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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眼中的长沙及其城市国际形象研究 

蒋瑶
1
 

(长沙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0) 

【摘 要】：通过对在长沙生活、工作、求学的外籍人士的调查，了解到“他者”眼中的长沙城市形象和需求期

待，反观了长沙在城市国际形象构建中的优势与不足，并从把握需求、彰显个性、精准传播等方面提出改进长沙城

市国际形象提出了建议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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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城市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和公众对一座城市各要素的综合评价与总体印象，是城市客观存在与国际公众主观感受相统

一的结果”(张沁 2012)。城市国际形象的树立，有利于提高城市知名度、营造城市良好国际舆论环境；同时，“作为国家形象

的微观具象，对于国家形象的建立也至关重要”(王剑秋 2016)。 

长沙是湖南省会，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也是著名的山水洲城。近年来，来长沙的外国人逐年增多，据统计，2017

年长沙市共接待国际游客 121.5万人次，其中外国游客 69.3 万人次，在长常住外国人口 4300多人(长沙市统计局 2017)。外籍

人士眼中的长沙是什么形象，是否需要改进呢，带着这一问题，笔者于 2019年 8月至 2019年 12月进行了“他者视角下的长沙

城市国际形象”调研，采取机场和大学现场发卷和 email等形式，对居住长沙的外国人士进行了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92份。

被访者来自美国、英国、日本、罗马尼亚等 16 个国家，其中亚裔 28 人、占 30.4%,欧美裔 48 人、占 52.2%;在长沙居住半年以

内的 31人、占 33.7%,居住半年到一年的 26人、占 28.3%,居住一年至三年的 25人、占 27.2%,居住三年以上的 10人、占 10.9%。

另还对 9名在长沙 1年以上的外国人士进行了深度访谈。 

1 从他者认知角度看长沙城市国际形象 

1.1在长外籍人士对长沙城市的总体印象 

外籍人士对长沙城市的印象总体是积极正面的。问卷要求受访者用 1-2 个词汇来描述长沙城市印象，“快速发展变化

(fast-changing)”“繁华(bustling)”“魅力四射(glamorous)”等积极词汇占 91.1%,“脏乱(nasty)”“拥挤(crowded)”等

消极词汇占 8.9%,表明长沙在城市总体而言得到了外籍人士的普遍认可。但长沙的国际知名度还不高。93.5%的受访者表示，来

中国前不知道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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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长外籍人士对长沙城市环境的基本评价 

问卷对长沙城市环境共设置 19项评价指标。结果显示，外籍人士对长沙市民友好程度、饮食和社会治安等评价较高，100%

的受访者都对市民友好程度给予好评；对公共设施、法治程度和就业机会评价一般；对气候、环境保护和医疗便捷等满意度较

低。另，外籍人士在长沙时间越长，对市民文明程度的好评越低。居住半年以下的好评度达 61.3%,半年到一年的好评度 42.3%,

而居住一年以上的外国人对长沙市民文明素质好评度只有 31.4%。在长外籍人士对长沙城市交通的评价存在两极差异，42.4%的

给予好评，40.2%的表示不满意，仅有 17.4%选择一般。 

 

图 1长沙城市环境满意度排名 

1.3在外籍人士对长沙历史文化的认识 

调查显示，外籍人士对长沙“历史文化名城”的认识存在不同理解，只有 27.2%的受访者认为长沙历史文化厚重。在深度访

谈中，有外籍人士谈到长沙市内很难见到古老建筑物。 

在长沙的著名景点中，有 56.5%的受访者没有去过省博物馆，这可能与省博物馆新馆开馆时间不长有关。82.6%的受访者知

道湖南卫视，41.3%的观看过湖南电视台的节目，但只有 8.7%的人经常观看。 

1.4在长外籍人士对长沙认知形成的特点 

1.4.1大多通过人际传播知晓长沙 

调查关于“来长沙前，您是如何知道长沙的”一题，79.3%的受访者是通过他人口中和手机社交媒体知道，而其他选项，如

宣传品、传统媒体、课本等只占较小的一部分。这表明人际间的口碑传播对长沙城市国际形象的传播有着重要作用。 

1.4.2实际印象与预想认知有偏差 

81.5%的外籍人士来长沙后，感到跟预想的有差别。其中，46.7%的印象变好，9.7%的印象变差，25%的某些方面印象变好、

某些方面印象变差。只有 18.5%的认为跟预想的差不多。 

1.4.3好感随居住时间增长呈 U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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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对长沙城市“好感度”打分，在长沙居住 3个月以下、3个月到半年、半年到 1 年、1年到 3年、3 年以上等 5 个群体

的平均打分值，呈现出先逐步降低、又逐步增高的 U形抛物线状。 

 

图 2在长外国人对长沙城市“好感度”评分(满分 10分) 

2 从他者需求与满足角度看值得关注的现象及问题 

2.1最有好感的是城市人情味 

调查显示，外籍人士对长沙最有好感的是城市的人情味，其次是娱乐文化和特色美食，而选择率最低的是优美环境和城市

建筑，这说明长沙城市的包容度和生活惬意度对于增进外国人好感的贡献率最大。外国公众很在意一座城市的包容度，并将此

看作城市国际形象的重要组成内容。而决定一个城市包容度的要素中，人是最关键的。 

 

图 3在长外籍人士对长沙城市最有好感的地方 

2.2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是网络社会化媒体 

调查发现，“互联网+”人际传播构成的网络社会化媒体是在长外国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其中，网络新媒体方式占 51.1%,

通过朋友、熟人相告的方式占 42.4%,电视的方式占 32.6%,信息终端以手机为主、便携式电脑等其他终端为辅，接触最少的是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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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7.6%)。 

在长外籍人士日常关注的新闻类型中(多选),关注最多的是世界新闻(52.2%),其次是重要的中国新闻(31.5%),还有 26.1%人

关注社交信息，但对长沙本地新闻关注的不多。可见，社交媒体和国际性知名媒体是城市国际形象传播的重要平台。 

2.3选择长沙最重要的因素是生活方式 

不少受访者认为，相比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大城市，长沙的工作节奏不快，生活压力小，人情味浓厚，包容性更

强。在个别访谈中，多数外国人士谈到，长沙是一个容易给人带来幸福感的城市。以下是几段访谈摘录： 

“当我适应这里的生活后，我就喜欢上了它。喜欢长沙人的热情，喜欢喜来登酒店的自助餐、街边小摊的夜宵、可可清吧

贵宾间 300 元一瓶的威士忌，或是南门口 5 块钱一碗的臭豆腐，喜欢岳麓书院严谨的传统文化，喜欢魅力四射酒吧热辣的舞台

秀。总之，长沙这地方相当韵味。” 

——长沙某外企美国职员尼古拉斯 

“我已经在长沙生活了 15年，我见证了这里的变化，很大的变化，在我的国家，40年的变化也不及这里三分之一……口味

虾是我在长沙最喜欢的食物。我最喜欢的是在湘江边散步。在这种快节奏的年代，减慢你的节奏并与你爱的人一起享受生活是

至关重要的。我对这里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在这里过着简单而充满爱的日子，就是我理想的生活。” 

——来自罗马尼亚的外教艾琳娜女士 

2.4最希望改进的是空气污染与公共环境中外语服务的缺失 

在城市环境满意度测评中，除交通拥堵外，受访者对气候、环境保护和外语服务三项指标表示不满的最多。个别访谈中，

当问及“您认为长沙哪些方面最需要改进”时，多数受访者都提到了空气质量问题，其次是公共环境中英语服务的不足，比如

公交地图、公共标识中没有英语，出租车司机不懂英文、沟通困难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长沙城市的国际形象。 

3 改进长沙城市国际形象的建议与思考 

3.1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理念，在更好满足他者需求上下功夫 

习近平同志指出“城市规划建设做得好不好，最终要用人民群众满意度来衡量”,强调“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

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以人为核心”这一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本质，也标定了城市形象建设的指向标和出发点。长沙城市国际形象

的建设与推广，须有世界眼光、国际视角，让城市建设与服务更有“国际范”。一方面，应倡导推行慢生活方式。实行慢生活

节奏、享受慢生活快乐，是目前国际上正在被广泛接受的一种生活观念，也是国际城市生活发展的一种趋势。这次调查中，在

长外国人士满意度较高的地方多与慢生活有关。长沙在打造城市“慢行系统”、营造慢生活街区、丰富慢生活内容等方面，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应重视解决国际受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着力治愈交通拥堵、停车

难等“城市病”。想方设法优化创业就业环境，吸引更多国际优秀团队和人才；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打赢蓝天保卫

战；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公共服务国际化，普及双语交通地图、景区标志系统等。 

3.2紧扣自身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符号，在充分彰显城市个性上下功夫 



 

 5 

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长沙素有“楚汉名城”“屈

贾之乡”“革命圣地”之美誉，是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中国首个世界“媒体艺术之都”。应在挖掘运用历史文化资源上更

加用心用力，其最为关键的是要让长沙独特丰富的历史元素、文化符号和人文精神，更加立体、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使之

看得到、摸得着、忘不掉。在做强娱乐产业、叫响“快乐长沙”的同时，还应关注以下方面。 

3.2.1“老人家”的威望 

毛泽东是从湖南走出去的世界巨人，理应成为长沙国际辨识度最高的文化元素，几乎所有受访者来中国前就知道毛泽东，

但大多数不知道毛泽东与长沙的联系。“长沙就是青年毛泽东的化身”,应把这一特有的“毛文化”更加鲜明、浓郁地融入城市

文化的培塑中去。 

3.2.2长沙人的特质 

作为湖南省会，长沙理应成为集中展现湖湘文化精神的窗口。1995 年十万市民投票确立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长沙

精神，已经深入国人脑海，应接续厚植这种特有的人文底蕴，持续抓好市民传统文化熏陶和核心价值观培育，切实坚守城市的

灵魂。 

3.2.3汉文化的招牌 

“马王堆”是最能体现长沙作为千年楚汉名城的识别标志。访谈中有外国人士感叹“马王堆是上天赐予长沙人民的绝世珍

宝”。调查中受访者对长沙历史文化名城认知度不高。应以新馆开馆为契机，把“马王堆”这块汉文化的金字招牌打得更响，

形成“秦文化看西安，明文化看南京，清文化看北京，汉文化看长沙”的格局。 

3.2.4山水洲城的名片 

长沙处于湘江与浏阳河交汇的河谷，环城皆山，江河蜿蜒，绿洲长卧，构成了得天独厚的“山、水、洲、城”风水格局。

调查中受访者对长沙“环境优美”的认可度明显偏低，说明还应进一步重视城市建筑景观的整体设计，加强对城市环境污染的

治理，真正打造“自然与人文高度和谐，历史与现代完美结合”的美丽长沙。 

3.3注重从国际受众的不同特点出发，在精准传播对外形象上下功夫 

一个城市国际形象的建立和推广，除了城市自身要素的建设外，对外形象的传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全国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实施精准传播，针对国际受

众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与方式，是提升长沙在国际上“展形象”效果的必然选择。 

3.3.1高度重视互联网和外语传播 

调查显示，互联网和人际传播是外国人了解长沙最主要的渠道。应强化“互联网+”思维、用好互联网传播渠道，及时有效

地将优质的城市形象信息，比如城市宣传片、赛事活动、电视节目及市民自行拍摄的短视频等，加上外语配音或字幕，通过国

际受众聚集的网络平台传递出去。 

3.3.2力求传递的形象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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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当人们对一座城市预先的心理期待和需求与实际感知和体验相吻合而产生共鸣时，就会留下这座城市的深刻印

象。调查中多数外国人对长沙印象多依赖人际传播、对官方媒体接触率低，与预想认知有偏差，应强化传播意识、淡化宣传色

彩，着眼“真实、立体、全面”,从受众需求切入，找准兴趣点，增强感染力，提高可信度。 

3.3.3充分发挥外国人士传播主体作用 

越来越多常住长沙的外国人群体和社区正在成为城市形象的有力构建者。应注重改善在长外国人对长沙软硬件的需求，通

过邀请他们参加一些电视节目、组织开展涉外活动等，从中有意识地培养意见领袖，引导从他们的视点和渠道进行城市形象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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