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73 卷 第 1 期 2020 年 1 月
Vol. 73

 

No. 1
 

Jan. 2020. 107-116

DOI:10. 14086 / j. cnki. xwycbpl. 2020. 01. 010

哈萨克斯坦主流报刊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基于《真理报》2013—2017 年涉华报道的内容分析

佘世红　 黄维媛　 萨尔托夫·耶地力汗

摘　 要:2013—2017 年是习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设想后的第一个

5 年。 文章以内容分析方法,选择《哈萨克斯坦真理报》 的涉华报道作为研究样本,试图发

现在这 5 年内哈萨克斯坦主流报刊如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 通过对《真理报》 关于中国新

闻报道的新闻主题、来源、篇幅和态度倾向的类目进行统计,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社

会现象五个维度深入分析该报呈现的中国形象。 研究发现哈萨克斯坦主流报刊涉华报道

中的中国整体形象表现为“迅速崛起的和平大国” ,报道态度总体中立偏正面,但是一定程

度上也存在偏见和误解。 具体来说,该报呈现的中国政治、文化与经济形象偏正面,然而关

于中国军事与社会现象议题存在一定的负面报道。 在此基础上,对《真理报》在这 5 年内建

构的中国形象背后的深层逻辑进一步探讨,并反思中国在中亚地区应当如何塑造区域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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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内学者研究国外报刊对中国议题的报道发现:中国形象通常被描述

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发展与威胁并存的中国” [1] 。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热议话题,中国政府形

象由“腐败、无力”开始转向“务实、高效” ,历史悠久的多元文化也被国外报刊大力推崇。 然而,由于

刻板印象的长期存在,西方媒体报道中的中国社会仍然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矛盾激烈、人权和言论自

由得不到保障的负面形象。 除此之外,中国经济增速过快,在气候和环保问题上呈现出整体负面的

形象,英国《卫报》甚至将中国称作“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 [2] 。 近年来,地缘冲突频繁发生,中国

拥有日益强大的军事实力更是被视为“亚太安全的潜在威胁者” [3] 。 这些研究都表明由于中国意识

形态、政治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根本差异,西方主流媒体通常会选择性地报道中国的负面新

闻,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西方主流媒体(特

别是英美主流媒体) ,其次是东亚(如日本、韩国)等主要媒体。 对于有地域优势并且与中国有着经

济、文化密切往来的中亚地区国家有所忽视,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国家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国
际政治专业和外交学等方面,在传播学上缺乏相对系统和深入的探索。 哈萨克斯坦一直以来被视为

中国的“友好邻邦” ,它与中国新疆接壤,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 中哈自 1992 年建交以来,双边



合作关系不断提升。 2013 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演讲时

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 作为“一带一路”中心线的节点,哈萨克斯坦将与中国展开前所

未有的密切合作。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不仅有地缘上的邻近,还有着相似的发展目标,都处于关键发

展阶段,拥有很多利益契合点,存在巨大合作潜力。 研究哈萨克斯坦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了
解哈萨克斯坦民众通过媒体解读的是何种中国国家形象,对于提升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形象,
促进“一带一路”的进一步深入推进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核心概念与研究问题

(一)核心概念

国内外学界现存大量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而有关外国报刊报道对“中国形象”塑造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国内。 国内学者对“国家形象”一词的归纳和解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政治学角度看,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是国家公众对

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地理等方面情况综合的认识与评价,[4] 是一个整体性感知,这种感知会

因为国家发展程度的不同而存在个别性的差异,也是一个动态性的比较概念。[5] 吴献举和张昆认为,
国家形象是具有特定理论内涵和价值指向的、具有政治属性的概念,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一个国

家的客观存在所决定的外在表现的总体印象和评价。[6]

第二,从哲学角度看,国家形象可分为自在形象和他观形象,其中自在形象是一个国家的行为、
表现所呈现的客观状态,他观形象是指公众、报刊等客体对国家主体所形成的“印象” ,他观形象是对

自在形象的感知和反映。[7] 匡文波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家客观现实经过文化价值观、国家价值观、大
众媒介三重偏曲后投射在公众意识中的主观映像 / 印象。[8] 简单来说,国家形象的形成是主体反作用

于客体的活动,公众对国家客观状态的认知被经过外界信息干扰的主观意识影响后而形成的国家印

象,是人们基于“物质国家” “制度国家”与“观念国家”的一种主观认知,或心灵上的投射。[9] 陈文泰、
李卫东指出,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具有原初性的范畴,它仅仅是另一个更为本

质、更为原初的范畴的衍生物,而这个范畴就是“国家实在” 。 “国家实在”可以认为是群体或个人通

过感知、理解等形式对一个国家全部存在物各要素间复杂性和多样性集合的陈述。[10]

第三,从传播学角度看,国家形象是指一个国家在国家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指一

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和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11] 强调了新闻媒介在国家形象塑造中所起

的关键作用,认为新闻传播是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
上述的定义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国家形象”的本质,即国家客观存在

在人们主观认知中的反映,这种观念上的反映会以人们对该国各方面评价态度正面或负面的形式呈

现。 国家形象是国家发展的“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常通过新闻媒体来认知某国的国家形

象,正面积极的国家形象认知对内可以凝聚民族与国家认同,对外可以增强国际认同,促进良性的对

外交流。
(二)研究问题

在中国知网搜索 2013—2019 年公开发表的文献,发现只有少数几篇论文探讨哈萨克斯坦媒体

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范晓玲选择 2013—2014 年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 (以下简称《真理报》 )与《哈

萨克斯坦快报》 (简称《快报》 )对中国议题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得出哈萨克斯坦主流报刊在政治、
经济和文化方面建构的中国形象几乎都是中立偏正面的。[12] 闫新艳分析了《快报》 2014 年涉华报道

中的中国形象。[13] 谢飞、张湛对哈萨克斯坦的四大主流媒体———《真理报》 、哈萨克斯坦电视台、哈萨

克斯坦国际通讯社和《主权哈萨克斯坦》 ———在 2017 年关于中国“一带一路”的报道进行了研究。[14]

尽管传播学者已经意识到哈萨克斯坦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在中亚地区的建构存在重要价值,但已有

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主要存在以下两点不足:①已有研究基本都只选取了哈萨克斯坦某个或几个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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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某一年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没有历时性的研究,历时性研究的缺乏无法反映中国政府倡导“一

带一路”以来哈萨克斯坦主流报刊关于中国国家形象报道的整体变化趋势。 ②已有研究主要从报道

数量、报道态度或倾向方面进行分析,没有深入分析哈萨克斯坦主流报刊中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的

深层次的逻辑。
从 2013—2017 年的这五年刚好是习近平总书记执政的第一个五年,也是中国提出并具体推进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导的第一个五年。 在这五年中,中国通过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在哈萨克斯坦塑造了何种国家形象? 中国国家形象是否得到正面的有效传播? 哈萨克斯坦主流媒

体如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 因而,本文主要以 2013—2017 年五年以来《真理报》涉华报道的内容为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问题有三个方面:①2013—2017 年的《真理报》涉华报道呈现的具体特点有

哪些? ②这些报道对于中国国家形象是如何建构的,总体上呈现出一个怎么样的中国形象? ③试图

分析《真理报》建构中国国家形象背后存在的深层逻辑。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将《真理报》作为个案进行量化研究,选择时间范围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真理报》是哈萨克斯坦最权威的全国性日报,分别在阿斯塔纳和阿拉木

图以哈萨克斯坦语、俄罗斯语两种文字发行,报道代表了哈萨克斯坦官方以及主流媒体的主要观点。
笔者在排除重复条目和无效新闻后,得到样本数共计 1385 篇。 除了统计《真理报》在 2013—2017 年

对中国相关报道的数量分布之外,我们以单篇报道作为分析单位,将分析类目确定为报道主题、新闻来

源、报道体裁、报道篇幅和报道倾向,并进行编码统计。 编码信息为 0. 82。 以下为编码的具体类目:
①报道主题:在阅读《真理报》的报道内容后,根据《真理报》对中国不同事件的报道,将报道主

题归纳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共五类。
②新闻来源:根据《真理报》报道所注明的来源,将新闻来源分为哈萨克斯坦通讯社、《真理报》

记者、新华社等中国媒体以及其他来源。
③报道体裁:根据《真理报》的报道内容,将报道体裁划分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和副刊体裁三种。

其中新闻报道有消息、通讯、专访 / 采访、综合报道、新闻特写、新闻公报、其他七种。 新闻评论有述

评、社论、评论员文章、其他四种。 副刊体裁有杂记、随笔两种。
④报道篇幅:由于哈萨克斯坦文字和汉字有较大区别,因此我们以报道原文划分报道篇幅,分别

为 250 词以内、251—500 词、501—750 词、751—1000 词、1000 词以上。
⑤报道倾向:笔者将《真理报》涉华报道态度倾向分为积极正面、客观中立和消极负面三类,分别

为其赋值 1、0、-1,并运用统计软件 SPSS
 

22. 0 进行分析,计算出各类报道主题的平均值( M 值) 、标
准偏差( SD 值) 。

(二)数据分析

1. 报道总体趋势分析

《真理报》2013 年有关中国的报道是 198 篇,2014—2017 年每一年的报道量基本上都保持在

300 篇左右,其中以 2016 年报道量最多,高达 310 篇(见表 1) 。

表 1　 《真理报》2013—2017 年涉华报道总量

年份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数量(篇) 198 290 299 310 288

百分比( %) 14. 5 21. 2 21. 9 22. 7 2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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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7 年,《真理报》的涉华报道数量较为稳定,并且在 2013—2016 年之间具较大的上升

趋势。 2013—2014 年报道量增幅最大(见图 1) 。 在该报这五年以来的涉华报道量按月份分布中,每
年报道趋势都呈现出明显的峰顶和峰谷(见图 2) 。 2013 年 9 月是全年涉华报道最多的一个月,2014
年和 2015 年的 3 月、5 月、9 月和 12 月报道量较多,2016 年的 5 月、11 月是全年报道量的两个峰顶,
2017 年的报道量主要集中在 5 月、10 月。 2014—2017 年每年的 5 月份都是报道量较为突出的时间

点,主要原因是在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导之后,中哈两国领导人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频繁

进行互访。

图 1　 《真理报》2013—2017 年涉华报道总体趋势 图 2　 《真理报》2013—2017 年涉华报道按月分布的趋势图

从五年间各月报道分布来看,《真理报》涉华报道的关注点主要是两国领导人互访、重要会议召

开和中国突发重大事件这三类主题,并由此展开的一系列跟踪报道。 如 2013 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

平访问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 2014 年 5 月和 12 月,中哈两国领导人

相互到访;除此之外,2016 年 5 月,博鳌亚洲论坛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办。 2017 年 10 月,
中共十九大召开等重要事件。 《真理报》都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报道。

2. 报道议题分析

《真理报》涉华报道主要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五个方面,其中该报有关中国经济的

报道数量是最多的,在所有报道中占比高达 52. 53%。 经济报道的聚焦内容主要包括中国涉及的国

际经济议题( “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海外投资并购、经济论坛、公路铁路建设、石油管道、中哈霍尔果

斯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 ;中国国内经济议题(中国经济改革、石油进口、中国企业改革等)及中国金

融服务议题(中国网络银行、电子支付发展、人民币汇率、金融政策等) 。 其次是关于中国政治与社会

报道分别占比 20. 01%、16. 91%,关于中国的文化报道占 7. 8%,关于中国军事方面的相关报道数量

最少,不到 3%(见图 3) 。

图 3　 《真理报》2013—2017 年涉华报道主题类别和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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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报道新闻来源分析

《真理报》关于中国议题的报道主要有四种新闻来源,其中接近一半的报道来源于本报记者,
31. 9%的报道使用了哈萨克斯坦通讯社所报道的新闻,11. 4%的报道是新华社等中国媒体的新闻,
只有少量的报道引用两国政界和社会人士的话语或者他们所撰写的新闻稿,也包括一些读者或是新

闻亲历者的来信(见表 2) 。

表 2　 《真理报》2013—2017 年涉华报道新闻来源分布

报道新闻来源 哈萨克斯坦通讯社 《真理报》记者 新华社等中国媒体 其他来源

数量(条) 442 683 157 103

比例( %) 31. 9 49. 3 11. 4 7. 4

　 　

这表明《真理报》在新闻来源的选择上还是优先以本报记者报道采访和哈萨克斯坦通讯社的内

容为主,使用新华社等国外媒体的内容作为新闻背景,为本国报刊观点提供数据和事实的支持,并不

是完全附和国外媒体的观点。 该报使用政界、社会人士和民众来信的话语、稿件作为报道来源可以

更大程度上丰富新闻内容,提供多方观点作为参考。
4. 报道新闻体裁与篇幅分析

《真理报》在报道中国议题时的新闻体裁主要表现为三种: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和副刊,各种新闻

体裁的报道数量分布情况见表 3。 新闻报道为主要体裁,占比 59. 54%,其中新闻消息占比 31. 24%;
专访和采访占 8. 92%。 副刊体裁的占比是 31. 31%,其中杂记占比是 28. 31%,杂记通常报道中国的

杂闻轶事,只有少量的随笔和其他形式。 这三种主要新闻体裁中,新闻评论只占到 9. 15%,以述评和

评论员文章为主,深入报道中国重大政治、社会事件以及中哈两国经贸合作的相关议题。

表 3　 2013—2017 年 10 月《真理报》报道新闻体裁分布情况

体裁

类别

新闻报道

消息 通讯
专访 /
采访

综合

报道

新闻

特写

新闻

公报
其他

新闻评论

述评 社论
评论员

文章
其他

副刊体裁

杂记 随笔 其他
合计

数量(条) 428 102 123 83 53 20 14 53 22 36 19 389 25 18 1
 

385

占比( %) 31. 24 7. 39 8. 92 6. 00 3. 80 1. 39 0. 80 3. 80 1. 54 2. 49 1. 32 28. 31 1. 76 1. 24 100. 00

　 　

另外,《真理报》涉华报道的文章篇幅普遍不长,主要以短篇为主(见表 4) ,250 个词以内的报道

占 45. 99%,251—500 个词的报道占 41. 08%,501 个单词以上只占到 12. 93%。

表 4　 《真理报》2013—2017 年涉华报道篇幅统计

篇幅 250 词以内 251—500 词 501—750 词 751—1000 词 1000 词以上

数量(条) 637 569 117 51 11

比例( %) 45. 99 41. 08 8. 45 3. 68 0. 80

　 　

综上,通过对《真理报》涉华报道的新闻体裁和报道篇幅分析,发现《真理报》对中国议题报道存

在两个特点:其一,有关中国议题的报道多为对事件本身的描述,对于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分析不

够详尽。 其二,并非“发生即报道” ,《真理报》在涉华报道的内容选择上有明显的侧重点(这与报道

·111·佘世红　 等:哈萨克斯坦主流报刊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数量按月份分布的曲线图峰顶基本吻合) ,着重报道中哈两国政治、经贸和文化上的交流往来,选择

性报道中国社会事件新闻。
5. 报道倾向分析

数据分析发现,《真理报》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数量最多的是客观中立的态度,其次是积极正面

的态度,个别报道是消极负面的(见图 4) 。 《真理报》对中国政治( M = 0. 23,SD = 0. 592) 、中国文化

( M = 0. 17,SD = 0. 399)和中国经济( M = 0. 16,SD = 0. 382) 这三个方面的报道都呈现出中立偏正面

的立场,特别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的报道基本少有负面态度,体现其对中国政治发展与经济

改革的肯定,并且希望长期维持中哈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的现状。

图 4　 《真理报》2013—2017 年涉华报道倾向分布

不过,笔者发现,尽管《真理报》对中国政治的报道整体态度中立偏正面,但是报道不同内容的时

候所持的态度相差较大。 如《真理报》对中国政府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中国梦”与中国十九大的顺利

召开等都给予了积极报道,但也报道了中国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 同时,《真理报》对中国计划

生育政策的报道长期以来持批判态度,因为哈萨克斯坦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但在中国放开二胎

生育后也给予了中立及肯定的报道。 《真理报》对中国经济的报道虽总体是客观偏正面积极,但对中

国经济的放缓也存在担忧。 比如在 2016 年 1 月 12 日的报道中,将放缓增长的中国经济比喻成“延

时炸弹” ,文章指出:“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政府一直在鼓励人们投资股票。 没有更多的选择性,
……老百姓们先是用他们自己的积蓄把股市泡沫给吹大了,然后再去借钱和贷款。 然后像任何其他

泡沫一样,这个泡沫最终爆裂了。 尽管当局花了很多钱试图去控制这种局面和境况,但是实际上已

经处于失控的境地了。 更多投资者担心中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大幅下滑。” 《真理报》对中国军事( M =
0. 03,SD = 0. 434)议题的报道尽管数量不多,但总体上报道态度客观中立,在总数 37 篇的军事报道

中,客观中立报道有 30 篇,积极正面报道 4 篇,负面报道 3 篇,负面的报道主要涉及对中国军事强大

存在一定程度的担忧。 然而,《真理报》对中国社会现象( M = -0. 1,SD = 0. 511)议题的报道总体偏负

面态度,尽管客观中立的报道占 72. 49%,但负面报道的比重是 18. 78%,高于积极正面的报道比重

(8. 73%) 。 这些负面报道的社会议题主要涉及雾霾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医患问题、社会暴力突发事

件等。 比如,《真理报》2015 年 2 月 14 日报道的《环境污染》的文中指出:“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数

据显示,中国在 2005 年已成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地,其次是美国和欧盟国家。”

四、哈萨克斯坦主流报刊呈现的中国形象

通过分析 2013—2017 年《真理报》的涉华报道,可以发现哈萨克斯坦主流报刊对于中国国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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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建构总体相对客观积极,整体上呈现为“迅速崛起的和平大国”形象。 这种“迅速崛起的和平大

国”的国家形象与西方媒体眼中的“正在崛起的中国、发展与威胁并存的中国”的国家形象存在一定

的差异。 这种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决定的。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
哈两国外交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在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合作进一步加深。 但是,不可否认

的是,由于国际势力相互制衡、国内矛盾错综复杂以及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哈萨克斯坦主

流报刊在涉华报道中难免会存在偏见和批判。 下面,基于内容分析的数据,笔者分别从政治、经济、
军事与社会四个维度来分析哈萨克斯坦主流报刊对中国形象的建构。

(一)勇于承担大国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政治形象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两国政治外交密切,双方领导人定期会晤,就国际重要事务

交换意见。 《真理报》作为哈萨克斯坦最大的主流报纸,紧密关注中哈发展的重要的政治事件。 从

2013 年至 2017 年的五年间,《真理报》从客观及正面的角度报道中国政治议题的占比高达 91%以

上。 在这五年里,以《真理报》为代表的主流报刊中整体呈现的是勇于承担大国责任、维护世界和平

的中国政治形象。 这种积极正面的政治形象的建立主要基于中国在国际事务领域承担的责任。 如,
2017 年 4 月,郭声琨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上强调,中方愿与各国一道,不断完

善安全合作法律基础,积极推动签署《上合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 ,继续加强地区反恐机构建设,切实

维护本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繁荣。 中国在面对中亚恐怖主义威胁、中东和朝鲜半岛和平、全球气候变

暖等问题历来都是主动承担大国责任。 《真理报》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

务,努力维护地区和平。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曾分别在《真理报》发表名为《让中

哈合作驰骋在希望的田野上》 《为中哈关系插上梦想的翅膀》的文章,这对中国积极正面的政治形象

的建构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二)高速发展、惠及周边国家的中国经济形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相对平稳。 如今互联

网时代,中国的电子支付日趋发达,在许多新兴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
哈两国之间经济合作成果不断增多。 如中哈霍尔果斯跨境经济合作区、中哈原油管道建设和中哈国

际物流线路建设。 反观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经济转轨初期采取“休克疗法” ,暴露出很多问题,在经济

发展方面需要借鉴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 2015 年 7 月,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在博鳌亚洲论

坛与李克强总理会谈时,感谢中方把哈萨克斯坦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合作国

家,同时表示哈萨克斯坦愿进一步深化哈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国经

济合作实现新的突破。 以《真理报》为代表的哈萨克斯坦主流报刊采取客观正面的报道态度,肯定中

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并认为中国的发展会惠及周边的国家,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将中国视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可靠的投资者” 。 比如,《真理报》在 2015 年 9 月 27 日报道了

《中国将向最贫穷的国家注销债务》 ,报道称中国还将设立一个 20 亿美元的基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
又如,《真理报》在 2017 年 6 月 12 日一篇题为《哈萨克斯坦和中国:25 年的友谊历史》的报道中高度

赞扬了中哈之间的友谊,指出中国是“近邻和伙伴” 。 报道中还指出“两国有着 1700 公里长的共同边

界,古老的丝绸之路曾经经过他们的土地,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站点是位于阿拉木图以东的奇姆肯特

市。 ……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维克多拉·诺瓦热诺夫在这里发现了许多不同的古钱币,这表明了古

代丝绸之路上繁荣的贸易往来。”该报道还指出:“一带一路”使“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朝着复兴丝绸之

路迈出了重要一步。”
(三)历史悠久、多元发展的中国文化形象

中哈两国水土相连、人文相近,拥有大量文化遗产和自然风光。 随着哈萨克斯坦“汉语热”的出

现,两国之间文化交流合作不断,人员往来增多,由单一语言输出转变为全方位输出,中国文化形象

更加饱满、更加全面。 近年来,旅游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合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 年,“美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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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陆上丝绸之路”旅游推广活动首次在哈萨克斯坦举办。 2016 年,哈萨克斯坦正式开放中国公民

组团赴哈萨克斯坦旅游业务。 2017 年,世博会在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召开,恰逢“中国旅游

年” ,该国政府还对部分中国游客开放短期免除签证政策。 近年来,“欢乐春节”文艺演出在哈萨克

斯坦多次成功举办,作为每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人文交流的良好开端,“欢乐春节”活动受到广大观

众的欢迎和喜爱。 《真理报》多次报道相关新闻,认为中国注重对外文化对话,兼容并蓄,大力开拓区

域旅游市场,传统艺术和特色民俗融合发展,吸引了许多哈萨克斯坦民众。
(四)日趋强大、存在可能威胁的中国军事形象

在军事问题上,《真理报》承认中国的军事实力日益壮大,大篇幅报道了 2015 年抗战 70 周年阅

兵,客观评价了“中国将裁军 30 万”的目标。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该报认为中国军队“表现克制” ,也
“积极促进”中亚地区反恐怖主义的合作,传递了“和平”的中国军事形象。 但是,受到西方媒体和亚

太军事局势变动的影响,《真理报》也对中国军事实力的日渐强大表示出担忧和焦虑,存在一定程度

上的“中国威胁论”言论。 不过,《真理报》 2018 年 11 月 13 日报道了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在阿斯塔纳俱乐部第四届年会特别会议上发言———《我们没有感到来自中国的任何冒犯》 ,纳扎尔巴

耶夫说:“我不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对抗。 有人说中国想展示自己的国家实力和民族文明。 这

其中看到了侵略和掠夺的危险吗? 我现在看不到这样的可能。 它可以来自谁?”从中可以得出,在哈

萨克斯坦的主流报刊中总体呈现的是日趋强大、存在可能威胁的中国军事形象。
(五)发展和问题并存的中国社会形象

《真理报》在报道社会新闻时高度称赞了中国在科学、医学等方面的先进研究,如“中国将带导航

系统卫星送入轨道尚属首次” “世界首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在中国完成”等等。 然而,西方媒体认为

中国的社会矛盾和民族问题突出,经常借人权状况大做文章。 《真理报》也受到影响,认为中国没有

很好地处理多民族之间的关系,导致了 2014—2015 年期间多地相继发生暴力恐怖事件。 除此之外,
《真理报》还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医患关系问题和突发事故问题进行了少量新闻报道,评价中国政府

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不够迅速、果断。 该报也认为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大量的环境污

染问题,以“雾霾问题”最为突出,不仅对本国民众的身体健康有损害,还影响了亚洲邻国的空气质量。

五、讨论和反思

(一)哈萨克斯坦主流报刊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内在逻辑

一般来说,国家形象可分为“自塑”和“他塑”两个层面。 从他塑的角度来说,现代传媒以其特有

的海量信息集散特性、议程设置、公众舆论引导等功能,在全球信息环境中培养并影响着国际公众对

他国形象的认知与态度,从而形成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国际关系与互动行为。[15] 由此可以推论,哈萨

克斯坦主流报刊的涉华报道也服务于其本国利益。
基于地理上和心理上的就近原则,一国媒体在报道他国新闻时会考虑两国之间的地理远近和关

系亲疏,即通常所说的“地缘政治关系” 。 一国的外交政策如何制定和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政

治精英和公众针对本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距离”所持有的地缘政治想象。[16] 而“地缘政治想象”是

指国家如何想象世界政治的性质、本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以及如何管理本国的内部事务,这与该

国设定的国家身份密切相关。 首先,哈萨克斯坦与中国西北部接壤,主体民族哈萨克族与中国新疆

哈萨克族同源。 其次,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计划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不谋而合,中国将哈

萨克斯坦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国家” 。 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与中国加深经

济合作有百利而无一害:一方面可以为新经济政策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促进本国产业改革,帮助

国内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还可以促进中哈两国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其他国家深入了解,建立伙

伴关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由于哈萨克斯坦独特的地理位置、多元的民族文化构成以及数十年来由俄语所浸淫的东欧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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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熏陶,[17] 长期受俄罗斯“欧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在国际上奉行“多角度主义”政策,在外交上

不疏远任何一个大国。 在平衡西方大国、俄罗斯、伊斯兰国家和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想象”时,根据

国际形势变幻和新闻事件属性,哈萨克斯坦主流报刊会谨慎决定“亲疏关系” 。 此外,西方媒体鼓吹

“中国威胁论” “妖魔化中国” ,对于中国形象不负责的、夸大性的扭曲传播也影响了哈萨克斯坦主流

报刊对中国形象的构建,这就导致它们在涉华报道中呈现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四种议题报道倾向

总体客观正面,在有关社会问题的报道大体上持负面态度,以及在政治、社会议题中不同细分主题表

现出较大态度分歧的现状。
(二)建构中国中亚区域形象:“温厚”且“坚强”的大国形象

通过以上分析研究,我们发现《真理报》的涉华报道在地缘政治关系和国家利益两方面的综合影

响下,反映出了一个整体上呈客观偏正面的中国形象。 在很大程度上,《真理报》如实呈现了中国在

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这五个方面的发展现状。 但中国需要意识到,在总体偏正面的国家形

象中,仍然存在负面形象的报道与批评,这种负面报道对中国形象也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
我们认为,中国面向以哈萨克斯斯坦为代表的中亚国家应通过外交与媒体沟通的方式,主动建构正

面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军事力量的增强,既吸引了世界各国高度关注,也带来了不同程度上的

焦虑和不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的阐述,中国需要向世界传递一个准确的讯息:中
国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和睦治家、和谐治国。
中国一直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体现了五千年文化传承下来的“亲仁善邻” “协和万

邦”的理念。 中国将继续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主张“平等相待、
互商互谅” ,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

和平发展道路,将中国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中。 中国既要依靠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要

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展示“温和宽厚”的大国风范,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发展和人类命运紧

密相连的决心。 在“一带一路”政策支持下,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

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继续推动中

国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加强政治互信。
然而,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经受了贫穷落后、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随着

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当代中国面临着各种矛盾的对抗和各方力量的博弈。 尤其在与毗邻国家来往

时,中国需要平衡发展和防御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

面,中国必须采取“强硬”的态度,一方面不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也决不放弃本

国正当权益,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因而,中国要向世界传递

“温厚”且“坚强”的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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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eriod
 

from
 

2013
 

to
 

2017
 

was
 

the
 

first
 

five
 

years
 

after
 

President
 

Xi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
 

Kazakhstan. With
 

the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this
 

paper
 

chooses
 

the
 

Chinese-related
 

reports
 

of
 

Kazakhstan
 

Pravda
 

as
 

the
 

research
 

sample,and
 

tries
 

to
 

find
 

out
 

how
 

Kazakhstan's
 

mainstream
 

newspapers
 

construct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rough
 

statistics
 

on
 

the
 

news
 

topics,sources, length
 

and
 

attitudinal
 

tendencies
 

of
 

news
 

reports
 

concerning
 

China
 

in
 

Pravda,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mage
 

of
 

China
 

presented
 

by
 

Pravda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of
 

politics,e-
conomy,culture,military

 

and
 

social
 

phenomena.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overall
 

image
 

of
 

China
 

in
 

Kazakh-
stan's

 

mainstream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concerning
 

China
 

is
 

" a
 

rapidly
 

rising
 

peaceful
 

power" ,and
 

the
 

overall
 

attitude
 

of
 

reporting
 

is
 

neutral
 

and
 

positive,but
 

there
 

are
 

also
 

prejudic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to
 

a
 

certain
 

extent. Specifically,the
 

newspaper
 

presents
 

a
 

relatively
 

positive
 

political,cultural
 

and
 

economic
 

image
 

of
 

China,but
 

there
 

are
 

some
 

negative
 

reports
 

on
 

the
 

issue
 

of
 

China's
 

military
 

and
 

social
 

phenomena. On
 

this
 

basis,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deep
 

logic
 

behind
 

the
 

image
 

of
 

China
 

constructed
 

by
 

Pravda
 

in
 

the
 

past
 

five
 

years,and
 

reflects
 

on
 

how
 

China
 

should
 

shape
 

its
 

regional
 

image
 

in
 

Central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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