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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ttitude of The Australian, a mainstream newspaper 
in Australia, towards China, the factors that caused the change of attitude and 
the shaping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by reading the China-related reports 
in it. Analyzing the data,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newspaper’s China-related 
reports are mainly negative reports, and the fundamental reason lies in the 
different national interests of Australia and China, which leads some reports 
going against China’s idealized image of a big country. In the en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overseas im-
age, hoping to help and draw lessons from the future research on the shaping 
of it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rmation of a more positive overseas im-
ag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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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机对华掀起了一轮

声势浩大的污名化浪潮。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多点爆发，对华污名化逐渐

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动机政治化、内容复杂化的特征[1]。2020 年 1 月 29 日，

澳大利亚《先驱太阳报》(Herald Sun)刊登了一张红色口罩的图片，下面写着

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同时故意将混乱(Pandamonium)误拼为“熊猫地狱”

(Pandemonium)；2020 年 2 月 3 日，《华尔街日报》刊发了题为“中国是真

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文章；同月，德国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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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明镜周刊》一期的封面为手持红色苹果手机的亚裔男士，同时配有新

型冠状病毒是“中国制造”的文字[2]。 
2020 年至 2021 年期间，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转变与传播媒体的报导对中

国国家形象的塑造造成了影响。国家形象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

象和声誉，以及国家的文化、历史、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价值观

等方面所展示出来的特征和形象，是一国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与此国家在

世界舞台的被认可度、话语权与影响力等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美国政

治学家布丁(Boulding, K.E.)将国家形象定义为：“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

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的结

果，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3]。他强调国家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

性，同时将国家形象视为一种信息资本，可以影响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声誉和影响力，突出了国家形象的价值和重要性。 
由此可见，国家形象构建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家

形象的塑造主要通过“自塑”与“他塑”，他国媒体对特定国家的总体评价

作为“他塑”的渠道之一，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时期，构筑正向且积极的国家形象是一项必要且重要的任务。海外的传

播媒体在我国的国家形象建立与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通过选择性

报道、语言表达和视角选择等方式，对外界传递关于本国的观点、价值观和

形象印象，引导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和评价。当国内出

现危机或负面事件时，国际媒体的报道与评论可能会加剧危机的影响范围，

对中国的国家形象的构建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危机时期的媒体管理和危机

公关非常重要。2020 至 2021 年是中国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分析这一时间

段中的澳大利亚主流纸媒《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的涉华报道是有

必要的。 
本文主要采用数据分析方法，根据关键字检索《澳大利亚人报》在新冠

疫情期间的涉华报道，对其 2020 至 2021 年与中国疫情相关的报导进行倾向

性分析，研究该报在澳政府态度发生剧烈转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探究澳

大利亚对华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同时我们还将对该报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进

行分析，对海外中国正面形象的建构和传播提出建议，希望可以对未来中国

海外形象的塑造研究起到帮助与借鉴，促进文化交流和跨国间的理解，有助

于形成一个更加正向积极的中国海外形象。 

2. 报道样本分析 

2.1. 报纸简介 

《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是澳大利亚一家全国性日报，1964 年

创刊，隶属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总部位于悉尼。该报平日版的发行量为 13
万份，拥有读者 40 多万，周末版发行量为 32 万份，读者达 90 多万人。2017
年 9 月，该报推出中文版，也是第一家拥有中文网站的澳大利亚全国性日报，

体现出对于中国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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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汇总与分析 

笔者以“中国”和“冠状病毒”为关键词，检索了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该报的新闻报道，共筛选出 109 篇进行数据分析。其中 2020 年

的相关报道为 80 篇，2021 年 29 篇。 
一个媒体的主要报道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主体性报道和指向性报道两类。

主体性报道就是无所谓“好坏”的事件，也就是对事实的报道陈述，我们在

此称其为中立报道；指向性报道是有着明显倾向性的报道，也是一个媒体的

报道内容被定性为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的主要依据[4]。马兰学者认为：“新

闻报道的倾向性是指显现或隐藏在新闻报道中的新闻工作者本人或新闻机构

本身的观点和态度。”[5]赵浩学者认为：“新闻的倾向性是指新闻者在报道

或评述新闻事实时所表现出的特定的立场和思想倾向。即在政治上拥护什么，

反对什么；思想上赞成什么，排斥什么。”[6]无论如何，新闻报道是对客观

世界的反应，其过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作用，新闻报道出现倾向性不可

避免。 

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没有好坏之分，只是在一定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形成

的适合不同情境的报道方式，作为两个相对的含义，都有各自存在的合理性。

一个报道对于一类人来说是正面的，至少是正义的，而对于另外一类人——

尤其是被批评的当权者——来说，是负面的[4]。 
本文对报道倾向的分析采用三个衡量尺度：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和中性

报道。正面报道是指在一篇文章中主要报道积极的事件或一个事件中积极的

一面，负面报道是指主要报道消极的事件或一个事件中消极的一面；中性报

道是客观陈述，全面观察[7]。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对报道倾向的区分并不单纯以报道主题、事件作

为标准，并不是反映困难、问题的就是负面报道，而是从报道的角度是否公

正、客观、准确，是否在根本上有利于中国发展进行分类。例如，本文将报

道“疫情令中国市场‘陷入僵局’”的文章列为正面报道，虽然其反映了中

国经济面临艰难挑战，但高度肯定了华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的作用，

这有利于展现中国在该问题上的进步。 

经过数据统计后发现，负面报道占了绝对的比重。例如，在 2021 年《澳

大利亚人报》中，一篇报道的题目为“专家：中国本可以‘更有力’地实施

公共卫生措施世卫行动过慢”，从标题用词的语气感知来看，这篇报道带有

负面情感色彩，后续进行内容阅读可以作出定性判断；再例如在一篇关于疫

苗进展的报道中，可以明确看到澳方对中方用“掩盖”、“质疑”、“辩护”

等带有明显负面倾向的词语来形容，我们将其归纳为负面报道。 

除负面报道外，剩下的报道几乎对中国保持中立态度。例如，在标题为

“全球抢注射疫苗累计已施打超过 20 亿剂”的报道中，通过对报道的阅读发

现主要是数据的客观描写，诸如全球接种疫苗的人数，中国接种疫苗人数最

多等，多以客观叙事的角度进行报道，让受众更加及时、全面地了解疫苗接

种进展，基本可以将报道定性为中立。 
此外，少许的正面报道内容集中在对中国抗疫行动成果的展示、对海外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10717


J. S. Yao, W. Y. Li 
 

 

DOI: 10.4236/oalib.1110717 4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的援助、以及国内外人士对中国抗疫行动的认可。在“北京达成协议出售 5.5
亿剂中国疫苗”报道中，媒体赞扬中国生产疫苗速度快，肯定中国的行为，

正面倾向表达直接，塑造着正面的中国形象。 
由此，我们参照上述标准对 2020 年至 2021 年《澳大利亚人报》有关中

国疫情的报道进行倾向性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在 2020 年《澳大利亚人报》筛选出的 80 篇有关中国疫情的报道中，从

涉华报道的倾向上看，负面报道有 39 篇，中立报道有 34 篇，正面报道有 7
篇。2021 年《澳大利亚人报》有关中国疫情报道较少，筛选出的 29 篇相关报

道中，负面报道有 12 篇，中立报道有 13 篇，正面报道有 4 篇。图 1 为《澳

大利亚人报》相关报道的立场分布。 
综上，疫情期间《澳大利亚人报》以负面报道为主，占比 46.8%；中立

客观的报道也不在少数；但该报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数量极为有限，仅为 11
篇，占比 10.1%，甚至不到负面报道数量的半数。 

2.3. 原因分析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人报》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占多数，其中态度为积

极的文章主要出现在 2020 年上半年。究竟是何原因造成疫情期间《澳大利亚

人报》对中国报道的态度转变至以非正面形象为主，我们提出以下观点。 
2020 年上半年，疫情爆发初期，《澳大利亚人报》高度评价中国应对疫

情的力度和透明度，部分报道甚至直接在标题中就已表明对中国防疫措施的

认可，例如“WHO 专家团肯定中国防疫警告新冠肺炎恐延续数月”。他们

认为，中国采取果断措施防控疫情，充分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相信中

国有能力战胜疫情、渡过难关。 
而随着全球疫情愈演愈烈，有些国家开始通过疫情起源、病毒追责等问

题展开讨论，想借机转移其国内疫情矛盾。《澳大利亚人报》在 2020 年 4 月

中下旬的报道中称，澳总理莫里森、外长佩恩、卫生部长亨特等集体表态要

对中国疫情处置和信息发布等情况进行“国际独立调查”，不顾中方多次的

反对和抗议。此时澳方立场看上去异常坚定，大有不惜牺牲澳中关系为代价，  
 

 
图 1. 2020~2021 年《澳大利亚人报》报道中国立场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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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跟随美国“甩锅”中国的步调，澳中关系发生了急转直下式的改变。此

时的《澳大利亚人报》中关于中国的报道，也出现了“隐瞒”“监管不严”

等字眼。 
澳大利亚为何力挺美国？根本原因在于澳大利亚认为与美国合作能够更

好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与价值观。澳大利亚是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且深受

西方英美国家意识形态影响；而中国自建国以来逐步摸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两国对于“民主”“自由”的诠释也不尽相同，其他方面的意

识形态价值观亦有差异，这是影响澳大利亚纸媒所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主要

因素[8]。经济上，澳大利亚重要产业主动权掌握在美国资本手中。在美国的

支持下，澳洲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澳大利亚由此和美国有了同盟关系。这也

就造成了澳大利亚表现出与美国亦步亦趋的步调和态度。此后，澳大利亚采

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措施，包括对华投资的审查加强、取消与中国签

署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设施合作协议(如 2021 年 4 月澳大利亚政府宣

布否决维多利亚州政府同中方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一事)等。这些措

施开始引发中方的不满和反应。 
在 2020 年底和 2021 年初，澳大利亚政府再次提出此前的“国际独立调

查”，主张对新冠病毒进行溯源。这引发了与中国之间的外交争议，中国对

澳方的调查要求做出了强烈反对和批评。这场争端在 2021 年 1 月中旬有了结

果。《澳大利亚人报》2021 年 1 月 15 日的报道称，世卫调查团抵达武汉。紧

接着 1 月 19 日，《澳大利亚人报》就发表了一篇专家评论性文章，称世卫行

动过慢，对中国的调查早该进行，并且认为中国此前的行为是在“掩盖”与

为自己“辩护”。 
2021 年来，中澳贸易摩擦加剧。2021 年 5 月，澳政府欲以威胁国家安全

为由，收回达尔文港，中澳之间的贸易争端以此为导火索在这段时间内再次

升级。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多个进口商品实施了贸易限制和制裁，对澳大利亚

的出口行业造成了严重影响，双方贸易关系不断恶化。而中国此时对于新冠

疫情方面提出的疫苗援助，被澳大利亚媒体称为谋取政治私利的“疫苗外交”，

遭到澳方的百般阻挠，甚至直接插手阻挠巴新政要迎接中国疫苗。此时，《澳

大利亚人报》的报道极少再提及中国疫情，若提及则是对中国新研发疫苗的

质疑与对中方疫情控制的批判，例如，“中国‘疫苗外交’推动为中国企业

换取准入机会”的新闻报道中，就讽刺了中国将疫苗作为筹码谋取政治利益，

也就是多数负面报道所呈现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人报》稿件来源。稿源是指新闻稿件的撰

稿人或提供机构。在阅读报刊过程中，我们时刻关注着每篇报道的撰写人。

在 2020 年上半年，撰写积极报道的有来自澳大利亚的编辑部，也有来自中国

的记者；但从 2020 年下半年开始，尤其是 2021 年整年，积极报道的来源全

是中国记者，其中新华社的占最多。因此，在稿源分布不均的情况下，2020
年后半年以来，就极少出现正面报道了。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是美国提供资金办起来的，澳大利亚国

内媒体背后也有美国的资金支持，在言论上自然也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传声

筒。《澳大利亚人报》正在通过对传播内容和方式的操控，按照自己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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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构建着我国的负面国家形象。 

3. 该报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分析 

总体来看，2020 至 2021 年间，《澳大利亚人报》涉华报道中的中国形象

是非正面的，且负面报道几乎占据全部报道的一半。 
学者刘小燕指出，一国媒体在塑造他国形象的过程中，基本动因是维护

本国、本民族以及媒体自身的利益，因此国家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存在利益需

求[8]。就国家形象塑造的政治意义而言，任何一种国际行为都体现出一种“权

利关系”，即按照本国国家利益构建他国国家形象，带有明显的目的性与策

略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构建社会主义大

国、东方大国、全球性大国形象。”[9]而中国却在在西方媒体的笔下被歪曲

成“专制无人权”、“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国家形象——不愿配合

调查疫情源头、行动迟缓导致疫情蔓延、带有目的的疫苗外交、假疫苗泛

滥……，与理想中的大国形象背道而驰。《澳大利亚人报》毋庸置疑代表澳

大利亚，以本国利益优先，特别是在中国与澳大利亚利益出现冲突时通过恶

化中国形象以维护本国利益[9]。而此类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政客、媒体在新冠

病毒等方面对中国的攻击抹黑与“污名化”，会严重危害到人民对国家的信

任，可能还会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地位，阻碍其国际交往和

合作。 
因此，中国理想中的国家形象要得以全面建立，仍然面对众多挑战。现

代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仍然持怀疑态度，各种“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10]。要想在海外各国塑造基于国家性质和道路选择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基

于对外交往和国际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基于文明传承和文化传播的文明

大国形象，中国任重而道远。 

4. 海外中国正面形象的建构和传播建议 

通过对《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传

播环境中与国内媒体塑造的国家形象还是有很大差异的，面对国际媒体报道

中对中国形象造成的不利影响，笔者就如何更好地在海外构建与传播中国正

面形象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要继续提高综合国力。综合国力和国家实力是国家形象的根本，是

国家形象塑造和宣传的基础，因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是在国际上树立起

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的必要前提[11]。综合国力的提升会增强中国在全球事务

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增强中国的可信度和声誉，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信

任，让其更有能力发挥积极的全球领导角色。 
二是建立积极的媒体关系。媒体在塑造国家形象和传播信息方面具有巨

大的影响力，与国外的纸媒建立积极的关系至关重要。中国可以采取措施建

立信任和合作的关系，使纸媒更愿意报道中国的积极面，如定期开展记者和

编辑见面会，分享重要信息和故事，提供专家意见和采访机会等，或邀请国

外纸媒的记者和编辑来中国进行参访和采访，安排他们与相关政府官员、专

家学者等进行会面，让他们深入了解中国的现状、政策和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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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强危机管理和回应能力。中国需要及时、准确地回应国外纸媒对

中国的质疑、争议或危机事件，避免加剧危机的影响范围，对中国的国家形

象的构建造成负面影响。中国可以建立专业的危机管理团队，制定应对策略

和消息传播计划，保持透明度，积极回应外界关切，并提供准确的信息和解

释。 
四是提供语言和文化支持。在翻译的过程中，因为语言文化差异，容易

造成信息失真和误解，为国外纸媒提供语言翻译和文化支持，如提供英文新

闻稿件、配备翻译人员、提供文化解读等，来确保翻译与沟通的顺畅和准确。 

5. 结语 

本文运用数据分析法，通过分析《澳大利亚人报》新冠疫情期间的涉华

报道，发现澳大利亚表现出与美国亦步亦趋的步调和态度。整体上来看，澳

大利亚主流媒体新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仍不够全面、深入和友好。截至目前

以“澳大利亚主流纸媒中国国家形象”为关键词在数据平台搜索，该课题国

内学者鲜有涉及，体现了该研究方向的新颖之处。笔者结合新冠疫情的特殊

背景，综合讨论外国主流纸媒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演变与其原因，提出几条有

关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的建议，希望为后疫情时代传播正确的中国国家形

象提供借鉴参考。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作为软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综合国力的

提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有与以往相比不可比拟的重要地位。中国

不仅需要凭借良好的国家形象更迅速地融人国际社会，而且要为国际政治制

度、政治文化的创新与改良，为世界秩序的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中

国国家形象的设计与塑造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新世纪，我们相信，中国的国

家形象会越来越好，中华民族也必将为人类的发展做出新的巨大的贡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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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新冠疫情时期《澳大利亚人报》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阅读澳大利亚主流报纸《澳大利亚人报》2020~2021 年间的

涉华报道，探究其对华态度、造成态度转变的因素以及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

造。笔者通过分析数据发现，该报涉华报道主要以负面报道为主。其根本原

因在于澳大利亚与中国不同的国家利益，导致部分报道的呈现与中国理想化

的大国形象背道而驰。最后，本文对我国的海外形象构建提出建议，希望能

对未来中国海外形象的塑造研究起到帮助与借鉴，为形成一个更加正面的中

国海外形象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冠疫情，新闻报道，国家形象，《澳大利亚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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