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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风景园林行业的迅速发展，自媒体对行业影响日益显著，但目前少有研究总体把握当前风景园林行业

信息传播情况，相关运营策略的研究亦仍处于起步阶段。做好传播工作,是新时代整个行业必须思考的问

题。基于清博大数据平台的数据分析功能，应用拉斯韦尔的“5W”传播理论，分析微信平台的风景园林行

业信息传播现状，探讨其传播特征及影响力。结果表明当前大多利用微信传播业内信息，呈现多主体参与

传播、讯息趋同质化、受众对讯息进行选择性认知、传播效果与活跃度成正比。同时就现状提出相应提升

对策，为中国风景园林信息传播和行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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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dustry, the influence of self-media on the industr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but there are few studies to grasp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the current 
industry, and the study of related operation strategies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Doing a good job of communication is an issue 
that the whole industry must think about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function of Qingbo big data platform, 
the paper applies Lasswell’s 5W communication theory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dustry on the WeChat platform and explore its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e industry is currently disseminated by WeChat, showing 
that multiple subjects participate in the dissemination, the messages tend to be homogenized, the audience selectively 
perceives the messages, and the dissemination effect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activ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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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在中国迅速发展，特别是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各类自媒体已经成

为大多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

也是个人分享知识、获取信息，机构和单位

宣传和提供服务的重要平台。美国景观设计

师协会每年都设有传播类奖项，另有单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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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专栏介绍主流媒体中行业的相关资

讯。中国许多风景园林报纸期刊、管理部门、

从业单位和个人近年在自媒体上开通了微信

公众号或微博来发布实时讯息、传递行业资

讯、展示优秀作品案例、传播学术思想和专

业知识，但是在各类媒体上也出现了内容同

质化、受众反馈匮乏等现象。因此，深入了

解当今风景园林行业信息传播的现状与特征，

探求其改善途径，确立符合时代背景传播模

式，对未来中国园林景观行业的发展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1 研究背景

随着新闻媒体3.0时代的到来，自媒体

（We Media，信息共享的即时交互平台）[1]在

大众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加上智能

手机的技术普及，快捷的传播模式受到了

大量用户青睐 [2]。公开的媒体数据记录了用

户的偏好与习惯等信息，从而让更多风景

园林领域的学者开始重视通过媒体大数据

研究风景园林。如有国外学者利用微博等

媒体上的图文数据研究不同地域公众对不

同景观偏好和审美倾向 [3-4]、提供文化生态

景观服务 [5]、保护历史遗产 [6]、判定公园的

游览频率 [7]等。媒体应用方面，近年来借助

自媒体传播各类网红景观的案例层出不穷，

���公众��园林享受�好的户外��，

传递了���象与地域文化，也�动了经�

的发展 [8]。国内近年来也有学者探究�交媒

体对风景园林在�普��、宣传��、交流

��、��公众参与、�善专业��机�等

方面的���� [9-14]。

�管自媒体在研究和应用方面�从业者

提供了许多�利，但是�当�而�，�有研究

���理风景园林行业信息传播的�体��，

即��人在传播着风景园林相关信息，传播了

���的信息，产生了���的��，�要�

�改�传播现状的��与对�。��来�，国

内在�方面多关�传播对�业内发展的作用，

主要�定�研究为主，缺��观的量化分�，

也未���传播过�中的具体��[12-14]。�为

�研究�定量研究��，了解风景园林行业信

息传播现状提供了�机，也为从�面了解当�

风景园林行业发展状�提供了��。

2 风景园林行业信息微信传播现状

�合5W传播模式（图1）�行研究。5W

传播模式���（Who，即传播者）、���

（Says What，即讯息）、通过����（In Which 

Channel，即媒介）、对�（To Whom，即受众）、

取�����（With What Effects，即��）[15]，

能�有�地在�体上��当�风景园林行业

信息传播现状。

“�博大数据”是中国知��媒体大数

据、��大数据与产业大数据技术服务�

业，�定的新媒体�����和��分�技

术��业和学者���用[16]。��研究主要

利用�博大数据的数据��和分��能探�

风景园林行业信息传播现状。

2.1 媒介：微信占主导地位

媒介是实现传播行为的�质手�，也

是中介� [17-18]。�在2017年9�，微信的�

平���用户数��9�，�活�公众号数

�350�，�活���数�7.97� [19]。研究利

用�博大数据对�网2020年10�16 -  23��

“风景园林”�一关��的文��行�取分

�，共���到12 927�。对文�的媒介类

�分�可�发现，风景园林行业信息传播者

对各类媒介的�用����，微信、App、网

�、微博��80%。其中微信与App、微博的

�用�多（图1）。�可能多��微信公众号

有����、�发分享等多��能，�及其

�作�用�单、互动交流�捷、用户�数大、

���计�确等特�。微信公众号在当�已

经成为应用���、����大的风景园林

媒介平台�一。�研究�微信公众号为例，

探究当�风景园林行业信息传播现状，具有

一定代��。

2.2 传播者：多主体参与传播

利用“�博大数据”的微信公众号��

�行�能，确定了��2020年10�31�的

图1   媒介类型（数据引自清博大数据）

Fig. 1   Media types (data cited from Qingbo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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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风景园林行业主要公众号列表
Tab. 1   List of major public figures in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dustry

学界官方

Academic 
official（13个）

中国花卉报、风景园林杂志、北林园林资讯、中国园林杂志、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武汉绿化、南京绿化园林、首都园林绿化、苏州园林官微、园林驿站、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杭州市园林文物局

媒体平台

Media platform
（14个）

养花之家、新微设计、gooood谷德设计网、筑龙园林景观、岭南盆景、园景人、

mooool木藕设计网、国际新景观、设计竞赛、风景园林网、景观邦、看见景观、景

观之家、景观派

企业单位

Enterprise units
（17个）

景观大数据、SketchUp吧、秋凌景观设计、山水比德、生生景观、景观设计师、

UED城市环境设计、奥雅设计、SWA、张唐景观、景观中国、园林植物设计、风景

园林部落、芦苇景观、东方园林、土人设计、易兰设计

个人自媒体

Personal self 
media（19个） 

多肉植物百科、植物前沿、设计气象台、环球设计、景观周、景观设计小学徒、智筑

网、绿变变、中国园林、XIN的景观图志、景观设计库、景观快题嘎嘣脆、手绘班

长、植物星球、视觉胶囊、丁一设计、景观建筑设计学、林创优景、林人研说风景园

林考研

63个活�在风景园林领域的微信公众号。�

�公众号大多传播�数（WCI）[20-21]大�300，

�数传播���但微信主体具�一定���，

经��微博、知�等平台��的公众号也�

��。�据传播主体的�����公众号分

为4类（�1）[22]，��2020年9�传播��数

WCI值��，�计对应���5的公众号及其

传播��（�2）。

通过�1可�发现，学��方类公众号

中，��林业大学、��大学、��林业大

学、中国园林、风景园林等风景园林业内�

图2   风景园林行业公众号发文内容类型
Fig. 2   Types of content posted by public number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dustry

���大的��和期刊开设的公众号受到关

��多，可�受众�为�重公众号主�者的

��。此外，�业单位和个人自媒体开设的

公众号分别有17个和19个，�主要部分。在

媒体平台类公众号中，多为专门从�园林文

化传播的媒体机构��业和个人类公众号主

体多从���设计�作，其�为�行业提供

技术应用和��等服务。

微信公众号的发文数量是判�其活��

的重要�� [23-25]。在微信对公众号每�发文

数量有一定��的���，通过�2可��出

学��方、个人自媒体和�业单位的发文量

相对��。而媒体平台发文频率和文��数

��多�其��类公众号，活����。可

�专业媒体对�媒介的�用�为频�，获取

到可供发布的信息可能也�多。

2.3 讯息：内容同质化

为了研究公众号发布的内容，研究�

取了20个具有一定代��的公众号（即各

分�内传播�数���5的公众号），分�

2020年10�16 -  23�一�内发布的486�文

�内容，��其��文�内容分为业�资

讯与��、学术与观���、案例作品分

享、����、技术服务和��、�普介

绍6类（图2）。

内容分���，公众号发布文�类�的

数量��到���为技术服务与��类、案

例作品分享类、����类、�普介绍类、

业�资讯与��类和学术与观�类。其中技

术服务与��类、����类、案例作品分

享类、�普介绍类�4类�学术内容���

�，学术与观�类文���。�可能主要�

�公众号主体�质的不同，媒体平台、�业

和个人媒体相�学��方多��专业�服务

类文�，�类文�多宣传�业�象或有��

���技术，更多体现其传播的�业�。业

�资讯与��类讯息���有学��方类公

众号关�和发布。风景园林学�和�方关�

的����在大众领域可能�不“�”。��

与不同公众号的�质相关，也与学�和大众

的�求��有关。

此外对内容�行深入���发现，不同

公众号主体多��风景园林��设计、��

应用有关的内容，�重���相�。如“风

景园林��”公众号在同期内发�的19�文

�中，�15��及设计实�、�园�设。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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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生态、�地管理、行业发展、园林��生

理生�等内容的文��有��。在公众号主

�面大多开设公众号介绍与�务合作、历史

文���、行业服务或���3类�能栏�，

如“生生景观”公众号的栏�栏�设�了“好

文��”“��部�”“各�求�”3个��。

�此可�风景园林领域公众号的内容��及

栏�设���现�为��的同质化。

作为传�学术观�、业���内容代�

的学��方类公众号的内容分�可��出，

其开始����内容特�，��、���的

内容���多，如�中国��报�经���

普通园��化�作者的��生活，介绍和�

���经�，��时�����和��技�

等。而�业、个人等自媒体公众号则在提供

�行业服务外，也有不�观��的内容出现，

如“山水�德”公众号时�会发�该公司的

设计师对景观与行业的�知，�及从业感悟

等文�。��不同公众号�间学术化和大众

化的相互�化，��让学�、业�、大众�

间的����模糊。

�博大数据作为中国�为权威的��服

务平台�一，构�了“��+人�”�天候的

��监测体�[26]。利用�博大数据的��分

��能，对相关文��行�绪分布分�。�

图3可知，“风景园林”有关文�的�绪和�

感多��扬和中�为主（�“园林”“景观”

等关��的分�����一致），反映了自媒

体传播者对�内容的��和撰写大多从��

的��出发，�普及和��风景园林�设过

�中的先�经�和关�技术。

2.4 受众：选择性认知

��微信受众的年龄、�别、地区等信

息仅出现在各个公众号的�台，从公开的数

据难��计受众的�会人�学数据，��研

究仅�据微信文�的������受众对内

容的偏好。通过对63个公众号在2020年9�

��量���100的文��行分类�计分�

发现（�3），在��量�100位的文�中未发

现行业资讯和��类文�。�类内容的受众

可能多为专门从�业内学术�作的部分群体，

表2   2020年9月风景园林行业不同类型公众号的传播情况（数据引自清博大数据）
Tab. 2   Dissemin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public numbers in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dustry, Sept. 2020 (data cited from Qingbo big data)

主体类型

Subject type
序列

Sequence
公众号

Official account
文章总数

Total articles
发布次数

Published times
阅读总数

Total reads
最大阅读数

Maximum reads
点赞总数

Total likes
最大点赞数

Maximum likes
WCI

学界官方

1 中国花卉报 120 60 23W+ 17 163 2 532 32 722.32

2 中国园林杂志 34 30 76 029 8 965 507 32 620.46

3 苏州园林官微 39 26 61 170 6 379 780 64 611.56

4 南京绿化园林 25 25 41 113 4 985 243 18 602.84

5 风景园林杂志 34 30 71 963 8 783 298 30 601.03

媒体平台

1 养花之家 240 30 162W+ 35 971 10 633 46 999.99

2 新微设计 240 30 105W+ 42 542 1 808 6 898.07

3 景观邦 82 30 34W+ 18 898 2 200 52 815.24

4 gooood谷德

设计网
147 30 49W+ 19 069 1 528 11 797.88

5 筑龙园林景观 113 30 42W+ 16 798 1 227 20 791.36

企业单位 1 SketchUp吧 90 30 51W+ 18 129 1 227 31 835.75

2 景观大数据 166 30 42W+ 17 872 3 317 28 798.39

3 生生景观 35 27 17W+ 11 102 504 37 732.27

4 山水比德 25 18 10W+ 11 390 682 59 717.79

5 景观设计师 85 30 18W+ 11 208 453 21 675.58

个人自媒体 1 环球设计 26 25 87W+ 55 722 2 307 92 1 091.91

2 多肉植物百科 67 30 67W+ 25 404 6 138 113 972.43

3 设计气象台 196 30 60W+ 28 904 2 737 59 867.72

4 植物星球 18 18 16W+ 16 479 2 841 141 876.32

5 景观周 58 30 27W+ 10 625 958 29 7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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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受众对不同类型文章阅读情况
Tab. 3   Audience’s reading of different types of articles

文章类型

Article type
文章数量 /篇

Number of articles
平均阅读量 /人次

Average reads
平均点赞数 /人次

Average likes

业界资讯 0 0 0

学术与观点讨论 7 20 958 79

案例作品分享 34 32 288 82

总结盘点 34 23 495 91

技术服务与推广 2 21 964 75

科普介绍 28 22 033 108

多数受众可能因内容定位、传播�式等原因

对�此类内容缺乏关�。�100位的文�中

案例作品分享、����和�普介绍类文�

�多，尤其是案例作品类文�的平���量

在3��上，远超其�类�文�，�现出受

众对��类文�有着��兴趣。�普类平�

��数��，可能���类文�多贴近大多

数受众的生活，内容易�受众理解，更符合

受众�求。

2.5 效果分析：与活跃度成正相关

风景园林领域公众号的传播��主要

参考WCI值 [20]。据�计，63个风景园林公众

号中，有44个公众号WCI值超过500，有24

个公众号WCI值在500～700�间，超过700

的有18个。另外，�合�2和�3发现，媒

体平台和个人自媒体传播��强，且案例分

享、����和�普类文�的传播���

好。同时�合WCI值超过500的44个公众号

在一个�内的发文数量与传播�WCI值，�

计算其相关�关�，其P值小�0.05，��

著�相关。可�，风景园林媒体公众号的活

���对其公众号传播���存在一定的正

相关关�，意味着可�从�加发文数量、提

�发文频率的��来提升公众号媒体的传播

�和���。

3 传播现状问题探析

综合�面对风景园林行业信息传播现状

的分�，无�是传播者的类�、发文数量和

频率、受众��量和��量还是传播�数，

媒体平台与自媒体在所有风景园林行业信息

传播媒体中��主体地位。大众对风景园林

行业的了解可能主要来源��类媒体。而来

自�学��方和�业媒体的公众号活���

�，传播�相对滞�。其中作为业�资讯发

布和学术观���的重要学��方媒体平台，

其主要职能是发布业内资讯、发布行业政�、

传播学术观�等，其传播�的���接��

了相关政�的�实、行业观�普及与��，

更重要的是它是风景园林行业上层�筑的重

要�成部分，是向普通大众展示风景园林主

流文化和价值观、体现公信�的权威平台。

�交媒体的兴起�公众提供了自�开放

且�捷的线上交流平台，通过公众的��反

馈，�术家和设计师能听到更多公众的声

音，��交流，活�思想，提�景观设计水

平 [27]。但是��传播者与受众、受众与受众

�间��互动的氛围还不浓厚。一方面，内

容�造者主观上��发���和观�的文

�，多案例分享与知识�普，文���扬和

中�态�为主。同时公众号与平台受众的互

动不多，��对用户的留��行回复。另一

方面，信息接受者缺�主动参与��的��

�。公众号原�可�随时发布和接收信息，

自�自主地参与交流和��的优势�有充分

体现。一批批网红景观作品的“刷屏”，易

让公众和风景园林从业人员处�媒体�造的

“乐观”的拟态��中，�面�识和客观深

思当�风景园林实�和业内发展的不足��

尤其不易。

此外，�文分�可知各类风景园林公众

号发布的文�内容��及栏�设���类�，

图3   文章情绪分布（数据引自清博大数据）

Fig. 3   Article sentiment distribution (data cited from Qingbo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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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同质化的现象。相同或相�文�内

容的发布消耗微信用户的�意�，也造成了

网络资源的浪费。�类现象�有对�肆意�

载或侵权行为监督不�的原因，又受传媒客

观��的�� [28]。另一方面学术文�和大众

文�内容存在着相互�化和�合的趋势，�

�学�与业�、大众的��正在缩小。��

公众与学�的相向�求也��不同媒体在运

营的时候同��重受众的�求和媒体的经�

��。但是�����场和自���的文�

内容，一旦�化、同质化，很有可能导致学

术严谨�的丧失，��受众对真实��的了

解产生偏�，容易引发�� [22]。

4 讨论与对策

4.1 扩大学界与官方媒体的传播影响力

针对�上问�，学�和�方媒体���

传播理念，通过丰富传播内容，紧跟时��

�，�加内容的深�、趣味�和可����

合和拓宽传播��，�善公众号的�能�重

视用户的体�，顺应潮流加大视频内容�设

��等手�扩大其传播�。�中国��报�的

公众号运营经�可�供其�学��方媒体参

考：行业与�会生活相�合，除了与传�期

刊报纸媒体一�发布业�资讯外，�中国��

报�也关�普通从业人员的�作状态和生活

�求，��文�内容有行业共鸣、���入，

引发�者兴趣，�图在��专业知识的大众

传播、实现知识流动的同时，�加园林景观

行业在��会的�知�和话语权，提升专业

报刊和���方的�会���。

4.2 促进互动与交流

��、交流与思辨是��个人和行业�

步的��重要的一�，毫无疑问未来风景

园林的发展离不开泾渭分�的职业思辨精

神 [29]。��精神��和传递同�离不开�好

的互动交流��。要营造����，�要传

播者重视不同观�的交流在实�创新和行业

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传播者自上

而�地构���的��交流平台，通过��

回复、话���、观�投票、线�交流、�

立单独的受众反馈机�等一�列丰富平台内

容和�能的��，引导受众�行��与反

馈，�而激发受众主动参与互动交流，了解

受众对相应媒介的满意�和期待。从而让公

众更加�面客观地了解和�识风景园林，主

动参与风景园林实�，也让风景园林师更好

地为公众和生态��服务。

4.3 提高内容质量，加强业内监督

�在20世纪中叶，美国的传播学者发�

了著�的�自�而负责的新闻��，也称�哈

钦斯报告�，�期新闻机构承担相应的�会

责任，改�自己的�作。针对媒介的缺陷，

��学�应帮助媒介改��作，发�批��

著述，加强新闻传播��，�估媒介的�

作，敦�新闻自律 [30]。�对�今天风景园林

行业信息传播的媒介��具有同�的启发意

义。风景园林媒体�要承担相应的�会责

任，关�地区��与行业发展中的问�。同

时媒体��专业的眼光致��内容原创，做

到��、摘要、文案和�版的精�求精，从

��化竞争的��为不同受众提供更加专业、

更有深�，也更加精�的内容产品。其�学

�和��等�盈利机构在往�业和媒体平台

培�输�兼具专业深�和知识��的人才外，

同时应扮演业内�估和监督的�色。在维持

媒介自�的�础上，对��业内出现的现象

�行���计与�价，定期汇报业内媒体的

�现和当地风景园林�设的��，帮助�业

和�业媒介弥补缺陷，让媒介能更好地行�

监督职能，��行业�步。

5 结语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行业媒体已经不仅

是行业的旁观者与记录者，势必在未来承担

更多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媒介作为沟通

风景园林从业者�间、从业者与公众�间的

重要桥梁，有�利用传播媒介�是调�业内

与公众的关�、��风景园林��、�导行

业实�发展、提升行业���的一个行�有

�的�法。

�研究�出可�通过提升内容质量、加

强监督、�善传播�式、��互动与交流等

方式改善风景园林行业信息传播过�中存在

的问�，扩大风景园林媒体的传播�及风景

园林行业的���。但是人类传播是一个复

�的过�，5W模式是一条�线模式，有其一

定局��，而近年来视频内容的兴起为未来

风景园林行业信息传播的应用与研究提供了

更多的��和方向。此外，�业和媒体平台

如何平衡专业�和经�利�、未来中国风景

园林行业如何在��扬与乐观态�为主的�

���中冷静思考找到自己的稳步发展�路，

亦是值�深思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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