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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媒体动漫设计的城市品牌形象传播研究

井溶
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天津 300384

摘要：目前的城市品牌建设主要集中在城市整体视觉构成要素上，传播形式以海报和实景拍摄城市宣传片为主，对城市品牌动

态传播的关注较少。结合新媒体动画特征来看，城市品牌传播比较可行的选择是新媒体加动漫的表现方式。从对静态展示的

关注转向动态传播，是城市品牌构建与宣传行之有效的对策。新媒体动漫从大众心理需求出发，生动有趣地展示城市文化发

展过程，改变单向传播模式，与观众互动，形成多媒体全方位的多元传播模式。新媒体动漫的表现形式为城市品牌传播提供了

一条新的途径，结合新媒体技术的创新表现形式，扩大城市品牌的传播范围，将中国城市推向世界。

关键词：静态展示；动态传播；新媒体；动漫

中图分类号：J21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20）05-0091-06

DOI：10.19798/j.cnki.2096-6946.2020.05.014

City Brand Image Communication Based on New Media Anim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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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brand mainly focuses on the visual elements of the whole city, and the forms of

communication are mainly posters and real-life city propaganda films. In view of that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dynamic

communication of city bran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media animation, the more feasible choice of city brand

communication is new media animation. Transferring from static display to dynamic communication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city

brand construction and publicity. From the public psychological needs, new media animation show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ity

culture vividly and interestingly, changes the one-way communication mode, interacts with the audience, and forms a multi-media

omni-directional communication mode. The new media animation provides a new way for the city brand communi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innovative expression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the scope of city brand communication is expanded, thus promoting

Chinese cities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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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城市品牌宣传以实景拍摄城市宣传片和城

市卡通吉祥物设计为主，城市宣传片与城市吉祥物设

计没有有效地结合起来。新媒体动画为城市宣传片与

城市吉祥物设计提供了联系纽带，以城市吉祥物为动

画角色设计主体，结合新媒体技术手段，采用动画片的

形式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城市品牌，是城市品牌建设

与推广的有效途径。

提到新媒体动漫，首先需要明确其分类，新媒体动

漫主要包括三种特点：一是动漫在新媒体平台上的传

播，新媒体时代下大众使用手机的频率较高，手机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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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投放动画片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二是依托互联网

平台、手机等移动客户端设计创作的动漫内容和形式，

针对手机端播放动画片的特点，动画片制作时间通常为

5 min以内的短片，这也符合大众使用手机的特点——

时间短、频率高，很多动画公司都开发了大量适合手机

端播放的动画短片；三是结合新媒体技术制作的动漫

短片，虚拟现实技术与动画技术结合，可以将观众带入

虚拟场景，使其感受想象的空间[1]。

一、新媒体动漫的特征

（一）新媒体动漫制作推广不受资金限制

原创动漫开发通常以数量大为基础，大量制作动

画剧集。目前电视频道众多，想要吸引观众，必然要依

靠上百集的动画片播放时长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动画制作投入资金大，周期长，一旦后续资金无法投入

便会导致动画片的终结。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动漫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

影响[2]。人们观看动画片的设备不再局限于电视，网

络动漫深入渗透到大众的生活中，用户可以随时随地

在手机、平板电脑上观看视频。移动客户端观看动漫

的特点决定了动漫的制作不必是长篇动画系列剧的形

式，短小精炼的动漫小视频更适合观众在碎片化时间

段内收看。

新媒体动漫对前期投入的资金需求量小，动画片

开发模式也不必是一次性完成大量的动画制作，可以

在制作少量动画片的同时，开始动漫周边产品的开发

与销售[3]。例如，两年内制作了七个系列小故事，总时

长为 30 min的动画小短片“阿狸”（见图 1），它在上映

前就已经开始了周边产品的制作与销售。阿狸在网络

论坛非常火爆，虽然这部新媒体动画最初的投资只有

几十万，但是通过表情包设计、饰品设计、文具等周边

产品开发，让大众快速了解了这一卡通形象。

（二）数字化呈现城市文化发展过程

利用VR技术，真实还原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开展沉浸式体验，可以让观众走入虚拟现实场景，感受

城市的起源。海河文化与天津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密切

相关，讲好城市故事就是要讲好文化的故事。利用VR

技术以海河文化历史发展历程为背景，将发展中有特

色的故事情节呈现给观众，使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城

市发展历程。

多媒体技术与动画技术结合制作数字短片，城市

风貌将作为场景出现在动画短片中，城市的古迹可以

得到长久的记录与保存[4]。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将历史

上的人物再现给观众，让其获得全新的沉浸式体验。

星风工作室的最新作品《HERO》就是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为观众呈现了360°全景体验，见图2。

目前关于城市起源与发展历程的呈现多停留在实

际场景制作上，没有将新媒体动画的表现形式结合起

来。实景制作过于简单、枯燥，很难引起观众的注意

力。新媒体动漫以新科技应用在动漫的表现形式上，

可以给观众带来全新的体验。

二、静态展示在城市品牌宣传中存在的局限性

（一）静态图形对大众心理需求关注有限

城市品牌建设的基础是需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与消费环境，吸引投资者与消费者的前提就是明确其

心理需求。城市在满足了投资者与消费者的需求预期

下，才能更好地营销给其他城市，甚至营销给全世界[5]。

投资者需要良好的投资环境，消费者需要新鲜有趣的

城市面貌。从受众心理需求出发，营造城市良好环境，

建造地标建筑，形成网红打卡地。由于大众很难仅凭

海报设计和吉祥物形象对一个城市形成完整印象，如

法国城市形象宣传海报（见图3）并不能完整展现巴黎

的城市魅力，所以需要新媒体动漫。它能以新技术创

图1 《阿狸梦之岛 我的云》剧照 图2 《HERO》剧中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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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应用为吸引力，以动画短片的形式完整地再现城市

的起源与发展，利用多平台联合，快速地将城市推广给

大众。静态图形在城市品牌传播方面有局限性，单一

城市的吉祥物设计、海报设计很难给观众留下深刻印

象，而新媒体动画的特征恰好能够解决这一问题[6]。

城市吉祥物形象可以植入有关城市文化的动画剧本，

以新的动漫制作技术为基础，以新媒体传播为主体，扩

大城市品牌形象的影响力。

（二）对城市文化内涵展示缺乏整体性

海报设计仅能以图片形式展示城市的一个特征，

这类图像的表现形式缺乏连续性与整体性，在城市文

化内涵表现与传播上存在局限性。而新媒体动画可以

将城市文化起源与发展过程完整地展示出来，观众可

以全方位感受城市文化发展历程。而新媒体VR技术

的应用，可以营造虚拟现实场景，将城市文化起源再现

给观众，并且给观众身临其境的体验[7]。VR技术的应

用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将观众带回城市文化发

展的源头，让观众了解城市文化完整的发展史。

（三）传播效果不能及时反馈

静态展示对于传播效果不能及时反馈。例如，推

出城市吉祥物设计后，大众对这一形象的印象没有反

馈的途径[8]，而如果将吉祥物形象置入动画情节，利用

新媒体平台传播，人们则可以在微信、微博、网络论坛

留言互动。在网络发布活动内容和在实地开展动漫相

关系列活动结合的传播模式，又可以吸引大众参与到

活动中，在与观众互动中可以及时了解传播效果以及

对活动的建议。

三、新媒体动漫传播相对于城市品牌静态展示

的优势

（一）优化传播内容

1. 吸引观众注意力

新媒体动漫是新科技与动漫技术结合的艺术表现

形式，新科技的应用能够快速吸引大众目光。虚拟现

实技术与动漫技术结合，营造真实的步入式场景。城

市实景结合全息投影技术展示动漫角色，让观众身临

其境感受动漫中发生的故事情节。目前全息投影技术

在舞台上应用广泛，其效果见图4，依据全息投影技术

原理（见图 5），在城市实景搭建舞台以全息投影技术

再现动漫角色将是未来结合的热点。

2. 整体与个性兼顾

新媒体动漫在挖掘历史文化，趣味性展示城市文

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吉祥物设计、海

报设计等静态展示都仅能呈现城市文化的一个方面，

新媒体动漫凭借其新颖的制作技术手段和多元化的传

播平台，不仅可以全方位立体展示城市发展历程，还能

重点展示城市个性化亮点[9]。

图3 法国城市巴黎宣传海报

图4 全息投影技术舞台效果

图5 全息投影技术应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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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变单向传播模式

海报宣传、吉祥物设计仅是单向灌输给大众，而新

媒体动画平台的运用能够让大众成为传播主体。观众

在观看新媒体动画时会被故事情节吸引到实地旅游，

实地打造的动漫地标建筑又成为游客宣传城市品牌的

有效途径。观众在利用微信、抖音等平台传播城市动

漫地标视频和照片的同时，吸引了更多抖音的用户观

看，扩大了城市影响力。

（二）完善反馈机制

首先，微信、微博利于与观众产生互动，便于了解

传播效果。城市形象的静态展示，如吉祥物设计，没有

给观众提供及时反馈信息的平台。大众的意见无法及

时汇总处理，不能作为进一步改善城市品牌传播效果

的参考依据。新媒体动漫传播平台的特征，使大众意

见可以及时反馈并依据提出的建议调整城市品牌传播

途径。例如，在抖音平台发布新媒体动漫，抖音下方留

言功能立刻可以得到大众对本条动漫视频的反响与评

价。大众对动漫故事情节发展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想

法，动漫剧本编剧可以根据大众的想法，调整剧本设

计，使动漫视频更符合大众审美与心理预期。其次，能

让编剧多平台全方位地快速了解大众建议。新媒体动

漫多平台传播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收集大众建议方面的

优势[10]。例如，抖音用户以城市年轻人为主，而中年人

使用微博、网络论坛较多。新媒体动漫播放平台多样

化的特点，使各个年龄段的观众都能接触到动漫视频，

并且能在多种平台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例如在

抖音上播放动画视频，使观众在看动画片的同时可以

对动画片作出评论，而这些评论可以在第一时间被反

馈给动画编剧。观众对动画剧本中角色的结局也可提

出自己的想法，动画编剧可以适当参考观众的意见，调

整故事情节发展，吸引观众参与到动画剧情的发展中。

四、新媒体动画在城市品牌推广中的传播途径

（一）结合城市商业品牌打造新媒体动画

城市新媒体动画宣传片设计可以联合当地商业品

牌参与，共同打造动画片剧本，将商业品牌植入城市动

画宣传片剧本。城市品牌宣传与商业品牌宣传相辅相

成，城市品牌宣传直接带动城市商业品牌宣传，良好的

商业品牌形象促进城市形象建立与推广。《我是江小

白》这部动画片是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与武汉两

点十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新媒体动画片，

它不仅成功地推介了江小白白酒，而且向观众展示了

重庆近年来的飞速发展。随着动画片的播出，观众了

解到重庆城市的繁荣景象并对这座城市产生了巨大的

向往。白酒品牌与重庆城市品牌联合推广，为城市形

象宣传开辟了新的探索途径。

目前，城市形象宣传与商业品牌结合的程度低。

以天津商业品牌海河乳业为例，海河乳业是有着四十

年历史的乳业制造企业，与天津海河文化的发展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天津城市形象以海河文化为代表，

挖掘海河文化是追溯天津发展历程、塑造天津城市品

牌的基础。海河乳业的品牌宣传与天津城市形象宣传

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可以联合起来打造新媒体动画，

在宣传产品的同时，塑造出具有天津文化特色的城市

形象。

（二）结合城市地标建筑打造动画场景

城市地标建筑元素的提炼加工用于动画片场景设

计，有助于城市形象宣传与当地旅游产业发展。动画

场景可以直观地展示一座城市的发展面貌，将城市的

建筑经过提炼、加工、概括，加入幻想的元素，设计成动

画片中的场景，有助于生动有趣地传播城市的精神内

涵与特色文化。例如，西江千户苗寨就属于有贵州少

数民族特色的建筑。贵阳城市形象动画宣传片可以考

虑以千户苗寨为场景，将千户苗寨的建筑特色元素提

取出来设计动画场景，让观众在观看动画片的同时，了

解到当地文化特色，领略当地建筑风貌。动画场景设

计可以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受，有趣的故事情节加上

美轮美奂的场景设计会吸引观众前往动画片的实景地

进行参观，从而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

在日本动画片《千与千寻》中，汤婆婆的油屋原型

就来源于四国的道后温泉，道后温泉是日本的三大古

温泉之一，随着《千与千寻》的热播，道后温泉被越来越

多的影迷熟知，每年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日本四国感

受动画片中的场景。地标建筑融入动画场景设计为城

市宣传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观众在前往动画片中的

地标实景建筑观赏拍照的同时，在抖音微博等平台对

城市风貌进行了宣传推广，从单一的城市动画片宣传

转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大众传播，充分、快速地传递城市

品牌形象。

天津城市发源地为海河，在海河两岸打造地标建

筑是城市形象宣传的有效手段。目前天津海河两岸有

众多地标建筑，如津塔、摩天轮、解放桥等。在动画场

景设计中如果能够结合这些地标建筑，展现天津海河

两岸城市发展风貌，对天津城市形象宣传能起到巨大

94



井溶：基于新媒体动漫设计的城市品牌形象传播研究第2卷 第5期

积极影响。动画场景设计可以考虑以实景建筑为原

型，采用写实风格来描绘海河两岸建筑特色，可以用写

实的画笔真实再现建筑风貌，也可以将经过处理的实

景照片用在动画片场景中。观众在观看动画片的同时

就能感受到天津城市的发展。

（三）结合城市服装产业特色打造新媒体动画角色

形象

动画角色形象设计是动画片的灵魂，不仅可以体

现角色内心的情感还可以向观众传递当地的服饰文化

特色。结合地域特色的动画角色服饰设计可以带动当

地服装产业发展。例如当地少数民族服饰元素与现代

服饰设计结合，打造动画角色服装，可以向观众传递当

地民族文化特色，吸引观众到当地购买特色民族服

饰。例如，新疆城市宣传动画角色设计就可以充分利

用当地服饰特点，加强对新疆独有面料如艾德莱斯绸

等的利用，帮助动画片塑造出有民族地域特色的角色

形象。由于新疆艾得莱斯绸面料的特点是颜色鲜艳，

所以适合被运用于动画角色的服饰设计。在颜色上，

艾得莱斯绸多采用红、黄、蓝等颜色的丝线组合织造。

它是新疆服装面料产业独有的产品，在新疆地区的产

量大。将艾德莱斯绸运用在城市宣传片的角色服装设

计中，能对此面料的市场推广有很大的帮助，进而对新

疆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除了动画角色的服装可以

采用艾德莱斯绸来设计，在道具设计上也可以采用这

类面料的纹样设计。例如，动画片中角色的太阳伞设

计就可以考虑采用艾德莱斯绸的纹样，在动画片中看

到这种颜色鲜艳、纹样独特的太阳伞，能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观众的购买欲望，从而带动周边产品销售。

五、结语

城市品牌的新媒体动漫传播有助于彰显城市品牌

个性，其趣味性容易吸引大众关注，增强与观众的互

动，以大众反馈为依据改进传播途径，推进城市经济的

全方位优化，促进城市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城市

品牌新媒体动漫传播途径可以与商业品牌联合打造动

画剧本，将地标建筑元素融入动画场景设计，结合地域

特色服饰设计打造动画角色形象，带动当地服装产业

发展。

新媒体动漫在城市品牌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可以有效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实力，在今后的发展中

新媒体动漫还需不断创新，其创新途径包括动画制作

技术上的创新、传播形式的创新，以及动画角色设定与

场景设定上的创新。只有新媒体动漫的发展不断创新

才能使城市品牌建设与推广之路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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