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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已

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改变着公众的生产、生

活、思维和行动方式[1]，进一步引起城市物质空间的

变化[2-3]。就生活方式的改变而言，公众在互联网表

达喜欢和赞扬的城市要素，并在实体城市打卡这一

要素，城市空间以不断创新来丰富这类要素，催生出

独特的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城市空间网红化是指

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平台等途径，将某些城市空间或

地标打造成为广受欢迎的网红景点，吸引大量游客

前往参观和打卡。网红化的城市空间往往具有独特

性和吸引力，能够吸引更多人才和资本流入，增强城

市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促进文化交流与传播。对

于城市研究而言，网红化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

解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和规律，探究城市空间的社会、

经济、文化价值，为未来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有益

的参考。同时，通过研究网红化现象的传播机制和

影响，还可以为城市营销和推广提供新的思路和方

法。产生网红化现象的城市空间一般位于城市中特

色明显的核心游憩空间[4]，城市滨水空间作为具有代

表性的城市空间之一[5]，一般是城市中的核心游憩空

间，适合进行空间网红化现象研究。

二、文献综述

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的研究源自互联网与城市

空间的相关研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究网红打卡

行为对城市空间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关注互联网赋能下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产生

的动因，另一类是关注网红空间内涵和影响力。

对于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产生的动因，既有研

究以互联网对城市空间的相互作用为切入点，分析

网红化现象的促进因素、价值、技术支持和经济基

础，认为在互联网作用下城市空间组织趋向非均衡

发展，功能区将逐渐模糊[6]，城市空间既有去中心化

和扁平化特征，也有集成化与再中心化的特征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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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虚拟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将推动专

业要素的实体集聚，双重集聚互促推动了城市空间

网红化现象的发展[8]。移动互联网的爆发促进了大

众文化传播的变革，营销话语权和意识形态向大众

转移的态势明显，网红化要素成为城市吸引外部资

源的一种新型手段[9]。基于互联网和智能技术对于

城市的影响，出现了空间干预、场所营造与数字创新

的设计理念与方法 [10]，网络社会促进的城市意象生

成也受到了关注 [11]，这一趋势为城市空间的网红化

现象提供了技术支持。随着移动互联网形态的多样

化，精英群体改变社会空间关系进而推动人的城镇

化[8]，这一过程催生了社群经济的兴起，促进了社群

之间的情感认同和信任体系的建立 [12]，流量驱动影

响了资本在更新过程中的内在循环机制，城市更新

出现了空间生产逻辑的新范式 [13]，这一过程为网红

空间建设提供了重要经济基础。既有研究主要从理

论层面讨论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的形成动因，但缺

乏实践层面对网红化现象的观测。

作为互联网技术与城乡空间结合的新兴产物，

既有网红空间研究重点关注其产生的影响和价值。

如关注短视频平台赋能城市文旅场所形成网红打卡

点，研究讨论社交平台各种网红事件的内容，分析网

红以及网红空间概念的由来和发展逻辑，并从社会

学的角度分析其正面和负面影响[14-16]。近年来，研究

者也意识到网红经济对于城市的影响是一把双刃

剑，一些城市因为网红经济崛起但受负面报道影响

而衰退的现象也值得反思[17]。针对网红空间形成原

因，既有研究将移动互联网平台所观察到的网红事

件结合物理环境和人的心理进行分析，从建筑学、景

观学、心理学的角度间接地加以解释[18-24]。既有研究

更侧重于个体网红空间的解读，忽视了区域内网红

空间形成所受到的整体影响及相互带动作用。

在网红空间的测度方面，大数据能够客观分析

和说明城市网红空间的分布与发展特征[4]、[25-26]，公众

在抖音等网络平台的活动被视为主要的测度依据，

测度目的是分析城市空间活力 [27]。然而，既有测度

研究偏重于空间层面的定量分析，缺乏针对城市空

间网红化现象的定性分析。在旅游学科中，研究者

重点探索了公众对于网红空间的认知，通过公众感

知城市空间的内容分析网红城市的符号及其代表

性，提出了构建网红城市旅游符号的管理建议[28]，同

时将公众对网红空间符号的认知归纳为一种“媒介

再现—具身接触—行动反馈”的循环模式 [29]。随着

研究的推进，对于网红空间的研究更加聚焦于具体

的场所空间，研究者将网红商店集聚的街区视为网

红街区，从微观层面对其空间设计改造展开研究[30]。

综上，既有研究主要针对已形成的网红空间展

开，忽视了具有发展潜力的城市空间转变为网红空

间的现象。本研究基于网红空间定义的基础上讨论

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提出测度方法，从线上和线下

视角选取影响因素指标，基于测度结果构建线性回

归模型分析影响因素，在定量分析基础上从城乡规

划学的视角来讨论公众对于城市空间的感知类型，

并提出规划建议。

三、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测度及影响因素选择

1.城市空间网红化概念解析

移动互联网时代，远程办公、虚拟现实游览等技

术削弱了公众生活对场所空间的依赖性，公众参与

城市互动的方式变得多元化[31]。具有强烈视觉消费

属性的城市空间被自媒体不断转发，在互联网平台

上获得了较高关注度。部分线上用户为了吸引流

量，选择被广泛关注的城市空间拍摄并发布短视频

来“引流”。用户为自己“引流”的同时，社交平台上

的短视频也从不同的视角将城市空间视觉消费属性

呈现给其他线上用户，进而吸引又一批线下“打卡”

“引流”的人，形成良性循环。基于以上分析，结合现

有研究对“网红空间”“网红目的地”“网红城市”“网

红村”的定义[4]、[16]、[18-19]，本研究认为，城市空间的视觉

消费信息被线上平台不断传播，吸引公众线下打卡

并继续分享空间内容的良性循环过程是一种城市空

间的网红化现象(图1)。网红化现象提高了城市空间

图1 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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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提升了公众参与城市空间评价的积极性，有利

于城市空间的高质量发展。

2.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测度

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是网络空间与实体空间高

度融合的过程，分析时既要重视网络因素的影响，也

要保证线下活动人群与线上平台具有关联性。因

此，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测度包含三部分：一是测度

城市空间的线上流量，二是测度因线上用户浏览打

卡视频而参与打卡活动产生的线下流量，三是计算

流量转化率。其中，线上流量产生于网络空间当中，

主要由公众在社交平台参与线上活动产生；线下流

量产生于场所空间，由公众参与线下活动产生(表1)。

经过对产生线上流量的社交平台进行分析和

筛选，研究发现，近年来兴起的抖音平台具有线上

线下联动的特点，其短视频打卡数据具备测度城

市空间网红化现象的条件。公众在抖音平台拍摄

的打卡短视频可以携带 POI信息，能够准确地记录

短视频拍摄的地理位置。POI地址与视频展示的

内容相关性较高，视频内容可以有效地吸引用户

收藏地址，进而打卡该地址。打卡短视频作为城

市空间内容的承载体，通过打卡人数、打卡视频浏

览人数、视频发布者影响力、打卡点关注度等各类

指标，相对精确地反映出城市或者某一区域的影

响力与吸引力。

公众浏览打卡短视频能够对城市空间产生一定

的了解，其中一部分人选择前往所浏览视频中的地

点参与打卡。当人们前往打卡时，线下流量产生，其

中一部分人选择继续上传打卡视频，网红化现象周

而复始，不断强化。在抖音平台中，上传POI视频被

视为一次打卡，视频被某一用户刷到被视为一次浏

览。抖音平台根据相关算法把视频推荐给可能对该

地点感兴趣或者即将前往的用户，因此抖音平台在

同一地点统计的打卡人数和浏览人数具有高度相关

性[32-33]。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利用抖音用户浏览打卡

视频的人数测度线上流量，利用浏览视频后参与线下

打卡的人数测度线下流量，综合线上流量转化线下流

量的比率测度城市空间的网红化现象，公式如下：

C= Poffline

Ponline

式中，Poffline代表打卡活动产生的线下流量，Ponline

代表打卡活动产生的线上流量，C代表线上流量转化

为线下流量的比率。

3.网红化现象影响因素选择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信息成为公众对城市

空间游憩选择的重要依据，而场所空间依旧是网络

信息的主要来源。城市空间的网红化现象是线上与

线下活动高度结合的产物，影响因素的分析需要从

不同视角全面考虑，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线上和线

下两个维度选择影响因子。网红打卡活动是一种游

憩形式，在线下影响因素方面主要考虑对人们的感

受[34]和游憩选择有影响力的因素，选择打卡点周边

环境和空间因素作为评价因子。在环境因素方面主

要考虑能够影响打卡活动的功能单位，包括网红集

聚因素、功能竞争力、交通可达性、生活区距离、服务

设施完善度等。在空间因素方面主要考虑公众对环

境的感知能力，利用语义识别技术分析游客在打卡

点周边拍摄的图片[35-37]，根据景观元素识别结果计算

景观均匀度作为评价指标。在线下影响因素方面不

仅考虑环境和空间因素，还结合实证研究的结果选

取相关空间场所公众拍摄照片中面积占比前三的建

筑比率、绿视率、水域景观比率作为影响因子，使得

研究更具针对性和实践意义。

线上要素的影响主要来源于线上用户接收和

反馈的信息。当前，网络已经成为现代人了解和

评价城市空间的重要途径 [34]、[38-41]，线上用户可以通

过图片视频来了解空间特征，通过电子商务平台

了解功能特征，通过平台记录其他人的点赞、收

藏、评论等互动情况和打卡时间进一步了解打卡

点。当打卡点关键词被广泛搜索时，会形成话题，

提升打卡点的热度和可识别性。在线上因素中，

本文除了传统的功能性和实用性外，还引入了热

度和可识别性等新的评价标准，更加符合现代人

表1 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测度表

网红化现象

流量转化率

线下流量

线上流量

数据内容

打卡人数/
浏览人数

打卡人数

浏览人数

说明

浏览打卡视频的用户参

与线下打卡的比率

参与线下打卡的人数

浏览打卡视频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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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空间的需求和期望。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从线上和线下两个维度

选取网红集聚因素、功能竞争力、交通便利性、生活

区距离、服务设施完善度等14个因子作为城市空间

网红化现象的影响因素(表2)。
四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1.研究对象与范围

黄浦江水域从淀山湖起源至吴淞口流入长江，

全线长约115公里，沿岸形成“三段两中心”的总体结

构，其中杨浦大桥至徐浦大桥为核心段，承载上海的

核心功能，在2017年底实现45公里滨江空间贯通开

放。黄浦江核心段历经20余年的规划建设发展，已

经呈现为一个完整的公共活力空间。同时，规划过

程中，根据各个区段的历史背景和腹地内发展需求

的差异，赋予了黄浦江核心段不同的人文定位(图2)。
功能类型来自于规划文本，主要为四类：中央活力段

强调城市中最高能级的高度混合功能，公共功能段

强调市级公共开放功能的集聚，居住功能段以一般

居住及其配套设施为主导功能，郊野生态段以生态

和农林等非建设功能为主。参考《黄浦江沿岸地区

建设规划(2018-2035)》，本研究将黄浦江核心段岸线

200—300米的水域空间及与之相邻的城市陆域空

间 [42]划定为研究范围，针对研究范围内产生网红化

现象的短视频打卡点展开研究。

表2 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影响因素测度表

类型

线下维度

线上维度

影响因子

网红集聚因素

功能竞争力

交通便利性

生活区距离

服务设施完善度

建筑比率

绿视率

水域景观比率

景观均匀度

线上互动强度

网络影响力

话题关注度

功能实用性

消费强度

内容

区域内打卡点密度

周边同类功能单位的密度

周边最近交通设施距离

周边最近住区的距离

周边服务类设施数量

语义识别打卡视频截图中各类景观元素面积

语义识别打卡视频截图中的景观元素、计算香浓均匀度指数

城市空间相关短视频的点赞数、收藏数、评论数总和

城市空间相关短视频发布者的被关注数

城市空间所属话题搜索量

城市空间在电子商务平台上提供娱乐、餐饮服务的数量

城市空间在电子商务平台上的人均消费金额

图2 黄浦江核心段区段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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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数据

(1)抖音打卡与短视频数据

抖音打卡与短视频数据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一

是黄浦江核心段“短视频打卡点”的打卡人数和浏

览人数；二是“短视频打卡点”相关短视频的发布

时间、关注度(点赞、收藏、评论数)等信息。抖音短

视频打卡点的识别主要基于创作者带上 POI位置

发布的短视频，抖音平台将位置相同的短视频归

纳在同一“地点”标签下，新榜有数抖音大数据平

台(xd. newrank.cn)统计抖音“地点”功能推出以来这

些地点的打卡人数和相关短视频的浏览人数。基于

新榜有数抖音大数据平台，本研究获取了 2018年 3
月-2022年 3月上海市 1793个短视频打卡点的打卡

数据，分析网红化城市空间分布特征。

为了进一步研究网红化现象的影响因素，选取

从中心城区向外部逐渐延伸的黄浦江核心段滨水空

间进行深入研究，筛选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短视频

打卡点共 103个。抖音平台包含POI信息的短视频

生成相关标签，格式为“#地点名称#”。利用 Python
自动化编程技术采集视频网页链接，利用视频链接

二次采集短视频的相关信息，排除无关数据，清洗初

步采集中的重复数据、与打卡点无关的商品广告、营

销广告等数据，清洗后共保留4万余条数据，用于分

析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以及线上因素中的网络影响

力、话题关注度、功能实用性等指标。

(2)数字足迹与POI数据

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为游憩活动在滨水空间内的

活动轨迹，部分轨迹的起讫点在滨水空间的腹地

内。研究数据包括公众在游憩类软件上传的出行轨

迹数据以及POI数据。轨迹数据来源于公众户外游

憩类APP，经过筛选清洗，本研究最终获取了2018年
3月-2022年3月黄浦江核心段滨水空间公众游憩的

GPS轨迹，轨迹中包含停驻点数据以及公众拍摄上

传的足迹照片。通过语义识别技术对数字足迹图片

进行要素提取分析，得出线下维度影响因素中的建

筑比率、绿视率、水域景观比率等指标。

研究所使用的 POI数据来源于高德地图，数据

获取时间是2022年3月。由于研究范围在黄浦江核

心段滨水空间，因此需要排除非必要数据的影响。

利用ArcGIS将经纬度坐标转换为点数据，POI数据

位于黄浦江核心段滨水空间内，共计 3万余条、14
种，选取餐饮美食、酒店住宿、科教文化、购物消费、

旅游景点、交通设施、商务住宅类POI数据计算打卡

点区位条件的影响因素。

五、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分析

1.空间分布特征

在黄浦江核心段滨水空间内，产生网红化现象

的城市空间表现出明显的集聚和分散分布并存的特

征(图 3)。陆家嘴和外滩中心区域依托其历史建筑、

金融中心和娱乐产业的紧密结合，形成了极高的网

红化程度。这些区域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

蕴，同时也是上海市的金融和商业中心，吸引了大量

的游客和网红打卡。在徐汇滨江区段和世博园区

段，网红化现象则主要借助丰富的艺术文化场馆独

特的文艺氛围而形成。这些场馆如上海当代艺术

馆、油罐艺术公园等，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文化体

验，从而产生网红化现象。除了上述两个中心区域，

其他区段内的网红化现象相对不明显。然而，这并

不代表这些区域没有网红化的可能性。随着城市更

新的推进和新的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这些区段内

的城市空间也可能逐渐产生网红化现象。

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分析城市空间的网红化

特征和影响因素，本研究对公众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图3 黄浦江核心段滨水空间网红化打卡活动空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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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视频打卡内容进行了数据挖掘和分析。通过对

比线上和线下流量的24小时时间变化关系、网红打

卡参与者的年龄和性别构成、网红打卡视频的主要

关注内容来更准确地理解城市空间网红化这一社会

现象，为城市规划和旅游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2.网红化现象中的时间特征与内容类型分析

基于时间因素分析线上流量和线下流量在全天

24小时内的变化情况(图4)。从图中可以看出，线下

流量的时间变化更加平滑，从10时—23时打卡活动

平均分布。线上流量在11时出现一个低峰，在17—
18时出现一个高峰，全天多数线上流量集中在 17—
21时之间。进一步分析打卡人群，线上平台关注黄

浦江核心段滨水空间的人群在各个年龄段都有，主

要集中在 18—40岁之间，在男性和女性之间也有一

定差距(表3)。

针对滨水空间打卡视频的内容总结出三种常见

的类型：第一类是抒发对于上海的城市情怀。黄浦

江两岸景色的变化是上海城市发展的缩影，在这些

打卡视频中，公众的关注点不仅在于黄浦江滨水空

间，还通过黄浦江沿岸的发展现状映射、感知中国城

市以及区域的崛起历程。在城市滨水空间活力产生

的过程中，这类视频能够帮助城市以外的居民更好

地了解城市的整体信息，某种程度上可促进上海旅

游业的发展。

第二类记录了节日和活动的体验。此类打卡活

动发生在特定的日期或者晚上的特定时间，打卡视

频内容注重参与感和现场感。这些活动包括烟花表

演、无人机表演、灯光秀、展览开幕式、艺术展等，通

常在滨水空间内的公园、广场、美术馆和文化中心举

行。这类视频记录了具有冲击力的视觉消费信息以

及活力产生的瞬间，能够传递关于节日和活动的信

息，成为城市滨水空间活力产生过程中吸引流量的

主力。

第三类是对城市空间的体验评价。除了关注宏

观城市发展和微观热点活动，游憩体验分享也是打

卡视频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能反映人们对城市

空间的真实看法，比如观察公共空间的建设、寻找

地标建筑、发现城市的包容性。在城市滨水空间活

力产生的过程中，这类视频传递了大量真实信息，

为公众在线下线上获取城市空间信息提供了重要

帮助。

网红打卡现象的时间特征与人们的活动习惯

密切相关，而视频内容类型的多样性则反映了人

们对城市和空间的认知和体验需求的多样化。这

一现象在促进城市旅游业发展、推广城市形象以

及加强公众对城市空间的认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

六、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影响因素分析

1.线下影响因素分析

以线下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分别以流量转化

率、线上流量、线下流量为因变量构建线性回归模

型，对模型进行共线性检验，各影响因素的膨胀系

数均小于 5，因此各影响因素之间不具有共线性(下
页表 4)。根据模型分析结果的R2可以看出，线下影

响因素模型对于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中的流量转化

率不具有解释能力，但能够解释 54%线上流量形成

原因和 65.8%线下影响因素的形成原因。具体影响

因子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图4 网红打卡24小时变化

表3 研究数据中打卡人群年龄分布表(%)

性别

男

女

年龄

打卡人数

达人数

打卡人数

达人数

＜18
5
6
12
12

18—23
16
16
20
21

24—30
25
26
21
21

31—40
38
35
23
22

41—50
10
12
12
12

＞50
6
6
1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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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比率

建筑比率对线上和线下影响因素都具有较强的

正向影响力。建筑元素能够体现鲜明的城市空间特

色，成为公众在网红打卡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对象。

不同类型的建筑带来的效果有所不同，有历史底蕴、

独特设计或是艺术价值的建筑更有可能引起关注。

(2)绿视率

绿视率对线上流量产生较强的负向影响力，对

线下流量产生较强的正向影响力。植物景观在提升

城市空间品质的同时能提高公众的线下实体游憩体

验。对于线上用户，生态保护限制了其他空间特色

元素的融合与展示，抑制了线上用户的关注度。

(3)水域景观比率

水域景观越丰富，城市空间的线上和线下流量

越高。水域景观是城市滨水空间区别于其他空间的

主要特色元素，黄浦江作为标志性航运河道受到广

泛关注，水域景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是重要因素，

只有独特且美丽的水域景观才能吸引更多人气。

(4)景观均匀度

景观均匀度对线上和线下的影响不明显。参与

网红打卡活动的公众更加关注空间的特色文化内涵

和知名度，而不是整体景观的均匀度，但某些特定场

所应该具备独特的文化内涵或是标志性的特点。

(5)网红集聚因素

在网红打卡点的集聚区域内，每个打卡点的线

上和线下流量都会提升。打卡点的集中分布会产生

集群效应，彼此互相借力，吸引人流。这种集群效应

是由于人群心理倾向寻找相似景点或是协同效应导

致的。例如，在上海外滩及周边地区，许多其他网红

打卡场所都利用了外滩的“IP”形成合力，共同吸引

更多的线上和线下流量。

(6)功能竞争力

与网红集聚因素相反，同类型功能的集聚会显

著抑制线上和线下流量的产生。网红打卡活动追求

的是特色空间体验，强调个性和独特性。类似功能

区域的聚集则可能会造成同质化，缺乏独特性，进而

降低吸引力。这种过度竞争的结果使得人们在追求

新颖刺激的过程中往往会避开过于相似的地方。

(7)生活区距离

生活区距离对线上和线下流量的影响力不明

显。依托互联网的高效和实时等特性，打卡活动的

传播削弱了地理限制。公众无论是来自打卡点所在

城市的哪个区域或者其他城市，网红打卡活动的主

要群体都有可能成为线下打卡活动的参与者。城市

空间的网红化现象的产生源自更加广泛和复杂的人

群，不受区域范围、人口密度等的限制。

(8)交通便利性

交通便利性对于线上流量影响不明显，对线下

流量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在线

上和线下受到地理限制的差异明显。交通便利性在

现实生活中非常重要，但对于线上用户来说并非首

要考虑的因素。产生网红化现象的城市空间可以是

大型活动举办地或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便捷的交

通会有助于公众在线下的参与。

表4 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线下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影响因子

建筑比率

绿视率

水域景观比率

景观均匀度

网红集聚因素

功能竞争力

生活区距离

交通便利性

服务设施完善度

R2

流量转化率

相关性系数

0.196
-0.179
-0.182
-0.537
0.633
-0.255
-0.155
-0.424
0.557

0.078

P
0.847
0.859
0.858
0.597
0.534
0.802
0.879
0.677
0.584

线上流量

相关性系数

2.025
-1.375
1.218
0.956
2.406
-3.122
0.12

-0.581
0.158

0.54

P
0.008
0.025
0.038
0.121
0.008
0.004
0.906
0.168
0.276

线下流量

相关性系数

1.333
2.049
2.032
0.156
1.433
-3.201
0.483
4.325
-0.22

0.658

P
0.009
0.007
0.009
0.878
0.057
0.005
0.635
0.003
0.828

VIF
3.658
1.609
2.737
1.248
2.546
3.452
1.894
2.713
4.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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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上影响因素分析

对线上影响因素进行共线性检验后发现，各影

响因子的VIF均小于5，因此各因子之间不具备共线

问题。根据模型分析结果的R2可以看出，该模型能

够解释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中 71.1%的流量转化率

形成原因、89.8%的线上流量形成原因以及 71.3%的

线下流量形成原因。对比发现，线上因素对于城市

空间网红化现象的解释能力比线下影响因素更强。

各影响因子的具体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1)线上互动强度

线上互动强度是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的决定性

因素，对于流量转化率、线上流量和线下流量都具有

较强的正向影响力，可以直接影响公众对于空间的

认知和偏好。线上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且范围更

广，对于激发大众的兴趣和欲望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2)网络影响力

表 5显示，打卡点相关视频发布者的影响力越

强，公众线下打卡活动越少，线上关注度和流量转化

率增加。线上视频发布者的影响力使得发布的视频

被更广泛地传播，从而增加线上流量，并引发跟风行

为。这种现象虽能够帮助线上流量的提升，但其对

于线下流量的影响力较小。抖音的视频推广算法并

不局限于关注用户，公众获取打卡点信息更多来自

于探索式浏览。

(3)话题关注度

当城市空间在短视频平台形成话题时，能够吸

引更多的线上和线下流量，并增加公众前往线下打

卡的几率。社交媒体的话题功能是一个强大的工

具，它能够把分散的城市空间信息整合在一起，让更

多的公众接触到自己不熟悉的空间。这一功能引导

了城市空间的网红化发展，帮助公众发掘值得关注

的城市特色空间。

(4)功能实用性

当城市空间在短视频平台上推广实用功能时，

能够明显增加线上流量，但对于线下流量和流量转

化率影响不明显。推广实用功能的线上信息会带来

大量的线上流量，但也可能引起用户反感。消费者

有时会抵触过于商业化的推广手段，认为这些行为

是有目的的推销而非真实的信息分享。

(5)消费强度

消费强度越高则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流量的几

率越高，线下流量也相对增加，这也为城市空间的网

红化现象提供了支持。但是，消费强度高并不代表

能够获得大量的线下流量，线下流量的增长要建立

在良好的用户体验之上。只有当消费空间提供的体

验足够好，用户才会愿意去现场体验。线下流量和

消费强度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还需要其他

的因素支撑。

3.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形成机制分析

基于前述分析结果，本研究认为，城市空间网红

化现象形成机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

社交媒体的普及和影响力强化、城市空间的特色和

魅力展现、网红打卡心理与行为模式、产生网红化现

象城市空间的集群效应以及城市空间的推广与营销

策略(下页图5)。
社交媒体的普及和影响力强化为城市空间的线

上传播提供了广泛的渠道，特别是短视频平台，如抖

音、快手等的兴起，使得城市空间的特色和魅力能够

以直观、生动的方式呈现给广大网友。通过短视频

的分享和转发，城市空间得以迅速传播并积累大量

表5 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线上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网红化特征

影响因子

线上互动强度

网络影响力

话题关注度

功能实用性

消费强度

R2

流量转化率

相关性系数

7.342
3.046
4.536
1.985
2.128

0.711

P
0.000
0.013
0.008
0.059
0.021

线上流量

相关性系数

16.609
1.28
3.742
5.382
0.444

0.898

P
0.000
0.081
0.012
0.004
0.659

线下流量

相关性系数

8.116
-4.913
3.659
0.062
1.465

0.713

P
0.000
0.003
0.004
0.953
0.058

VIF
1.122
1.04
1.265
1.113
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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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产生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

城市空间本身具有独特魅力和特色是网红化的

重要因素。建筑、景观、人文环境等城市空间的特色

元素，往往能够吸引人们的关注和喜爱。例如，具有

历史底蕴、独特设计或艺术价值的万国建筑群，美丽

的黄浦江水域景观，独特的植物景观等，都可能成为

促进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产生的特色元素。

网红打卡现象的产生与人们的心理需求和行

为模式密切相关。人们追求新奇、独特和有趣的

体验，希望通过打卡来展示自己的个性和品味。

同时，产生网红化现象的城市空间能够提供一种

社交和交流的场所，让人们能够结识新朋友、分享

兴趣爱好。

在某些区域，产生网红化现象的城市空间会形

成集群效应，彼此借力吸引人流。例如，在上海外滩

及周边地区，许多其他网红打卡场所都利用了外滩

的“IP”，形成了一种合力，共同吸引了更多的线上和

线下流量。这种集群效应使得城市空间的网红化现

象更为显著。

城市空间管理者和经营者对于城市空间的推广

和营销策略也是促进网红化现象的重要因素，如举

办大型活动、开发特色旅游线路、加强线上线下互

动等方式，可以进一步提高城市空间的知名度和

吸引力。

七 结论与建议

1.结论

本文基于短视频打卡数据，提出城市空间网红

化现象的测度方法，并将其应用到实证研究中，以

黄浦江核心段滨水空间内 103个打卡点为研究对

象，从线上和线下维度选取 13个影响城市空间网

红化现象的因素，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得

到以下结论。

城市空间的网红化现象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空

间再造”或“空间重塑”过程，即通过线上信息传播和

线下打卡行为，使得原本普通的城市空间被赋予新

的功能和意义，成为一种具有社交媒体属性的网红

空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是一种“社会

建构”的过程，即城市空间的网红化现象是社会成员

通过个人的选择、偏好和行为等来进行空间再造和

重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

交流和分享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中的线上和线下流量受到

线下因素影响。打卡点的集聚分布能够显著促进空

间网红化，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对于某个区域的认知

度和熟悉度会直接影响他们对于该区域的兴趣和偏

好。因此，将打卡点进行集聚分布可以增加人们对

于该区域的认知度和熟悉度，从而提高其网红化程

度。同类功能竞争抑制空间网红化，这可能是因为

当某个区域内的打卡点具有相似或相同的功能时，

人们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其中某一个打卡点来进行打

卡，从而导致其他打卡点的流量减少。

网红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理限制，

不再依赖就近居住的人群，但便利的交通依旧能

显著促进线下流量产生。这是因为在实际空间

中，交通的便利程度仍然会影响人们的出行选择

和频率。

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主要受线上因素影响，线

上互动强度是决定性因素，互动越强，空间网红化

现象越明显。这是因为线上互动可以增加人们对

于某个区域的兴趣和关注度，同时也可以增加该区

域在网络上的曝光率和知名度。除此之外，话题关

注度和网络影响力有助于增加流量转化率，话题关

注度和功能实用性有助于增加线上流量，线下流量

被网络影响力抑制但受到话题关注度促进等现象

也说明了线上因素对于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的重

要作用。

图5 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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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是一个受到线

上和线下因素共同影响的现象。这些因素的相互作

用和影响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空间”互动的过

程，即社会成员通过线上信息传播和线下打卡行为

来影响和塑造城市空间，同时，城市空间也通过其

自身的属性和功能来影响和塑造社会成员的行为

和认知。因此，就城市空间的规划和设计而言，应

该充分考虑线上和线下因素的影响，并以此来制定

相应的规划和设计方案。通过对城市空间网红化

现象的测度和影响因素分析，弥补了以往网红空间

研究中对于形成机制和测度方法的缺失，为移动互

联网赋能城市空间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

思路。同时，基于对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及其影响

因素的分析，研究从线上和线下视角提出了相应的

规划建议，对于推动黄浦江周边空间的发展和改造

以及促进了全新形象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

现实意义。

2.规划建议

基于对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及其影响因素的分

析结果，认为网红化现象对于城市空间的发展具有

一定的积极影响，有助于城市特色空间的建设。同

时，线上线下优化能够提升公众参与城市空间网红

打卡活动的积极性，催生更多的城市网红空间。基

于研究结果，本文从线下和线上视角提出相应的规

划建议。

从线下视角来看，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受到城

市空间的物理特征、功能布局、交通便利性等因素影

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规划。

第一，突出城市空间的特色元素，提升城市空间

的吸引力和辨识度。利用建筑、水域、植物等元素打

造具有历史文化、金融商业、艺术文化等主题的网红

打卡地点，让公众感受城市空间的独特魅力。

第二，优化城市空间的功能组合，提升城市空间

的多样性和活力。例如，可以在城市空间内设置一

些与网红打卡地点相匹配的多功能服务设施，如休

息区、餐饮区、商业区等，让公众在打卡的同时满足

其他需求。同时，也要注意避免同类型功能的过度

集聚，避免造成功能冲突和同质化现象。

第三，完善城市空间的交通设施的规划管理，提

升城市空间的便利性和舒适性。例如，可以加强公

共交通的建设和管理，如增加公交线路、地铁站点、

自行车停放点等，让公众更方便地到达和离开打卡

地点。同时，也要注意控制车辆和人流量，避免产生

拥堵和污染问题。

从线上视角来看，城市空间网红化现象受到社

交媒体平台的传播效应、视频内容类型、发布者影响

力等因素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规划。

第一，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话题功能，提升

城市空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短视频等社交平台

上创建一些关于城市空间的话题标签，如上海外滩、

黄浦江美景等，并鼓励公众参与话题讨论和互动评

论，形成良好的社交氛围和口碑效应。

第二，丰富城市空间的视频内容类型，提升城市

空间有趣味性和实用性。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一些

关于城市空间有趣和有用的信息，如历史故事、活动

介绍、体验分享等，并结合音乐、特效、滤镜等手段增

加视频的吸引力。

第三，合理选择城市空间的视频发布者，提升城

市空间的信任度和权威性。例如，可以邀请具有专

业知识或社会影响力的人士作为视频发布者，如主

创规划师、历史学家、旅游达人等，并注明其身份和

背景信息，增加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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