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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以主流媒体、传播个体、社交媒体为主的传播力量，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对象创作国际传播短视频方

面，展示出了蓬勃的生命力，但是，也遭遇世界媒体发展格局影响、文化折扣问题、盈利模式构建等发展瓶颈。朝着“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的目标，国际传播短视频发展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视频创作，基于基础层次需求调整

视频内容，发挥国际朋友作用，降低文化折扣，以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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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hort Videos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ANG Tao

（Hunan Mass Media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Changsha, Hunan, China 410100）

Abstract：：At present, the communication force, which is mainly composed of mainstream media, communication individuals and

social media, has shown its vigorous vitality in creating short videos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owever, it also has encountered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influence of world media, cultural

discou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it model. Towards the goal of "introduc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the development of short videos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o stimulate video creation, adjust video content based on basic level requirements,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friends to reduce cultural discounts, and use more and better high-quality works to make a better

China story and make China voice better he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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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硬实力”相比，我

国文化传播所形成的“软实力”、在国际上的影响

力亟待提升。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系列

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但是，“构

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并据此“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当前，自媒

体浪潮席卷之下，短视频成为国际传播的一种主

流形态，新的文化传播格局正在演变生成。借助短

视频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成效，是值

得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短视频发展

态势
随着我国加大对以媒体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数

字经济的支持，国内以传媒业为主的文化产业在

转型升级的变革中，显示出了蓬勃的发展态势。在

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文化产业所创造的蕴

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短视频产品，在国际传播

中展示出了一定的竞争力，较好地承担了向世界

[收稿日期] 2022-09-18
[作者简介] 王涛（1982—），男，湖南长沙人，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国际教育。

[基金项目] 湖南省 2021年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专项课题“马尔代夫汉语中心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短视频开发对策研究”（课题编号：XYJ20
21GB18）。

97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21卷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时代使命。

1.1 借船出海，主流媒体搭建国际传播新矩阵

主流媒体是国际传播的“国家队”。在国家政

策要求与支持下，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社、

中新社、人民日报等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融媒体

转型的过程中，纷纷在YouTube、Facebook、Twitter、
Instagram等境外短视频平台安营扎寨，助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比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以视频形式在 Facebook、YouTube等平台上多次推

荐了《国家宝藏·展演季》等蕴涵丰富中华优秀传

统 文 化 的 节 目 ；又 如 人 民 日 报 在 Facebook、
YouTube等平台开设了视频账号，借助中英文字幕

的短视频，加大了国内题材内容的国际化传播力

度；再如新华社牵手 Facebook直播中华鲟放流活

动，开播即获得近 50万人次点击量。虽然作为主流

媒体的“国家队”，在采用短视频形式向世界推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存在“转身慢”等情况，但

相信假以时日，集专业性、权威性、综合性等优势

于一体的“国家队”必将在国际传播短视频产品研

发上充分释放潜能。

1.2 坐船出海，传播个体成为国际传播新势力

在“国家队”之外，国内一些个人或者机构认

识到，随着中国崛起，世界对中国的认知需求持续

增加，为更好地满足这一需求，并在满足的过程中

创造效益，纷纷借助 YouTube、Facebook、Twitter、
Instagram等境外短视频平台，推介、展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莫过于李子柒，从

2017年开始在YouTube平台发布第一条短视频以

来，李子柒上传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

短视频，多数成为点击量过百万的爆款，其所获得

的粉丝数量一度超过了 CNN、BBC等西方传统媒

体。当然，并不是所有在国内取得成功的传播个体

都可以打开国外市场。比如国内拥有千万粉丝的

短视频自媒体“papi酱”，其境外平台粉丝量不到

40万。不论如何，这些个体与机构，已经成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先行者，其累积的经验

与获得的教训，都有助于今后更好地通过短视频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

1.3 造船出海，社交媒体打造国际传播新平台

传统媒体时代，国际传播绕不开的障碍在于

主要平台基本上由欧美等发达国家掌控。新兴媒

体时代，以传播技术发展为代表的媒介更替，又较

早发生在欧美国家，使得国内短视频等媒体新形

态的发展再度落后于国外。好在新的传播技术发

展仍在持续，国内凭借着智能媒体技术的加持，为

短视频国际传播提供了更好的外部环境。比如国

内某信息科技公司打造的社交媒体平台 Tik Tok，
一度高居欧美等发达国家社交媒体软件下载榜

首，吸引了《华盛顿邮报》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

统媒体在其平台开设账号，其风头一度超过

Facebook等境外主要短视频平台，拓展了短视频国

际传播的平台。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部分国产品

牌智能手机，在印度等海外市场大受欢迎，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短视频国际传播提供一个良好的传

播生态系统，进而为掌握短视频国际传播主动权

提供了契机。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短视频发展

的瓶颈
文化本身的吸引力、传播媒介的影响力等因

素，在文化的国际传播中起着直接的作用。从欧美

文化以及邻近的韩日文化的国际传播历程来看，

依托媒介进行的传播活动是扩大文化国际影响力

的重要途径。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

史，其中的优秀文化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但

是“酒香也怕巷子深”，近现代以来，受国际传播机

制、举措等方面的影响，我国“文化赤字”一度呈现

不断扩大的趋势，直至改革开放之后，在国民经济

高速发展的支撑下，这种扩大趋势才呈现收缓趋

势。新媒体时代，以短视频等为代表的媒介新形

态，为我国扭转这一趋势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依然

需要直面发展瓶颈，谋求破解之道。

2.1 世界媒体依然处于西强东弱的发展格局

世界第一份报纸、第一家电台、第一台电视，

均诞生在欧美国家。直至当代，世界媒体虽然呈现

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甚至在非洲等局部地区开

始向“于我向好”的局面转化[1]，也昭示着格局演进

的最新方向，但目前依然没有改变西强东弱的发

展格局。即使进入新媒体阶段、自媒体时代，这一

发展格局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参照使用人数多

少 、影 响 范 围 大 小 等 衡 量 指 标 ，以 YouTube、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为代表的西方新兴

媒体，依然高居世界前列。虽然这些平台面向世界

各国用户开放，但是基于对传播规则的了解等因

素，平台上的“头部”用户多数仍然来自西方世界，

非西方世界用户能够成为“头部”用户的少之又

少。因此，从整体上看，要借助短视频这一当前世

界各国用户喜爱的媒体形态，打开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国际传播的大门，有形与无形之间均会受到

西强东弱的发展格局影响，只有更好地深耕内容、

掌握规律、贴近世界，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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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得更广更好。

2.2 文化交融互鉴不能忽视文化折扣的问题

文化折扣是指在国际市场中，一国文化产品

因文化差异而得不到他国或地区消费者的认同而

使其价值和吸引力降低的现象[2]。欧美文化国际传

播力的强大，除开依托其历史悠久、体系完备的传

媒系统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近现代以

来，欧美曾对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实行“殖民统治”，

导致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的认同要高于其他

国家文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

是，中外之间毕竟是不同的文化体系，尤其是在文

化传播的基础之一文字方面，中文对于其他国家

的民众而言学习难度较大，给他们理解认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的障碍。这也就是为什

么采用短视频传播的李子柒，相较于文字传播更

能获得国外受众群体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影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效果，还可能是国

与国之间更为细分的文化折扣问题，即一个国家

与中国的文化交融互鉴，哪怕是借助短视频这种

通俗易懂的载体，也可能会因为地理、历史等原

因，需要对更为具体的文化折扣现象采用更有针

对性的传播策略。

2.3 国际传播短视频还需探索清晰盈利模式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短视频的典

型代表李子柒，其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原因，至

少有两点：一是民间力量可以在“中华文化走出

去”战略中发挥作用，另一个是这种作用的发挥还

有较为广泛的“钱景”。海豚智库发布的《2021最具

成长性的中国新消费品牌》显示，“李子柒”个人品

牌 2020年销售额为 16亿元，同比增长 300%[3]。但
是好景不长，因陷入资本纠纷等原因，截至 2022年
底，李子柒在国内外短视频平台的账号已经停更

了一年有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短视

频缺乏清晰、稳定、持久的盈利模式，一火就乱，似

乎成为了包括国际传播短视频在内的整个行业运

营“魔咒”。其实短视频尤其是国际传播短视频的

传播与营销，涉及到文化价值、传播价值、商业价

值、社会价值等方面，牵涉到内容生产者、MCN机

构等利益相关方，如果在运营之前，没有建立责、

权、利均十分清晰的盈利模式，则将在传播价值增

值后，出现利益相关方商业价值博弈情况，影响短

视频持续运营。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短视频发展

策略
国际传播是指以他国或他国受众为传播对象

的大众传播，它是跨国境、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传

播，即以信息输出国为信息来源而以外国受众为

对象的传播[4]。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可为我国改革

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5]。新时代，围绕“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的目标，应该遵

循传播规律，尊重文化差异，坚定文化自信，坚持

守正创新，加强版权保护，调动市场力量，结合传

播对象需求，发挥留学群体作用，多措并举，综合

施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至国际传

播短视频开发之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

的更广的范围获得创新性发展。

3.1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视频创作

类似李子柒等爆款短视频所引发的利益纠

纷，无一不与短视频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健全有

关。由于我国广大民众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较淡

薄[6]，一旦陷入纠纷，加之相关法律法规界定不清

晰，导致维权成本高，在较大程度上打击了创作者

的创作热情，不利于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与其他短

视频创作、发布、营销相比较，国际传播短视频有

其独特性，在满足受众消费需求、创造商业价值的

同时，还具有较为显著的社会效益，有助推动中华

文化“走出去”，能够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但

是近年来国际传播短视频也纷纷陷入知识产权保

护困境。对此，国家可在出台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

规范、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网络信息内

容生态治理规定等规范性法律条规的基础上，围

绕短视频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权利归属等等问

题，出台保护细则，促进行业健康有序繁荣发展。

尤其是针对国际传播短视频，既要通过法律条款

规范其内容创作，更要加强产权保护，调动创作者

热情，以更完善的法律保护促进国际传播短视频

更高质量创作、更广范围传播。

3.2 基于基础层次需求，调整视频内容

不少人在总结李子柒国际传播短视频爆红的

原因时，有的从李子柒创作时精工细作的角度分

析，有的从其视频传递的文化气息分析，还有的从

其团队的营销视角切入，其实，李子柒国际传播短

视频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较大的点击量与较高的好

评度，也可以用心理学中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解析。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

与爱、尊重、自我实现等由下自上的五个层级，层

级越低，需要的潜力越大。包括衣食住行需求的生

理层次，是整个理论中最为基础的层次，也是需求

潜力最大的层次。有研究者对李子柒视频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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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进行了数据爬取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不少

网友表示看了视频“想吃中国菜”“中国菜很美味”

“想要菜谱”“你的食物看起来真好看，把我给看饿

了”[7]。由此可知，可以将美食、美景等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作为国际传播短视频创作的首选，先保证

国际传播短视频能够在境外平台立得住、传得开，

再考虑如何更为有效地添加积极而有内涵的文化

内容，推动此类视频向更高质量传播转型。

3.3 发挥国际朋友作用，降低文化折扣

不仅中国人可以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作

国际传播短视频，一些外国人因为对中国的热爱，

也采用中国元素自发创作国际传播短视频。也就

是说，在国家主流媒体、社会传播机构之外，知华

友华的国际朋友，也是国际传播短视频创作的一

个主要力量。国际朋友所创作的国际传播短视频

因可以做到更加符合所在区域、国家、群体的语

言、兴趣、认知、习惯等，在贴近性、精准性、亲和力

等方面拥有我们不可比拟的优势，能够有效降低

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文化折扣，能够切实加强我

国同各国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能够更好地增

强中国文化的传播影响力、话语说服力、舆论引导

力。对此，可以以留学群体为核心，有效带动更多

国际朋友创作国际传播短视频。为在华留学群体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对象创作国际传播短视频

提供技术指导、参观便利；组织在华留学生国际传

播短视频创作比赛，分享创作经验，提高制作水

平；向国内外大型短视频平台推送在华留学生优

秀国际传播短视频，激发更多在华留学生创作更

好的作品，通过留学生他者传播的优势弥补国内

自我传播的局限，取长补短，为加强和改进国际传

播提供新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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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通信行业客户关系管理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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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数据时代通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客户资源的竞争。如何构建通信运营商与客户之间的全新关系，形成

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客户关系管理体系，成为通信行业关注的重点和难点。文章以通信运营商A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

客户关系管理相关理论，分析其客户关系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转变CRM管理观念、基于大数据技术挖掘客户信

息、强化信息化的统筹管理、优化客户价值的分类管理等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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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Research on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of Communication Industry in the Big Data Era

GAO Shan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Post and Telecom,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510630）

Abstract:The competition between communication operators in the big data era is mainly the competition of customer resources.

How to build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ion operators and customers and form a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has differentiate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has become the focus and difficulty of the communication industry. This paper

takes communication operator A compan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bines the related theory of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puts forwar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such

as changing CRM management concept, mining customer information based on big data technology, strengthening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and optimizing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of customer value.

Keywords:big data; communication industry;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随着我国通信行业同质化竞争的日趋激烈，

运营商企业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对于运

营商企业来说，在市场接近饱和的情况下，增加客

户规模已经变得异常艰难，挖掘客户潜在价值和

持续拓展新业务是保证企业市场份额稳中有增的

两个重要抓手。企业如何构建新的客户关系管理，

实现客户满意服务和客户精准营销的有机结合，

深耕细作提升客户价值，已成为通信运营商面临

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借助大数据时代的新理念

和新技术，通过分析通信运营商客户关系管理现

实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帮助企业优化和改进客户

关系管理的策略，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和实践应

用价值。

1 客户关系管理的内涵
1.1 客户关系管理的定义

客 户 关 系 管 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CRM），其内涵是以客户为中心，从管

理理念、业务流程、信息技术三个层面进行改善优

化，协调企业与客户在技术、营销和服务上的交

互，向客户提供定制化产品和精准服务的过程。客

户关系管理的核心是“以客户为重”，把客户视作

企业最核心的资源，辅以信息技术手段，更精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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