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第４１卷第１期 □２０１９年１月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１９

媒体报道框架与中国海外形象建构＊

———以柬埔寨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报道为例

□陈世伦，王一苇

［摘　要］　以框架理论为基础，根据“框架三层次”理论为方法视角，审视对柬埔寨主要三份传

统报纸上的“一带一路”的报道，透过框架内容分析揭示主流柬媒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框

架及其所建构出的中国国家形象。三个媒体的报道内容分析，说明中国海外形象建构与境外媒体

报道框架间的交互关系，进一步推论了不同媒体的框架差异对中国海外形象建设的不同影响及其

对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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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柬埔寨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在柬实施意见不同、反馈各异，在总体抓住机遇、加

速发展的时代潮流中，不乏些许忧虑、质疑，乃至反对的声音出现。因此，分析柬埔寨主要中英媒体对“一带

一路”的报道，探究不同柬媒的新闻框架及其建构起的“一带一路”形象，有利于把握柬埔寨社会对“一带一

路”的认知与态度，对于指引“一带一路倡议”在柬埔寨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中国学界对“一带 一 路 倡 议”沿 线 国 家 和 非 沿 线 大 国 的 舆 情 分 析 已 有 广 泛 研 究（夏 德 元，宁 传 林，

２０１８；何兰，马秀秀，２０１８；贾诗慧，张凡，２０１８；武文颖，郑佳，杨易灿，等，２０１７），关注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与

软实力建设的成果较多（曹然，２０１８；唐小松，景丽娜，２０１７；孟大伟，李呢喃，２０１７），但对各国媒体新闻报道的

框架立场与中国海外形象的关系研究尚处于初兴阶段且研究思路和方法各异。其中，黄慧（２０１６）通过测量

报道强度指数和正面报道指数反映阿拉伯媒体对“一带一路”报道的倾向性；朱桂生，黄建滨（２０１６）从文本、

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层面对美国《华盛顿邮报》进行了批评性话语分析；谢飞（２０１７）通过分析报道数量、

报道内容和报道情感倾向，探究影响俄罗斯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的因素。新闻传播学者多以框架理论

为基础对媒体报道内容进行框架的实证研究，但当前学界几乎没有涉及各国媒体“一带一路”报道框架的系

统研究。在仅有的一篇相关文献中，周萃，康健（２０１６）探讨了美国主流媒体如何为“一带一路”构 建 媒 介 框

架，但论证过程中初步将框架归类，系统的学术性论述稍显欠缺。另一方面，当前中、外学界少有对柬埔寨媒

体报道分析的系统研究，柬埔寨媒体与“一带一路”、柬埔寨媒体与中柬关系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也不多见。

传媒及其新闻报道对社会现象进行的选择和加工会根本的影响舆论与社会大众对特定议题的意见与评

价，因此通过检视国别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立场与内容，便可以理解个别国家舆论与民意对特定邦交国与

两国双边外交政策的社会评价基础，从而理解、评估特定邦交国在本地社会的国家形象建设基础。因此，“框

架理论”提供了用以理解不同媒体报道立场对他国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理论来源。当前国内外对框架理论

的运用多以臧国仁的相关成果为基础。结合新闻与公共关系的本土实践，臧国仁（１９９９：５１）分别从新闻工作

者、消息来源、新闻文本、公共关系等多种切入面发展了框架理论，并提出“框架三层次结构”。臧国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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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指的是“事件的抽象意义或主旨”；中层次“由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影响、归因以及评估七

个环节组成”；低层次指的是“框架的表现形式，由语言或符号组成”。就本文的研究对象来说，柬埔寨主流媒

体如何通过新闻报道建构中国“一带一路”形象，框架理论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同时理解媒体能动性与报道

内容差异的重要理论基础（Ｂａｔｅｓｏｎ，１９７２：１３８～１４８）。

为此，本文选取柬埔寨主流的三个媒体为基础：中文《柬华日报》、英文《柬埔寨日报》、英文《金边邮报》三

家柬埔寨主要中英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进行分析。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三家柬埔寨媒体对“一带一

路”的报道框架是怎样的，有何差异？在“一带一路”相关报道中，柬埔寨媒体在报道主题、报道结构、消息来

源、报道话语及基调等方面做出了怎样的选择？这些报道怎样反映“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柬双边关系互动，

又建构出怎样的“一带一路”海外形象？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对“带路倡议”提出前后的中柬关系和柬埔

寨媒体情况进行梳理，然后通过报道数量、主题、结构、消息来源、话语修辞等方面分析 三 份 报 纸 对“一 带 一

路”报道的高、中、低层次框架。通过对各层次框架的阐释性展示，归纳总结出三家媒体的报道框架和其建构

的“一带一路”海外形象，并对媒体报道中反映出的现象与问题进行了探讨与分析。

二、柬埔寨主要中英媒体对“一带一路”报道的框架分析及对比
根据研究设定，本研究选取金边最主要的三份传统报纸———《柬华日报》《柬埔寨日报》和《金边邮报》作

为研究样本，分别追踪自２０１５年４月８日至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１日期间（约２８个月），三家媒体对“一带一路”倡

议、丝绸之路经济带、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相关配套举措等相关内容的报 道。① 通 过 对 报 道 进 行 框 架 分

析，揭示“一带一路倡议”在各媒体上的呈现样态。在媒体选择上，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中国是“一 带 一 路 倡

议”的发起国，中文媒体如何塑造“一带一路”形象、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尤为重要。《柬华日报》作为柬华理

事总会的机关报，得到中柬政府官方的支持，在宣传中柬两国大政方针、经济贸易、交 流 与 合 作 上 最 具 权 威

性，在柬埔寨华人华社中最具影响力。在柬的国际性独立报纸既依附于柬埔寨社会，又 秉 持 西 方 化 报 道 理

念，具有“一带一路倡议”参与者和第三方的双重角色地位。被称为最强硬的英文独立报纸《柬埔寨日报》以

其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力道为民众熟知，《金边邮报》因其独特而全面的分析报道在柬埔寨乃至全世界订阅

量最多的柬埔寨新闻媒体，具有较大影响力。

（一）高层次框架分析

根据前述框架理论的高层次分析设定，笔者首先对三份报纸的报道数量进行排查统计。其中就报导数

量来看，在研究设定取样的时段中共采集到有效新闻样本１９６篇，其中《柬华日报》１６２篇，《金边邮报》３０篇，

而《柬埔寨日报》只有１４篇。尽管因不可控因素所限不能采集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整年样本，从现有样本中仍可

观察出，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年，三份报纸对“一带一路”的报道数量均逐年增加。另一方面，框架的定义可分为界

限和架构两种，前者指框架规范了人们观察事物、认知世界的取材范围，后者指人们借由框架诠释社会事件、

建构社会意义（Ｇａｍｓｏ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３７３～３９３）。对报道主题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出媒体报道的高层次框架。

基于框架理论对内容的界定与讨论，笔者将收集到的报道资料根据其主题与内容可以细分为六个类别：（１）

定义介绍；（２）经贸建设；（３）社会文教；（４）高层活动；（５）反应评价；（６）意图挑战。

整体来看，三家媒体报道的共同点均较为忽视定义介绍主题，着重于反应评价主题。这反映出柬埔寨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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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样本采集上，作者通过逐篇浏览、关键词 搜 索 的 方 式 在 三 家 媒 体 的 官 方 网 站 挑 选 出 以“一 带 一 路”“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报道作为样本。在《柬华日报》网站中没有关键词检索功能，因此笔者通过逐篇浏览挑选

出样本。在《柬埔寨日报》和《金边邮报》网站中笔者分别以“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ＡＩＩＢ”“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为

关键词搜索得到样本。在时间选取上，笔者基于以下考虑与情况限制：首先，虽然习总书记于２０１３年便提出共建“一带一路”，
但“一带一路”在柬埔寨推行的具体影响及相关讨论存在一定的时效延迟，相关报道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并不多见；其次，笔者在进

行样本搜集时，《柬华日报》网站未收录２０１５年４月８日之前的报道；加之此研究从２０１７年６月开始筹划，９月初完成资料收

集，固选取２０１５年４月８日至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１日这一时段的报道为分析样本。



体报道的整体取向，也不难理解其中的逻辑：自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历经几年时光，各媒体已默认

读者对“一带一路”有了基本的认识，将政策定义默认为常识性信息，从而几乎不再对“一带一路”进行系统界

定和阐释；而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的实施有了越来越多的实感，因此各媒体对社

会反应与评价投入了更多关注。

表１　三份报纸对“一带一路”报道的主题及其占比

媒体主题 定义介绍 经贸建设 社会文教 高层活动 反应评价 意图挑战 总报道件数

柬华
日报

篇数 ２　 ２４　 ３２　 ５８　 ４５　 １　 １６２
占比（％） １．２　 １４．８　 １９．８　 ３５．８　 ２７．８　 ０．６　 １００

柬埔寨
日报

篇数 ０　 ２　 ０　 ３　 ５　 ４　 １４
占比（％） ０　 １４．３　 ０　 ２１．４　 ３５．７　 ２８．６　 １００

金边
邮报

篇数 １　 ８　 １　 ４　 １３　 ３　 ３０
占比（％） ３．３　 ２６．７　 ３．３　 １３．３　 ４３．３　 １０　 １００

从表１分别来看，三家媒体对“一带一路”报道的主题亦不尽相同。《柬华日报》对高层活动（３５．８％）和反

应评价（２７．８％）的主题最为关注，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意图和面临的挑战则几乎不提。《柬华日报》作

为柬华理事总会的机关报，同时也是中宣部的海外分支，积极报道高层活动，尤其是中国高层与柬华理事总

会及下设机构的互动动态，在发挥官媒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了中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倡议与重视，起到进

一步宣传和鼓舞作用。《柬华日报》较多的选择反映中柬社会各界积极抓住机遇响应“一带一路”、中国商人

旅柬寻商机的反应和支持看好的评价，回避对更深层次的意图和挑战主题的报道，努力建构“一带一路”的正

面形象。在经贸建设和社会文教报道中，《柬华日报》更为侧重报道社会文教主题，通过大量文化、教育、慈善

方面的报道促进中柬文化共荣、民心相通方面的宣传，强调“一带一路”的人文层面，但并不意味着该报轻视

经贸建设主题，只是经贸建设镶嵌在高层活动主题报道中，成为表现高层访问、与会成果的次级主题。

《柬埔寨日报》的报道主题更倾向于反应评价和意图挑战方面，其采用分析性报道体裁，集中于“一带一

路”对柬埔寨社会的影响、对“一带一路”的评估、“一带一路”背后中柬的各自动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

问题和负面影响等内容的分析，多次提到柬埔寨对中国资金的严重依赖和监督缺失，以及柬对中作为政治回

报的南海、台湾等政治交易，展现出其国际性独立媒体的尖锐视角。《金边邮报》主要报道了反应评价和经贸

建设主题，着重描述中国商人借助“一带一路”东风在柬埔寨发展、合作的现象。《金边邮报》同样对意图挑战

主题有一定报道，涉及中柬之间“金钱换支持”的交易和对中国投资项目完成度的质疑。值得注意的是，两份

英文报纸均忽视了对社会文教主题的报道，《金边邮报》仅有的一篇也只是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探讨，并没

有引回到“一带一路”溯源的相关话题中，可见两家英文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文化层面相对缺乏关切，对“一

带一路”的主要关注焦点仅停留在经贸倡议的层次。

（二）中层次框架分析

根据框架中层次结构的七种分类，将本研究所采集的报道样本内容加以分类，七种结构具体含义如下：

主要事件指“一带一路”在中柬两国的高层互动进程和建设合作进展；先前事件指发生在“一带一路”之前又

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事件；历史指发生在“一带一路”之前且有间接因果关系的事件；结果指“一带一路”推进的

成果及各方反应；影响指“一带一路”推行造成的间接效应；归因指对“一带一路”中国倡议及中柬互动意图的

推论；评估指对“一带一路”看好与否或赞成与反对的态度。

从表２可看出三份报纸对“一带一路”的报道都侧重于主要事件，尤以《柬华日报》的主要事件报道占比

最高，达５６．２％，两份英文报纸也均占到４０％以上。但结合报道的主题和具体内容来看，三家媒体的主要事

件在具体报道上方向不同。《柬华日报》的主要事件报道主要集中在国家高层活动主题，体现为高层互访、推

介会召开、政府代表团到柬考察等事件的即时消息和通讯稿件的形式，文本结构统一为介绍事件基本信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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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中柬双方代表表达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态度的发言，通过面会时各方的公开态度表现出官方层面中国

政府对“一带一路”推行的高度重视、柬埔寨政府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支持和以柬华理事总会为代表的侨团

对“一带一路”的响应与拥护。《柬埔寨日报》突出主要事件时同样偏向于对高层活动的报道，但在报道事件

基本信息的同时会加入形势背景、相关先前事件或分析人士的评论作为主要事件的二级议题，呈现各方利益

情况，其思路大致可概括为以报道高层互访等活动为依托暗引出中柬官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政治互利。

《金边邮报》报道的主要事件侧重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各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柬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建设

等具体行动的协议签署和建设进程，着眼于具体项目和措施的落实层面，一事一报，通过事实情况展现“一带

一路”经贸合作热潮。

表２　 三份报纸对“一带一路”报道的结构及其占比

媒体结构 主要事件 先前事件 历史 结果 影响 归因 评估 总计

柬华
日报

篇数 ９１　 ０　 １　 ５７　 ３　 ０　 １０　 １６２
占比（％） ５６．２　 ０　 ０．６　 ３５．２　 １．９　 ０　 ６．２　 １００

柬埔寨
日报

篇数 ６　 ０　 ０　 ２　 ０　 １　 ５　 １４
占比（％） ４２．９　 ０　 ０　 １４．３　 ０　 ７．１　 ３５．７　 １００

金边
邮报

篇数 １３　 １　 １　 ８　 ３　 １　 ３　 ３０
占比（％） ４３．３　 ３．３　 ３．３　 ２６．７　 １０　 ３．３　 １０　 １００

三家媒体的结果报道在报道结构中也占较大比重，《柬华日报》和《金边邮报》的结果报道分别占比３５．

２％和２６．７％，仅次于主要事件结构排位第二，《柬埔寨日报》的结果报道在报道结构中位居第三位。结合具

体内容看，《柬华日报》和《金边邮报》在结果报道中均关注“一带一路”提出后、推行中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

的相关反应，主要报道中国企业响应“一带一路”、抓住机遇、借“一带一路”东风在柬埔寨投资建设的热潮；而

《柬埔寨日报》则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指出柬埔寨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投资热门地产生的直接社会影

响。此外，《柬华日报》还在结果报道中报道了“一带一路”具体项目落实后取得的经济成果、群众反应和社会

效益，以及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而施行的民间文化交流演出和公益慈善活动。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评估结构在《柬华日报》中占比较小（６．２％），却在《柬埔寨日报》中位居报道结构第

二位（占３５．７％）。根据数据显示，《柬华日报》并非不注重评估报道，其评论性语言大多镶嵌在主要事件报道

时引用的各方态度中。综合所有报道样本来看，《柬华日报》的一个特点是评论性文章、深度报道缺失，报纸

态度和观点则通过报道主要事件的消息和通讯间接表达。在报道事件中结合各方公开发言和具体细节展现

中柬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政经互动，在事实报道中实现对“一带一路”的评价，便会引导受众自主获取报道

悄然设定的倾向和结论。而《柬埔寨日报》的评估报道占很大比重，且均是援引多方意见的评论性文章，其评

价跟《柬华日报》体现出的倾向截然相反，总体上表达对“一带一路”给柬埔寨带来的政治、经济、环境风险的

质疑和对柬埔寨在政治、援助等方面过于依赖中国的批评。

主观性最强、最能反映媒体态度的除了评估结构还有归因结构，其通过提供背景资料和相关论述明示或

暗示受众对“一带一路”中国倡议及中柬互动的意图进行推论。《柬华日报》在报道中回避了此结构，而两份

英文报纸均选择了这一结构，且《柬埔寨日报》在其主要事件报道中也出现了作为次级议题的中柬意图归因

分析。《柬埔寨日报》的归因指向中柬互动中的政治因素并多次提到南海争端。《金边邮报》在归因报道中指

出，中国承诺增加对柬埔寨的投资，以换取柬对中在东南亚地区政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

（三）低层次框架分析

低层次框架分析便是具体分析报道文本的语言与符号，呈现出框架的表现形式，而新闻媒体通过选择和

重组机制，对消息来源的意见进行排除和排序，呈现出符合其框架的新闻语言，从而再现社会真实。鉴于这

一互动关系，笔者通过消息来源和话语修辞两个层面来考察低层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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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消息来源。框架理论认为，新闻记者选择不同的消息来源是为了展现不同的框架，而消息来源也会建

构符合框架的话语内容以供媒体接受。因此，分析消息来源的种类和立场展现各媒体的报道框架（Ｖｏａｋｅｓ．
Ｐ．Ｓ．，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因此笔者将三家媒体援引的消息来源划分为政府官方、①企业组织、②专家学者、平民、媒
体、模糊消息源六大类，并具体根据国籍进行中、柬、第三方的小类细分。统计过程中同一消息来源在同一篇

报道中重复出现者只记一次。
从表３分析发现，三家媒体对“一带一路”报道的消息来源均较为多样，但分布比例各有特色。《柬华日

报》的消息来源几乎全部依赖企业组织（５４．９％）和政府官方（４１．７％），而其中企业组织消息源主要为柬华理

事总会、柬埔寨中国总商会及其下设团体，显示着官方对《柬华日报》的巨大影响，同时也是该报作为机关报

的信息权威性和政治性的体现。中柬官方消息来源大致持平，中方稍多，既体现《柬华日报》媒介话语中中国

官方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者的主体角色，又符合该报作为柬媒立足柬埔寨的属性。企业组织消息源是

“一带一路”经贸建设中的核心参与者、建设者，《柬华日报》更多选择中国公司组成的访柬代表团和中国籍旅

柬商人组成的社会团体作为报道的信息来源，呈现出中国企业抱团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框架。
但专家学者、平民和媒体信源都较为缺失，均表达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可看出该报报道信源相对单一，官方

色彩浓厚。

表３　 三份报纸对“一带一路”报道的消息来源统计

消息来源　　　　
　　　　　　媒体

柬华日报
篇数

柬埔寨日报
篇数

金边邮报
篇数

政府官方

中国 ７７　 ３　 ３
柬埔寨 ７０　 １４　 １８
第三方 １　 ０　 ０

总计／占比 １４８／４１．７　 １７／２８．３　 ２１／３１．３

企业组织

中国 １３１　 ５　 １９
柬埔寨 ６０　 ４　 ９
第三方 ４　 ８　 ９

总计／占比 １９５／５４．９　 １７／２８．３　 ３７／５５．２

专家学者

中国 ３　 ２　 ０
柬埔寨 ２　 ３　 ２
第三方 １　 １２　 １

总计／占比 ６／１．７　 １７／２８．３　 ３／４．５

平民

中国 １　 １　 ０
柬埔寨 ２　 ２　 ０

总计／占比 ３／０．８　 ３／５．０　 ０／０

媒体

中国 ０　 ２　 １
柬埔寨 ０ ０ ０
第三方 ０　 ０　 ３

总计／占比 ０／０　 ２／３．３　 ４／６．０
模糊 总计／占比 ３／０．８　 ４／６．７　 ２／３．０

总数 ３５５　 ６０　 ６７

２５１

陈世伦，王一苇媒体报道框架与中国海外形象建构

①

②

政府官方信源包括中柬各级政府及其官员，以及政府发布的文件、声明、会议决议等文本。
企业组织信源包括中柬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等及其代表人。



分别来看，《柬埔寨日报》信源选择分布较为广泛，政府、企业、专家三类消息来源各占２８．３％。三类信源

的平均分布看似不偏不倚，与其自身宗旨的设定相符，但具体分析信源的国籍和态度倾向，则可以寻出个中

端倪。首先，从官方信源方面来看，该报更倾向于选择柬埔寨官方信源，且引用的柬埔寨官方话语仅表现为

政策或项目的宣布与声明，引语中不带有评论态度和感情倾向。第二，在企业组织信源中，尽管中柬企业组

织才是“一带一路”的真正参与建设者，该报却更多选取第三方国家的公司机构对亚投行、“一带一路”框架下

的中柬互动等进行局外人评估，传递出“一带一路”为柬埔寨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及发展合作的更多挑战。第

三，在专家学者信源的选择上，第三方国家的专家信源远远多于来自中柬的学者声音。该报更加倾向于援引

来自美、澳等西方国家研究者的观点并将主旨落脚点置于西方学者的观点之中，无形中屏蔽了当事国专家的

评价。即使通过平衡的手段将各方观点同时呈现，依然不免涉及观点陈列先后的问题，更何况通过前文分析

可以看出，《柬埔寨日报》的评论性信源选择有明显的第三方即西方倾向。此外，该报选择的两个媒体信源均

来自中国，通过中国媒体获取中柬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互动合作的权威信息。该报平民消息源中柬埔寨平

民的声音表达了对水电站建设的强烈反对和痛苦感受，而正相反《柬华日报》中的柬埔寨村民则表达了对乡

村供水项目的真诚感激。该报模糊消息源以“批评人士”等词汇出现，协助记者表达观点。

《金边邮报》的消息来源主要为企业组织和政府官方，同时也兼顾专家学者和媒体。排位第一的企业组

织消息源占５６．１％，其中中方企业最多，不同于《柬华日报》以团体组织为主，也不仅局限于中柬两国的公司，

该报选取了来自中国、柬埔寨、新加坡、斯里兰卡等国个体公司的声音，报道了各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抓紧机遇在柬投资合作的倾向与行动。排位第二的政府官方消息源占３１．３％，其中中国官方消息来源较少，

以柬埔寨官方消息源为主，主要通过柬埔寨政府宣布或证实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柬埔寨获得的具体资金

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信息。《金边邮报》选取的媒体信源分别来自美国、斯里兰卡和中国香港，与其

官方信源作用相同，用于传达事实性信息。在专家学者类消息源中，《金边邮报》选择了两位柬埔寨学者和一

名菲律宾专家，通过对“一带一路”与柬埔寨投资环境的分析传递出较为中立的分析意见和评论。此外，该报

的模糊消息源均为“分析人士”，并位于报道开头位置，其话语修辞策略为通过引述的评论性话语奠定报道基

调并引出报道话题。

２．话语修辞。对新闻话语进行分析时，特定话语表达与词汇采用则攸关不同媒体对表述立场的根本思

维。因此笔者将分析媒体对“一带一路”的表述用语、报道中着重强调的关键词和体现报道基调的特别用语，

展现三家媒体报道的低层次框架结构。２０１５年９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协同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首

次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英文译法进行了规范。① 而在此官方英译发布后，两家英文柬媒仍使用了多样的表述

用语，如下表４所示。

首先，在两家媒体的报道文本和引述文本中，所出现的少量标准官方英译几乎均来自中国官方，媒体记

者和来源于多国籍多领域的消息来源则更多使用“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直译“一带一路”，两种不同的翻译混

用使报道中概念混乱、缺乏连贯性，也反映出在对外传播中“一带一路”的中国官方英译在海外媒体报道中并

未起到明显的规范作用。第二，对于“一带一路”进行界定的词语选择，除了“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外，两份报纸还使用了

不具感情色彩的“ｐｌａｎ”和强调政治逻辑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ｏｌｉｃｙ”等词语，相对于中国外宣中的“国际倡议”，柬媒

话语中的“中国的外交战略”显然更加复杂多面。第三，在表述“带路倡议”时的解释性词语均为“ｔｒａｄｅ”“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等经济类词汇，也正呼应其报道主题的选择中缺乏社会文教交流的现象，两家柬埔寨英文媒体对“一

带一路”的认识和展现只停留在经济联系的层面。

三家媒体报道中着重强调的关键词和体现报道基调的特别用语各有不同，分别体现出不同的低层次框

架。《柬华日报》对“一带一路”报道中，关键动词有“积极响应”“主动融入”“热烈欢迎”等，传达出中柬各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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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 带 一 路”终 于 有 了 官 方 英 译：简 称“Ｂ＆Ｒ”》，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３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ｎｒ．ｃｎ／ｎａｔｉｖｅ／ｇｄ／２０１５０９２３／

ｔ２０１５０９２３＿５１９９５１９０６．ｓｈｔｍｌ。



“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和高度认同。关键名词有“发展契机”“巨大机遇”“大好形势”“友好合作”“互利共赢”

等，呈现出《柬华日报》对“一带一路”建构出的合作互利、发展共赢的意义框架。该报整体报道基调 积 极 正

面，极少量采访性报道提出了对中柬共建“一带一路”的良性建议。

表４　两份英文报纸对“一带一路”的表述用语①

柬埔寨日报 金边邮报

Ｃｈｉｎａ’ｓ‘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ｔｈｅ“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Ｃｈｉｎａ’ｓ‘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ｓ　ｉｎｉｔｉ－
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ｌａｎｓ；
ｔｈｅ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ｈｉｎａ’ｓ“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Ｃｈｉｎａ’ｓ“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ｉｔ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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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ａ’ｓ“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ａ’ｓ］‘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　ｐｌａ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ｅａ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Ａｓｉａ，Ａｆｒｉｃａ，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ａ　ｒｏｕ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ｒｅ－
ｇ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ｎ　ａ　ｒｏｕｔｅ　ｅｘｔｅｎ－
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ｏｎｗ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ａ’ｓ“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ｔｒａｄ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ｉｎａ’ｓ“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ｐｏｌｉｃｙ

《柬埔寨日报》在报道“一带一路”时落脚于评价，在引述信源信息时通常使用“ｓａｉｄ”等中性动词，而在文

本中使用“ｒｉｓｋｓ”“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ｍｏｔｉｖｅｓ”等体现报道主旨和倾向的关键名词，揭示出“一带一路”框

架下柬埔寨经济社会面临的风险和负面影响，以及中柬互动的利益与动机。该报整体报道基调以中立报道

和挑战性报道为主，有少量负面报道。与《柬华日报》的积极赞扬截然相反，该报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十分保

守，事件报道中持中立态度，分析性报道中则表达了“警告风险”“担忧危害”“判断为时过早”的态度。

《金边邮报》对“一带一路”的报道中多次使用“ｌａｕｎｃｈ”（６次）、“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４次）等关键动词，与其主题相

关，展示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行动的建设落实进程。在名词方面，该报使

用“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ｉｇｎｓ”等词解释报道中的项目建设的动因，也使用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ａｖｏｒｉｔ－

ｉｓｍ”等词和相关背景铺垫从宏观上对中柬密切互动进行了综合分析。总体来看，《金边邮报》的报道基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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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４列出从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３日～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１日两家英文柬媒对“一带一路”的所有表述用语，自上而下按报道时间

顺序排列。



对中立，但其中部分报道有企业广告的嫌疑。

三、从框架内容看近年中国在柬的动态国家形象建构过程
（一）报道框架及其建构的“一带一路”政策形象

就前述研究数据与分析结果来归纳，面对“一带一路”日益推进、中柬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互动日渐

深入的事实，各媒体通过选择不同倾向的报道主题、报道结构、消息来源、报道话语及基调进行了相关报道，

重组再现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柬推行的公共情境，建构起“一带一路”的在柬形象。经上文分析，三家柬埔寨

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框架各不相同，“一带一路”在不同的媒体报道中呈现出不同的形象特征。

１．《柬华日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宣传。《柬华日报》是柬华理事总会的机关报，作为中国海外官方

华文媒体，该报在研究界定的时段内对“一带一路”进行了１６２篇报道，通过大量宏观、官方的宣传式报道努

力建构出“一带一路”合作共赢、欣欣向荣的形象。该报的高、中层次框架相互呼应，主题和结构选择相伴相

生。该报主要侧重于对高层活动主题的主要事件报道，包括高层互访、推介会召开、政府代表团到柬考察等

事件。同时侧重于对反应评价主题的结果报道，报道了中柬社会各界积极抓住机遇响应“一带一路”反应和

支持看好的评价、“一带一路”具体项目在柬落实后取得的成果和效益以及为响应“带路倡议”而施行的促进

中柬文化共荣、民心相通的社会文教交流活动。该报较少使用主观性强、能反映媒体态度的评估结构和归因

结构，回避了对“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柬互动的意图与挑战主题的评述。

通过对该报低层次框架分析发现，该报的消息来源相对单一。该报报道中着重强调的关键词传达出中

柬各界对“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和高度认同，从宏观和官方角度建构出“一带一路”合作互利、发展共赢的意

义框架，整体报道基调积极正面。通过如上框架建构，《柬华日报》呈现出的“一带一路”是一个中柬官方高度

重视、地方积极践行、民间抱团响应的合作发展倡议。该报主要面向柬埔寨华人华侨等受众，可推断其意旨

在广泛宣传“一带一路倡议”，鼓励更多在柬侨商积极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参与发展建设。

２．《柬埔寨日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估与质疑。《柬埔寨日报》以柬埔寨最强硬的英文独立报纸广为

民众熟知，在研究界定的时段中该报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只有１４篇，在三份报纸中样本数 量 最 少，但 其 对

“一带一路”在柬推行的评估、质疑和负面批评报道却数量最多。该报的报道框架可被归纳为评估与质疑框

架。在高层次主题的选择上，该报倾向于反应评价和意图挑战主题，多采用分析性报道体裁，集中展示了对

“一带一路”的评估、对“一带一路”背后中柬的各自意图的论述和对“一带一路”在柬推行的影响的质疑和批

评，角度尖锐。从中层次结构来看，该报在报道官方互动等主要事件时会加入形势背景、相关先前事件或分

析人士的评论作为主要事件的二级议题，以报道高层互访等活动为依托暗引出中柬官方在“一带一路”框架

下的政治互利。在评论性文章中援引多方意见，表达对“一带一路”给柬埔寨带来的政治、经济、环境风险的

质疑与批评。在结果报道中则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指出柬埔寨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投资热门地产生

的直接社会影响。

通过对该报的低层次框架进行分析显示该报信源大类分布平均，但具体信源国籍和态度倾向选择微妙，

究竟是否“无所偏爱”、中立客观还有待商榷。该报使用大量带有较强挑战性和目的性意义的关键词，将报道

落脚点引导至风险、负面影响、意图动机等中心主旨。该报在事件报道中持中立态度，分析性报道中则表达

了“警告风险”“担忧危害”“判断为时过早”的态度，整体报道基调以中立报道和挑战性报道为主，偏向负面。

《柬埔寨日报》通过评估与质疑的报道框架，建构出“一带一路”复杂未知的形象。

３．《金边邮报》视“一带一路”倡议为机遇与进程。《金边邮报》因其独特而全面的分析报道在柬埔寨乃至

全世界收获大量读者，具有较大影响力。在研究界定的时段内，该报通过３０篇报道对“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中柬经贸合作的机遇、进程和因果进行了相对中立的呈现。

从高层次主题方面看，该报主要报道了反应评价和经贸建设主题，着重描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各国商人

借助“一带一路”东风在柬埔寨发展、合作的现象。在意图挑战主题中，该报对中国投资项目完成度表达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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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在中层次结构的选择上，该报侧重于主要事件和结果报道，呼应其主要报道主题，着眼于具体项目和措

施的落实层面，通过事实情况展现“一带一路”带来的经贸合作机遇与热潮。在低层次框架的建构上，该报的

消息来源主要为企业组织，不仅局限于中柬两国的公司，该报选取了来自中国、柬埔寨、新加坡、斯里兰卡等

国个体公司的声音，报道了各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抓紧机遇在柬投资合作的倾向与行动。该报选取

的政府官方消息源的媒体信源均用于传达或证实具体项目行动的事实性信息。该报也兼顾了专家学者类消

息源，通过对“一带一路”与柬埔寨投资环境的分析传递出较为中立的分析意见和评论。该报使用的关键词

汇同样印证其主要主题与结构选择，展示了项目行动的进程与前因后果。总体来看，该报的报道基调相对中

立，通过机遇与进程框架建构出“一带一路”获得各方积极响应和推动，以中国为代表的各国企业在柬埔寨抓

住机遇积极建设投资合作的境况。尽管在开展过程中会遇到些许挫折与挑战，但依然对“一带一路”在柬落

实表现出积极的期待。
（二）报道反映出的现象与问题

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海外华文媒体如何塑造“一带一路”形象、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显然是

中国国家海外形象建设的门面工程。“一带一路倡议”在柬推行过程中，作为中国海外官方华文媒体的《柬华

日报》便自然挑起宣传倡议、引导舆论的大梁。然而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柬华日报》的报道框架和传播

策略尚存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
第一，该报报道形式单一。报道体裁主要为即时消息和通讯稿件的形式，１６２篇样本中只有３篇人物专

访的报道使报道形式稍有变化，评论性文章、深度报道相对稀缺。主要事件和结果报道占比约９０％，而这两

种报道格式固定表现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高层互访、推介会召开、政府或企业代表团到柬考察等事件的

基本信息，第二部分引用各方对“一带一路”表达积极态度的公开发言与表态。如此“套用”标准格式的报道

缺乏创新性，文风过于生硬，较难引起受众阅读兴趣和共鸣，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该报记者中文欠佳、专业性

不足。第二，该报信息来源单一，政府官方和企业组织的信源总占比约９７％，而专家学者、平民和媒体信源都

较为缺失，官方色彩浓厚。作为官方媒体，该报从宏观角度传达大政方针、呈现“一带一路”顺利推进进程和

积极意义固然无可厚非，但报道维度未免过于单一。对于中国海外国家形象的建设来说，《柬华日报》可以通

过专家学者等消息源为受众呈现更多元化的政策解释和专业性分析，通过有说服力的传播对社会舆论中的

挑战性话语进行解释和化解。
相较而言，两家英文媒体在以上两方面安排得更加周全，在报道形式和官方、民间信源大类的选择上都

能较好地做到表面平衡，这种表面上的平衡带来的多样性足以获取更好的受众评价，展示了其聪明的媒体经

营和传播策略。但经深入分析发现，两家英文媒体的评论倾向、大类信源下的具体选择包含颇多玄机，为传

递大量挑战性乃至负面的评价与话语提供了载体。辩证地吸收和反思这些意见与评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

“一带一路”更顺利推行。此外，两家英文媒体报道反馈出的框架与文本展示出柬埔寨社会对“一带一路”的

认知尚存不足。不同概念名称翻译的混用体现了柬埔寨对“一带一路”的基本认知缺乏规范性和连贯性，也

反映出在对柬传播中“一带一路”的中国官方英译规范力较弱。另一方面，无论是表述“一带一路”时的解释

性文字，还是对“一带一路”报道的主题选择，两家媒体均集中于经济联系的方面，却缺乏对社会文教交流的

关注。换言之，报道只关注了“五通”中的前四通，却忽视了同样重要的“民心相通”部分。
通过本文对柬埔寨主要中英媒体报道的框架展示，可以看出，在中柬官方的亲密对接之下，柬埔寨社会

各界对“一带一路”在柬实施的意见反馈各不相同，而不同媒体的受众也在不同媒体的框架立场与报道引导

下对中国，乃至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公民等产生了不同的亲疏远近。尽管柬埔寨社会总

体处于抓住机遇、加速发展的潮流之中，但依然存在忧虑、质疑的声音。事实上，中柬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

下互动合作的过程中，社会舆论必然会多元而复杂，一边倒的叫好是不可能的。直面 社 会 反 馈 出 的 负 面 声

音，吸纳疑虑与批评性意见，并进行合理的话语解释和适当的行为修正，是中国推行和传播“一带一路”过程

中不能回避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　郭云涛］　［专业编辑　程　瑜］　［责任校对　石彬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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