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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
报道的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陈积银 杨 廉

【内容摘要】“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而

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人民日报》（海外版）是中国专司对外传播的中文日报，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话语权。

本文选取《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 年 9 月到 2016 年 4 月有关“一带一路”的新闻报道，运用“框架理论”对其

进行文本内容分析，研究《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策略的特点，以期为做好“一带一路”后续

报道提供借鉴。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际传播

一、研究背景
2013 年 9 月至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出访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时，相继提出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

倡议。①倡议一经提出，便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各路媒体竞相报道。

《人民日报》（海外版）是中国对外传播的中

文日报，是世界观察和了解中国的窗口，也是中国与

各国传播交流的窗口。

本文以“框架分析”为理论基础，研究《人民日报》

（海外版）有关“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新闻文本框架，

探讨其国际传播策略，以期为后续报道提供借鉴。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角度

本文从四个角度展开研究：其一是时间，主

要考察相关报道的历时变化，并着重研究出现高

峰报道的原因；其二是主题，主要考察热点议题

设置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塑造，由于“一带

一路”战略将重构对外开放格局，需塑造和平、

友善的国家形象，营造好的国际舆论氛围，因此

将着重对报道文本内容进行词频分析，进行议题

设置研究；其三是形式，主要研究其报道方式、

报道体裁；其四是地域，“一带一路”战略的实

施具有全球效应，因此，根据其特色将主要考察

《人民日报》（海外版）如何平衡报道“一带一路”

战略所涉及的国家及地区。

（二）样本选择

以关键词“一带一路”在人民网主站检索，剔

除重复样本，获得有效样本176篇。通过观察、统计、

分析，对 176 篇“一带一路”报道进行研究。

（三）类目建构

根据需要将类目建构分为九大部分：

1. 报道数量。报道数量的多少可以判断走向趋

势。本文侧重对《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

报道的年度数量以及季度数量进行分析。

2. 版面位置。版面位置可以判断重视程度。《人

民日报》（海外版）每期共有 16 版，本文将 1-4 版

定义为重要版面，5-8 版定义为一般版面，其余版面

定义为次要版面。

3. 报道来源。报道来源可以判断报纸原创度。

本文将报道来源分为本报记者、新华社、中新社、

其他等四类。

4. 报道体裁。报道体裁是新闻报道中多元特点

的体现，本文将报道体裁划分为消息、通讯、特写、

评论、人物专访、其他 6 个子类。

5. 报道方式。报道方式是新闻报道是否丰富的

判断，本文将报道方式划分为文本式、图文式、图

表式等三类。

6. 报道篇幅。本文将报道篇幅划分为四类：300

字以下、300-800 字、800-2500 字、2500 字以上。

7. 报道倾向。报道倾向体现媒体的态度。本文

将报道倾向划分为积极（带有强烈的鼓舞色彩，以赞

扬为主）、中性（以报道客观事实为主，用词不带

有明显的倾向性）、负面（带有批判性词语）等三类。

8.报道主题。依据“一带一路”报道的新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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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报道主题划分为综合、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其他等 6 大类。

9. 报道所涉及的国家。根据自然地理区划进行

划分。

三、研究发现
（一）报道数量大体呈上升趋势

倡议正式成为实施战略，2015 年 4-6 月因此成为高

峰阶段。2015 年 7-9 月，38 篇，所占比重 21.59%，

2015 年 10-12 月，33 篇，所占比重 18.75%。而 2015

年初始的1-3月相较于2014年10-12月，呈上升趋势，

报道数量为 15 篇，所占比重 8.52%。2016 年 1-3 月，

总体虽然呈缓慢下降趋势，但热度未减，仍有 30 篇，

所占比重 17.05%。

（二）版面位置多为重要版面
时间 新闻数量 百分比

2013(9-12)  0  0.00%
2014(1-3)  0  0.00%
2014(4-6)  7  3.98%
2014(7-9)  2  1.14%
2014(10-12) 12  6.82%
2015(1-3) 15  8.52%
2015(4-6) 39 22.16%
2015(7-9) 38 21.59%
2015(10-12) 33 18.75%
2016(1-3) 30 17.05%

表1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数量分析表（季度）

图 1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走势示意图

版面位置 新闻篇数 百分比

重要版面 01 版 -04 版 108 61.36%

一般版面 05 版 -08 版  51 28.98%

次要版面 09 版 -12 版  14  7.95%

其他 13 版 -16 版   3  1.70%

表 2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版面位置分析表

图 2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

报道版面位置示意图

综合表 2 和图 2 可以看出，《人民日报》（海

外版）针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分布在各个版面。

按照版面报道数量比重排序，依次为重要版面 1-4

版，报道数量为 108 篇，所占比重高达 61.36%，其

中，位于头版的新闻篇数有 36 篇，所占比重也有

20.45%。一般版面 5-8 版的报道数量为 51 篇，所占

比重为 28.98%，次要版面 9-12 版为 14 篇，所占比

重为 7.95%，其他 13-16 版报道数量为 3 篇，所占比

重为1.70%。可见，《人民日报》（海外版）对于“一

带一路”战略十分重视。

（三）报道来源多立足于原创

综合表 1 和图 1 可以看出，报道数量在本文所

研究范围内总体呈上升趋势变动。“一带一路”构想

2013 年 9-10 月提出，但以“一带一路”为新闻标题

的新闻报道在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3 月数量为 0。

2014年报道数量总体偏低，但呈上升趋势，主要以“一

带一路”战略构想作为报道方向。其中，2014 年有两

个季度出现小高峰期，4-6 月，是以“一带一路”为

标题的新闻报道的开始，报道数量为7篇，所占比重（即

在总篇数中所占的比例，下同）为 3.98%，10-12 月，

报道数量为12篇，所占比重6.82%。而低谷期在7-9月，

报道数量仅有 2 篇，所占比重 1.14%。2015 年报道数

量总体较多，总体呈前期大幅度上升，后期小幅度下

降趋势。其中，有三个季度超过30篇，分别是4-6月，

39 篇，所占比重 22.16%，是总体报道数量的高峰值。

其主要原因是 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外交

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

表 3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来源分析表

报道来源 新闻篇数 百分比

本报记者 133 75.57%

特约评论员 18 10.23%

新华社 16 9.09%

中新社 3 1.70%

其他 6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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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

报道来源示意图

表 4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方式分析表

报道方式 新闻篇数 百分比

图文式 97 55.11%

文本式 77 43.75%

图表式 2 1.14%

表 5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篇幅分析表

报道篇幅 新闻篇数 百分比

300 字以下 11 6.24%

300 字至 800 字 35 19.89%

800 字至 2500 字 106 60.23%

2500 字以上 24 13.64%

图 5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篇幅示意图

综合表 4 和图 4，可以发现，《人民日报》（海

外版）“一带一路”报道方式主要以图文式、文本式

为主，其中，图文式有 97 篇，占 55.11%。文本式有

77篇，占43.75%，除此之外，《人民日报》（海外版）

还出现了主要以图表为主的报道方式，与数据新闻报

道相似，虽然仅有 2 篇，占 1.14%。但也是新闻报道

迈向创新的一步。同时，在图文式中，也有 3 篇简单

的图表穿插。

（五）报道篇幅以中篇支撑

表 6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体裁分析表

报道体裁 新闻篇数 百分比

消息 40 22.73%

通讯 89 50.57%

特写 6 3.41%

专访 8 4.55%

评论 28 15.91%

其它 5 2.83%

综合表 3 和图 3 可以发现，《人民日报》（海

外版）“一带一路”报道主要以该报自给自足为主，

拥有强大的供稿能力，原创力度较高。其中以本报记

者为来源的有 133 篇，占 3/4（75.57%）。新闻评论，

主要以各专业人士组成的特约评论员为主创人员，有

18 篇，占 10.23%。除了本报记者和特约评论员之外，

部分新闻报道转载自新华社和中新社，转载新华社的

有16篇，占9.09%。转载中新社的有3篇，占1.70%。

其余转载自《北京晚报》、国际在线、《经济参考报》、

香港《文汇报》、法国《回声报》、海外网等的共有

6 篇，占 3.41%。

（四）报道方式多采用图文式及文本式

综合表5和图5可以看出，《人民日报》（海外版）

“一带一路”报道以中篇 800-2500 字为主，有 106 篇，

所占比重为60.23%，这类新闻主要以通讯及评论为主。

300 字至 800 字的新闻有 35 篇，所占比重为 19.89%，

主要以新闻消息为主。2500 字以上的新闻有 24 篇，

所占比重为 13.64%。300 字以下的新闻篇数有 11 篇，

所占比重为 6.24%。

（六）报道体裁以通讯、消息居多

图 4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方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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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本进行词频统计，通过词云的方式进行展示。（如

图 8 所示）

图 6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体裁示意图

表 7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倾向分析表

报道倾向 新闻篇数 百分比

积极 163 92.61%

中性 13 7.39%

消极 0 0.00%

图 7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倾向示意图

综合表 6 和图 6，可以看出，《人民日报》（海

外版）“一带一路”报道体裁主要以通讯及消息为

主，其中，通讯有 89 篇，所占比重为 50.57%。消息

有 40 篇，所占比重为 22.73%。其次是新闻评论，共

有 28 篇，所占比重为 15.91%。新闻专访有 8 篇，所

占比重为 4.55%，特写有 6 篇，所占比重为 3.41%。

其他体裁共有 5 篇，占 2.83%。

（七）报道倾向以正面积极为主

图 8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词频统计

统计发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

报道中，按关键词词频次数前 15 个关键词排序是中

国（出现1335次）、合作（出现1290次）、国家（出

现1136次）、发展（出现953次）、建设（出现788次）、

经济（出现786次）、战略（出现507次）、国际（出

现 498 次）、丝绸之路（出现 478 次）、青岛（出现

470次）、投资（出现467次）、沿线（出现464次）、

企业（出现433次）、文化（出现328次）、贸易（出

现320次）、旅游（出现251次）。其中“中国”、“合

作”、“国家”、“发展”等属于综合类主题“经济”、

“企业”、“贸易”、“投资”等属于经济类主题。

表 8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主题一览表

报道主题 主题子分类 新闻篇数 百分比

综合 (64)

对外开放合作 11

36.36%

枢纽区域发展 20

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17

沿线各国互联互通 9

通关 7

经济 (48)

经济全球化 9

27.27%

企业合作 11

经贸合作 16

银行金融 4

产能合作 4

投资 4

其它 4

政治 (16)
战略合作 10

9.09%
外交 6

文化（24）
文化交流 19

13.64%
媒体交流 5

社会（15）

旅游 5

8.52%民生 3

交通 7

其他 (9) 9 5.11%

综合表 7 和图 7，可以发现，《人民日报》（海

外版）“一带一路”积极报道有 163 篇，所占比重

为 92.61%，《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

报道主要采用大规模积极报道，运用正面词汇及积

极的解决措施报道“一带一路”战略。采用客观陈

述的方式描述“一带一路”的中性报道有 13 篇，所

占比重为 7.39%，而负面批评的消极报道则为 0 篇。

（八）报道主题侧重综合、经济类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战略的主题涵盖，

本文对176篇文本采取提取关键词的方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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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和图 9进一步证明，《人民日报》（海外版）

“一带一路”报道涉及的主题以综合类、经济为主。

其中，综合类报道共 64 篇（占比 36%），经济类报

道 48 篇（占比 27%），其中涵盖了经济全球化、企

业合作、经贸合作、银行金融、产能合作、投资等。

除此之外，文化主题 24 篇（占比 14%），政治主题

与社会主题分别是 16 篇（占比 9.09%）、15 篇（占

比 8.52%）；其他主题有 9 篇（占比 5.11%）。

（九）报道所涉及国家偏重亚欧地区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涉及

到全球范围内的 66 个国家，主要集中于亚洲各国和

欧洲各国。亚洲 33 个国家（占比 50%），欧洲 18 个

国家（占比 27%），非洲 6 个国家（占比 9%），南

美 4 个国家 ( 占比 6%)，北美 3 个国家 ( 占比 5%)，大

洋洲 2 个国家 ( 占比 3%)。各地区总出现报道次数为

580 次。亚洲 337 次（占比 58%），欧洲 152 次（占

比26%），非洲30次（占比5%），南美13次(占比2%)，

北美 27 次 ( 占比 5%)，大洋洲 21 次 ( 占比 4%)。如以

国家考量，俄罗斯在此段时间的被报道次数居于首位，

其次是哈萨克斯坦、印度、新加坡、巴基斯坦等。

四、观察与反思

（一）观察

我们发现，《人民日报》（海外版）在“一带一路”

国际传播策略方面存在着以下优点与可商榷之处。

1. 优点

第一，相关报道多刊发于主要版面，重视程度较

高。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道中，“一带一路”

的报道多刊发于1-4版，其中头版头条占有很大比重，

可见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视程度。

第二，报道主要立足于该报原创，彰显了作为主流

外宣媒体的比较优势。《人民日报》（海外版）是党和

国家的重要喉舌，所刊发的文章往往代表着党和国家的

的声音，“一带一路”报道立足于该报原创，彰显了主

流外宣媒体的比较优势，有助于更好地传递中国声音。

第三，注重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平衡报道。纵观《人

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我们不难发现，

其中既有关于亚洲的国家和地区的报道，也有关于欧洲

的国家和地区的报道，还有关于美洲、非洲和大洋洲

的国家和地区的报道，从而避免了报道的区域失衡。

图 9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主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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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商榷之处

第一，对“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的潜在风险

进行预警的传播还存在着较大的增长空间。“一带一

路”战略的顺利实施需与沿线国家保持密切合作，但

对外开放也具有一定的的风险，沿线各国对此的态度、

配合度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在相关传播中相对

比较缺乏对“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有可能遇到的

潜在风险进行预警的内容。

第二，传播的主题往往更多集中在综合、经济

领域，对其他主题涉猎较少。虽然《人民日报》（海

外版）采用了综合类主题涵盖多类议题的方式进行传

播，但依旧缺乏对其他主题的深入探讨，使得所传播

的内容范围相对较为狭窄。

第三，报道形式较为单一。报道方式以图文式

及文本式为主，创新性似乎不够，本文所选定的文本

中，仅有两篇采用了数据新闻的形式，整体而言缺乏

系统化创新；新闻传播的体裁消息与通讯过多，有质

量的深度报道及优质评论相对比较缺乏。

（二）反思

要实施好“一带一路”战略，不仅需要政治、经济、

外交、文化等各领域、多层次的协同合作，还需要营

造一个和谐共融的舆论环境。②为确保相关传播的可

持续发展，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积极主动进行相关议程设置。相关研究

表明，大众传播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

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

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

先后顺序。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喉舌，作为中国有世

界性影响的跨国传播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

有责任和义务向相关国家的读者阐明“一带一路”建

设是为了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为了提升

相关国家和地区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第二，积极做好释疑解惑的工作。“一带一路”

建设充满解释的张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人可能

会有不甚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解释，其中既有善意的

不理解，也可能有恶意的曲解，甚至还有可能会有人

借机大肆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喉舌，作为中国有世界性影响的

跨国传播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有责任和义

务通过自己的有说服力的传播，打消相关国家读者可

能存在的疑虑和困惑。

第三，积极创新相关报道。这里所说的“创新相

关报道”既包括体裁，也包括内容，既包括手段，也

包括业态，《人民日报》（海外版）是纸介媒体，但

又不应仅仅把自己局限于纸介媒体，举凡音频、视

频，无论是什么介质，只要有利于提升传播效果，

就应毫不犹豫地拿来为我所用，有了无所不包的新

媒体，汇聚各种介质优化传播已经不是什么遥不可

及的空想。

第四，积极把握国际传播规律。跨国传播只是

手段，直指人心，凝聚共识才是目的，而要达到这一

目的，就要尊重对象国老百姓的审美情趣和新闻接受

习惯，要尽可能用对象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和

表现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

注释：

① 赵国贤、刘光明：《“一带一路”，中国梦与世界梦的交汇桥梁》，人民网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1224/c1003-26263405.

html，2014 年 12 月 24 日。

②黄俊、董小玉：《“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传播困境及突围策略》，《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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