

表 3：您心中对肇庆的定位是

表 3 显示“宜居生活品质之城”的指标为最高占比

74.67%，“经济活力之城”的指标为最低占比 9.33%，而

在其他占比 2.67% 为较小无效值，故不列入计算分析。

表 4：您是出于什么原因来肇庆

表 4 显示“学习”的指标为最高占比 44%，“投资”

的指标为最低占比 1.33%。

表 5：您认为肇庆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善

表 5 显 示“城 市 文 化 塑 造 ” 的 指 标 为 最 高 占

比 65.33%， 而 排 在 第 二 位 的 是“交 通 情 况 ” 指 标 为

61.33%。

表 6：您认为肇庆在未来的城市品牌发展中还存在

哪些问题

表6显示“城市文化还需进一步提升”的指标为最

高占比58.67%，第二位“经济不够发达”指标占比为

57.33%，第三位“旅游生态还需进一步提升”指标占比为

54.67%，第四位“人才政策不够完善”指标占比为50.67%。

表 7：您觉得肇庆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表 7 显示“宜居城市”的指标为最高占比 76%，“美

食城”的指标为最低占比 16%。

表 8：您认为肇庆最吸引您的是

表 8 显示“适合宜居”的指标为最高占比 66.67%，

“相关服务设施”的指标为最低占比 9.33%，而在其他占

比 1.33% 为较小无效值，不列入计算分析。

表 9：您认为符合肇庆市民形象的形容词是

表 9 显示“低调务实”的指标为最高占比 68%。

表 10：您认为更符合塑造肇庆城市新形象的城市精

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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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显示“和谐”的指标为最高占比 64%，第二位

和第三位的指标为“人文”和“共享”，占比分别为 52%

和 50.67%。

表 11：您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肇庆

表11显示“亲身体验”的指标为最高占比72%，“朋

友推荐”和“其他渠道”指标并列为最低占比2.67%。

表 12：您认为媒体报道对肇庆城市形象的形成

表 12 显示“比较相关”的指标为最高占比 46.67%，

第二位“密切相关”指标占比为 34.67%。

表 13：您认为塑造好城市形象，肇庆还需在哪些方

面进行改善

表 13 显 示“城 市 对 外 宣 传 ” 的 指 标 为 最 高 占 比

73.33%，第二位“经济就业”指标占比为 60%，第三位

“交通路况”指标占比为 56%。

表 14：您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重点推介肇庆城市品

牌

表 14 显示“旅游景点”的指标为最高占比 74.67%，

第二位“历史文化”指标占比为 68%，第三位“人居环

境”指标占比为 57.33%。

表 15：您认为肇庆最值得去的地方有哪些

表 15 显示“七星岩”排在第 1 位，出现频率 32 次；

第二位“鼎湖山”，出现频率 22 次。

表 16：您会用哪些词来描绘肇庆

表 16 显示“宜居”排在第 1 位，可见肇庆是人们心

目中比较认可的宜居城市。

表 17：提到肇庆您会想到什么

根据词频统计，（图 1）中出现的字词频率最多。

图1　词频统计

表 18：如果要您对肇庆的城市形象打分您会打多少

分

以 5 分值计算，表 18 显示平均分选项一为 3.96 分，

选项二为 3.92 分。

表 19：请留下您对肇庆城市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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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显示人们更期待拓宽城市经济环境与发展，改

善交通环境状况以及优化良好的人才政策等。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调查与分析，能够清晰的识别肇庆城市形象的

优势与劣势。

（一）有利因素。首先，人们普遍认可其生态环境优

势，并较高程度上将其定位为宜居品质之城，具有明显

的有利标识“适合宜居”的城市形象。其次，从城市品

牌推介上，文旅产业发展潜力无限，肇庆旅游资源丰富、

种类齐全，以七星岩、鼎湖山为核心，延伸至全域旅游

产业资源，充分挖掘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地理优势，

大力实施“旅游振兴”，塑造宜游宜居城市品牌战略。

（二）需要改善的因素。拉长优势。如，宜居形象与

旅游品牌的优化。补短板。如，城市文化品牌塑造、经

济发展、就业环境、人才政策。

首先，城市文化品牌形象建设。城市文化形象是城

市对外形象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折射，是城市整体形象的

灵魂。然而，肇庆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并没有明显的

文化形象识别。因此，需要强化文化形象。第一，肇庆

历史文化悠久，资源禀赋优越，加快推进其文化工程建

设 [2]。全市共有 1 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 个省级历史

文化名城，12 个中国传统村落，4 条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4 条省级历史文化街区，306 处已公布的历史建筑 [3]。第

二，深挖文化特色。作为广府文化和粤语的主要发祥地，

肇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优势，有着 1300 多年的制砚

史，禅宗六祖惠能、北宋名臣包拯、“沟通中西文化第一

人”利玛窦等众多历史名人曾在这儿留下辉煌足迹 [1]。第

三，要深挖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加大红色景点建设力度，

打造精品红色旅游线路，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和传承，着眼保护传承实践、保护传承环境、提升传承

能力、深化非遗调查研究，大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科技

等行业的融合，不断提高非遗保护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

平 [2]。提升肇庆的文化综合实力和文化旅游品牌效益，

促进肇庆向文化强市迈进 [4]。

其次，城市经济形象的好坏对促进一座城市的发展

至关重要，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如果城市没有良好的经

济形象，就缺失城市竞争力。因此，完善良好的营商环

境和高效的服务，推动产业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环境新

局面，优化人才引进激励政策。一座城市的生机与发展

离不开人的因素，唯有积极创造就业环境与改善人才政

策环境，实现人民安居乐业，才能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带动肇庆这座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焕发出新活力 [3]。

（三）发挥媒体融合为城市形象传播带来新发展契

机。从调研中发现公众高度认同媒体报道对肇庆城市形

象的形成“比较相关”占比 46.66%，“密切相关”占比

34.67%；认为塑造好城市形象，肇庆还需要在“城市对

外宣传”方面进行改善的占比为 73.33%。可见，媒体对

城市形象传播的重要性。其优点：一、媒体技术突破时

空限制 [5]；二、交互体验拉近人与城市的距离 [5]；三、内

容更加立体丰富。以此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的特点优势，

实现全新语境下的城市形象传播，让城市与人建立全新

的关系。城市不仅可以通过传播实现自我形象宣传，还

能实现与市民“沟通对话”。塑造美好的城市形象并实现

正向传播，让更多人关注并爱上这座城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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