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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一段时期内中欧四国 (捷克、 波兰、 匈牙利、 斯

洛伐克) 部分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主要内容、 对华评价、 信息来源、 议题设置以

及对双边关系的态度等进行指标分析发现ꎬ 当前中欧四国媒体的中国观非常复

杂: 政治和社会文化议题呈现出明显的负面态度ꎻ 经济上兼具正负两方面态度ꎻ
在中美矛盾冲突日益激烈背景下ꎬ 中欧国家媒体并没有出现 “站队美国” 的倾

向ꎻ 在科技领域ꎬ 承认中国在网络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的进步和领先地位ꎮ 中欧

国家媒体中国观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在发展对华关系中获得实际利益ꎬ 中国的国

际影响力对本国会产生何种作用ꎮ 中欧国家媒体中国观的形成是其各自国家利

益、 历史经验、 价值观、 舆情民意等多种因素互动作用的结果ꎮ 本文从 “议程设

置论” 角度探讨了中欧媒体中国观的呈现方式以及中欧媒体中国观的代表性问

题ꎬ 即媒体是反映本国精英的中国观还是大众的中国观ꎮ
【关 键 词】 　 中欧国家 　 中国观 　 媒体 　 国际形象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关系

【作者简介】 　 鞠维伟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国内对外部世界 “中国观” 的研究日益关注ꎬ 本文所称的

“中国观” 指的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感受ꎬ 这些认识的信息既有客体的现

实描述ꎬ 也有主体的自我感受①ꎮ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观包含 “一种文化对另一种

９１１

∗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中东欧国家的 ‘中国观’ 构建研究” (１８ＢＧＪ０８７) 的阶段性成果ꎮ
本文在资料收集、 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马骏驰、 陈思杨、 顾虹飞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
张晴、 王佳琦、 刘雅等中欧小语种专业人士的协助ꎮ

王毅: «百年来西方中国观的研究综述»ꎬ 载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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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体察和认识”①ꎬ 与 “中国观” 对应的英文为 “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和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ꎮ 国内中国观研究的重点一方面在于西方的中国观ꎬ 即以西欧的

英法德意等大国以及美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中国的认知ꎬ 另一方面在于周边国

家的中国观ꎬ 主要是亚洲国家日、 韩、 印度以及东南亚地区国家的中国观ꎮ 国内

的中国观研究与海外中国研究和汉学研究的联系较为密切ꎬ 较多关注中国历史、
语言、 文化及社会等领域的研究ꎮ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ꎬ 近年来国内通过分析西

方的中国观来研究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对外交流的发展情况②ꎮ 在诸多关于中国观

的研究中ꎬ 从媒体视角来探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是中国观研究的新兴领域ꎮ
国内关于西方及美国媒体对中国认知的研究多通过媒体的文本分析来考察其中国

观ꎬ 并提出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或者促使媒体改善中国观的政策建议③ꎮ 随着国内

对中东欧研究的深入ꎬ 也出现了一些关于中东欧国家媒体对华报道及其体现出的

中国观的研究成果④ꎮ 同时也有中东欧国家智库通过研究媒体对华新闻报道ꎬ 来

观测、 跟踪中国在中欧地区影响力的发展情况⑤ꎮ
中欧四国 (波兰、 捷克、 匈牙利、 斯洛伐克) 是中东欧地区的重要国家ꎬ

也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下的重要合作伙伴ꎮ 中欧四国是首批与新中国建

交的欧洲国家ꎬ 它们曾经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ꎬ 被认为拥有和中国同样的 “社会

历史记忆”ꎬ 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ꎬ 这些国家被划入了 “东欧” 这一具有地缘政

治意义的区域ꎮ 中欧四国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经历了社会转型ꎬ 在身份属性上

从政治概念的 “东欧” 回归到了地理概念的 “中欧”ꎬ 在全面倒向西方的背景

下ꎬ 它们在对华关系上进入了 “冷淡期”ꎮ 随着 ２０１２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

制的建立ꎬ 双边务实合作愈加紧密ꎬ 各领域关系不断发展ꎮ 中国与中欧国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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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钊: «中美文化交流论集»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ꎬ 第 ７４ 页ꎮ
近年来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有: 李格琴: «大国成长与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ꎬ 载 «现代国际关

系»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０ 期ꎻ 郭存海: «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 拉美的视角»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ꎻ 胡键: «当前国际社会的中国观———基于西方民意调查的实证分析»ꎬ 载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２ 期ꎻ 孙敬鑫: «西方智库制造 “中国观” 的主要做法及启示»ꎬ 载 «对外传播» 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ꎮ

张环环、 赵磊: «近五年 ＣＮＮ 对华报道与中国的国家形象建构»ꎬ 载 «对外传播» ２０１３ 年第 ９ 期ꎮ
曲茹、 于珊珊: «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东欧国家涉华舆情研究与引导策略»ꎬ 载 «对外传播»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ꎻ 张莉、 张晓旭: « “１７ ＋ １ 合作” 背景下中东欧国家涉华舆情研究»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ꎻ 洪宇希: «中国面向中东欧国家的国际传播研究»ꎬ 南昌大学硕士论文 ２０１８ 年ꎻ 鞠维伟:
«中东欧国家对华舆论报道的立场、 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基于捷克、 波兰、 匈牙利、 塞尔维亚四国媒
体对华报道的分析»ꎬ 载 «贵州省党校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ꎮ

典型代表是捷克国际关系研究学会 (ＡＭＯ) 在美国民主基金会支持下组织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项目ꎮ 该项目通过对中欧四国媒体对华相关报道的基本情况ꎬ 来分析中国在该
地区国家的形象和软实力影响ꎬ 项目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ｐ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ｅ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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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特殊的经历ꎬ 中欧国家曾经是中国的 “社会主义兄弟国家”ꎬ 也曾作为东欧

转型 “优等生”ꎬ 对中国的政治和人权事务指手画脚ꎬ 当前重新成为中国务实合

作的伙伴ꎮ 基于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对华关系ꎬ 中欧国家对中国的观点和认知

具有自身特点ꎬ 研究中欧国家的中国观有助于理解其对华政策的根源和特点ꎬ 有

利于促进双边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工作ꎬ 使这一工作更具针对性ꎮ 同时媒体报道

具有资料来源广、 议题丰富、 数据信息含量大的特点ꎬ 媒体报道对本国民众的中

国观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ꎬ 将其作为研究对象ꎬ 可从较广泛的视角来分析媒体

所代表的中国观ꎮ
本文收集了中欧四国 (波兰、 匈牙利、 捷克、 斯洛伐克) 部分主流媒体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期间发布的与中国有关的新闻报道ꎬ 在建立相关指标

评价体系后ꎬ 对相关新闻报道进行具体分析和比较ꎬ 进而揭示中欧四国媒体对华

报道的特点、 关注领域及舆论导向ꎬ 同时结合双边关系研究ꎬ 勾勒出媒体眼中的

中国观的特点和形成原因ꎮ

一　 指标分析的对象和方法

本文从波兰、 匈牙利、 捷克、 斯洛伐克四个国家中各自选取了两个比较有影

响力的媒体ꎬ 共计 ８ 家媒体ꎮ 这 ８ 家媒体都有着较长的开办历史ꎬ 且在本国内具

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力ꎬ 是这些国家重要的国际新闻来源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中欧四国媒体情况

名称 (中外文) 所在国家 基本情况 在本国影响力

«选举报»
(Ｗｙｂｏｒｃｚａ) 波兰

«选举报» 创刊于 １９８９ 年ꎬ
总部位于波兰首都华沙ꎬ 是
东欧剧变后波兰第一家完全
独立的报纸ꎬ 其报道涵盖政
治、 经济、 文化和国际等诸
多方面内容ꎮ

«选举报» ２０１０ 年前的发行量一度
达到 ６７ 万的峰值ꎬ 曾是波兰国内第
一大报ꎮ 但随着纸媒的衰落ꎬ 到
２０２０ 年其发行量基本稳定在 ８ １
万ꎮ «选举报» 还开通了网络在线
版本ꎬ 吸引了读者和著名撰稿人ꎮ

«共和报»
(Ｒｚｅｃｚｐｏｓｐｏｌｉｔａ) 波兰

«共和报» 是波兰的国家日
报ꎬ 强调报道的客观性ꎬ 被
认为持中右观点ꎬ 以法律、
金融和经济方面的文章见长ꎬ
比较注重报道政府、 议会和
总统府的有关情况ꎮ

该报创办于 １９８２ 年ꎬ 是一份全国性
的综合日报ꎬ 原为政府机关报ꎬ 后
改制为私营性质的独立性报纸ꎬ 面
向全国发行ꎬ 平均日发行量 ２０ 余
万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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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报»
(Ｐｒａｖｄａ) 斯洛伐克

该报创办于 １９２０ 年ꎬ 是斯洛
伐克 历 史 最 悠 久 的 全 国 性
刊物ꎮ

２０１９ 年纸质刊物读者超过 ２５ 万ꎬ
月均销售 ２ ７６ 万份ꎻ 网站每月访问
人次达到 ５９ 万ꎮ

«方向新闻网»
(ＳＭＥ ＳＫ) 斯洛伐克

创办于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ꎬ 作为斯
洛伐克语的报纸ꎬ 其目标人
群以 其 国 内 大 城 市 的 读 者
为主ꎮ

目前不仅是斯洛伐克访问量最大的
互联网门户之一ꎬ 也是斯洛伐克最
具权威性的中右翼媒体网站之一ꎮ

«今日报»
(Ｉｄｎｅｓ) 捷克

创办于 １９４５ 年ꎬ 主要提供经
济、 文化、 体育、 住房、 旅
行、 汽 车、 科 技 等 方 面 的
内容ꎮ

该报是捷克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日
报之一ꎬ 是发行量第二大的报纸ꎬ
其网站每周访问量超过 ４００ 万ꎮ

«人民报»
(Ｌｉｄｏｖｋｙ) 捷克

１９８３ 年成立于捷克布尔诺ꎬ
报道内容覆盖政治、 经济、
文化和科学ꎬ 政治上倾向于
右翼ꎮ

属捷克全国性报纸ꎬ 是发行量最大
的四家报纸之一ꎬ 电子版访问量位
居捷克媒体前列ꎮ

«世界经济周刊»
(ＨＶＧ) 匈牙利

ＨＶＧ 建立于 １９７９ 年ꎬ 是匈牙
利国内一流的经济政治类新
闻周刊ꎮ ＨＶＧ 对于商业决策
者以及其他相关群体有着重
要的影响力ꎮ

ＨＶＧ 的目标是提供客观的关于国际
国内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新闻ꎮ 当
前ꎬ ＨＶＧ 在各大平台上共有 １５０ 多
万的忠实读者ꎮ

“指引” 网站
(Ｉｎｄｅｘ) 匈牙利

Ｉｎｄｅｘ 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ꎬ 是匈牙
利著名的媒体网站ꎬ 发表国
际和国内新闻ꎮ 该网站以匈
牙利文为主ꎮ

目前该媒体每天约有 １５０ 多万的忠
实读者ꎬ 其 ｉｎｄｅｘ 博客是匈牙利国
内阅读量最大的博客平台ꎮ

　
本文研究素材为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波兰、 匈牙利、 捷克、 斯洛伐克

四国媒体的涉华报道ꎮ 之所以选取这段时间ꎬ 是因为自 ２０１２ 年起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关系经历了快速发展后ꎬ 到 ２０１８ 年进入了所谓的 “深水期”①ꎮ 一方面ꎬ 中

欧国家通过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ꎬ 各领域对华关系发展迅速ꎬ 相互了解的

愿望日益增强ꎻ 另一方面ꎬ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中美关系、 中欧关系的变化导致国际

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ꎬ 西方反华舆论明显增强ꎬ 深受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响

的中欧国家媒体在这一时间段内对华舆论也发生了变化ꎬ 值得研究ꎮ 此外ꎬ 考虑

到新闻样本数量以及议题的可持续性ꎬ 将收集报道的时间下限设置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ꎮ 本文将收集到的每一条报道都进行了指标赋值ꎬ 具体分为以下类别: 关于报

道主题ꎬ 分为政治、 经济、 社会文化、 外交、 军事、 科技及其他ꎻ 关于对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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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作奎: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发展历程与前景»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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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ꎬ 分为 “很不好” “不太好” “中立” “比较好” “非常好” 五个等级ꎻ 关于报

道内容的关联性ꎬ 分为涉及双边关系和不涉及双边关系两部分ꎻ 关于报道的原创

性ꎬ 分为原创报道和转载报道ꎮ 依照上述指标内容进行赋值ꎬ 最终形成一种分析

数据库ꎬ 通过专门的分析工具 (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 ＳＰＳＳ) 对相关指

标内容进行了汇总和分析ꎬ 得出了相关的分析结果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近年来随着文本大数据的出现及互联网和计算机等分析工具

的发展ꎬ 国际关系研究中开始大量使用文本分析方法ꎮ 文本分析的资料可以是媒

体报道、 社交网络平台信息ꎬ 也可以是电子书和档案文献资源ꎮ 一般来说ꎬ 文本

分析还有不同说法ꎬ 如 “文本数据发掘” “文本知识发现” 等ꎬ 总之是通过 “分
析文本数据ꎬ 抽取文本信息ꎬ 进而发现文本知识的过程”①ꎮ 本文指标分析方法

借用了文本分析理论中的 “信息抽取” “情感分析” “主题分析” 方法ꎮ “信息抽

取” 指的是对文本中包含的信息进行结构化处理ꎬ 信息点以统一的形式集成在一

起ꎬ 以便于检索和比较ꎬ 本文对各种指标的赋值ꎬ 使得每篇媒体报道文本最终都

形成一组数据ꎬ 属于 “信息抽取”ꎮ “情感分析” 是对文本中体现的态度和情绪

的分析ꎬ “主题分析” 则是对文本主题进行分类ꎬ “区分不同的层级、 不同的时

间段和不同的文档附属信息”②ꎮ 本文的两个重要指标 “报道主题” 和 “对华态

度” 依照 “情感分析” 和 “主题分析” 的思路设定ꎮ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的文本分析ꎬ 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很多社会

科学领域中往往利用计算机和数据库的结合进行 “自动文本分析”ꎬ 即通过分析

软件和设定分析模型对输入计算机的文本进行自动分析ꎮ 但是 “自动文本分析”
无法代替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ꎬ 研究者对文本的阅读和思考仍不可或缺ꎮ 同

时中欧国家媒体报道使用的本国语言属于小语种ꎬ 目前尚缺乏专门针对中欧小语

种文本分析的软件ꎬ 所以本文的指标体系方法虽然借用了 “文本分析” 的理论

和方法ꎬ 但在研究过程中也使用了传统的资料收集、 整理、 阅读和基于专业知识

的主观判断等研究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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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媒体报道基本情况

(一) 报道数量

本报告收集了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这一时间段内ꎬ 中欧四国 ８ 家媒体

共 １ ３４８ 条与中国有关的新闻报道ꎮ 从相关报道数量来看ꎬ 斯洛伐克的数量最

多ꎬ 达到 ６７８ 条ꎬ 占比超过 ５０％ ꎬ 其次是匈牙利ꎬ 为 ３４４ 条ꎬ 占比超过 ２５％ ꎬ
波兰和捷克媒体报道数量接近ꎬ 分别为 １７３ 条和 １５３ 条 (见表 ２)ꎮ 从数量上看ꎬ
斯洛伐克媒体对华报道数量明显高于其他三国ꎬ 这一方面说明斯洛伐克媒体对中

国较为感兴趣ꎬ 同时较高的报道数量也与本研究选择的媒体有关ꎮ 斯洛伐克 «真
理报» 作为本研究的媒体来源ꎬ 在检索时间段内的对华报道数量多达 ４７７ 条ꎬ 远

超其他任何一家媒体ꎮ
从对华报道时间分布来看ꎬ 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的 １８ 个月中ꎬ 报道

数量相对平均ꎬ 大多数月份的报道数量在 ５０ ~ ８０ 次之间 (见图 １)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份的报道数量较多ꎬ 有 １２９ 次ꎬ 这是因为在此期间中美贸易战、 “华为事件”、 朝

鲜领导人访华等议题较为集中ꎬ 形成了报道数量较多的情况ꎮ

(二) 报道主题

从中欧四国媒体对华报道的主题来看ꎬ 经济方面的报道最多ꎬ 占比达到

４１ ３％ ꎬ 处于第二位的是外交问题ꎬ 占比达 １８ ５％ ꎬ 之后依次为社会文化问题占

比为 １６ １％ ꎬ 政治问题占比为 １１ ３％ ꎬ 科技问题占比为 ８ ２％ ꎬ 军事问题占比为

４ ６％ (见图 ２)ꎮ

表 ２　 中欧四国媒体与中国有关的新闻报道数量

国家 数量 百分比 (％ )

波兰 １７３ １２ ８

匈牙利 ３４４ ２５ ５

捷克 １５３ １１ ４

斯洛伐克 ６７８ ５０ ３

合计 １ ３４８ １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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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欧四国媒体对华报道量情况

图 ２　 中欧国家媒体报道与中国有关情况的主题分布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 中国经济的各种情况和新闻都成了中欧国家媒

体重点关注的领域ꎮ 此外ꎬ 在这一时间段内ꎬ 中美贸易战也是中欧媒体重要的聚焦

点ꎬ 涉及中美贸易战的相关新闻报道占经济领域议题的半数ꎮ 中国经济发展指标ꎬ
如季度和年度 ＧＤＰ 增长率、 进出口总额等数据也是媒体跟踪报道的内容ꎮ

外交方面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中美关系、 中朝关系和中俄关系方面ꎮ 关于中国

与欧盟关系以及中国与西欧大国关系的报道较少ꎮ 关于中国与欧盟关系问题ꎬ 媒

体仅有 ４ 条报道ꎬ 关于中英、 中法、 中德关系的报道各有 ３ ~ ４ 条ꎮ 此次收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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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ꎬ 关于中欧及中国与西欧大国关系的报道仅有 ２ 条ꎬ 均涉及中欧 ５Ｇ 建

设合作问题ꎬ 另有 １ 条中方呼吁欧盟维护世界贸易秩序、 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报

道ꎬ １ 条欧盟驻华使团质疑 “一带一路” 观点的新闻ꎬ １ 条警告欧盟战略设施将

落入中国之手的报道ꎬ ４ 条关于中国与意大利合作的报道ꎬ ４ 条关于中德关系的

报道ꎬ 关于中英关系、 中法关系的报道各有 ２ 条ꎮ
在社会文化方面ꎬ 中欧国家媒体主要报道中国国内的社会发展情况和重要的

文化事件ꎮ 这一主题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ꎬ 如中国居民的生活习惯、 影响较大的

刑事案件、 国内考古发现、 文化事件和社会思潮变化等ꎮ 社会文化方面的报道基

本都是单方面涉华内容ꎬ 不涉及中国以外的因素ꎮ
政治方面的议题主要涉及国内政治体制 (修改宪法)、 国家重要政治生活

(两会)、 反腐败案件ꎬ 所谓 “中国人权和台湾、 香港问题” 也是中欧国家媒体

报道的重要内容ꎮ
在科技方面ꎬ 中欧四国媒体对中国国内高科技发展现状以及科技在生活中的

应用报道较多ꎮ 关于国内高科技发展状况ꎬ 主要报道内容涉及航空航天、 生物、
人工智能、 新能源和通讯技术等ꎮ 中欧四国媒体对互联网技术、 智能手机以及相

关的电子商务、 手机支付等在国内大规模使用的状况也有较多报道ꎮ
中欧四国媒体对中国军事问题的报道较少ꎬ 它们主要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发

展 (武器装备及作战思想)ꎬ 中方在东海、 南海地区进行的军事行动 (军事演

习、 海上护航、 军机巡航等)ꎮ
从总体上看ꎬ 中欧四国媒体对华报道主题多集中于经济领域ꎬ 中美贸易战是媒

体最为关注的报道主题ꎮ 中国与欧盟大国的关系并不是它们关注的重点ꎬ 对中美、
中朝关系问题反而有较多的报道ꎮ 社会文化领域的报道所涉及的题目较为分散ꎬ 反

映了媒体对中国目前社会发展及文化状况有着较大的兴趣ꎮ 政治领域的报道反映出

中欧媒体的对华意识形态问题ꎬ 其关注的议题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指向性ꎬ 这也是

中欧国家媒体对华政治报道的传统风格ꎮ 科技领域的报道也较多ꎬ 中国作为新兴的

全球科技研发和创新大国地位ꎬ 受到中欧国家媒体的重视ꎬ 其报道的主题反映了中国

在国际科技水平领先的领域ꎮ 关于军事领域的报道占比最少ꎬ 在中国综合国力迅猛发

展背景下ꎬ 关于中国军事问题的报道已被关于中国经济和科技能力的报道所冲淡ꎮ
此外ꎬ 从国别上看ꎬ 中欧国家媒体关注的议题也不尽相同ꎮ 除经济问题外ꎬ

波兰媒体对政治领域议题的报道占比较高ꎬ 捷克媒体对社会文化领域议题报道的

占比较高ꎬ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对外交问题的报道较多 (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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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欧四国媒体报道的主题 (％)

报道主题

政治 经济 社会文化 外交 军事 科技

国
别

波兰 ２０ ８ ２９ ５ １５ ６ １２ ７ １０ ４ １１ ０

匈牙利 ９ ９ ４１ ３ １２ ２ ２２ ７ ２ ９ １１ ０

捷克 １８ ３ ３０ １ ２７ ５ １２ ４ １ ３ １０ ５

斯洛伐克 ８ ０ ４６ ９ １５ ６ １９ ３ ４ ７ ５ ５

总体占比 １１ ３ ４１ ３ １６ １ １８ ５ ４ ６ ８ ２

　

(三) 原创性

从此次收集的中欧四国媒体报道来看ꎬ 绝大多数与中国有关的内容均转自其他媒

体的报道ꎬ 占比高达 ８８ ５％ꎬ 其本国媒体的原创性报道仅占 １１ ５％ꎮ 从转载来源看ꎬ
西方重要媒体ꎬ 如路透社、 美联社、 英国广播公司 (ＢＢＣ)、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ＣＮＮ)ꎬ 以及中国主流媒体ꎬ 如新华社、 人民日报、 中国日报等ꎬ 都是四国对华报道

新闻转载来源ꎮ 往往一篇对华新闻报道ꎬ 转载来源都涉及西方和中国的媒体ꎮ 同时ꎬ
本国媒体原创性报道占比较低ꎬ 说明中欧四国缺乏对华采访报道的直接渠道ꎬ 全球覆

盖能力和影响力有限ꎬ 无法像西方重要媒体那样获得一手新闻信息 (见表 ４)ꎮ

表 ４　 中欧四国媒体涉华报道的原创性

数量 占比 (％ )

原创性报道 １５５ １１ ５

转载报道 １ １９３ ８８ ５

合计 １ ３４８ １００

　

三　 中欧四国媒体对中国的评价

分析中欧四国媒体报道所体现出的对华评价ꎬ 能够看出这些媒体的对华态度

及相关问题ꎮ

(一) 对华评价呈现出 “纺锤状”
从总体上看ꎬ ６５ ７％ 的涉华报道体现出中立性评价ꎻ “不太好” 的评价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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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３％ ꎻ “很不好” 的评价占 ５ １％ ꎻ “比较好” 的评价占 ６ １％ ꎬ “非常好” 的

评价不到 １％ (见表 ５)ꎮ 由此可以看到ꎬ 中欧四国媒体的对华评价呈现出 “纺
锤” 形状ꎬ 大部分是中立性评价ꎬ 负面评价和积极评价的比例较低ꎮ 但是负面评

价总体上占 ２７ ４％ ꎬ 正面积极评价总体只占 ７％ ꎬ 负面评价远高于正面评价ꎮ

表 ５　 媒体报道的对华评价情况

对华评价 次数 占比 (％ )

很不好 ６９ ５ １

不太好 ３００ ２２ ３

中立 ８８５ ６５ ７

比较好 ８２ ６ １

非常好 １２ ０ ９

合计 １ ３４８ １００

　

(二) 对华评价的国别差异

从国别来看ꎬ 不同国家媒体的涉华报道评价存在差异ꎮ 中立性评价占比最高

的是匈牙利媒体ꎬ 占比为 ７１ ２％ ꎬ 斯洛伐克媒体的中立性评价占比为 ６９ ５％ ꎬ
其次是波兰媒体ꎬ 占比为 ５７ ８％ ꎬ 捷克媒体最低ꎬ 占比为 ４５ １％ ꎮ 四国媒体对

华报道中的正面评价 (比较好、 非常好) 比例都没有超过 １０％ ꎬ 其中匈牙利媒

体比例最低ꎬ 为 ４ ７％ ꎮ 从负面评价 (很不好、 不太好) 的比例来看ꎬ 捷克媒体

最高ꎬ 占比达 ４５ ８％ ꎬ 其次是波兰ꎬ 占比为 ３３ ５％ ꎬ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媒体的

负面评价比率均不到 ２４％ (见表 ６)ꎮ

表 ６　 中欧四国媒体对华评价 (％)

对华评价

很不好 不太好 中立 比较好 非常好

国
别

波兰 ９ ２ ２４ ３ ５７ ８ ７ ５ １ ２

匈牙利 ２ ３ ２１ ８ ７１ ２ ４ ７ －

捷克 １７ ０ ２８ ８ ４５ １ ８ ５ ０ ７

斯洛伐克 ２ ８ ２０ ５ ６９ ５ ５ ９ １ ３

　
由此可以看出ꎬ 捷克媒体对华报道的评价最为消极ꎬ 其负面报道比率不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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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四国之首ꎬ 而且评价最差的比例 (很不好) 远高于其他国家ꎮ 波兰媒体的负

面评价比率低于捷克ꎬ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负面评价比率接近ꎮ 中欧四国媒体对华

报道正面评价比率都不高ꎬ 除捷克外ꎬ 其他三国媒体报道的评价大部分是中立

性的ꎮ

(三) 对华评价的主题差异

从中欧四国媒体涉华报道的主题看ꎬ 政治领域的报道负面评价比率最高ꎬ 达

７５％ ꎻ 其次是社会文化方面的负面报道比率为 ３８ ７％ ꎻ 军事、 外交和科技方面的

负面报道比率接近ꎬ 分别为 ２５ ８％ 、 ２２％ 和 ２１ ８％ ꎻ 经济方面的负面报道占比

最低ꎬ 仅为 １３ ７％ (见表 ７)ꎮ 政治领域涉及的诸多主题ꎬ 如所谓 “中国政治体

制、 西藏问题、 新疆问题、 台湾问题以及人权法制问题” 等ꎬ 都是西方媒体的聚

焦点ꎬ 中欧四国媒体的态度与西方媒体基本相同ꎮ 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报道不仅中

立性报道比率最高ꎬ 且负面评价的比率是最低的ꎬ 凸显出中欧媒体对中国经济的

积极态度ꎮ 社会文化领域带有负面评价的报道多是中国国内发生的重大刑事案

件、 各类事故和灾害以及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陋习、 政府对文化活动的管制等内

容ꎮ 外交领域的负面评价报道主要是中国对美欧等西方国家开展的所谓间谍活

动、 中国与美国的外交争端、 中国对欧盟政策表现出强硬态度等ꎮ 在军事方面ꎬ
它们关注中国军队在台湾海峡、 中国南海地区活动、 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ꎬ 且报

道多是负面评价ꎮ 在科技方面ꎬ 对所谓中国通讯公司的技术造成信息泄露以及中

国科学家进行婴儿基因编辑的报道均有负面评论ꎮ

表 ７　 不同报道主题的对华评价情况 (％)

对华评价

很不好 不太好 中立 比较好 非常好

报
道
主
题

政治 ３２ ２ ４２ ８ ２４ ３ ０ ７ －

经济 ０ ２ １３ ５ ７６ ５ ８ ４ １ ４

社会文化 ６ ０ ３２ ７ ５５ ８ ５ １ ０ ５

外交 ２ ０ ２０ ０ ７３ ２ ３ ６ １ ２

军事 － ２５ ８ ７４ ２ － －

科技 ０ ９ ２０ ９ ６５ ５ １２ ７ －

　
从中立性评价的报道比率来看ꎬ 经济方面的报道最高ꎬ 占比为 ７６ ５％ ꎬ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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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军事和外交方面ꎬ 占比分别为 ７４ ２％ 和 ７３ ２％ ꎬ 科技方面的中立性评价占

６５ ５％ ꎬ 社会文化方面的中立评价也占 ５５ ８％ ꎬ 政治领域的中立评价仅占

２４ ３％ ꎮ 从表 ７ 可见ꎬ 除政治领域的报道外ꎬ 其他领域的报道大部分评价都是中

立性的ꎮ 在经济领域中ꎬ 四国媒体对中美贸易战的态度较为一致ꎬ 大多是中立性

的报道ꎬ 没有表现出 “亲美反华” 倾向ꎮ 涉及中美外交关系的报道ꎬ 大多也是

中立性的ꎮ 关于中国在地区事务方面的报道ꎬ 如朝鲜半岛问题的报道也以中立性

为主ꎮ
在正面评价方面ꎬ 科技领域报道中的正面评价占比最高ꎬ 比率为 １２ ７％ ꎻ 其

次是经济领域正面评价ꎬ 比率为 ９ ８％ ꎻ 社会文化和外交领域的正面评价比例接

近ꎬ 分别为 ５ ６％和 ４ ８％ ꎻ 政治领域的正面评价最低ꎬ 仅为 ０ ７％ ꎮ 中国在科技

领域的创新和进步引起中欧媒体的广泛关注ꎬ 这也是正面评价最高的领域ꎮ 中国

的互联网通讯技术在环保、 城市管理、 无人驾驶等方面的运用得到中欧媒体的正

面评价ꎮ 政治领域唯一的一个正面评价报道来自斯洛伐克媒体ꎬ 内容是中斯两国

外长会晤ꎬ 斯方表示愿意与中国加强政治和国际事务方面的合作①ꎮ

(四) 对双边关系的报道和评价

在此次收集的中欧四国媒体涉华报道中ꎬ 关于中欧四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的

报道比率较低ꎬ 与本国有直接关联的报道共 １０８ 条ꎬ 仅占此次收集新闻报道数量

的 ８％ ꎬ 其中匈牙利媒体报道最多ꎬ 为 ４９ 条ꎬ 斯洛伐克为 ２５ 条ꎬ 波兰为 １９ 条ꎬ
捷克为 １５ 条ꎮ

涉及双边关系的报道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ꎬ 报道主题集中在经济领域ꎬ 关于

双边经济关系的报道占比达 ６５ ７％ ꎮ 其中关于双边经贸和投资合作的内容是重点

议题ꎮ 关于双边外交关系的报道占 １６ ７％ ꎬ 主要是关于双方领导人互访的报道

(见表 ８)ꎮ 其次ꎬ 就报道的评价程度来看ꎬ 关于双边关系的报道总体上好于非双

边关系的报道ꎮ 涉双边关系报道正面评价比率为 ３５ ２％ ꎬ 其中有超过 １０％ 的比

例是 “非常好” 的评价ꎻ 非涉双边关系的报道ꎬ 正面评价比率仅为 ４ ５％ ꎬ 其中

没有 “非常好” 的评价ꎮ 涉双边关系报道负面评价比率为 ２１ ３％ ꎬ 非涉双边关

系报道的负面评价比率为 ２８％ (见表 ９、 １０)ꎮ 最后ꎬ 从国别上来看ꎬ 中欧四国

媒体在涉双边关系报道中的对华评价与整体的对华评价趋势近似ꎬ 即捷克媒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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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关系的评价最为消极ꎬ 其次是波兰媒体ꎬ 匈牙利与斯洛伐克媒体对双边评价

相对较好ꎮ

表 ８　 涉及双边关系报道的主题

报道次数 占比 (％ )

报
道
主
题

政治 ９ ８ ３

经济 ７１ ６５ ７

社会文化 ７ ６ ５

外交 １８ １６ ７

科技 ３ ２ ８

合计 １０８ １００ ０

　
表 ９　 媒体报道与本国关联性的评价 (％)

报道内容与
本国关联性

对华评价

很不好 不太好 中立 比较好 非常好

有关联 ７ ４ １３ ９ ４３ ５ ２４ １ １１ １

无关联 ４ ９ ２３ １ ６７ ５ ４ ５ －

　
表 １０　 中欧四国涉双边关系报道的评价 (％)

双边评价

很不好 不太好 中立 比较好 非常好

国
别

波兰 ２６ ３ ２６ ３ １５ ８ ２１ １ １０ ５

匈牙利 － ６ １ ７５ ５ １８ ４ －

捷克 ２０ ０ ３３ ３ ２０ ０ ２０ ０ ６ ７

斯洛伐克 － ８ ０ １６ ０ ４０ ０ ３６ ０

总体占比 ７ ４ １３ ９ ４３ ５ ２４ １ １１ １

　
从上述媒体对双边关系的报道来看ꎬ 在对华报道中ꎬ 双边关系并不是其报道

的重点ꎬ 但对双边关系的评价较为积极ꎮ 在经贸投资领域ꎬ 媒体对双边加强合作

的报道基本都给予了正面评价ꎬ 但是在涉及一些敏感经济议题和投资项目时ꎬ 媒

体评价也存在负面倾向ꎮ 例如匈牙利 “指引” 网站 ( Ｉｎｄｅｘ) 和 «世界经济周

刊» (ＨＶＧ) 两家媒体均报道匈塞铁路匈牙利段的情况ꎬ 认为该项目增加了政府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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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负担ꎬ 为匈牙利带来的实际收益和效果并不乐观①ꎻ 捷克 «人民报» 报道

了中国华信集团在捷克的处境ꎬ 捷克债权人准备起诉该公司的违约行为②ꎻ 捷克

«今日报» 报道一位与赌博和黑手党有关的中国投资者买下了捷克的足球俱乐

部ꎬ 并操纵比赛③ꎻ 斯洛伐克 «真理报» 报道中国的假货、 山寨产品通过各种渠

道进入斯国内ꎬ 要对进口中国假货严厉惩处④ꎮ 媒体对这些涉及双边经济关系的

具体案例存在负面态度ꎬ 特别是对中国在相关国家开展投资项目的透明度、 债务

负担、 合规性等均存在质疑ꎮ
在双边政治和外交关系方面ꎬ 波兰媒体对 “华为公司雇员因间谍行为被

捕”ꎬ 捷克媒体对 “限制在捷克使用中国 ５Ｇ 技术” 的报道集中体现了两国媒体

对华关系中的负面评价ꎮ 在所收集到的匈牙利、 斯洛伐克媒体报道中ꎬ 没有出现

对双边政治外交关系的负面评价ꎮ ２０１９ 年ꎬ 中国与捷克、 波兰双边关系出现波

动ꎬ 特别是两国针对华为 ５Ｇ 技术的态度已经不仅仅是双方经济和科技关系的事

件ꎬ 而扩展到了两国外交关系领域ꎮ 媒体报道也体现了这一情况ꎬ 但波兰媒体对

两国关系的总体评价仍较为积极ꎬ 例如波兰 «共和报» 在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发表了波

兰新任驻华大使的文章ꎬ 称中波关系基础稳定ꎬ 近年来发展迅速⑤ꎮ «共和报»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发表了波兰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的看法ꎬ 认为波兰政府逮捕中国公

司雇员的行为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ꎬ 波兰发展对华经济关系非常重要ꎬ 波兰是

“一带一路” 上的重要节点⑥ꎮ
在社会文化领域ꎬ 对中方有关机构学习中欧国家语言、 促进对中欧国家了解

的报道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评价ꎮ 例如斯洛伐克 «真理报» 报道北京一所高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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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了斯洛伐克语专业①ꎬ 波兰 «共和国报» 报道中国娱乐节目赴波兰进行真人秀

拍摄②ꎬ 匈牙利 “指引” 网站 ( Ｉｎｄｅｘ) 报道中国民众崇拜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并

为其竖立雕像③ꎬ 媒体对这些新闻均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ꎮ

四　 中欧媒体报道特点及其中国观

从捷克、 波兰、 匈牙利、 斯洛伐克四国媒体对华报道的内容及立场倾向来

看ꎬ 这四国对华报道有以下特点ꎮ
一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报道居多ꎬ 无论是双边关系还是中欧关系以及中国同

欧洲大国关系的报道都较少ꎮ 中欧四国媒体均较多介绍中国国内政治、 经济、 社

会文化以及外交军事等情况ꎬ 对中国国内各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均有跟踪报道ꎮ
四国媒体对中欧关系的兴趣很低ꎬ 也不太关注中国同西欧大国的关系ꎮ 就本国对

华关系来看ꎬ 媒体涉双边经贸、 投资领域的报道较多ꎬ 对涉华的双边领导人互访

活动报道兴趣不大ꎮ 总之ꎬ 四国媒体对中国国内事务的兴趣和关注度远高于双边

关系和中欧关系ꎮ
二是中美关系是四国媒体最关注的议题ꎬ 但媒体没有明显的立场倾向ꎮ 本文

所收集媒体报道的时间段正值中美关系动荡ꎬ 美国频频对华发起贸易战、 舆论

战ꎬ 中国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和回击ꎮ 这期间中欧四国媒体对中美关系报道十分密

集ꎬ 所收集到的关于中美关系的报道数量约占总数量三分之一ꎮ 可以说ꎬ 中美关

系成了 ２０１９ 年中欧四国媒体对华报道的最重要内容ꎬ 涉及经济、 政治、 军事、
外交等多方面ꎬ 其中大多是关于中美贸易战的内容ꎮ 从媒体报道的立场和评价态

度来看ꎬ 四国媒体在中美冲突中的态度较为中立ꎬ 担忧中美对抗对国际环境带来

动荡ꎬ 导致本国国家利益受损ꎮ
三是涉华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报道明显跟随西方媒体口径ꎮ 在政治领域的报

道中ꎬ 中欧四国媒体评价最为负面ꎬ 绝大多数报道引用欧美媒体的报道ꎬ 因而在

立场方面受欧美媒体的影响非常明显ꎬ 在涉及人权、 政治制度、 民族等方面问题

时对中国指手画脚ꎮ 对华政治领域事件的报道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ꎬ 戴 “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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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 及 “贴标签” 的特点明显ꎬ 缺乏深入报道、 一线素材和独立评论ꎮ
四是对涉及双边务实合作的报道评价度较高ꎮ 中欧四国媒体对双边发展经

贸、 投资和人文交流等具体务实合作的报道较为客观ꎬ 对一些有利于本国实际利

益的合作给予正面和积极的评价ꎮ
五是涉及双边关系的负面新闻并不是媒体关注的重点ꎮ 中欧四国媒体并不把

涉双边关系的负面新闻作为报道和跟踪的重点ꎬ 仅仅是介绍性报道ꎬ 没有进行深

入跟踪或进一步挖掘性的报道ꎮ 例如波兰、 捷克两国针对华为及其 ５Ｇ 技术的限

制问题ꎬ 四国媒体均有报道ꎬ 但只是在事件发生后予以介绍性报道ꎬ 并没有后续

跟踪ꎮ 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媒体对双边关系的负面新闻兴趣并不高ꎬ 因此并未进

行渲染或 “推波助澜”ꎻ 另一方面ꎬ 较为简单的报道也使得本国民众对双边关系

的负面情况缺乏了解ꎬ 从而形成了简单的直观印象ꎮ
上述分析也反映出中欧国家媒体的中国观ꎬ 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ꎮ
在政治上ꎬ 中欧国家媒体的中国观基本是负面的ꎮ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所谓

“西方标准” 相距甚远ꎬ 中国的内部事务诸如新疆问题、 香港问题、 台湾问题、
人权法制状况ꎬ 这些很容易被贴上政治 “负面” 的标签ꎬ 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

落后于西方 (包括中欧国家)ꎮ 中欧国家媒体更倾向于以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和

冷战思维来评价中国政府和执政党ꎮ
在经济上ꎬ 中欧国家媒体的中国观具有正负两方面观点ꎮ 一方面中国具有

全球影响力ꎬ 中国经济发展不仅是中国的内部事务ꎬ 也关系到世界经济的稳

定ꎬ 中欧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ꎬ 并且给他们带来了切实的合作利

益ꎻ 但另一方面ꎬ 质疑、 担忧具体经济合作ꎬ 特别是认为来自中国的投资存在

不透明、 恶意并购、 战略投资等情况ꎮ 总体来看ꎬ 这些媒体对华 “经济观” 中

立态度明显ꎬ 在涉及双边经济关系方面ꎬ 正面评价多于负面ꎬ 特别看重已有的

成功合作案例ꎮ
在外交和军事方面ꎬ 中欧媒体的中立态度明显ꎬ 特别是在中美矛盾冲突日益

成为国际关系领域重要因素的情况下ꎬ 并没有出现 “一边倒” 情况ꎬ 更多地是

担忧中美关系的恶化会影响世界政治、 经济的稳定发展ꎮ 但 “中国威胁论” 仍

然存在ꎬ 对中国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及军事力量发展抱有防范心态ꎮ
在社会文化方面ꎬ 中欧媒体报道的负面评价仅次于政治方面的报道ꎮ 其中媒

体通过议题选择、 议程设置对所报道的对象进行了过滤和塑造ꎮ 例如关注中国国

内刑事案件、 重大灾害事故、 社会矛盾、 国家对思想文化的管制等ꎮ 中欧国家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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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新闻报道中通过强调这些议题影响公众对议题的关注度ꎬ 导致对这些议题有

更多的认知ꎮ 这种强化负面题材内容的议程设置也表达出中欧媒体对中国社会文

化的负面观点ꎮ 例如 ２０１５ 年之前ꎬ 中欧国家媒体对中国环境污染议题关注度较

高ꎬ 然而在本文所收集的报道中ꎬ 该议题相关报道很少ꎮ 很显然媒体更倾向设置

有关环境污染的负面议题ꎬ 而中国近年加强环保和环境改善却不是媒体议程设置

的重点ꎮ 实际上ꎬ 不仅是在社会文化领域ꎬ 在其他报道领域内或多或少都存在这

种状况ꎬ 社会文化领域的报道表现则尤为突出ꎮ
在科技领域ꎬ 中欧国家媒体承认中国在网络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科技方面

进步和领先地位ꎮ 中欧媒体往往把中国科技应用情况ꎬ 特别是对社会经济发展

以及民众生活便利情况作为聚焦的对象ꎮ 可以看出中欧国家媒体更关注科技如

何改变生活并使民众获得实际利益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 被中国科学家进行

了基因编辑的婴儿出生ꎬ 这一事件被多家中欧国家媒体报道①ꎬ 且都给予了负

面评价ꎬ 认为这有违科学伦理ꎮ 这一事件是中欧国家媒体 ２０１８ 年对中国科技领

域负面报道最为集中的地方ꎬ 反映出媒体更关注科技背后的社会影响ꎬ 而不仅是

技术本身ꎮ
总之ꎬ 中欧四国媒体当前的中国观是复杂的ꎬ 既有原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和

政治体制的不认同ꎬ 同时又有对中国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重视ꎬ 也有对中美

对抗带来的影响的担忧ꎮ 此外ꎬ 中欧国家媒体中国观的一个重要出发点ꎬ 就是

在发展对华关系中获得实际利益以及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对其本国会产生何种

影响ꎮ

五　 中欧媒体中国观的形成机理

(一) 影响中欧国家媒体中国观形成的主要因素

关于外部世界中国观的形成ꎬ 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中国观的形成机理ꎬ 学术

界已有较多研究ꎬ 相关理论也十分丰富ꎬ 从 “欧洲中心论” “中国中心论” “福
柯权利—话语理论” “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ꎬ 到 “形象学理论” “文化误读理

论” 等各种跨文化理论对西方国家的中国观形成机理进行了剖析②ꎮ 这些理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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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多用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ꎬ 对西方学术界中国观形成的机理进行阐释ꎮ 中

欧国家媒体的中国观的形成ꎬ 是其各自的国家利益、 历史经验、 价值观、 舆情民

意等多种因素互动作用的结果ꎮ
首先ꎬ 从现实国家利益出发ꎬ 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以及施展影响力的具体

方式ꎬ 如 “一带一路” 倡议、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ꎬ 都对中欧四国产生了

现实影响ꎮ 近年来中欧四国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不断发展ꎬ 也使这些国家获得了切

实利益ꎬ 看到了对华合作的前景ꎮ 在中美摩擦加剧的国际环境下ꎬ 作为中小国家

的中欧四国担忧这种愈加不确定的国际形势给自身的发展和利益带来威胁ꎮ 所以

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ꎬ 了解中国经济动态、 发展对华关系ꎬ 在中美对抗中寻求

“平衡”ꎬ 都成为其中国观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ꎮ 体现在媒体报道方面可以看到ꎬ
四国媒体涉及双边关系的报道相比非双边关系的报道ꎬ 总体评价较为积极、 正

面ꎬ 即使涉及双边关系中的一些负面事件 (如波兰、 捷克对中国 ５Ｇ 技术问题)
也是如此ꎮ

其次ꎬ 历史经验与西方价值观的结合ꎬ 对中欧国家媒体的中国观的影响及

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波、 捷、 斯、 匈四国在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型过程

中ꎬ 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 经济、 文化体制进行了彻底否定ꎬ 并将自身社会

主义时期的经历作为 “负面” 历史经验予以强化ꎮ 在东欧剧变过程中ꎬ 中欧国

家提出了 “回归欧洲” 的口号ꎬ 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完全接受了西方的

“自由” “民主” “人权” 思想ꎮ 这种历史经验与西方价值观的结合ꎬ 使得其媒

体的中国观有两个特点: 其一是以西方价值观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发

展ꎻ 其二是以自身的历史经验来考量当下中国的各种情况ꎬ 并认为当下中国民

众和社会正在经历自身曾经经历过的社会主义时期ꎮ 表现在媒体报道上ꎬ 就是

对中国政治制度、 政治事件的强烈负面倾向ꎬ 对中国社会领域报道的负面倾向

中则带有明显的 “同情” 和 “同感” 的情绪ꎮ 从中欧四国媒体对华评价的情

况来看ꎬ 负面评价从高到低依次是捷克、 波兰、 斯洛伐克、 匈牙利ꎮ 捷克、 波

兰两国对自身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记忆更加具有负面性ꎬ 而两国无论是对西方

价值观的认同还是从当前地缘政治安全角度ꎬ 都对中国抱有更大的 “不认同”
和 “警惕性”ꎮ

最后ꎬ 双边媒体互动交流对中欧国家媒体中国观的影响ꎮ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

际影响力的提高ꎬ 面对西方媒体的各种无端攻击和污名化ꎬ 中国正在努力提升自

身的国际形象ꎬ 其中通过媒体交流来改善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形象是一条重要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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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ꎮ 就中欧国家媒体来说ꎬ 双边的媒体交流工作有待提高ꎬ 目前中国国际广播电

台设有波兰语、 匈牙利语、 捷克语对外广播节目ꎬ 覆盖中欧各国ꎬ 但是中国在中

欧四国的落地媒体很少ꎬ 仅在匈牙利设立了广播电台ꎬ 此外有中国企业收购了捷

克当地一家电视台ꎮ 中欧四国在中国的专业媒体人员很少ꎬ 例如波兰在华记者仅

有 １ 人ꎮ 此外ꎬ 双方媒体的机制性对话和合作较少ꎬ 例如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

人决定将 ２０１７ 年定为 “媒体交流年”ꎬ 但活动效果以及活动后双边建立的直接信

息沟通渠道有限ꎮ 双边媒体层面的互动较为缺乏ꎬ 一方面是中国媒体的国际交流

与合作和国际传播多为政治和文化导向ꎬ 市场导向不强ꎬ 长期机制性活动较少ꎬ
且层级较低ꎮ 另一方面ꎬ 中欧国家媒体实力还不具备欧美大型媒体集团覆盖全球

新闻报道的能力ꎬ 其相关报道来源多是转引西方重要媒体以及中国国内媒体的报

道ꎮ 这种媒体互动交流的缺乏ꎬ 也导致中欧媒体在涉华报道中难以有自己独立客

观的立场ꎮ

(二) 从 “议程设置论” 看中欧国家媒体中国观的呈现方式

媒体在营造舆论环境ꎬ 向受众灌输观点的时候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和方

式ꎮ 大众传播学理论中对此已有了深入研究ꎬ 其典型代表理论就是 “议程设置

理论”ꎮ 该理论的核心假设包括两点: 一是大众传媒并不完全反映事实ꎬ 它们

有选择地对事实进行过滤和塑造ꎻ 二是媒体对一些议题的关注会导致公众对这

些议题比其他议题有着更多的认知ꎮ 大众传媒与公众认知的关系概括为 “新闻

媒体在告诉人们怎么想这一方面可能并不成功ꎬ 但在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面却

异常成功”①ꎮ 同时媒体不仅能够设置议程ꎬ 同时还能够提供语境ꎬ 决定公众

如何思考某个议题并评价其价值②ꎮ 在中欧国家媒体的对华报道中ꎬ 首先选择

希望民众去了解的议题ꎬ 即使媒体对这些议题没有进行价值观判断ꎬ 但议题本

身就具有 “正面” 或 “负面” 的性质ꎬ 例如中欧国家媒体对中国社会文化方

面的报道ꎮ 其次ꎬ 中欧媒体并没有过度渲染对华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ꎬ 因此没

有在议程设置上倾向这类涉及双边关系的问题ꎻ 媒体侧重中国经济方面的报

道ꎬ 也表明议程设置的重点在经济领域ꎬ 媒体向大众传播是经济上强大的中国

以及中国的经济对本国有何积极或消极的影响ꎮ 最后ꎬ 中欧媒体在对华报道中

营造出所谓的 “共产主义” “集权体制” “限制人权” 等报道语境ꎬ 甚至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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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联的事情也放入这种语境中ꎮ 总之ꎬ 中欧媒体通过有倾向的议程设置和带

有较强主观性的报道语境ꎬ 营造出了如前文所述的中国观ꎬ 并影响着本国媒体

受众ꎮ 正如捷克的中国问题专家分析本国媒体时所指出的ꎬ “中国的负面形象

是一种特殊的话语ꎬ 捷克舆论借此显示出团结民众反对压迫的形象ꎬ 然而有违

事实和意识形态上的陈旧观念将 (对华) 态度推向了政治媚俗ꎬ 并掩盖了对背

景的理解ꎮ”①

随着互联网媒体日益流行ꎬ 媒体传播的多元化、 碎片化特点愈发明显ꎬ 并且

在互联网背景下自媒体盛行ꎬ 给包括中欧四国在内的全球媒体带来了新的挑战和

问题ꎬ 民粹主义、 反智现象、 假新闻越来越多地充斥着自媒体ꎬ 并进一步影响着

整个舆论环境ꎮ 根据 “网络议程设置论”②ꎬ 中欧媒体在对华报道中通过 “共现”
(ｃｏ －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的方式来引导民众认知ꎮ “共现” 是媒体试图将两个概念建

立关系ꎬ 为此在文本报道中不断出现两个概念ꎬ 即使这两个概念并不具有十分

紧密的内在因果关系ꎬ 也会使受众认为这两个概念存在一定联系ꎮ 例如ꎬ 中欧

媒体报道中常把 “移动支付” 与 “数据监控”、 “台湾” 与 “人权”、 “社会犯

罪” 与 “政府高压” 等同时放在报道中ꎬ 让受众感到两者之间有内在联系ꎬ
从而误导公众的认知和判断ꎮ 从中欧国家媒体舆论环境来看ꎬ 本来其中国观就

存在很多负面评价ꎬ 而网络自媒体对 “共现” 的手段使用更是频繁ꎬ 各种丑

化、 污名化中国的情况愈加严重ꎮ 以 ２０２０ 年年初中国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的新闻为例ꎬ 在中欧国家的舆情中ꎬ 很多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将 “病毒” 与

“中国武汉”、 “食用野生动物” 与 “传染病毒”、 “防疫措施” 与 “专治、 威

权” 反复放在一起进行报道ꎬ 对中国疫情进行污名化报道ꎮ 反而中欧国家主流

媒体对中国疫情的报道则较为中立和谨慎ꎬ 体现出了传统新闻媒体 “精英主

义 ＋ 温和主义” 价值观和报道方式ꎮ 随着互联网自媒体的不断流行ꎬ 未来中欧

媒体的中国观是否会受到自媒体的 “裹挟” 甚至 “吞噬”ꎬ 而愈加不理性ꎬ 这

是值得警惕和思考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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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ａｈｒａｎｉｃｎｉ / ｃｉｎａ － ｒｏｚｈｏｖｏｒ － ｒｕｄｏｌｆ － ｆｕｒｓｔ － ｖｅｌｍｏｃ － ｓｉ － ｔｉｎ － ｐｃｈｉｎｇ － ｋ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 ｉｎｄｉａ － ｄｏｎａｌｄ － ｔｒｕｍｐ －
ｕｓａ Ａ２００６２２＿１３５５４２＿ ｚａｈｒａｎｉｃｎｉ＿ ａｈａ

美国学者对互联网时代的议程设置理论进行了创新发展ꎬ 提出了 “网络议程设置论”ꎬ 认为新闻
媒体不仅告诉受众 “想什么” 或者 “怎么想”ꎬ 同时还决定了受众如何将不同的信息碎片联系起来ꎬ 从而
构建出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判断ꎮ 参见史安斌、 王沛楠: «议程设置理论与研究 ５０ 年: 溯源演进前
景»ꎬ 载 «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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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欧国家媒体中国观的代表性

中欧国家媒体中国观的代表性问题ꎬ 即媒体是反映本国精英的中国观还是大

众的中国观ꎮ 从身份定位上来看ꎬ 媒体记者和编辑应属于精英阶层ꎬ 但是其媒体

产品面向的是广大民众ꎬ 并且试图影响和塑造民众的认知ꎬ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

国民众的中国观ꎮ 从中欧媒体的中国观来看ꎬ 相对于本国精英来说更加负面ꎬ 媒

体对华报道ꎬ 特别是涉及双边关系的评价ꎬ 较本国政府及官员的表态更加负面ꎮ
例如ꎬ 根据欧洲智库学者的研究ꎬ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ꎬ 对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

情况以及中国支持欧方抗疫援助ꎬ 中欧媒体的态度显然比其各自政府的态度更加

消极ꎬ 对中国的抗疫政策、 成效提出了质疑甚至批评ꎬ 不满于自身被看做 “受援

助者”ꎬ 强调本国从中方获得的防疫医疗物资大多是购买而来ꎬ 不是来自中国的

援助ꎮ 中欧政府的态度则更加积极ꎬ 对中国的抗疫表示支持ꎬ 并感谢来自中国的

抗疫支持①ꎮ 此外ꎬ 由于深受西方媒体影响ꎬ 打着 “自由” “独立” “媒体监督”
等旗号ꎬ 中欧媒体对政府政策的批判性更加强烈ꎬ 所以一定程度上代表 (或者说

迎合) 并能影响民意的媒体ꎬ 其对华态度更加消极ꎮ 媒体的中国观更多地体现出

观念构建的特质ꎬ 能够对该国民众的中国观产生影响ꎬ 但这并不是民众的中国

观ꎬ 因此如果从媒体的中国观来判断其国家的对华态度乃至对华政策显然是不充

分、 不全面的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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