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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 IBM正式提出智慧城市以来，持续引发

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浪潮。2014 年，中国《关于促进智慧

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提出到 2020 年建成一

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①智慧城市旨在运用信息和通

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

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

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②基于

互联网、信息网、物联网的智能信息传播技术是智慧城

市建设发展的动力基础，而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公共

交往、公共文化以及效能生态则是智慧城市建设发展

的最终旨向。
屏幕与城市的关联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的一个重

要议题。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Will Straw从城市和屏幕的

历史发生研究中发现，公共屏幕与城市的最早关联在

于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的照明屏幕，这是城市文化文明

建设的必要条件；二是城市的交通屏幕，这是城市现代

流动性特征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公共屏幕是城市现

代性发生的必要条件。当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到

处充斥着屏幕，不仅深入家庭，而且遍及商场、机场、公
交站台、电梯、广场、写字楼等公共场所，手机、MP3、移
动视听器更是侵入极为私密的生活空间。这些屏幕连

续不断地生产出各异的地理图像，从而改变我们对对

象空间的想法。”③

公共屏幕既是城市公共设施的构成部分，又是城

市信息传播显示的重要平台。在信息技术和视觉技术

不断变革发展的今天，融建筑景观与媒介功能于一身

的公共屏幕，不断吸纳着技术的新鲜给养，也不断强化

其支撑下的创新设计、效能服务与互动参与，进而发展

为具有智慧城市特征的公共景观、公共文化以及公共

交往，越来越多地参与和重构着城市的空间体验。公共

屏幕有如智慧城市之眼，成为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重

要面向。

一、智慧性创新设计与城市公共景观体验重构

芒福德认为，大众传媒不仅是城市故事的呈现者,
而且其本身越来越成了机械时代城市视觉景观的重要

组成部分。④最早的公共屏幕即电影屏幕，处于半开放

公共空间中，其主要是 30 英尺大小形制的矩形屏幕以

及之后 1.85 宽高比的宽银幕。在公共屏幕的发展史上，

其自身设计不断向着巨型、异形、高清、透明、柔性、镜
面、3D、拼接乃至全息等创新技术进化。美国芝加哥学

派帕克认为，“技术设备自然要改变人们的习惯，并且

必然改变社会的结构与功能。”⑤公共屏幕技术不断变

革发展重构了公共空间的原有格局、公共屏幕的传播

功能以及人与城市空间的信息交换关系，并由此呈现

出更加智慧的建筑和城市景观。
我们可以从近年的屏幕视觉变革来感受创新屏幕

设计在如何重构人与城市的体验关系。比如，早期我们

会在一些商业店面的玻璃橱窗看到透明屏幕的运用，

屏幕中放映的主要是商品和品牌相关的影像，而当下

这种透明屏开始采用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 屏幕，整

个屏幕前后通透，前后两面都可以显示出不同的图像，

实现前后“两面看”。⑥2014 年韩国科学技术高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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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发出双面透明屏幕。如果将这种屏幕运用到教学

场景中，可以实现教学空间的灵活布置和更多的人屏

互动。再如，在没有通电或感应的情况下镜面屏就只是

正常的镜子，而通电感应后则可以作为屏幕。全球首间

安装这种镜子屏幕的商业机构是韩国首尔一家美发

屋，客人在剪头发的时候，除了在镜中看到发型变化，

还可以享受娱乐资讯内容。⑦

此外，还有 3D 屏和异形拼接屏等，都有着更为吸

引和有效的视觉接受效果。未来我们还将通过透明屏

幕的全息投影，乃至不依赖于任何物理介质的全息影

像，进行极具未来感和梦幻感的随时随地的虚拟现实

沟通。⑧依据芒福德和莱文森对人类媒介技术发展趋势

的乐观态度，可以说公共屏幕技术和设计的每一步创

新，旨在重构人与城市之间更为和谐的空间景观和更

为人性的空间体验。

二、智慧性设施服务与城市公共文化体验重构

陈秋玲在《服务城市》中指出，今天的城市日益表

现出经济功能的专注性、城市规划的功利性以及文化

形态的单一性。⑨以芒福德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城市学者

认为，现代城市应该回归对于城市民众利益切身相关

的服务与文化。如何借助智能的方式更好地服务城市

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公共屏幕在实现城市

服务功能上就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户外广告

屏幕还是目前据有主导地位的公共屏幕，但是随着社

会发展和传播变革，不同生产主体、不同建筑空间、不
同视觉形制的公共屏幕也正在发挥着更为丰富的公共

服务功效。公共屏幕的这种服务型转向具体表现为几

个方面：一方面公共屏幕在服务规模上逐步壮大，服务

范围不仅体现在传统的交通照明和商业广告领域，还

延伸到教育、文化、医疗、娱乐和社区生活等公共空间；

服务主体不仅局限于政府部门和公益团体，很多商业

组织也越来越善于运用公共屏幕提供公共服务；屏幕

占据空间只囿于户外开放式公共空间，户内半开放公

共空间中的公共屏幕也得以广泛实践；屏幕形制类型

只是醒目的大型屏幕（投影屏、LED 屏），中型屏幕（电

视屏幕、电脑屏幕）与小型屏幕（平板屏幕）也渐入公共

空间领域；另一方面公共屏幕服务在效能上逐渐增强，

新传播技术和创新设计下的公共屏幕开始纳入到网

联、物联、数据关联和感应交互的新传播趋势之中，在

创意设计和人本追求的高度统一中不断发挥更为智慧

性的城市公共服务功能。
在城市交通公共领域，如加拿大多伦多佩尔逊国

际机场中央休息大厅，配置了几百块的大（广告屏、机
场指示牌）、中（电视屏）、小（平板屏）型屏幕，供候机旅

客观看与使用，堪称目前世界上最为智能化、多屏化的

机场信息服务。同时，社交和智能技术也运用到交通公

共屏幕中，如德国一公交站亭配置了联网视频聊天屏

幕，便于不同公车站的候车者相互对话。⑩澳大利亚某

公交站设置一块为“虚拟鱼”的公共屏幕，乘客通过蓝

牙的探测以匿名的形式加入一个“虚拟水族馆”，在这

个群中交流沟通，而这些“虚拟鱼”的状态也同时显示

在公交站的公共大屏幕上，为交通环境营造一个更为

愉悦和富有趣味的旅途体验。輥輯訛

近年，公共屏幕的运用数量在学校、图书馆、展

览馆、办公室等教育文化领域也日益增多。在美国密

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不仅每个教室都有投影屏幕，

专门的影像教室还配有电影院规模的大屏幕，由此也

使得大学里的影像室成为当地城市影像艺术节的一

个放映活动场所；教学楼和图书馆的每一层都设置有

专门的 Media Center，供自修的学生进行网络资源浏

览；每一间学习室中都装有一块 LCD 屏幕，供学生小

组讨论时使用；在图书馆的大厅两侧，还特别配置多

屏拼接的大屏幕墙，学生无论坐在哪一侧都可以在临

近自己的屏幕上观看讲解内容，在分屏解说时，分屏

显示的效果有利于学生的注意和记忆。此外，教育场

景中屏幕的智能化发展更是近年的一个重大突破，

2015 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开启虚拟教学模式，这个

虚拟教室没有一张课桌椅，取而代之的是教授对着延

伸好几面墙的数字屏幕教学，上面有多达 60 名学生

的同步联机画面。輥輰訛

娱乐消费场所一直是公共屏幕应用较广的领域，

近年来很多商家不仅通过屏幕做广告，而且更善于利

用屏幕提供消费者所可能需要的服务。比如很多咖啡

厅和饭店都设置投影屏幕，以供消费者聚会进餐的同

时进行办公会议活动。如在美国安娜堡的一家规模很

小的 Buffalo 餐厅，72 块大大小小形式各异的屏幕遍布

各个角落，即便卫生间的每个蹲位都设置屏幕，播放的

内容以客人酷爱的体育、新闻为主。购物消费领域的公

共屏幕中最为典型的是虚拟试衣屏幕，美国著名的百

货商店 Bloomingdales 的纽约店是最早尝试智能试衣的

商铺之一，试衣间外有一面智能镜，试衣者只要站在镜

子前就可以看到穿上新衣后的形象。同时可通过墙上

的触摸屏将造型迅速发送到网站上，方便家人和朋友

作出评价。美国贝佛立山 Prada 专卖店交互式试衣间的

镜子外围是由Privalite 高科技玻璃制成，试衣者进入试

衣时可调成不透明状态，试好衣服后再调成透明状态。
如此一来，外面的朋友就能清楚地看到衣服合不合身。輥輱訛

目前，这些虚拟试衣屏幕体验已经可以对质感和动态

效果进行展示，切换不同场景下的试衣效果，有效进行

价格、服务和社交的传递。

三、智慧性互动参与城市公共交往体验重构

芒福德提出，古代城市的本质首先是一个剧场，

“从各种形式的仪典和戏剧活动中，又产生出一种更

为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类对话，若从较高的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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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城市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最好莫过于说城市是一

个专门用来进行有意义的谈话的最广泛的场所。”輥輲訛在

芒福德看来，公共交往和公共文化才是城市发展的关

键。城市公共屏幕，一方面作为一种建筑场景，连接着

地方空间的记忆，可以现实的聚集公众；另一方面作

为一种传播媒介，又同时连接着瞬息万变的世界，可

以虚拟的交换信息。城市公共屏幕如城市大舞台中的

一个小舞台，在建构城市文化交往的公共性上有着不

同于其他媒介的特殊意义，而这种公共交往和公共文

化才是最为深刻的城市体验。数字网络传播技术条件

下，公共屏幕的公共性建构变得更加互动、更加巧妙

也更加普遍。
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都尝试着让公共屏幕参与到城

市的公共交往和公共议题中来。英国 BBC 大屏幕计划

利物浦 Liverpool A- Z项目，则是公共屏幕对于地方公

共文化的一次成功参与，这个项目将利物浦当地居民

的 Facebook 群和大屏幕的采访联结在一起，当然也包

括与 SMS 短信联结显示在大屏幕上。这样既着眼于

当地地理位置和文化信息，又建构起公共交往和公共

领域。
城市符号互动理论代表戈夫曼认为，公共领域也

是个体经历的一个独特的城市表演场所，城市居民行

在城市舞台上扮演某一角色。即便社会情景是暂时的、
非制度化的，为了达到理想的表演效果并给他人留下

良好印象，个体也会尽量在这个舞台上扮演好自己的

角色，并有着相应的行为策略。輥輳訛在公共屏幕这个小舞

台上，公众既可以在前台进行理想化的表演，如 2005
年英国伦敦利物浦爆炸案一周后，利物浦广场屏幕上

出现了自发的集体悼念仪式，悼念的人们大量聚集在

屏幕前默哀三分钟 （当时场景已胜于专事悼念仪式的

利物浦教堂），甚至把鲜花献于屏幕底部；輥輴訛同时，屏幕

传播技术也为公众前台和后台行为提供了更为巧妙和

便捷的策略。如由柏林公共艺术实验室发起的“链接城

市”项目中，当市民站在屏幕前聊天时，他们谈话的内

容会不时被投影到屏幕上，如果不喜欢投影上的内容，

还可以用电子弹弓向屏幕发射小炸弹。輥輵訛

麦库姆斯和肖曾在议程设置理论之后提出议程

融合论，把议题融合看作是一个社会传播的过程，认

为团体议题、媒介议题和受众议题共同构成社会公共

议题，团体议题是社会问题的源头，媒体对团体议题

进行选择过滤，受众议题是最终出口。随着媒介环境

的变化，受众议题可以绕过团体议题媒介议题而直接

接触、博弈、融合，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輥輶訛2012 年澳大

利亚一项数字媒体与交互城市的实验项目，就是让公

众通过 SMS 或 Twitter，以发送屏幕弹的方式将自己终

端屏幕的讯息发送到公共屏幕。这块公共屏幕可以在

城市建筑体上，也可以安置在办公场景中，屏幕界面

分为左右上下格局，右侧中心界面可以是城市、组织

和媒介设置的主要议题，但是随时欢迎公众匿名的将

自己的反馈、观点和议题发送到屏幕上。輥輷訛这样这块公

共屏幕就促成了城市与民众议题的连接和互动，为受

众议题提供了即时的、场景的、现实的出口，将受众舆

论与组织团体议题或媒介观点以可见的方式碰撞和

融合，以更加真实和民主的方式推动了市民和城市之

间的有效沟通。

四、结语

威廉·J·米切尔在《比特之城》中曾描绘我们当下所

处的城市是移动网络、智能终端、云存储数据库等构筑

的全新数码疆域。然而，可沟通的城市，不是单指媒介

化水平和程度，也不是单指智慧城市中的普遍的媒介

人，而是指在媒介信息网络快速发展并构成了新型城

市的基础以后，如何在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

上进行全面的深度的变革，以真正形成可沟通的城市

社会，使这样的城市成为有共享的文化认同的社会共

同体。輦輮訛安东尼·汤森在《智慧城市》中批判的指出，无论

缘于怎样的科技变革，智慧城市的建设理念终究应该

以信息为决策，以意义为导向，以民众为本位。輦輯訛

如上所述，新信息媒介技术推动着公共屏幕的智

能化传播，在公共景观、公共服务和公共交往三个层面

由外而内的重构着智慧城市的空间体验，并由浅入深

的推进着可沟通城市的发展程度。然而，当城市民众越

来越关注参与城市屏幕，并越来越进入城市之眼的观

看视域时，也相应产生视觉霸权、视觉污染和视觉监视

的相关问题，这些还有待我们以更自觉的伦理意识和

法律规范来完善，让公共屏幕真正成为智慧城市的慧

眼，感应一座城市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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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到收视者的情感反应。因此，在讨论电视节目的

“欣赏指标”时，除了要考虑到个人情感知觉外，也必须

同时考量到主题 / 剧情、主持人 / 主角这两类最主要的

因素。其中，根据不同的电视节目类型，也应进一步作

出具体考察要素的分类，如新闻资讯类节目更偏向于

考察主题、主持人因素，而综艺娱乐节目则侧重于考察

剧情、主角因素。
综合上述的界定与归纳，我们首先将“欣赏”分成

个人情感与节目内容两个层次，并且认为，两者之间是

相互影响的。顺着这一思路进行推导，可以将“欣赏指

标”的测量维度替换成“情感满足度”和“节目吸引度”
这两个大项，分别考察“媒介使用者”和“媒介内容”两
个方面。进而，考虑到不同类型节目的差异，有必要将

剧情 / 主题、人物 / 主持人两个电视节目最重要的内容

因素纳入进来，成为“节目吸引度”细化的二级指标，加

以关照。

四、研究建议

事实上，满意度评估作为用以认定受众对节目素

质的评价，近十年来，逐步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

但也面临着指标行业化的困境。本文认为，“欣赏”是比

较适用于测量网络电视满意度的概念，对其的理解和

界定也应该尽可能统一，这样，在测量中才能保持必要

的一致性与准确性。但“欣赏指标”要发展成一个能够

有效测量网络电视使用者实际收视喜好的实用性指

标，依然需要结合不同类型的网络电视节目，加以检测

与观照。对于网络电视节目满意度评估而言，目前除了

完善测量指标，细化测量维度之外，还需要建立科学的

运行机制，并在用户、广告商、电视机构以及专业人士

之间找到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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