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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描写和分析了 Nowcorpus 数据库中 2010 － 2018 年中国政治话语在

海外( 英语) 媒体的报道和评述状况。数据分析发现，中国政治话语海外传播呈现片面性、不充分性以及

区域不均衡性。总体看来，亚非英语媒体对中国的关注重点是中国的经济举措，关注范围相对较宽; 西

方英语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则比较片面，选择性强，且消极话语使用偏多。这种不均衡既有政治和意识形

态方面的原因，又受经济需求驱动。研究认为，在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作用下，中国在经济、社会发

展、国际事务等方面的努力极易被西方定型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竞争优势，中国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

的问题会被刻意放大，而中国为国际社会所做的贡献则被刻意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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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a Keywords

QIN Hongwu，KONG Lei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 273165，China)

Abstract: By using big data analysis，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ses the use of China keywords in

overseas media ( English) report in Nowcorpus database ( 2010 － 2018) ． The study shows the over-

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is fragmented，inadequate and regionally imbalanced．

Generally，Asian and African media pay more attention to China’s economic measures，and their

scope of attention is relatively wide; in contrast，Western media’s coverage tends to be one － sided，

selective and negative．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is regional imbalance are political，ideological and

economic，which shows that under Westcentrism and Orientalism，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

opment and its effort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re easily stereotyped as g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via improper means． In addition，the inevitable problems in China’s development are often

intentionally magnified，while China’s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ends to be deliber-

ately neg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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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引言

中国政治话语核心概念是代表当代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和思想文化的

核心话语，它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规范和指导作用。不仅如此，作为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外现形式，中国话语自然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在此过程

中，中国政治话语核心概念的外语对等表达是参与全球对话的基础性工作，这一工作集中

表现为“中国关键词”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以多语种、多媒体方式向国际社会解读、阐
释当代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思想文化等核心话语的窗口和平台，是构建融

通中外的政治话语体系的有益举措和创新性实践①。
“中国关键词”项目由中国外文局和中国翻译研究院发起，中国翻译协会和中国外文

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具体组织实施，本次研究只关注中国政治话语的英语表达形式，共

17 类，约 239 个表达形式( http: / /keywords． china． org． cn /node_7229988． htm，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10 日) 。类别及包含的词条数如下( 表 1) 。
表 1 中国关键词类别及词条数

类别 关键词条数

党的建设 6
改革开放 103
国际形势和外交战略 22
简政放权 10
经济发展 4
抗日战争 21
民族宗教 19
全面深化改革 18
生态环境及社会治理 5
“十三五”规划 9
文化建设 3
“一带一路” 56
政治建设 18
中国梦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0
中美关系 12
综合类 7
总计 329

可以看出，涉及对外关系( “一带一路”“国际形势和外交战略”) 、国家政治( “改革开

放”“全面深化改革”“政治建设”“民族宗教”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词条多，意味

着当代中国重视平衡国内外事务; 而且，抗日战争和中美关系作为独立的类别单列，是中

国目前对外关系中关注的两个热点领域。中国为自身发展和参与全球治理出台的措施和

方案重点突出、层次分明，是中国方案和智慧的集中体现，构成当代中国对话全球的核心

话语。鉴于中国关键词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对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推展和实施有特别

22



秦洪武，孔蕾 中国政治话语海外传播总体状况分析

重要的意义，本文聚焦于这些关键词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状况，探讨各种状况的形成原因

并探索提升中国话语影响力的途径。
本文首先定义中国关键词的来源和分类，然后提出研究问题; 第三节谈海外传播研究

使用的数据和研究方法; 第四节介绍本研究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 第五节展示关键词海

外传播分布状况的描述结果; 第六节以 2018 年媒体报道为例解读描述的数据，以例证说

明中国关键词在海外接受的状况。

2． 0 研究问题

中国在对外宣传工作上积极做为，为此所做的种种努力已使代表中国政治话语的“中

国关键词”在全球英语媒体上以较大的覆盖面推出、传播，与之相关的国际共识正在形成，中

国话语因之已具备相当的影响力。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对于建构国家或民族形象中具有十

分重要作用( 谢莉、王银泉，2018; 辛斌等，2018) ，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关键词在海外受关注的

程度或接受效应还没有得到系统的描述和分析，更缺少对这种传播状况成因的分析。
鉴于此，本研究主要描述中国关键词在海外英语媒体受关注的基本状况，观察和分析

中国关键词受关注和接受的区域差异及历时变化，并聚焦 2018 年的传播状况，对该年度

中国关键词海外传播状况进行分析。

3． 0 关于海外传播及数据

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 Nowcorpus，为境外英语报刊的网络版以及新闻评论区。“境

外”是指中国大陆以外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该库收集 20 个英语国家 /地区

260 余家网络报刊、评论区以及转发相关报道的社交媒体，目前的数据规模为 70 亿词，数

据采集的时间范围为 2010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
用于本次研究的数据来自对该语料库的直接检索，具体方法为: 使用正则表达式将中

国政治核心话语作为关键词进行批量检索，提取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和区域分布特征。如:

( ＜ p ＞［̂ ＜］* ) { 0，1} ＜ p ＞［̂ ＜］* (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reform and opening － up | made in china 2025 |…) ［̂ ＜］* ＜ p ＞( ［̂ ＞］* ＜ p ＞ ) { 0，1}

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则需要对具体关键词进行相关语料的提取，依据语料库中语料使

用的标记，检索时保留关键词( 如“made in china 2025”) 所在的话语片段( 即自然段) ，以

及该片段之前和之后各一个片段:

( ＜ p ＞［̂ ＜］* ) { 0，1} ＜ p ＞［̂ ＜］* ( made in china 2025) ［̂ ＜］* ＜ p ＞( ［̂ ＞］* ＜
p ＞ ) { 0，1}

这样检索的目的是尽可能提供较大的语境信息，同时又要检索到与该主题词直接相

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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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

遣词自心，反过来，言辞反映言者遣词的意图，包括态度、情绪和好恶。这是特定语言

社团中语言使用的常识。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提出根据话语溯源言者意图和素养，

所谓“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论语》) 。所谓“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

辞寡，躁人之辞多，污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周易·系辞下》) ，都是据言阅人

的经验积淀。今天我们对话语的分析也是从言语入手，描述言者对陈述对象的构建，推测

言者言语行为的意图。本文分析中国政治核心话语的海外传播，分析对象依旧是话语，具

体说是在异质的社会文化认知环境中被媒体叙述的中国和中国政治话语。

4． 1 政治话语研究的理论依据

话语是社会实践，社会权力关系通过话语体现出来并通过话语得以强化，说话者态

度、倾向和信念浸淫其中( Fairclough，1989; Martin ＆ Ｒose，2003; van Dijk，2008 ) 。若说话

者是一个群体，则一个群体的话语是一个群体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基本体现。
关于话语、说话者、话语构建的一般理论已广为人知，不需多谈。需要指出，从描述角

度看，解读既往话语有诸多困难，甚至言人人殊。造成这种解读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无

法完全重构话语本来的语境。
从传播角度看，中国话语的传播和接受涉及受纳方在经济实力、话语权力、制度认同、

文化维模和需求程度等多方面因素( 秦洪武、孔蕾，2018; 孔蕾、秦洪武，2018) ，这些因素

往往互相交织，故多层次观察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仅从单个角度观察个体事件，取便发

挥，传播的真实状况就容易被遮蔽。因此，在解释中国关键词海外传播效果时需要扩展观

察范围，丰富观察层面，力求捕捉到传统方式无法触及或难易触碰的内容。

4． 2 研究方法: 数据挖掘和分析

长期以来，在话语分析( 包括批评性话语分析) 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文本分析多采用定

性分析方法，采用典型例证，研究成果丰硕。但由于主要靠人工阅读，阅读范围有限，话语

描述的范围也有限; 而且，人类记忆能力也无法即时处理大量的文本数据，大量文本数据

需要采用量化方法通过由计算机辅助处理。
鉴于描述、观察话语是传播效应评估的主要方式，当代信息技术支持的数据挖掘能够

帮助实现大规模文本的“阅读”。数据挖掘可以通过词、短语、词汇分类、短语分类甚至情

感分析等方式解析文本并得出话语描述结果( 秦洪武、孔蕾，2016) 。
此外，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分析方法，通过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发现有价值的研究内容，

并基于话语分析和文化传播理论提出相关假设，然后对相关数据进行定性分析，探寻传播

现象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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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中国政治话语海外报道热点: 区域和年度差异

5． 1 热点

截止到 2018 年 10 月，中国政治话语( 中国关键词) 在境外英语报刊中的报道频次为

27694 次。这个总频次本身不能说明问题，还需要从年度分布、关键词被报道频次、热点

关键词类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在报道中国的关键词中，报道的类别频次如下( 表 2) 。

表 2 中国关键词类别、词条数及报道词条数

类别( 17) 关键词条数 实际报道条数 频次

党的建设 6 2 18
改革开放 103 41 4186
国际形势和外交战略 22 7 602
简政放权 10 3 22
经济发展 4 2 763
抗日战争 21 10 239
民族宗教 19 8 100
全面深化改革 18 5 558
生态环境及社会治理 5 0 0
“十三五”规划 9 4 322
文化建设 3 1 89
“一带一路” 56 35 18692
政治建设 18 8 201
中国梦 6 5 68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0 5 782
中美关系 12 2 110
综合类 7 2 324
总计 329 140 27694

从统计数据看，海外媒体关注中国较多的是对外的经济和外交政策( “一带一路”“国

际形势外交战略”)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梦”) 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三个方面本来也是中国当

代社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领域与我国政府工作的重点领域基本重合，因此，可以说近年来

外媒报道基本覆盖了当代中国政治话语的主要内容。
同时，也要注意到，按类别统计的数据可能掩盖其他类别中的关键词条。为观察是否

有关键词条，我们将报道的关键词细目进行统计，分类统计的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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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0 － 2018 中国关键词海外报道热点分布

类目 频次
条目( 大于 Avg30 次 /年，或大于 100 次 /年)

条目( 英语) 条目( 汉语)

改革开放( 3167)

883 Special Economic Zones 经济特区

682 inclusive growth 融合发展

443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上合组织

389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中非合作论坛

267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中非合作

211 Boao Forum for Asia 博鳌亚洲论坛

162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30 Common Prosperity 共同富裕

国际形势外交战略 389 peaceful development 和平发展

经济发展 726 Made in China 2025 中国制造 2025

抗日战争 182 the Nanjing Massacre 南京大屠杀

全面深化改革( 547)
316 reform and opening up 改革开放

231 supply side reform 供给侧改革

“十三五”规划 209 green development 绿色发展

“一带一路”( 13298)

7542 China 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中巴经济走廊

1808 One Belt One Ｒoad /Belt and Ｒoad “一带一路”

1472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808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亚太经济合作

540 Silk Ｒoad economic belt 丝路基金

398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Ｒoad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304 Colombo Port City 科伦坡港口城

275 Silk Ｒoad Fund 丝路基金

151 policy coordination 政策协调

政治建设 146 the United Front 统一战线

中国梦 548 Chinese dream 中国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714)

523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1 social harmony 社会和谐

综合类 319 1992 Consensus 九二共识

在这前三十个关键词里，除了“经济特区”“中国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

几条关系中国事务的表达外，外媒关注较多的是中国的对外经济和国际关系政策，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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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智慧和方案。这反映出外媒报道重点明显带有选择性。如果传播和

接受是需求驱动的，就会发现，这种经济偏向反映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海外的接受目

前还是经济需求驱动的。如果这一推论成立，就意味着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历史和人文

特性还没有真正进入海外读者的视野。由于过度侧重对外政策和对外经济支持计划，这

些报道很难在内容上让读者获得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相对完整的架构。

5． 2 年度和区域差异

图 1 的年度分布状况显示，从 2010 到 2018 年，中国关键词在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家媒体报道次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在 2015 － 2017 年呈现快

速增长现象。这和中国政府积极推进“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全球化倡议同时发生，能部

分说明这一战略已经起到了显著效果。

图 1 中国关键词海外报道年度分布

从国别 /区域分布看( 图 2) 亚洲和周边国家( 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
菲律宾) 对中国理念和中国倡议回应更积极。英美澳拥有的报刊数量众多，但引用中国

关键词的频次明显少。

图 2 中国关键词海外报道国家 /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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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示出，西方媒体原汁原味转述中国的意愿和自觉远没有亚洲和中国周边国家和

地区强，他们要么不看重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理念，要么刻意回避。其中的原因有社会的，

文化的，也有意识形态的，还有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的东方主

义在全球化和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看待中国的复杂心态。限于篇幅，我们暂不一一说明。

5． 3 年度报道热点

上文的统计清楚地说明，境外英语媒体的报道热点是国际形势和外交、“一带一路”以及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近年来对中国梦的关注度在上升。另外，中美外交也是报道的热

点。总的说来，媒体对纯属中国内部的事务关注度小。需要指出，目前的分类分析能够说

明大致的分布，但不能说明媒体关注的真正热点，为此，我们需要对英语媒体近年来对中

国关键词关注的年度变化情况做出分析。统计见表 4。

表 4 中国关键词境外报道热点的年度变化和分布

类别
年度高频报道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国际、外交

亚太经
合组织

经合组
织，和
平发展

和平发
展

经合组
织，和
平 发
展，上
合组织

亚太经
合 组
织，中
巴经济
走 廊，

欧亚联
盟，和
平 发
展，上
合组织

亚太经
济合作，

中巴经
济走廊，

科伦坡
港口城
市，中非
合作论
坛，和平
发展

中巴经
济 走
廊，中
国制造
2015，
和平发
展

亚太经
济 合
作，中
巴经济
走 廊，

共同繁
荣，中
国制造
2015

中巴经
济 走
廊，中
国制造
2025，
和平发
展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 有中国
特色社
会 主
义，和
谐社会

共同富
裕，中国
特色社
会主义，

核心价
值观

公平正
义，中
国特色
社会主
义

和谐社
会，中
国特色
社会主
义

党的建设 统一战线
民主集
中制

邓小平
理论

深化改革

改革开发 创新驱
动的改
革，供
给测改
革

创新驱
动的改
革，供
给侧改
革

改革开
放

中国梦 中国梦 中国梦 中国梦 中国梦 中国梦

两岸关系 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

生态社会治理 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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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 看，高频报道的关键词比较集中，近三年来外媒关注的主要在国际事务和发展

经济方面，如“亚太经合组织”“中巴经济走廊”“中国制造 2025”“一带一路”“改革开放”
和“中国梦”。值得注意的是，“中巴经济走廊”连续五年成为关注的热点，“中国制造

2025”连续三年为报道热点，这一状况说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努力正受到广泛的关

注，而且，中国在提升其制造能力和制造水平方面的决心和意志也是海外媒体关注的焦

点。但是哪国媒体在关注? 态度如何? 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分析，我们将另文介绍。

6． 0 2018 年中国政治话语关键词传播状况

2018 年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非同寻常的一年。众所周知，中美贸易摩擦剧烈，中

国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受到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质疑; 而且，中国在经济和社会

发展过程中难免还有些问题有待解决，但部分英语媒体试图放大这些问题和不足，借此诋

毁中国寻求发展和振兴的各项努力。尽管如此，中国还是以高度的自信推动各项改革，中

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稳步推进。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依旧吸引着世界

的目光。本研究特别统计了 2018 年度中国关键词的海外传播状况，详细信息见表 5。

表 5 2018 年海外英语媒体频次大于 10 的中国关键词

中国关键词 报道频次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2253

Made in China 2025 802

One Belt One Ｒoad 492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471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320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250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215

Boao Forum for Asia 157

Colombo Port City 106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96

Asia-Europe Meeting 88

Silk Ｒoad Economic Belt 82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74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73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4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Ｒoad 56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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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国关键词 报道频次

Silk Ｒoad Fund 48

Inclusive growth 38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37

The United Front 27

Green development 25

Ｒeform and Opening Up 22

Central Asia Ｒ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20

Freedom of Ｒeligion or Belief 19

1992 Consensus 15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15

Special economic zones 13

Silk Ｒoad Initiative 12

Peaceful Development 12

Deng Xiaoping Theory 11

Ｒegulations on Ｒeligious Affairs 10

统计显示，2018 年，在给定的 329②个中国关键词中，海外媒体报道的共有 67 个。其

中智慧方案的有 29 个，外交方面 5 个，国内事务 7 个，国际合作 26 个。显然，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的具体表述，以及国际合作举措是海外媒体关注的重点。表 5 中占据前十位的

高频报道关键词均属于这两类。我们发现，国外媒体感兴趣的首先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

方案，如: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Colombo Port City、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Silk Ｒoad Economic Belt、China-Africa Cooperation、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Ｒoad、Silk Ｒoad Fund。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代表中国智慧的关键词也以较高的频次出

现在海外英语媒体报道中，有 Made in China 2025、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Inclusive growth、The United Front、Ｒeform and Opening Up。其中，有的涉及中国

长期以来基本国策和政治理念，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这说明

海外媒体报道已经开始关注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外交事务中最重要的理念; 也

有中国近年来提出的新理念和新倡议，如“中国制造 2025”“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合发展”。这些都代表我国对当代中国和世界深入思考

后的新理念，也基本反映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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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高频报道的关键词只涉及频次，并不涉及报道的主体( 国家和地区) ，也不能反

映关注点的国别差异，为此，我们需要考察报道频次在国家和地区上的分布，如表 6。

表 6 海外媒体对中国关键词报道的频次( 按国家 /地区)

国家 /地区 报道频次

PK 2204

IN 820

SG 696

NG 270

AU 248

MY 248

US 204

PH 203

CA 183

LK 168

ZA 150

NZ 131

HK 124

GB 119

IE 111

KE 103

BD 76

GH 33

TZ 24

总计 6115

从表 6 中看出，2018 年，报道中国关键词最多的是巴基斯坦、印度和新加坡的媒体，

在亚太区还有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非洲只有尼日利亚较多一些。在发达国家

的英语媒体中美国和加拿大较多一些。绝对频次说明，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在发展中国

家和亚洲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响应度要远远高于报刊和媒体占绝对优势的英美加澳。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热点问题的关注状况。我们筛选了 2018

年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关键词中频次较高，也就是平均每月 4 次以上的，我们称之为高频报

道的关键词，共 17 个，按照国家 /区域划分的分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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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8 年海外媒体高频报道的中国关键词

国家 /地区 AU BD CA GB GH HK IE IN KE LK MY NG NZ PH PK SG TZ US ZA 总计

2018 总频次 248 76 183 119 33 124 111 820 103 168 248 270 131 203 2204 696 24 204 150 6115

1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中巴经济走廊
9 17 16 11 3 1 277 3 12 12 7 3 3 1777 80 18 4 2253

2
Made in China 2025

中国制造 2025
78 16 39 21 2 20 24 137 2 6 69 20 29 9 22 183 99 26 802

3
One Belt One Ｒoad

“一带一路”
37 3 13 11 15 20 65 6 22 59 13 25 8 117 59 8 11 492

4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亚太经合组织
33 8 33 20 1 4 11 35 3 1 27 45 22 85 9 100 27 7 471

5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亚洲投资银行
28 5 14 10 1 15 7 88 4 11 15 10 5 20 32 42 8 5 320

6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中非合作论坛
1 6 4 15 3 6 6 42 1 105 1 4 5 19 1 31 250

7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上海合作组织
3 4 14 1 8 6 43 5 4 1 1 108 9 1 7 215

8
Boao Forum for Asia

博鳌亚洲论坛
14 11 5 5 4 17 1 6 6 39 10 32 5 2 157

9
Asia-Europe Meeting

亚欧会议
1 2 2 3 3 36 11 10 4 32 3 107

10
Colombo Port City

科伦坡港城
2 1 3 1 6 2 78 2 5 6 106

11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一带一路”
11 4 2 2 2 1 12 2 6 5 5 2 8 24 4 6 96

12
Silk Ｒoad Economic Belt

丝绸之路经济带
3 2 3 2 8 6 6 3 5 3 1 6 2 17 11 1 3 82

13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人类命运共同体
1 1 4 4 1 2 2 5 3 3 4 8 11 7 1 17 74

14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中非合作
7 1 1 14 37 1 2 2 8 73

15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 1 4 2 15 5 5 1 8 7 5 4 4 64

16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Ｒoad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5 1 1 5 1 4 2 2 2 1 3 8 7 12 2 56

17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习近平建设中建设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4 2 3 5 2 5 2 3 2 1 1 3 6 7 2 4 52

表 7 显示，在报道中国关键词时，报道热点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特征。比如，第 6 项

“中非合作论坛”关注最多的国家是是尼日利亚( 105 次)、肯尼亚( 42 次)、南非( 31 次)、坦桑尼

亚和加纳( 15 次)。非洲国家普遍关注“中非合作论坛”，这与非洲自身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也

与 2018 年中国合作论坛的召开关联，但“中非合作论坛”在其它国家的关注则相对较少。
“中巴经济走廊”则是巴基斯坦( 1777 次)、印度( 277 次) 和孟加拉( 17 次) 媒体所关注的头

号中国关键词。这与瓜达尔港交付使用，中巴经济走廊正式发挥效益有关。一般认为，巴基斯

坦将在经济上从中大受裨益，这自然引起同一区域其他国家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引起马六甲海

峡受益方注意( 新加坡 80 次)。
第三个 2018 年度最高关注关键词是“中国制造 2025”。表 7 显示，“中国制造 2025”

是 2018 年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英语

媒体报道最多的中国关键词。西方媒体( 英美澳加新) 密切关注“中国制造 2025”事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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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主要与美国有关。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制造 2025”的频次远远超过报道其他关键词频

次，显示 2018 美国媒体极为关注中国的这一制造业振兴计划。事实上，这也成了美国将

中国视为全球对手，批评中国通过不正当手段参与全球竞争、破坏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

话柄。西方媒体跟从美国媒体，这在意料之中; 亚洲的媒体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和香

港地区媒体也选择跟进美国媒体报道，显然也在借中国和西方在认知“中国制造 2025”上

的差异表达自己的一些担忧。如新加坡报道“中国制造 2025”时突出中国制造业振兴计

划的雄心勃勃，中国可以突飞猛进地发展，因为有政府政策对企业的支持( favourable gov-
ernment policies) ，还刻意引用代表美国观点的话语突出中国技术进步、制造能力提升途

径的不正当性，如“不择手段获取外国技术”( Foreign technology acquisition through various
means remains a prime focus under’Made in China 2025 ) ，凸显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制造

2025”的担忧，认为中国的这一计划“has provoked alarm in the West and is core to Washing-
ton’s complaint”，突出美国阻抗举措，如美国政府要将受益于该计划的中国产品( 包括科

技产品) 列为打击的目标( The U． S． tariffs are expected to target products benefiting from
Beijing’s“Made in China 2025”) 。

此外，中国关键词的多译文问题值得关注。根据张健、张杏玲( 2017 ) 、胡开宝、陈超

婧( 2018) ，自“一带一路”在 2013 年提出后，有多种译法，如表 7 中第 3、11、12 和 16 都是

该关键词的英语表述。自 2015 年 9 月 20 日提出新的译法，即“Belt and Ｒoad”之后，这一

新译法“在英美印主流英文媒体报道中应用的频数呈现先增加后大幅降低的趋势”( 胡开

宝、陈超婧，2018) 。但是，表 8 的统计显示，至少在 2018 年新译法被使用的频次明显低于

原来的“One belt one road”，更远远低于三个原来译法的总和。连对中国政策了解更多的

新加坡也没有更多采用新的表述方式。另外，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没有更频繁使用

新的译法。这提示我们，这不太可能是意识形态问题，也不像是刻意凸显中国的战略意

图，更可能是对中国的新译法不熟悉，这需要我们去了解，弄清楚其中的原因。

7． 0 结语

本文分析发现，中国政治话语海外传播呈现片面性: 中国经济发展和合作共赢的倡议

广受关注，说明海外媒体关注中国政治带有明显的经济需求驱动特征。中国政治话语海

外传播还呈现不充分性: 在报道表达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关键词时，关键词的内涵和外

延上并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阐释和说明，选择性回避和扭曲是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此外，传播带有区域不均衡性，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总体看来，亚

非国家对中国的关注重点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积极性话语多，正面态度明显; 西方对中国

的关注则比较片面，选择性强，且消极话语使用偏多。这也说明，在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

主义作用下，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提出必然会受到中心主义的鄙视、怀疑、反对或抑制。
就“中国制造 2025”来说，中国为国际社会所做的贡献被刻意忽略，或被贴上居心叵测的

标签。这种反话语杀伤力巨大，放任不管会使我们为此付出的努力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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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更多信息见 http: / /www． china． org． cn /chinese /china_key_words /2014 － 11 /13 /content_34036371． htm。
② 检索时，发现关键词 Connectivity( 互联互通) 虽然频次最高( 1715) ，但由于多数情况下都与中国的倡

议无关，故不列入考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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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外语教学》创刊四十周年纪念征稿

《山东外语教学》是山东师范大学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理论性期刊，

创刊于 1980 年，是第一批国内常用外国语类核心期刊，在外语界享有较高的学术

声望。明年正逢我刊创办四十周年。四十年，我们筚路蓝缕，初心不改，创造一个

又一个的精彩; 四十年，我们与时俱进，锐意创新，为外语学人打造展示成果、交流

切磋的平台。衷心感谢外语界各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多年来对我们的关心、支
持与帮助。新时代，学术期刊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编辑部全体同仁一定心

怀感恩，敬畏学术，继承传统，勇于探索，为中国外语教育与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2020 年，为庆祝创刊四十周年，我刊将举行系列学术活动，并特设专栏，刊发

《山东外语教学》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文章。诚邀各位惠赐稿件，讲述您与《山东外

语教学》的故事，分享您与《山东外语教学》的情缘。

来稿请至邮箱: sdwyjx@ sdnu． edu．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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