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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媒介眼中的美国形象 

——1997年中国《人民日报》对美国的报道 

陈宪奎 

国家形象，是指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中的形象。在现代传播社会中，国家形 

象更多地是依靠新闻媒介来塑造完成的。新闻媒介在传播新闻信息的过程中，完 

成了对一个国家形象的塑造。在世界各国目前普遍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的国际社会 

中，一个国家形象，一则会影响本国同他国间的关系；二则也是本国同他国关系 

的最一般性的反映。特别是某一特别权威媒体，代表着党派或国家利益，那么它 

在新闻报道中所塑造的其他国家形象，则更能反映这些党派、这个国家对另一个 

国家的看法，反映出两个国家外交关系的实际情况。 

在中美关系史上，1997、1998年是两个不同寻常的年份。1997年10月下旬，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成功地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 

顿也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中美两国最高级领导人的互访，意味着中美两国关系实 

际上结束了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以来的低迷状态，进入了一个相对和 

缓、良好的发展时期。在这样一个重要时期，很有必要细致分析一下中国媒介中 

的美国形象，分析一下中美关系全面转暖、类似"蜜月时期"的中国媒体中的"美 

国形象"，分析一下中美关系转暖时刻"美国形象"在中国媒体上的定位。这样 

的分析，意在了解中国决策者在这种时刻对美国的看法和对中美关系状况的理 

解。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也是中国最大的、最有权 

威的报刊。《人民日报》的政治性新闻和报道，遵循"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中 

国共产党），也是人民的报纸" 办报宗旨，在中国公众中具有极强的政治权威。 

因此，选取1997年全年《人民日报》对美国的报道，分析其中的美国国家形象， 

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这一问题的基本轮廓，看到中国的中美关系决策者眼中的美国 

形象。 

一 

1997年《人民日报》共报道有关美国的新闻1266条，即每天中国公众可以 

看到美国的消息3.47条。详细情况可见表一： 

《人民日报》1997年有关美国报道按月分类统计表 

表一 

月 份 



分 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政 府 报 道 

30

32

79

55

55

32

39

54

53

108

71

31

639

经 济 报 道 

26

17

15

18

18

30

26

14

20

10

10

13

217

耸人听闻报道 

16

5

9

9

5

10



10

22

15

12

4

10

127

科 技 报 道 

24

12

8

14

22

13

13

11

11

10

23

11

172

通 俗 报 道 

19

13

10

10

14

5

12

12

6

3

4

3

111

合 计 

115

79

121

106

114

90

100

113

105

143

112

68



1266

统计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97年1至12月索引，《人民日报》新闻信息中心编辑，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每日八版，周末增至12版，日常"国际新闻"只有半版。在 

这样有限的版面上，每天能有这样多数量的美国新闻报道，这在前些年是不能想 

见的。 

在表一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有关中美两国政府的消息报道有639条，约占全 

部报道的50%，表明《人民日报》在两国关系中，十分重视政府关系的发展。 

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人民日报》各项报道的情况，我们把表一进一步细化， 

得表二： 

《人民日报》1997年有关美国报道按月分类细目统计表 

表二 

月 份 

分 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政 府 报 道 

30

32

79

55

55

32

39

54

53

108

71

31

639

中美关系缓和 

11

9

53

40



35

22

26

37

40

95

66

16

450

中美关系紧张 

2

6

10

2

5

1

3

2

1

1

3

36

与其他 

国家关系 

5

12

12

10

10

8

4

5

3

8

4

7

88

国内政策政治 

12

5

4

3

5

1

9

9

8

4



5

65

经 济 报 道 

26

17

15

18

18

30

26

14

2010

10

13

217

中 美 贸 易 

6

5

5

5

5

18

6

2

5

2

3

62

与他国贸易 

6

1

1

1

1

1

11

国家经济 

计划统计 

12 

7

10

8



7

7

9

6

4

7

3

2

82

私人企业、 

劳工、消费者 

2

5

4

6

4

10

6

10

2

5

8 62

耸人听闻 

报道 

16

5

9

9

5

10

10

22

15

12

4

10

127

犯罪、暴力、 

审判 

2

3

5

4

1

3

1

6

3



2

1

1

32

事件、灾害 

10 

1

1

2

2

1

5

4

5

1

3

35

军事行动、 

战争 

3

1

1

5

4 

10

5

9

2

5

45

人权种族歧视 

1 

1

2

2

2

1

2

2

1

1

15

科 技 报 道 

24

12



8

14

22

13

13

11

11

10

23

11

172

计算机、卫生、 

医疗 

8

5

7

6

10

9

7

6

4

3

9

2

76

环 境 问 题 

2

1

2

2

1

1

2

1

12

交通、航空、 

能源 

10

7

5

9

4

6



1

5

4

11

4

66

教育、培训 

4

1

3

2

1

2

1

4

18

通 俗 报 道 

19

13

10

10

14

5

12

12

6

3

4

3

111

娱 乐 

6

2

3

4

2

8

1

2

1

1

30

文化、宗教、 

音乐、艺术 



2

5

2

2

7

1

4

8

2

1

34

人 情 味 

11

6

5

4

7

2

3

2

2

3

2

47

总 计 

115

79

121

106

114

90

100

113

105

143

112

68

1266

  统计资料来源：同表一。 

   

结合表二分析，其中中美关系缓和的消息有450条，占全部"政府报道"量 

的70.4%。对比中美关系紧张的36条消息，仅为中美关系缓和的消息的0.08%， 

这样悬殊报道消息比例，无疑会在中国公众中造成中美两国关系总体缓和的强烈 

印象。 

报道量第二位的是有关美国的经济消息，共有217条，约占分部报道的 

12.14%，比有关美国科技的报道172条多些。这两项居前的数字，表明了《人民 



日报》对美国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的认识。 

一般地认为，耸人听闻的事件报道是一种负面性报道。这类报道在《人民日 

报》1997年全年中共有127条，基本上涉及到了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对于美国形象来说，这是《人民日报》的一种平衡性报道，这类报道要向中国公 

众传达这样一种看法：美国虽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国内同样也存 

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有些不易解决的矛盾。 

通俗性报道共111条，它以更加广阔的新闻视角报道了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丰富了人们对美国的认识。特别是其中的"人情味"报道，更接近中国的普遍百 

姓。 

从表二的逐月报道量对比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的10月、 

11月间，有关美国的报道显著增加，其中10月份为全年的最高点，共143条新 

闻。说明当中美关系转暖时，有关美国的报道也会随之增加。 

1997年《人民日报》对美国的报道是充分的，这种充分的报道量是形成国家 

形象的首要因素。公众通过阅读新闻，才能了解一个国家，熟悉一个国家，形成 

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反之，如果新闻媒体对某一国家报道不多，公众必然会那个 

国家产生陌生感。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特别是一个在世界广泛领域有着巨大经 

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国家，陌生感是十分可怕的。《人民日报》对美国充分的报 

道量，意在引导中国公众了解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最新变化，熟悉 

美国的社会生活。 

同时，《人民日报》也希望通过这些充分的报道使中国公众准确地认识美国。 

人们了解一个事物的前提是多方面的掌握各种信息，了解它发生、经过和结果的 

全部过程。只知其一或挂一漏万，都不足形成人们对事实的准确判断。例如，1997 

年《人民日报》多次报道了美国道*琼斯指数持续上扬的过程，从1997年一月 

初首次突破6600点大关，二月过7000点，五月中旬至7300点，直到年底逼近 

9000点大关。《人民日报》在这一组报道中，基本上介绍了美国股票市场上涨 

的原因，上扬、回升的主要过程，对经济的影响，政府的政策等，阅读这一组美 

国股市的连续报道，对形成对美国股市的正确看法是有帮助的。 

二 

《人民日报》对美国的报道，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中 

国与美国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关系报道；一部分是对美国 

国内情况、美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关系的报道。 

在中美关系的报道中，《人民日报》1997年的主旋律是中美关系改善，中美 

关系全面和缓。例如在1997年一月份的报道中，首先报道了中国经济贸易部发 

言人的发言，暂停进口部分美国产品实施期限推迟，避免了中美又一轮剑拔弩张 

的贸易战，中美经济关系开始走出低谷。一月份中国人大委员长乔石接受美国记 

者采访，阐述中国对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的看法，阐释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同日，中美知识产权执法培训班在中国举行。一月份《人民日报》还报道了中国 

科学院和美国全国科学院发表的联合声明，运用科学技术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一 

月份《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克林顿总统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克林顿总统在这 

篇讲话中明确表示要执行同中国接触的政策，反对"孤立"、"遏制"中国。中 

国政府领导人会见美国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来访者的新闻，《人民日报》也予 

以了报道。值得一提的是，一月份《人民日报》以消息、通讯和新闻图片等方式， 

三次报道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组成"飞 

虎队"参加对日空战，其中一架失事飞机残骸和烈士遗骨在中国广西兴安被发现 

的消息。报道了中国政府，当地农民协助美国方面调查和运送残骸的详细经过。 

文章写得极为生动平实，极富人情味，很容易使人们忆起抗日战争期间，中美两 

国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者，共同作战的那段美好时光。 一月份《人民日报》关于美国的报道是从中美

关系全面改善多个角度展开的。 



从政府高官的政策阐释，到一般民众间的朴素情感流露；从两国政治关系这样的 

重大原则问题，到微观层次上的企业合作。中国政府的声明，美国政府的表态， 

甚至包括贸易摩擦、台湾问题、知识产权谈判，中国人权等问题。关于后者，实 

际上告诉中国公众，在这类问题上，中国政府同美国政府存在着不同看法。 

1997年中美两国关系改善的高潮当然是中国国家主席汉泽民对美国进行正 

式访问。对这一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事件，《人民日报》采取多种新闻手段，揭示 

其重要意义。 

1. 大量头条新闻，大字号新闻标题。从10月27日江泽民主席启程离京到 

11月4日离开美国的八天中，关于江主席访美的新闻占据《人民日报》头版头 

条报道位置共有七天，十分显眼突出，加之新闻标题采用大号黑体字，反映出《人 

民日报》将此事报道视为最大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新闻。 

2. 充分的报道量。每天《人民日报》头版详细地报道了江泽民主席在美访 

问活动的全部内容，报道了双方活动的大量消息。江泽民主席在美国的主要讲话， 

如在美中协会等六团体宴会上的讲话，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美国中国商会晚 

宴的讲话，在哈佛大学的演说，在洛杉矶市友好团体举行的午宴上讲话等，《人 

民日报》均及时地将全文在头版刊发。10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除一条有 

关叶利钦的消息外，其余全部为江泽民访美的新闻、讲话和图片占满，反映了中 

美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位置。 

3. 除了文字稿以外，《人民日报》还配发了大量的江主席访问期间主要活 

动的大幅照片。两国政府首脑面带微笑的照片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已经最 

直观地告诉人们中美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战略性伙伴关系的阶段。《人 

民日报》为了方便读者查阅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重要文件和江主席访美的 

重要活动，10月24日《人民日报》网络版推出了"中美关系大事记"专栏，包 

含了1978年以来两国交往的重要事件和文献。其间，每天早晨八时以后，世界 

各地的读者均可通过国际互联网《人民日报》站点，查阅相关信息。 

4. 《人民日报》也注意到了除政府官员以外中美两国其它方面的反映，发 

表了两国经济界、知识界人士对这一事件的看法，特别是综合报道了美国新闻媒 

体对江主席访美的反应。美国媒体，尤其是一些主要媒体，事实上在此前中美关 

系和解、改善的过程中，一直持一种消极的态度。7月1日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时， 

美国一些主要媒体还借此对中国进行了不友好的报道。美国一些媒体对中国一直 

未能从"媒体冷战"(Cold Media War) 中解脱出来。这显然同中美两国关系的实 

际状态不相符合。为了使美国媒体能够了解中国政府的观点，在江泽民主席出访 

前夕，江主席10月18日会见了美国《华盛顿邮报》常务主席，离开北京的前一 

天，又接见了美国一些主要新闻机构驻北京负责人，透露了中国已决定签署联合 

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消息。这些举动显然在于软化美国媒体的 

立场，使之能够正视中美关系的实际，积极评价中国决心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诚 

意。 

1997年《人民日报》大量报道中美关系改善的消息的同时，也报道了32条 

反映"中美关系紧张"的消息。这些报道就内容而言，其一是批评美国一些反对 

改善对华关系的政客的，如在2月1日发表的梅周的文章《李洁明的悲哀》；2 

月4日的消息，首都专家学者座谈，一致认为美国《人权报告》违背《联合国宪 

章》原则，无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3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反 

对美国国会有关香港法案，认为这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是"美国霸主心态的再 

现"。"中美关系紧张"的另一类报道是针对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批评和美国 

一些媒体对香港回归所作的不符合实际的报道。 

关于"中美关系紧张"的新闻报道，尤其是一些评论性文章，是《人民日报》 

对中美关系现实问题理解的一种反映。在中美关系大幅度改善的1997年，有些 

问题并没有根本性改变，所以常能看到来自美国的一些不同观点。这些虽不能与 

中美关系改善的大局相提并论，但它毕竟是一种存在，一种常常能引起争论的存 

在。《人民日报》对美国的批评并不是主动的，而是一种对于批评的回应，并且 



也着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强调两国关系应着眼于两国国家的长远利益。 

对美国国内情况的报道是1997年《人民日报》美国报道的另一部分重要内 

容。在这部分报道中，有关美国政治、经济、科技方面内容的报道占大多数，少 

部分是关于美国人民日常生活的报道。 

《人民日报》在报道美国国内政治时，更注意报道美国政府政治报道，关注 

政策变化、政治人物和外交新闻。1997年，恰值美国克林顿政府第二届任期开 

始，《人民日报》比较详细地报道了克林顿政府阁僚变化，重要政府成员的情况 

和政治经历，美国新一届政府治国方略，特别是对亚洲和中国外交的政策等。如 

在1997年1月23日，报道了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谈话，在1月27、28两天， 

分别报道了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和国防部长科恩关于外交和防务问题的谈话，在1 

月21日报道了克林顿就任第53届美国总统的新闻，并附有克林顿宣誓就职的新 

闻照片。对美国1997年内重要的外交活动，《人民日报》均有详略不一的报道， 

如同联合国的"会费"纠纷，同北约和欧盟的关系，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上任伊始 

的欧亚九国之行，对伊拉克的战争恫赫等。对美国国内政治的报道，《人民日报》 

的报道大都采取客观的报道方法，没有发表过反映报社观点的评论。 

火星探路者，做为美国科学技术进步象征之一，在1997年成功地登上火星 

表面，向地球发回了22幅火星表面照片。《人民日报》对这一人类科学技术发 

展史的重要事件进行了连续性报道。在七月份探路者宇宙飞船的火星车登上火星 

表面期间，《人民日报》发表有关消息、解释性报道共九篇，详细介绍了此次宇 

宙旅行的科学价值和意义，介绍了人类飞向火星所要遇到的各种困难，发表了《人 

民日报》驻美记者张亮写的《人类登上火星不再是梦》的文章。这些报道，从一 

个侧面展现了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实力。 

同其他方面相比，中美经济关系对两国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人民日报》 

对美国经济的报道十分频繁，报道面十分宽泛。《人民日报》十分重视美国经济 

发展成就的报道，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美国在目前经济发展中"无通涨"的特点和 

"知识型经济"的兴起，分析其中成功因素。在中美经贸方面，《人民日报》则 

大量报道了美国企业家希望双方消除贸易壁垒，扩大对华交往的消息。发表了中 

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白皮书《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表达了中国对这一问 

题的看法，以及对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些建议。 

通俗报道主要是一些非政治性的消息，与公众的阅读兴趣十分接近，象NBA 

东西部联赛，电影电视娱乐业，宗教性节目报道等，中国公众对这些新闻也同样 

很有兴趣。在这些报道中，有许多是人物专访或人物特写形式的报道。同美国一 

些报刊不同的是，《人民日报》的人物特写或人物专访，绝大部分都写的十分富 

有人情味，要么是一些美国人对中国友好的文字，要么是中国的一些名人或百姓 

对美国美好的印象。如1997年1月17日发表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海伦*斯诺 

逝世》一文，记述了斯诺夫妇一生致力于中美友好事业的感人故事，写的十分生 

动。通俗报道能够使中国公众深入地了解美国文化、观察美国社会。 

《人民日报》同样地报道了美国社会的一些矛盾，如犯罪、暴力问题，人权 

问题和种族问题。采取客观手法报道这些消息，反映了《人民日报》希望中国公 

众，特别是青年全面准确地了解美国。 

综合以上分析，1997年《人民日报》对美国的报道基本上是采取了客观报道 

的方法，所以《人民日报》所反映的美国形象是积极的。首先，美国是一个政治 

大国，国内政治稳定，在国际上积极参与各种事务；其二，中美关系全面好转， 

两国政府信任感增强；其三，美国经济持续发展，进入了一个未曾有过的良性发 

展时期；其四，美国的综合科技实力强大；其五，美国社会中还有一些问题没能 

得到很好解决。美国一些政客、新闻媒体，反对克林顿政府对华"接触"的政策， 

对中国不友好。 



三 

谈论《人民日报》1997年对美国的报道，分析《人民日报》上的美国形象， 

决不是讲《人民日报》对美国的报道是为塑造中国的美国形象。《人民日报》报 

道有关美国的新闻首先是中国的国内政治的现实所决定，是《人民日报》所遵循 

的新闻原则所决定的。《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共产党 

是中国的执政党，决定中国对美的实质性政策，做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 

关报，自然要率先准确传达中国希望同美国发展全面合作关系的信息。所以，《人 

民日报》和中国政府在对美国的态度上是完全一致的。 

这与美国媒体的新闻原则很不同。美国的新闻媒体都宣称自己是客观公正 

的，认为新闻报道应该是独立的。他们所言的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政府 

而言的独立。这是美国媒体的一种传统 。在1997年，虽然两国政府的关系得到 

改善，但美国一些媒体并未因美国政府的观点改变而改变对中国的看法，他们坚 

持认为，中国还是一个"极权的"国家，是对美国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在 

中国，没有什么"民主"，"人权"情况也很糟。他们认为：克林顿政府与中国 

改善关系的作法是错误的。在这种认识基础上，这些媒体上的中国形象，实际上 

并不真实，也不全面。如果把这个问题放置美国新闻哲学的背景下观察，就更加 

清楚了。美国许多记者、编辑认为，他们是美国理想的传播者，也是美国精神的 

塑造者。著名的美国新闻史学家埃默里父子在其经典著作《美国新闻史》中说道： 

"新闻史就是人类长期以来为相互自由传播而斗争的历史--把新闻挖掘出来， 

进行解释，并在交换思想的市场上提出明智见解"。 许多美国记者和编辑认为， 

美国的新闻媒体，应该更多地代表美国的"精神利益"，即以美国哲学为核心的 

美国政治、文化利益。他们与一些务实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不同，更看重美国精神 

成就。 

中国新闻业的开放改革，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有关美国报道增加。近几年来， 

不少省、市报纸增加国际消息的版面，一些电台、电视台延长了国际新闻广播时 

间，有的还增设了英文广播。由于美国特殊的世界地位，在中国的所有国际报道 

中，对美国的报道自然成为国际新闻重要方面。《人民日报》1997年创办了以 

报道重大国际新闻背景材料和解释报道为主的《环球时报》，《环球时报》独特 

的新闻视角，快捷的报道速度和广泛的报道面，引起了中国读者的注意。《人民 

日报》50多位驻外记者采写的长篇报道，多数登在这份新办的报纸上，成为《人 

民日报》国际报道的重要方面。这一则反映了《人民日报》改革开放的成绩，另 

一方面对也是《人民日报》在中国国内出现的新闻竞争中的积极举措，她希望在 

国防新闻的国内竞争中保持主导的地位。 

实际上，中国的美国形象，仅就中国的新闻传播界，已非《人民日报》一家 

所能为。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许多关于美国的新闻，许多直接采用CNN 

的镜头，一些文字稿也是根据CNN的文字稿编译的，其观众数量也远在《人民 

日报》之上。《光明日报》关于美国科技新闻的报道，《金融时报》、《经济日 

报》关于美国经济新闻的报道，《体育报》关于美国NBA和其它体育新闻的报 

道，都比《人民日报》多。北京音乐台等二十多家城市调频电台，定时播出充满 

美国情调的"雀巢咖啡音乐"节目，播放许多美国古典和现代音乐。扩大到其他 

方面，随着因特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全国约有25万台电脑、60万人可以通过 

因特网直接"游历"美国，"访问"白宫。《廊桥遗梦》从小说到电影的火爆， 

《泰坦尼克号》的轰动效应，都对美国形象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至于在中国各 

地林立的麦当劳、肯德基快餐店，随处可见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饮料，更使许 

许多多，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真切地感受到了美国的形象。今天，对于普通的中国 

人，美国已不再是远隔万里海洋的国家，更不是当年沙场操戈的敌人，而成为了 

解西方，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 

美国著名的人类文化学家C*恩伯(Carol R. Ember)和M*恩伯(Melvin Ember) 



 

夫妇在他们合写的著作《文化的变异》中曾指出："当一个群体或社会与一个更 

强大的社会接触的时候，弱小的群体常常被迫从支配者群体那里获得文化要素"。 

文化交流是如此，其实在国际传播过程中也是如此。中国媒体对美国的报道数 

量远远多于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数量，便又一次证明了这种新闻交流的不平 

衡。另外，中国媒体对美国的看法，影响范围主要是国内，而美国媒体对中国的 

看法则更容易趋出国界，影响更多国家。这样更加剧新闻交流的不平衡。从道德 

意义上讲，这是一种不合理的交流，也是一种应当改变的错误。在中国的新闻界 

报道美国的同时，美国的新闻界也应该真正地进入中国，越来越多地了解中国， 

和中国的同仁一起，努力改变两国事实上存在的新闻报道不平衡现象，使中美两 

个伟大民族能够更多、更准确地了解和沟通，以利于两国关系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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