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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代城市和建筑为载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

构与传播初探"

李凌燕#

0摘要1

!

本文引入空间与空间实践尺度)以跨学科视角对以当代中国城

市与建筑为载体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整体性渠道分布进行了梳理)论述了城

市与建筑等空间性载体在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中集政治制度#权力结构与空

间迁徙#信息传播于一体的复合性特征$研究希望能客观地正视各个垂直领

域在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中的独特作用与方式)重新审视国家形象传播内容

与群体的关联性)以对于我们思考目前学界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浅层化#单

一性研究路径形成有益的借鉴$

0关键词1

!

中国当代城市与建筑#中国国家形象#传播与构建

一#引言

回望改革开放
$"

年)中国最大的社会语境与话题)无外乎经济体强势崛

起所造就的!中国式城镇化"$中国当代城市与建筑在这场宏大社会工程中

被大量非常规构筑)并与大众传媒紧密互动成为建构当下中国传播#城市#社

会等多方面形象及!复杂的生活图景"的重要载体$以城市与建筑为载体的

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的过程)与中国经济发展及全球化融入过程相互裹

挟)通过快速#大规模的对内#对外实体空间实践)集中#动态地反映中国的政

"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媒体环境下以!标志性建筑"为对象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研究

&项目编号+

#,R_/"!"

'阶段性成果$

李凌燕+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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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特性与经济#文化#空间样态演化)是中国国家形象!自上而下"构建最突出

及最重要的领域)是中国经济发展与大国崛起阶段国家形象反复性#长久性

图景的重要载体与外化渠道)亦是国家形象复合性塑造的典型样本区域)体

现了集政治制度#权力结构与空间迁徙#文化融合#信息传播于一体的国家形

象复合性传播特征$

以跨学科视角考察以当代中国城市与建筑为载体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

状况)厘清以当代中国城市与建筑为载体的国家形象传播的整体性渠道分

布)垂直剖切以建筑#城市为载体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方式与特征)形成原

因#动态演化方式等内容)有助于我们改变目前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单一化

研究路径)思考多重传播渠道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正视各个专业垂直领域

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独特作用与方式$

二#以当代城市和建筑为载体的复合型建构与传播渠道

&一'以实体空间及其实践为主导的国家形象塑造

!!

当代著名社会批判学者列斐伏尔认为!国家空间是一种政治和政治的生

产"

"

$国家空间生产与演变)不仅关联着空间冲突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也与

经济#文化紧密关联)关系着空间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社会空间结构的转换$

城市空间与建筑体系往往显示了政府博弈背景)同时)作为特定社会活动的

平台)既对主体有限定作用)也被不同主体所使用和重构)实现着国家权力对

经济运行的模式#思想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的控制$在此基础上)以尼尔5

布纳伦&

I<6116<S)

'为代表的学者进一步发展了全球化语境下的!新国家空

间&

S6>O2026O

A

0B6

'"概念)认为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尺度重构的过程$国

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将权力!再地域化"到了其他尺度#

)通过!新国家空间"

促进了区域和城市治理的演化+一方面)国家通过对主要城市区域的投资和

营销建构全球资本流动节点&全球城市')将全球资本吸引并固定在特定城市

区域,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放权到欧盟#世界银行等超过国家机构增强区域整

体的话语权和竞争力)推动新一轮的资本积累$!新国家空间"相关理论为我

"

#

M̂ NMSRO)K1;6<=201;81

4

G61<8 6̂C65<96)̂31;3101;S6>[3<Y

+

R31281::@

)

!""$

+

#'#)

I<6116<S)L735078=028310=T626<<823<8078=02831

+

FD6T6-=B0781

4

3CK<501 L396<101B6812D6

M:<3

A

601K1831)K<501V701181

4

J126<10283107

)

!""'

)&

#

'+

$-#$)



!

!&)

!!

国家形象+文化自信与国家形象

们建立起!自上而下"式的国家意志与权力#形象符号与城市#建筑等空间载

体之间的密切关联提供了很好的指引与佐证)也使城市#建筑等国家形象的

空间载体集经济政治制度#空间形象特征#符号与信息传播于一体的特质被

清晰地挖掘出来$我们也因此更容易厘清中国国家形象空间建构中的清晰

线索$

#)

中国城市化!!!!自上而下"的国家空间形象强力塑造

以城市与空间为载体的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亦可以理解为以国家

政府顶层意志为核心)以重点发展区域#主要枢纽性城市为主体)以标志性城

市空间与建筑生产实践为引擎)重构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国家城市体系空间结

构)建设与全球化相配套的国家城市体系支撑系统)进行国家空间与形象重

建的积极性!我塑"过程$

据统计)中国在
#.(*

*

!""'

年间)中国城市化年均增长速度为
")"$#!

)

远远快于
")"#(!.

的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从
#...

*

!"#(

年)中国的城镇

化率从
*")'.&

提升到了
%')%!&

)增幅达到
!(),*&

$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

的推进)与全球化紧密相关)深刻影响到资源分配与生产#城市的消费)以及

资本#人口和技术的流通)并作为空间生产和社会生产的重要单元)直接催生

出当代中国国家城市空间与建筑形象新格局)使其成为体现国家权力运行机

制的核心领域$这场长达
$"

年的国家形象的强力自塑)虽然作为复杂的社会

经济空间变迁的动态过程)总体上是逐步演进的)但中国城市与建筑空间及

实践过程深刻反映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分权化#市场化#全球化等

多元交织的特殊背景)受到国家*地方治理体系变迁的深刻影响)实质上投

射了国家治理尺度调整与国家*地方治理方式的变革$国内学者侯新烁认

为+!政府意志左右着中国区域城市化的推进进程$大城市的辐射作用#中小

城镇的人口疏散作用)以及推进方式选择共同构成了经济和人口集散之外的

约束力量)而这些因素与政府意志有着密切关联$"

"在宏观层面)权力对于不

同部门之间#不同地理空间#单元之间关系的调整)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城

市化的方式与进程)以及国家形象最终呈现的空间宏观景象$

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先后设立深圳#厦门#珠海#汕头
$

个经济特区)

"

侯新烁)杨汝岱
)

政府城市发展意志与中国区域城市化空间推进***基于%政府工作报告(视角的

研究
)

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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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开放了
#$

个沿海港口城市)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东南沿海的城市化进程$之

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先后开辟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

角洲#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沿海经济开发区)设立海南经济特区#浦东经济

区)并制定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东部沿海的

城市化进程)并以京津唐#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密集区为核心形成了东

部沿海经济隆起带)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逐步奠定$

!#

世纪以来)国家先后

出台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也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

程$近期!一带一路"#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空间重组计划隆重亮

相)表现了国家希望通过主动地进行国家空间尺度的重组)激发城市控制和

参与全球经济的能力的战略)于国家空间选择上)!更偏好于选择较大尺度的

城市*区域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空间$其主要表现为区域一体化的加

速推进)出现了超国家的区域#次国家的区域#跨界区域等形式的新国家空

间"

"

$

!自上而下"式的国家发展意志与城市化空间实践推进在局部空间形象

形成过程中的有趣关联)使得中国空间整体形象在地域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特

征)并呈三级梯度分布+东部沿海地区属于改革的最前沿)为第一梯队)且向

外辐射能力很强,中部地区为第二梯队,广大的西部地区身居内陆)向外辐射

能力最弱)为第三梯队$中国城市化进程主要是靠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

群拉动的$而这种空间格局的分布在宏观政策的影响下)也呈现出动态的演

变+

!""!

年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到
!"##

年增加

到
(

个)其中江苏和浙江省的发展受到了上海的影响$而西部冷点区域由
.

个降到了
%

个$更为有趣的是)如果我仔细分析中国物质空间形象的传播会

发现)以城市与建筑实践为载体的国家空间形象塑造的中西交融过程#城市

与建筑形象的媒介关注与传播等
$"

年来的演变路径)亦是由直辖市#沿海城

市到内地大中城市)这一现象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和路径十分吻合$这种强

大的国家形象自塑能量)使中国的城市建设和规划具备极高的效率)呈现给

世界库哈斯笔下%大跃进(的中国奇迹式空间符号)提供给了世界强烈的对视

场景$

"

殷洁)罗小龙)肖菲
)

国家级新区的空间生产与治理尺度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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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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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志性建筑体系!!!特征政治形态的形象物化

改革开放
$"

年)中国从一个在国际经济上无足轻重的国度)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实体$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走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以及从!土地经

营"上快速获得巨大利润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在树立高端形象方面!与国际接

轨"的宏伟决心)使得!创造出差异"成为现在与未来空间载体最重要的全球

化时期形象的内在需求$据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

#...

*

!""!

年间)中国

兴建了将近
,#

亿平方米的新建筑)与以往相比几乎翻了一番$特别是伴随新

时期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国家事件的发生)以国家大剧院#!鸟巢"#水

立方#

RRFP

央视大楼#世博会中国馆等为典型代表的一系列中国新的!图符

式标志建筑"相继崛起$中国超高层建筑
#"

年增至
*

倍 )仅
!"#(

年完工数

就占世界一半$一种亨利5列斐伏尔提出的!创造出来的空间"&

B<6026;

=

A

0B6

'日趋普遍$就像克利斯蒂安5杜布罗&

RD<8=2801N:5<0:

'在%中国新建

筑(&

!"#$%&'()"&)*%"(+,'(+-

'的开篇就指出所谓的!

8@0

4

60<BD826B2:<6

")

使城市具有可推销#易传播的符号性)成为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具有全球化

缘由的地方性表现)这种空间纪念碑式的标志性建筑体系)作为国家空间整

体形象中的重要节点与形象重点被突出)并超越简单的物质空间功能)成为

展现新时期中国政治力量#凸显城市!国际性"的新型形象标志符号体系)以

其技术与美学的强大说服力)将一个开放的中国形象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去)

也突出表现着中国的制度特征与政策文化偏好$

*)

大型海外项目中的!中国经验"!!! 以全球化融入为目标的国家形

象建构

!!

从全球化资源输出与配置的角度看)伴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城市与建

筑等空间与实践的对外拓展)都成为中国以崭新的!合作伙伴"参与到国际基

础设施空间共建)世界城市#都市化#城市
-

区域的形构)跨国空间的联结等进

程中的物化表征$

对外援建项目)是中国国家形象以空间载体向外挺进的传统模式)其覆

盖范围多以国家对外交流路径为依托$据%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

!"##

'(

统计)截至
!"".

年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
!"""

多个与当地民众

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成套项目)涉及工业#农业#文教#卫生#通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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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能源#交通等多个领域$其中公共设施是中国对外援助中最重要的特色

领域$中国援建的公共设施项目主要包括市政设施#民用建筑#打井供水#会

议大厦#体育场馆#文化场馆#科教卫生设施等$截至
!"".

年年底)中国共帮

助发展中国家建成
,'(

个各类公共设施项目$包括斯里兰卡纪念班达拉奈克

国际会议大厦#苏丹友谊厅#加纳国家剧场#埃及开罗国际会议中心等当地社

会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和城市标志性建筑$在全球化交流初期)对外援建项

目与实践成为与援建对象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树立国家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

渠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民间资本的壮大)中国

海外投资逐步加强)国家应对全球竞争的战略性空间生产策略也在变化)并

逐步从传统的资源型和贸易型投资发展为更为长效的土地开发型投资$特

别是
!""'

年的奥运会#

!"#"

年的世博会等国家事件)让中国以此为契机成功

地向世界营销了中国改革开放
$"

年的城市建设成就$中国城市与建筑空间

载体)由此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与城市形象品牌宣传路径)成为体现全

球经济结构日益演化#生产组织网络和地理空间网络嵌入结构的集中表征$

中国以空间建设为路径)开始展现中国作为国际崭新!合作伙伴"的新角色与

新方向)以及自身城镇化特殊经验参与国际基础设施空间共建的新阶段$

如今)中国迎来在海外以城市空间与标志性建筑为载体塑造国家形象的

爆发期)并开始建立与国家对外形象紧密相连的世界空间符号与语汇体系+

合同额达
!.

亿美元的巴基斯坦拉合尔
-

卡拉奇高速公路项目已开工建设,斯

里兰卡汉班托塔高速延长线项目#文莱淡布隆跨海大桥项目
RR$

标段#阿尔

巴尼亚
Q<5<8

道路项目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相继实施$特别是!一带一路"的

优先建设领域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到世界空间体系建造)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与之前依托于外交路径的空间覆盖方式和范围相比)新时期的国际空间建设

与实践)更多的是以国家国际融入思路转化及国家空间选择偏好为指引)因

此更能胜任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作用$

无论是!鸟巢"#

RRFP

大楼等标志性建筑体系的集中建设)北#上#广#深

等全球城市的着力打造)还是以浦东#雄安为代表的国家级新区的建设)或是

几大城市群#湾区的规划)以及对外!一带一路"空间战略区域的实施等)中国

在国家与世界范围内外双重的地域性重组或区域职能重塑)均体现了中国在

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国家角色的转换)其空间组织与形象建构所经历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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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市场和社会组织外移&

=B0763:2

'#向城市与区域尺度下移&

=B076;3>1

'与

向超国家组织上移&

=B076:

A

'并行发展的过程"

"

)期间国家形象是在全球化

复杂语境中不断进行着以国家意志为转移的!自塑"方式的主动转变)并进而

影响着之下各层次!共塑"方式的改变$

&二'以精英人群的深度专业交往为基础的国家形象的!共塑"

以!国家空间"推进形态为基础而进行的中国当代城市与建筑空间实体

样式及其实践方式)深刻塑造了中国国家形象中最基本的实体形态与格局)

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突出特征$更为丰富与深刻的是)这一过程正像鲍曼

认为的+!是一个文化的和世界历史尺度上的演变)它伴随着世界地缘政治的

重组)也代表了现代性的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无论从国家空间形象或文化形

象而言)这都是一种复杂而多样的!共塑"$它有力地借助中国城镇化的实践

而展开)并体现着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中西交流语境中的生

成与传播)印刻着中国建筑话语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并获得身份认同的复

杂过程$两条互不可分的重要线索)隐藏在以精英人群的深度专业交往为基

础的中国国家形象!共塑"之中)深刻确认着期间国家形象建构是分层级#分

群体#不均衡而又动态的$

一条是伴随着中西深入交流的若干阶段)中国建筑业开始不断走出去)

开辟了国家形象树立与传播的专业渠道)为国家空间形象的精准人群对接提

供了通道$来自中国的城市与建筑创作精英!主体群")希望打破长期以来国

家政府引领下以集体创作为主的意念表达途径)转而寻求突破主流传统的个

人理论立场)以期在全球语境下获得话语权与身份认同$以此强烈需求与欲

望为动力)当下中国建筑师正在迅速扩大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一大批具

有国际化身份#顶尖海外专业教育背景且持续不断地活跃在国际建筑舞台上

的知名建筑师群体)出现在国际圈子和高端媒体的视野中$

!"#!

年)中国建

筑师王澍获得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大奖***!普利兹克奖"$这是一位既

没有海归背景)也没有大院体制经历的特立独行的本土建筑师$作为影响力

巨大的国际性奖项)中国国家形象透过这一奖项得到了极具当代性与启发性

的重新诠释)也代表着外部世界&全球化的西方中心'来定义建筑意义上的中

"

陈浩)张京祥)李响宇
)

国家空间分异与国家空间视角的中国城市研究思路初探
)

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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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代城市和建筑为载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初探
!&%

!!!

国性&由外向内的'的开始)表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着在全球化时代)外

部对地域性#多元性诉求中的形象符号表征$以此)中国建筑师的实力得以

被正视#逐渐拿到了海外执照+

!"#$

年马岩松/

HQN

建筑事务所中标卢卡斯

叙事艺术博物馆项目,

!"#,

年张珂获得!阿卡汗建筑奖",

!"#(

年张珂获!阿

尔瓦5阿尔托奖",

!"#'

年!中国的乡村策略"进入威尼斯中国馆$

同时)以大型建设国企!造船出海")承揽了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对

外承包工程项目$截至
!"#"

年)拥有经过商务部批准的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

的企业已有
!*""

多家)其中
*""

多家为设计类企业$中国企业在全球近
!""

个国家&地区'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足迹几乎遍及所有行业)在房建#交通

运输#水利电力#石油化工#制造加工#通信#矿山建设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专业

优势$同时)中国企业从过去的以劳务型为主转向技术服务#总承包#工程咨

询等高端领域$

!"#(

年公布的美国%工程新闻记录(杂志&

MST

'!

!"#(

全球

工程承包商
!%"

强"榜单中)中国企业包揽了前
%

名)在前
#"

强企业中占据
(

席$尽管这样)主动向外的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影响力仍相对有限$

另一条则是依托!国家空间"造就的宏观格局)大量国外建筑师与事务所

群体不断涌入)深入地参与到中国当代城市化建设中)展开前所未有的中国

与境外建筑师&主要来自欧洲#美国#日本和部分亚洲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对

话$西方和境外建筑师从
!"

世纪
'"

年代起再度迅速介入中国建筑界)特别

是
!#

世纪开初的几件大事)如中国加入
/FU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

州亚运会等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将中国推向了世界瞩目的前沿$

海外建筑设计不仅仅跟随海外投资)更渗入到国家标志项目和国内大量私人

投资的地产项目中)而其涌入路径)与中国国家空间由直辖市#沿海城市到内

地大中城市的塑造路径是一致的$据统计)

!#

世纪的头
#"

年里)日本#北美

&美国和加拿大'#欧洲建筑师在中国的设计项目已达
!%"

个以上$中国地方

政府和开发商的热情态度与急于在国际上发表!建筑宣言"的外国建筑师历

史性相逢)共同塑造了以北京和几个沿海#沿江城市为代表的!前卫性"!标志

性"建筑群落$这些作品虽然在功能上#造价上存在不少缺陷)却成了
!"

世纪

末世界建筑之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可以说是中国对当代世界的!反作用"和

贡献之一)扩大了中国城市与建筑的形象传播力$这种大规模的外来专业精

英群体的中国实践)使得此间国家形象的深层!共塑"成为可能$正如朱剑飞

教授认为的+!如果说这种关系以往因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原因而体现为由西



!

!&*

!!

国家形象+文化自信与国家形象

方向中国的单向流动的话)那么目前所呈现的是一种在两者之间的有关观念

及能量的双向交流$"

"境外建筑师群体如果要参与中国的城市设计和建筑设

计)就必须认识并熟悉中国文化与城市的空间关系)并在实践中深入触碰到

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实际形象和内涵$期间经历着外国建筑师对

于中国特定政治与经济环境的适应)也充斥着大量的中西文化的相互影响与

抵触$海外建筑对中国形成明显冲击影响的同时)中国的海外设计连同中国

建筑师的实践)也反过来影响了世界$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精英人士)更

是成为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的重要意见领袖$像
RRFP

央视大楼设计者雷

姆5库哈斯&

T6@]337D0==

'这样的知名媒体人与建筑师在其著作%大跃进(

&

.%"-)/"-

0

12%#-%3

'中对!中国建筑"的描述)更使得中国以空间为载体的

形象建构获得了独立于中西方视角的双倍景深)被全世界所了解$!中国涌

动的狂暴的物的能量)一种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而难以识别的状况$它只有

从外部观察或以外部的&如欧美的'环境为参照时才容易识别"

#

$在这场盛

大的以城市与建筑精英群体的空间实践中)专业精英群体深度参与中国城市

化进程)深刻感受其内在的中国政治经济等制度的特征与影响)同时具有较

为垂直深度的传播能力)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共塑"建构与传播开辟了通畅而

深入的通路$

&三'以标志性建筑与事件为核心的形象符号塑造

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依托国家空间开展的大规模建设)在构建了宏伟的社

会空间景观的同时)也造就了解读自身国家形象的复杂而庞大的空间符号#

图像系统$这种系统与中国自身空间实体#社会形态#媒介事件紧密关联)而

又借助媒介的力量获得多重阐释的可能$

!""'

年举世惊艳的北京奥运开幕式)在将近
*

个半小时的直播过程中)

!鸟巢"的建筑形象被
*!!('

名中外记者与
#,

家世界级重要电视台以高频

率#多角度的画面进行转播$全世界约计
$"

亿观众得以一睹!鸟巢"的华丽芳

容$在美国人通常不看电视的周末)!鸟巢"依旧吸引了
*"""

多万观众坐在

电视前)创下了!超级碗"橄榄球赛以来的最高收视纪录)甚至超过了当年的

奥斯卡颁奖典礼和%美国偶像(总决赛$

!"#!

年
$

月)展示当下中国建筑成就

"

#

朱剑飞
)

批评的演化***中国与西方的交流
)

时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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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剑飞
)

批评的演化***中国与西方的交流
)

时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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