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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已经把树立中国大学的良好品牌和形象视为“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应有之义。本文通过分

析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 159 家高校海外网络传播力数据，揭示出中国高校在海外影响力及品牌形

象塑造工作方面的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高校需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注重内容、渠道、形式、话语

权等多方面的统筹运用，实现国际传播的立体化、多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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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机构案例

China has regar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good brand and image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as the proper mea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World-classes”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group found that there was a wide gap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overseas influence and brand image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overseas network communication of 159 univers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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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and,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This paper suggested that Chinese universitie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concept of Interne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application of content, channels, forms, 

discourse rights and other aspects, and realize the diversified and multileve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Double First-class” development;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influence; suggestions

2015 年 11 月国务院正式印发《统筹推进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把

推进国际交流合作作为十项重点任务之一，明

确提出 “ 双一流 ” 大学建设要 “ 切实提高我国

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树立中国大

学的良好品牌和形象 ”[1]。可见，国家已经把树

立中国大学的良好品牌和形象视作为 “ 双一流 ”

大学建设的应有之义。中国高校在建设 “ 双一

流 ” 大学进程中要高度重视高校海外影响力及

品牌形象塑造工作 [2]。

笔者撰写的《“ 双一流 ” 战略背景下中国高

校海外网络传播力分析》一文，曾将中国大陆

和港澳台地区的 159 家高校作为研究样本，通

过抓取这些高校在 Google、维基百科英文词条、

Twitter、Facebook、Instagram 五个平台上的数

据，在设定具体维度和指标并进行对比分析后，

发现我国高校在海外的传播实践过程中存在诸

多问题，如大陆 211 高校与港澳台地区高校在

英语网络世界中的传播力仍有差距、我国高校

专业外文媒体机构新闻报道量较少、社交媒体

运营状况普遍较差等 [3]。我国高校的海外网络

传播力亟待提高。

纵观我国大学近些年来的海外传播实践，

尽管我国高校已经置身国际平台，却仍难以抵

挡西方主流媒体标签化的报道，中国高校在海

外的形象 , 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媒体塑造的。随

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中国高校在海外社交媒体

上的形象大多数由网民自发构建。中国高校的

影响力与形象也与西方受众所见存在着极大的

反差 [4]。本文认为，中国高校应对现有的中国

大学海外传播格局进行深耕细作，充分运用互

联网思维，注重内容、渠道、形式、话语权等

多方面的统筹运用，实现高校品牌国际传播的

立体化、多层次发展 [5]。根据《“ 双一流 ” 战略

背景下中国高校海外网络传播力分析》，本文

针对中国高校海外网络传播力现状，提出以下

七条发展对策和建议。

1  凝练使命与定位

《“ 双一流 ” 战略背景下中国高校海外网络

传播力分析》的研究表明，高校海外网络传播

力强弱和学校综合实力呈现正相关关系 [3]。这

就要求中国高校要凝练使命定位，以钉钉子精

神沉下心来，练好内功，明确增强学校综合实

力和学科建设水平是提升大学海外传播力的前

提和基础，使高校海外传播力与品牌塑造建立

在坚实的发展成果基础上 [6]。

中国高校必须首先明确自身在国际化知识

领域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析全球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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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国家、社会以及各方的需求与期待，客观

研判自身在全球高教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厘

定自身的发展目标、发展定位与愿景使命，

使海外影响力提升及品牌形象塑造工作围绕

于发展目标，服务于使命定位 [7]。因此，“ 双

一流 ” 大学与若干致力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实

现自身发展愿景的高校，追求海外传播力和

国际品牌形象提升是符合其目标定位的理性

化的战略选择 [8]。而对于其他高校而言，不

应忽视差异化的存在、层次化的定位。是否

需要在海外传播力上投入大量精力，是需要

管理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大学自身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增长，

是海外传播力提升的逻辑前提。连续三年的

中国大学海外传播力报告均表明，学校综合

实力和海外网络传播力呈现正相关 [9]。不难

理解，没有世界一流实力、不具备世界一流

学科的大学，不可能拥有广泛深刻的世界影

响力，也不可能产生长久稳定的海外传播力。

在自身实力不到位的情况下，通过 “ 指标手段 ”

或 “ 短期刺激 ” 的方式，有可能暂时性地对海

外网络传播力指数产生正向拉动作用，但很

显然，这种方法是不可持续的，终归是昙花

一现。定位 “ 双一流 ” 的大学必须树立正确的

发展观、业绩观、品牌观，以久久为功的心

态，练好内力，壮大自身，为海外传播力的

提升打好基础 [10]。要致力于构建科学的治理

结构，实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

科学研究等领域的国际化，切实增强综合实

力和国际竞争力，做到品牌声誉与客观水准

名实相符，实现综合实力与海外传播力的 “ 双

提升 ”。

2  增强战略思维

《“ 双一流 ” 战略背景下中国高校海外网络

传播力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综合排名前

十的高校中，有 6 所高校没有 Twitter 账号、2

所高校没有 Facebook 账号。这说明中国许多高

校对自己的国际品牌形象培养没有足够重视。[3]

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中国高校在对外传

播过程中应增强战略思维，把塑造大学海外品

牌形象作为 “ 双一流 ” 大学建设的战略目标之

一，增强中国大学海外品牌形象传播意识，讲

好中国大学故事，传播好中国大学的海外 “ 好

声音 ”[11]。

要把中国大学海外品牌形象建设作为 “ 双

一流 ” 大学建设国际化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

在中国大学积极 “ 走出去 ” 的进程中，特别是

在 “ 一带一路 ” 重大发展战略背景下，中国大

学亟需将提升大学海外品牌形象作为高校核心

战略来对待 [12]。相较而言，中国大学在对内传

播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对成熟和完备的

传播机制和方法，也取得了较为理想的传播效

果，但在对外传播上，大部分高校尚未建立起

大学品牌形象的国际传播战略意识，也没有对

外主动传播的意识和动力。

当下，“ 讲好中国大学故事，传播中国大学

声音 ” 要求大学在海外传播中必须具有全球视

野和立足世界看问题的高度 [13]。高校要转化话

语体系，用平等对话、交流和沟通，精准把握

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学会用生动

的故事代替枯燥的宣传，把中国大学参与和推

动全球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理念、经验和观

点，及时、准确地传播出去，彰显中国大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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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象 [14]。因此，现阶段需要增强高校海外传

播的意识，转变对外传播思维，学会展示自我，

主动发布消息，博得关注，通过 Google 搜索和

维基百科词条等在网络上主动塑造高校形象。

3  创新体制机制

从《“ 双一流 ” 战略背景下中国高校海外网

络传播力分析》的数据分析结果中还可以看出，

港澳台地区高校的整体传播力高于大陆 211 高

校，特别是港澳台地区 Facebook 运营的水平远

高于大陆高校 [3]。这一现象与大陆高校尚未形

成专业化的传播机制有关。基于此，大陆高校

应积极创新体制机制，统筹高校海外传播资源，

落实保障措施，构建高校品牌形象海外传播协

同创新机制，加快海外传播人才培养，打造专

业化的大学海外传播队伍。

当前，大陆高校的海外传播往往分布于高

校宣传部（新闻中心）、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校友会以及二级院系所等各个平台中，资源相

对孤立、分散、板结化，缺乏强有力统筹，无

法形成海外传播合力。因此，高校必须借助建

设 “ 双一流 ” 大学契机，进行体制机制创新，

统筹高校海外传播资源，让海外传播资源相对

走向开放、集成、高效化，构建好协同创新机制。

要明确主责单位和支持单位的责任权利义务，

落实后勤保障举措，发挥协同创新的聚合效应。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高校海外传播工作协

同创新的动力机制、整合机制以及保障机制，

让各海外传播工作主体各就各位、各负其责，

形成工作合力 [15]。

紧密结合高校实际，加强海外传播人才队

伍建设。目前，绝大多数高校的新闻宣传部门

工作繁重，且工作职责没有明确的大学品牌形

象海外传播定位。高校领导要高度重视海外传

播工作，要增加相关海外传播人员的编制，配

备复合型、专门化的海外传播人才，负责组织、

协调、推进海外传播工作。要积极统筹利用好

各部门原有的海外传播人才和力量，利用好学

校的外语、新闻等专业优势，将青年教师和大

学生纳入海外传播志愿者团队，使教师和学生

成为海外传播的有生力量；同时积极开拓视野，

引入专业第三方、海外校友，充分发挥自媒体

从业者和海外社区传播圈的力量。多方发力，

打造专业化的大学海外传播队伍，以保证高校

海外品牌形象塑造的科学性、有效性 [16]。

4  突出中国高校自身特色

研究发现，211 高校海外网络传播力排序

与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 “2016 中国大学

排行榜 ” 高校排序呈显著相关，Pearson 相关系

数为 0.608（p<0.01）。在海外网络传播力得分

排序越靠前的学校，在 “2016 中国大学排行榜 ”

上的排序也越靠前。也就是说，学科发展水平

较强的高校，海外网络传播力得分也越高。因此，

提升高校的海外传播力，需要突出中国高校自

身特色，坚持高校内涵创新发展，为大学品牌

形象对外传播提供优质内容 [17]。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总体方案》对中国大学的内涵创新发展提出了

要求，要求大学 “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

学科布局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重点建设一

批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优势学科和领域 ”。“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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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新型高校智

库，提高服务国家决策的能力。建立健全具有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

学学术评价和学术标准体系。” 这要求高校突出

自身特色，坚持办扎根中国大地的大学，要从

根本上提高内涵创新发展水平，为海外传播提

供优质内容 [18]。

要突出各高校自身的学科特色，在优势学

科上做大做强。互联网时代大量的信息存在

同质化的问题，在传播过程中要注意自身的

特色所在，以差异性竞争的意识建立起自己

的品牌 [19]。要发挥在学术和文化上的独家优势，

运用差异化传播策略，进行有特色的传播。要

增强高校的辨识度，突出自身特色才能更加有

效地塑造大学海外的品牌形象 [20]。

5  学会“借船出海”

我 国 高 校 Google 新 闻 搜 索 量 和 Google 

trends 新闻头条搜索指数整体较低，表明国内

高校与专业媒体机构合作不足，在英语世界中

缺少同相关专业媒体机构合作发声的渠道 [3]。

这要求我国高校一方面需积极借助国家目前已

经构建的全方位、多媒体的海外传播新格局，

另一方面要加强国际交流，积极运用海外媒体

宣传力量，借助他者视角，打破意识形态壁垒，

助推中国大学海外品牌形象塑造 [21]。

目前，由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共同组成

的中国国家对外传播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新华

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中国国

际电视台、中国日报等 “ 国字号 ” 媒体均已完

成全球布局。其海外布局涵盖了主流媒体和社

交媒体等各个渠道，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立体化、

多媒体的舆论传播矩阵。中国大学应该积极与

海外传播的 “ 国家队 ” 互动，为海外传播国家

平台提供高质量的内容素材，借助其强有力的

海外新闻宣传优势，壮大高校自身的海外品牌

形象。

除此之外，高校要积极运用海外媒体的宣

传力量，助推中国大学海外品牌形象塑造。例

如上海交通大学 “Global SJTU” 项目旨在通过演

讲、论坛和表演，推动中国顶尖大学全球形象

塑造与传播。该项目在海外执行时，借助海外

本土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做了许多宣传报道，

有力提升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海外品牌形象 [22]。

6  结合大数据建立舆情预警系统

数据分析结果揭示出，中国高校在海外影

响力及品牌形象塑造工作方面仍有一定差距，

海外网络平台建设需要完善和提高。如今，以

大数据为核心的智能革命急速爆发。我国高校

需充分结合大数据技术，建立中国大学海外传

播数据库，同时运用舆情预警系统，快速有效

处理海外舆情事件。

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应积极引入第三方智库

力量，统筹协调，建立中国大学海外形象建设

的数据库，及时建立包含图片、文字、视频、

影音等多介质的中国大学海外形象维护的大型

媒资库，为中国大学海外传播提供数据支持和

参考。数据库包括每年中国大学进行国际交流

数量、质量、亮点、“ 痛点 ” 等一系列数据，引

进专门管理机构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将中国

大学海外传播成果及品牌形象成果数字化，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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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中国大学海外传播宣传效应，并将结果反馈

于各大学。根据实际数据，引导和督促中国高

校制定相关宣传策略，提升中国高校海外品牌

形象建设质量。

此外，还需要重视中国高校的海外形象建

设的危机公关及舆情监测处置工作。在积极宣

传中国高校海外品牌形象的同时，重视高校海

外舆论动态，快速收集并分析舆论事态，及时

回应舆论并积极反馈进程，协同高校内部危机

公关和舆情监测处置部门，建立高校海外舆情

监测及预警机制，抢占突发事件海外舆论主动

权。要加强主动策划，设置海外媒体议程，引

导海外舆论走向，并在突发事件当中做好海外

舆情事件的沟通与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地维护

中国高校海外美誉度。

7  注重社交媒体的运营技巧

当前，我国各高校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

国内社交媒体的运用和建设都比较重视，有专

业团队负责运营，但对于 Facebook、Twitter、

Instagram 等国外社交媒体则基本没有官方运营，

相关内容发布也极少。因此，中国高校的海外

网络传播要以国外社交媒体为突破点，注重社

交媒体的运营技巧，提升中国大学海外品牌塑

造的 “ 交互性 ”[23]。

社交媒体的介质特性决定了在未来一段时

间，它都将成为中国大学海外品牌形象塑造以

及提升海外传播力的新的突破点和舆论战场：

社交媒体的 “ 参与性 ” 有助于产生 “ 认同感 ”；

社交媒体的 “ 免费性 ”、“ 开放性 ”、“ 多向性 ”，

有助于提升中国大学海外品牌形象；社交媒体

的 “ 对话性 ” 有助于增强中国大学海外传播的

亲和性；社交媒体的 “ 社群化 ”、“ 分众化 ” 也

有助于增强中国大学海外传播的粘合度 [24]。

除此之外，社交媒体具有强大的 “ 集成性 ”，

当下社交媒体集成了几乎所有平面、网络、视

频、广播等传统媒体介质，社交媒体强大的连

通性，将不同的媒介产品、媒介渠道连接起来，

同时也可以将虚拟与现实即 “ 线上线下 ” 的公

众们连通起来。简要言之，社交传播不是树状

传播，是一片森林。“ 病毒式传播 ”、多点互

为链接、圈层间有机互动、生态环路，社交媒

体这种 “ 集成联通性 ” 的特点，可以很好地拓

展中国大学海外传播的疆域，在多种链条、多

种传播的碰撞中实现中国大学海外网络传播效

果的最大化 [25]。

因此，中国大学要积极主动建立自己的海

外社交网站账号，并积极进行运营维护。每一

个社交网站就是一个舆论场，只有置身其中才

有可能对自己的相关舆论获得主动权。交互式

的非线性传播模式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的强权

局面，使得外国受众在接受信息同时，也可通

过这一平台提供和反馈信息。高校社交网站运

营部门要及时查看互动消息，对粉丝评论、点

赞高的内容进行回复，并对该内容继续挖掘进

行二次利用。通过分析粉丝互动情况，总结受

众所喜爱的内容，从而实现精准传播。高校应

该善于运用社交媒体互动式传播的特质，紧跟

热点话题和国外文化习惯，设置一些吸引受众

主动参与的话题和活动，提高交互性。中国大

学的海外传播需要利用社交网络学会发帖、转

发、互粉、与粉丝沟通对话，打造平易近人、

鲜活存在的形象。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8.02.009

CASE STUDY机构案例



2018 年第 4 卷   第 2 期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089

参考文献

[1] 熊晓琳 , 王丹 .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需建联动

机制 [J]. 中国高等教育 , 2016(8):34-36.
[2] 吴增礼 , 巩红新 . “ 双一流 ” 建设研究的核心问题

[J]. 大学教育科学 , 2017(4):31-36.
[3] 张洪忠 , 方增泉 , 祁雪晶 , 等 . “ 双一流 ” 战略背

景下中国高校海外网络传播力分析 [J]. 情报工程 , 
2017, 3(5).

[4] 谢立 , 龚放 . 东西传播交流 : 高等教育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 [J]. 现代教育管理 , 1998(1):28-30.
[5] 葛世荣 . 大学品牌建设之路 —— 以品牌战略 建

设行业特色性大学 [J]. 教育与职业 , 2010(31):52-
52.

[6] 蔡梦虹 . 论全球化传播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对

外开放 —— 内涵、进程与现实意义 [J]. 时代教育 , 
2015(22):2-3.

[7] 铁铮 , 夏宇鹏 . 着力增强高校海外传播力 [J]. 中国

高等教育 , 2017(2):50-52.
[8] 马廷奇 . “ 双一流 ” 建设与大学发展 [J]. 国家教育

行政学院学报 , 2016(9):9-14.
[9] 方增泉 , 张洪忠 , 郑伟 , 等 . 中国 211 大学海外网

络传播力排名 [N]. 光明日报 , 2015-01-15(15).
[10] 黄兆玺 , 谢宗顺 . 高等教育声誉与品牌实证研

究 —— 基于创意传播管理理论 [J]. 广告大观 : 理

论版 , 2015(6):71-79.
[11] 冯国营 , 刘敏 , 王斐 , 等 . 讲述传承 “ 大学故事 ”,

创新特色文化育人 [J]. 亚太教育 , 2016(4):280-
281.

[12] 王丽娜 . 发挥高校大学生在 “ 一带一路 ” 对外传播

中的重要作用 —— 以北京大学 “ 一带一路 ” 友好

使者项目为例 [J]. 对外传播 , 2017(10):61-63.
[13] 谢天武 . 新媒体语境下高校如何讲好大学故事 [J]. 

青年记者 , 2016(29):84-85.
[14] 袁海萍 . 刍议高校向来华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 [J]. 

新课程研究旬刊 , 2016(12):20-22.
[15] 周光礼 . “ 双一流 ” 建设的三重突破 : 体制、管理

与技术 [J]. 大学教育科学 , 2016(4):4-14.
[16] 杨炯 , 吴鹏 . “ 双一流 ” 建设背景下地方高校人

才 队 伍 建 设 路 径 研 究 [J/OL]. 信 阳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 2017(4):1-3(2017-04-
17).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1.1030.
C.20170417.1017.002.html.

[17] 詹姆斯 · 费尔韦瑟 , 李康 .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

知名度、学术研究及大学教学的相互关系 [J]. 北

京大学教育评论 , 2009, 7(1):2-15.
[18] 任友群 . “ 双一流 ” 战略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未来

发展 [J]. 中国高等教育 , 2016(5):15-17.
[19] 刘爱生 , 王荣德 , 张琦 . 大学品牌建设的若干思考

[J]. 现代教育管理 , 2013(2):52-55.
[20] 戴春艳 . 大学在对外中华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初探

[J]. 考试周刊 , 2014(55):29-29.
[21] 卞晔 . 找准载体提升高校海外传播力 [N]. 江西日

报 , 2016-2-15(4).
[22] 董彦邦 . 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展研究 [D]. 南

京 : 南京师范大学 , 2015.
[23] 程小玲 . 从海外社交媒体开拓看构建融通中外的

话语体系 [J]. 新闻战线 , 2016(9):96-98.
[24] 谭天 , 张子俊 . 我国社交媒体的现状、发展与趋势

[J]. 编辑之友 , 2017(1):20-25.
[25] 王湘宁 , 张小锋 . 中国大学海外传播力提升研究

[J]. 北京教育 ( 高教 ), 2017(6):16-18.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UNIVERSITIES’ OVERSEAS NETWORK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DOUBLE FIRST-CLASS”

“双一流”战略背景下中国高校海外网络传播力现状及发展对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