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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媒体视角下, 形象建构对中非民心相通及中非合作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 “诠释包裹” 理论, 本研究通过大数据

舆情监测和话语框架分析, 探讨非洲新闻聚合媒体———全非网涉华新闻

报道的话语框架和议程设置。 研究发现, 全非网的涉华报道框架主要有

四类: 事实框架、 进步框架、 冲突框架和责任归因框架。 其中, 事实框

架是基础框架, 以中性态度为主。 由于西方价值观和新闻观在非洲媒体

生态中的深度渗透, 加之非洲本土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能力上的不足,
事实框架和冲突框架下的涉华报道大量引用西方媒体、 智库和学者的观

点, 与西方媒体在涉华报道上的趋同性较强。 然而, 在进步框架和责任

归因框架中, 全非网展现出部分 “以非洲为主” 的新闻话语建构性与

自觉性。 研究还发现, 非洲各国在具体涉华议题中的利益考量存在差

异, 中非关系的新闻话语和议程设置呈现出明显的媒体偏向性, 这背后

反映了政府、 政党、 企业、 社会组织等不同利益相关方对新闻报道框架

和议程设置的影响。 本文建议在洞察非洲媒体生态的基础上, 超越以往

以国家形象为导向的研究框架, 建立中非媒体 “统一战线”, 改进传播

话语与叙事体系, 增强中非话语自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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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世纪初起, 中非合作日益深化, 非洲已成为 “一带一路” 倡议中不可

或缺的国际伙伴。 在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叙事框架下, 非洲已成为中国在国际

传播领域的重点区域, 媒体如何塑造中非形象, 直接关系到中非民心相通及中非

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拜登政府发布了 «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战略» (Ｕ.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该战略明显带有针对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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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 反映出美国有意在非洲大陆推进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自 ２０２１ 年以来, 受

新冠疫情持续、 中非合作论坛举办以及美西方国家在非洲加速布局等因素影响,
非洲涉华新闻舆论生态变得更加复杂。 在此背景下, 为了更好地了解非洲, 提升

中国在非洲的国际传播效果, 审视非洲媒体涉华报道的舆情走势和新闻话语的生

产范式显得尤为必要。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中国学者逐渐开始关注非洲传媒研究。 尽管在中国的国际

传播研究领域, 对非传播研究总体上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 但也初步形成了以对

非传播策略及其效果为主的研究态势。 近年来, 中国对非传播研究呈现出 “重视

中国的对非传播视角———关注非洲本土媒体的视角———探索中非媒体互动互构的

视角” 这一演进轨迹。 同时, 国外学界也持续关注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以及中国

媒体在非洲的传播活动。
就非洲媒体涉华报道而言, 学界普遍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研究。 这些研究通

常以语料库为基础, 旨在分析非洲媒体涉华报道的数量、 议题、 态度以及影响因

素。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一是针对特定非洲国家或区域的涉华报

道, 如李洪峰和赵启琛对非洲法语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研究;① 二是泛非媒体的

涉华报道, 如吴文彬关于全非网涉华报道的议题和情感倾向研究,② 以及汤欣雯

等人对全非网涉华气候报道的历时性研究;③ 三是涉华特定议题或事件在非洲的

传播, 如郭聪考察了非洲媒体关于中国新冠疫情的报道,④ 黄昱对 “一带一路”
倡议在非洲传播的研究;⑤ 四是非洲媒体涉华报道的对比研究, 如陈玉琪分析了

美联社、 新华社与泛非通讯社的中国援非报道框架,⑥ 洪焱垚对比了中国媒体与

非洲本土媒体关于中国卫生援助报道的异同。⑦ 国外关于非洲媒体涉华报道的研

究也基本上遵循了上述分类, 但由于现实语境和理论倾向的差异, 国外研究多在

帝国主义、 全球主义和团结这三个框架内考察中国在非洲的形象,⑧ 其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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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以西方新闻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导引。
综合分析, 当前关于非洲媒体涉华报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非洲媒体大国, 如

南非、 肯尼亚、 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 学者们普遍关注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构

建及其背后的原因。 尽管如此, 现有研究成果尚未能全面客观地理解非洲媒体的

涉华报道, 缺乏对报道的动态考察和深度的话语分析, 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非

洲的主体性和全面性。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进步和研究方法的成熟, 在中非关系的

框架下, 及时捕捉非洲本土媒体涉华报道的议程设置, 对于讲好中非合作故事至

关重要。 本研究选取非洲本土媒体全非网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 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话语

框架分析其涉华新闻报道, 从而揭示非洲媒体涉华新闻的话语生产及其议程设置

的特点。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非洲媒体的报道机制, 也为探索提升中

国在非洲的国际传播影响力提供重要参考和策略。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依据议程设置理论和 “诠释包裹” 理论, 对全非网涉华报道进

行框架分析, 挖掘新闻报道背后的价值观念和对华态度, 探究如何改善和加强对

非传播。

(一) 理论背景

媒介框架与议程设置是传播学领域的经典理论, 为研究非洲媒体涉华报道提

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议程设置理论的起源可追溯至美国传播学者沃尔特·李普

曼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ｉｐｐｍａｎｎ) 提出的 “拟态环境” 概念。 李普曼认为, 经由传播媒介

构建的 “象征性现实” 即拟态环境, 成为连接主观现实与客观现实间的中介。①

１９７２ 年, 传播学者麦克斯韦尔·麦库姆斯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Ｅ. ＭｃＣｏｍｂｓ) 和唐纳德·肖

(Ｄｏｎａｌｄ Ｌ. Ｓｈａｗ) 正式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 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传播媒介通

过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 “显著性”, 从而影响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

的认知。 媒体强调的议题显著性可以向公众议程转移。② 因此, 研究非洲媒体涉

华报道的议程设置及其影响因素, 有助于我们理解非洲媒体生态, 并为中非媒体

合作的策略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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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引入框架分析理论, 旨在精准地梳理非洲媒体为受

众设置的 “议事日程”, 以及它们进行了哪些有意识的取舍, 进而考察非洲媒体

在采用不同新闻报道框架时所追求的目的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以威廉·甘姆森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ａｍｓｏｎ) 提出的 “诠释包裹”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 Ｐａｃｋａｇｅ) 理论为依托, 该

理论是框架分析的四大主要路径之一。 甘姆森把框架视为人们观察世界的镜头,
它包含了不同元素, 这些元素的组合形成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① “诠释包裹”
理论能够通过 “框架装置” 和 “推理装置” 对全非网的媒体呈现与建构进行剖

析, 挖掘媒介文本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念和报道态度。 “框架装置” 主要包括隐

喻、 标语、 叙述等元素, 解答 “发生了什么事情” 的问题; 而 “推理装置” 则

包括原因、 结果及诉诸原则等元素, 旨在回答 “为什么会发生” 以及 “如何解

决” 的问题。
本研究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 选择具有代表性、 争议性、 重要性的涉华报道

议题, 深入分析并提炼出媒体采用的报道框架; 其次, 分析每个 “诠释包裹”
内的 “框架装置” 与 “推理装置”; 最后, 通过分析这两个装置, 构建一个 “框
架矩阵”, 以理解全非网的新闻报道是如何描绘和构建中国形象。 同时, 研究媒

体议程设置背后所反映的深层含义。 针对这些发现, 探讨中国在对非传播实践及

研究方面应如何做出相应调整。

(二) 样本选择

在前述背景和研究目的的指导下, 本研究选取全非网的涉华报道作为分析对

象。 全非网专注于传播非洲声音, 其报道内容广泛, 涵盖非洲大陆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新闻。 该网站从 １４０ 多个非洲新闻机构获取并分发新闻

内容, 同时转载来自非洲各国政府、 国际组织及西方媒体、 智库等发布的新闻报

道和相关文件。 全非网在转载文章时通常不做编辑, 以更真实地反映各方立场。
因此, 全非网成为非洲最全面、 最具影响力的泛非新闻平台, 是观察了解非洲大

陆及各国形势的重要窗口。
本文主要基于非洲舆情数据库中的全非网新闻报道文本, 选取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ｉｎｏ” 作为关键词, 运用网络爬虫技术和智能化采集工具, 对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期间的报道进行检索。 经过人工筛选, 剔除重复

和不相关的报道, 最终筛选出 １２７３ 篇涉华新闻报道。 选择 ２０２１ 年作为研究的起

始年份, 是因为该年份在涉华舆情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 这一年, 新冠疫情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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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中美博弈以及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召开, 都对中非关系产生重大

影响, 并在新闻报道的话语实践中留下深刻烙印。 本研究采用人工编码方法, 呈

现不同议题、 态度倾向及关键词。 借助 “语言探索与字词计数” 工具 ＬＩＷＣ 中文

词典与文本分析工具 ＲＯＳＴ ＣＭ６, 对每篇媒体报道进行了分词、 词语计量、 语义

网络分析、 情感汇聚、 观念提炼等工作, 并结合语义和语境进行了人工话语编

码, 以揭示报道背后的认知逻辑。

全非网涉华报道的总体概况

本研究从时间、 议题和情感倾向三个维度出发, 对全非网的涉华报道进行全

面分析, 旨在为后续的话语生产、 议程设置和报道框架分析奠定基础。 近年来,
随着中非合作不断深入, 非洲国家涉华新闻报道数量也呈现同步增长趋势。 中非

关系中的重要事件、 中国国内及国际上的热点议题, 均成为非洲媒体关注的焦

点。 随着中非之间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 中国

在非洲的舆论形象总体上以中性和正面为主。
全非网的涉华报道集中关注中非合作的重要事件以及中国的时事动态。 ２０２１

年全非网共发布 ９５８ 篇涉华报道, 其中 ６ 月和 １１ 月的报道数量显著增加。 ６ 月报

道数量上升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相吻合, １１ 月报道数量增加则

与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召开有关。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到 ８ 月, 全非网共发布

３１５ 篇涉华报道, 其中 ６ 月的报道数量再次达到高峰, 这主要与中非在经济社会

领域的一些负面新闻有关。 通过对比分析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的数据可以明显看

出, 新冠疫情和疫苗相关报道减少是导致 ２０２２ 年全非网涉华报道数量同比下降

的主要原因。
全非网的涉华报道整体上呈现出中性或正面的倾向。 ２０２１ 年, 正面报道占

据全非网涉华报道的 ５６％ , 而中性报道占比 ２９％ , 负面报道则占 １５％ 。 进入

２０２２ 年, 截至 ９ 月, 正面报道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但负面报道的比例增加了

２％ 。 在议题的情感倾向上, 全非网对于中非政治议题和中国援助议题的报道持

续展现出极为正面的态度。 同时, 中非社会与文化议题也以正面报道为主。 对于

中非经济议题, 正面、 中性和负面倾向呈现出相对均衡的状态, 这反映出非洲媒

体观点的多元化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 ２０２２ 年非洲媒体对中非关系的负面报道比例迅速上升, 中

非社会文化议题的负面报道比例也略有增加。 总体来看, 非洲媒体在涉华报道上

保持了一贯且明确的态度, 即以正面报道为主。 然而在 ２０２２ 年, 中非经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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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社会与文化、 中非卫生合作和中国社会经济等议题的正面报道比例均有所下

降。 另一个显著的趋势是, 近年来非洲媒体在涉华议题中对公共卫生、 中美大国

关系、 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明显增加。 总体来看, 尽管全非网对中非关系以外的

其他涉华新闻报道较少, 但它们的内容和倾向仍然随着时代发展和国际关系演变

而有所差别。

全非网涉华报道议题词频及语义网络分析

本研究运用 “诠释包裹” 理论, 对全非网涉华报道的话语和叙事体系进行

框架分析。 为了全面把握全非网涉华报道的结构特征, 首先对报道文本进行框架

提炼, 这包括对报道的词频分析以及对报道视角的识别。 本研究聚焦于报道数量

最多的四个议题: 中非经济、 中非政治、 中非社会文化以及中非卫生合作, 运用

频次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的方法, 考察全非网如何解读和诠释中国议题, 以及如

何塑造和展现中国形象。
本研究综合了以往相关研究中报道框架提炼的方法, 并运用文本分析工具

ＲＯＳＴ ＣＭ６, 对全非网涉华报道中选定议题的文本样本进行高频词提取与分析。
在剔除冠词、 介词、 连词、 感叹词等无实际语义价值的虚词后, 根据出现频率对

前 ３０ 个高频词进行排序, 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语义网络分析, 从而辨识出报道的

角度。 基于这些分析, 本研究进一步综合提炼全非网涉华报道的主题框架, 为深

入剖析涉华报道的话语框架及议程设置奠定基础。

(一) 在经济议题上认同与担忧共存

非洲媒体普遍对中非之间的务实合作持认同态度。 以贸易、 投资和融资这三

大支柱为代表的中非务实合作, 赢得非洲媒体积极评价。 在非洲媒体报道中, 中

国在促进非洲经济增长、 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合作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

发展模式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表 １　 全非网 “中非经济” 议题涉华报道的词频分布

序号 词语 词频 序号 词语 词频 序号 词语 词频

１ 中国 ２４４５ １１ 合作 ４１８ ２１ 建设 ２４８

２ 非洲 １０１４ １２ 贷款 ３７２ ２２ 计划 ２４３

３ 国家 ８７０ １３ 贸易 ３５９ ２３ 出口 ２４２

４ 项目 ８６２ １４ 设施 ３３７ ２４ 技术 ２３５

５ 美元 ６０３ １５ 关系 ３３１ ２５ 市场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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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词语 词频 序号 词语 词频 序号 词语 词频

６ 政府 ５９８ １６ 尼日利亚 ３２９ ２６ 津巴布韦 ２２９

７ 肯尼亚 ５１３ １７ 协议 ３０２ ２７ 总统 ２１７

８ 发展 ４８２ １８ 银行 ２８５ ２８ 地区 １９８

９ 投资 ４６９ １９ 债务 ２５２ ２９ 增长 １９８

１０ 经济 ４６６ ２０ 企业 ２５１ ３０ 伙伴 １９１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 全非网在 “中非经济” 议题上共发布 ３２１ 篇报道。 在这些

报道中, 正面和中性报道频繁使用 “项目” “美元” “发展” “投资” 与 “合作”
等关键词。 但在负面报道中, “贷款” “银行” “协议” 和 “债务” 等词汇频繁

出现, 反映出非洲媒体对于债务问题的关注与担忧。

图 １　 全非网 “中非经济” 议题涉华报道的语义网络分析

１. 高度赞赏中非经济务实合作

通过对全非网涉华报道文本中高频词的分析, 可以发现中国对非投资与基础

设施建设已成为中非经济议题中的焦点话题。 研究结果表明, 非洲媒体普遍认

为,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中非经济合作为非洲带来新的机遇和动

力, 中国已经成为许多非洲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
除了政府间合作, 中国企业在非洲蓬勃发展也引起非洲媒体的广泛关注。 全

非网特别关注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贸易快速增长, 并讨论了中国私营和国

有企业在推动非洲基础设施现代化、 提高就业率和工业化水平方面所作出的重要

贡献。 在众多中国民营企业中, 华为公司特别受到全非网的关注, 尤其是在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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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和年轻人才培训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获得全非网的大量正

面报道。 从非洲媒体对华为公司的大量报道中可以看出, 非洲国家期望通过中非

合作实现技术提升, 进而推动非洲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２. 担忧非洲债务问题

通过高频词和语义网络分析, “贷款” “银行” “协议” 和 “债务” 等词汇

成为非洲媒体关注的热点, 这反映了非洲媒体对非洲国家债务问题的持续关注。
深入分析与这些高频词相关的涉华报道文本后, 可以发现非洲媒体一方面认可中

国投资和贷款对非洲产生的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非洲国家债务问题以

及中国在非洲经济影响力持续增长的担忧。 特别是在 ２０２１ 年, 新冠疫情全球蔓

延开始对非洲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２０２２ 年, 俄乌冲突和美元加息进一步推

高了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 这使得非洲国家面临更大的经济下行压力。 在此背景

下, 西方政府和媒体长期炒作的 “非洲债务陷阱” 议题在非洲媒体中引发集中

关注, 成为讨论的焦点。

(二) 中非政治关系获得积极评价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在塞内加尔召开, 对中非政

治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非洲媒体报道普遍反映出中国与非洲各国政府及政党之

间良好的互动关系, 非洲各国对于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也表现出积极响应和

支持。

表 ２　 全非网 “中非政治关系” 议题涉华报道的词频分布表

序号 词语 词频 序号 词语 词频 序号 词语 词频

１ 中国 ３０６３ １１ 会议 ４２６ ２１ 问题 ２５４

２ 非洲 １３６３ １２ 总统 ３４３ ２２ 访问 ２５０

３ 国家 １０２０ １３ 项目 ３２７ ２３ 美元 ２４２

４ 合作 １０１３ １４ 加强 ３１１ ２４ 外交部长 ２３０

５ 发展 ９４７ １５ 政府 ２９１ ２５ 基础 ２２５

６ 关系 ６９３ １６ 伙伴 ２８４ ２６ 大使 ２２５

７ 人民 ５３０ １７
中非合作

论坛
２６９ ２７ 投资 ２２３

８ 中非 ４４９ １８ 主席 ２６１ ２８ 安全 ２２０

９ 两国 ４３８ １９ 建设 ２５５ ２９ 促进 ２１２

１０ 经济 ４２９ ２０ 领域 ２５４ ３０ 努力 ２１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 全非网就 “中非政治关系” 议题共发布 ３０５ 篇报道。 在这

些报道中, “合作” “发展” “关系” 与 “人民” 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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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这些高频词所涉及报道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 非洲政府和主流媒体普遍认

同中国的官方立场。 中非双方在国际事务和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积极协调与配

合, 尤其是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支持。 非洲舆论普遍认为, 中国在

国际事务中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持有共同立场, 并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图 ２　 全非网 “中非政治关系” 议题涉华报道的语义网络分析

非洲媒体普遍对中非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给予高度评价。 ２０２１ 年, 国务委

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访问非洲, 以及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召开, 成为非

洲媒体报道中非政治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全非网多篇报道关注到中国外长多年来

坚持新年首访非洲的优良传统, 认为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中非关系的高度重视。
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召开前后, 非洲各国媒体进行广泛报道, 议题

集中在中非合作论坛 ２０ 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 习近平主席的开幕式致辞、 非洲

国家领导人发言以及论坛期间中非双方的政治互动。
通过语义网络图分析可以看出 “中非合作” 与 “中非关系” 紧密相关。 非

洲国家对中非政治关系给予高度评价, 普遍认为中非政治互信促进了双方经贸合

作及非洲经济发展。 此外, 通过积极参与中非合作论坛, 非洲国家日益成为国际

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参与者, 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代表性。 非洲媒体

普遍认为, 中非合作论坛将为非洲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三) 社会与文化议题的比重逐渐增加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２０２２ 年中非社会与文化议题在全非网涉华报道中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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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显著上升。 这一议题广泛涵盖了文化、 教育、 医疗卫生及企业社会活动等领

域, 此外也有一些负面报道。

表 ３　 全非网 “中非社会与文化” 议题涉华报道的词频分布表

序号 词语 词频 序号 词语 词频 序号 词语 词频

１ 中国 １３７８ １１ 学生 １５３ ２１ 马拉维 １０８

２ 国家 ３７３ １２ 关系 １４６ ２２ 中心 １０５

３ 非洲 ２８５ １３ 培训 １３１ ２３ 组织 １０４

４ 合作 ２４３ １４ 学院 １２９ ２４ 刚果 １０４

５ 发展 ２１６ １５ 人民 １２７ ２５ 大学 ９９

６ 政府 １９２ １６ 媒体 １２６ ２６ 两国 ９９

７ 文化 １８５ １７ 大使馆 １１６ ２７ 学习 ９３

８ 项目 １６９ １８ 津巴布韦 １１３ ２８ 获得 ９３

９ 技术 １６５ １９ 经济 １１１ ２９ 安全 ９２

１０ 尼日利亚 １６０ ２０ 肯尼亚 １１１ ３０ 努力 ８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 全非网就 “中非社会与文化” 议题共发布 １８０ 篇涉华报道。

在这些报道中, “合作” “发展” “政府” “文化” “项目” 与 “技术” 等词汇成

为最具代表性的高频词。 报道的总体倾向是中性和正面的, 也有部分报道关注中

国企业和个人在非洲的一些不良行为, 例如涉及在刚果 (金) 进行非法采矿活

动的负面报道。

图 ３　 全非网 “中非社会与文化” 议题涉华报道的语义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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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语义网络分析可以发现, 中国政府在中非人文交流中的角色与作用, 也

成为非洲媒体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 得益于中非合作论坛的有力推动, 中非在多

个领域和层面开展了丰富的人文交流活动, 并取得丰硕成果。 通过分析相关报

道, 可以看到非洲媒体对中非在医疗、 教育、 体育和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关注较多。 在医疗领域, 非洲媒体对中国援非医疗队提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培训

给予高度评价。 在教育领域, 中国大使馆和孔子学院为许多非洲国家的青年学生

提供奖学金, 中国正逐渐成为非洲学生留学的热门目的地。 非洲媒体还特别关注

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的社会活动, 例如华为的 “未来种子计划”, 该计划在非洲

各国进行的资助、 培训和竞赛活动受到非洲媒体广泛关注。 然而在 ２０２２ 年, 关

于在非洲中国人的负面新闻与中国国内对非洲人歧视行为的报道开始增多。 尤其

是一位中国男子在社交媒体上散布种族歧视视频, 该事件在非洲引起轩然大波,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非洲涉华舆论恶化。

(四) 中非卫生合作备受关注

新冠疫情发生后, 全非网对疫情发展态势以及中非在卫生领域的合作予以广

泛报道。 其中, 正面和中性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中国向非洲提供大量抗疫物资和疫

苗援助上, 而负面报道则更多关注病毒溯源问题以及对中国疫苗效力与分配情况

的质疑。

表 ４　 全非网 “新冠疫情” 议题涉华报道的语义网络分析

序号 词语 词频 序号 词语 词频 序号 词语 词频

１ 疫苗 ２７３１ １１ 获得 ２３３ ２１ 研究 １７６

２ 中国 １３９６ １２ 组织 ２２６ ２２ 国药 １７６

３ 国家 ８４１ １３ 计划 ２１８ ２３ 人民 １７５

４ 接种 ８０４ １４ 总统 ２０６ ２４ 发展 １７０

５ 病毒 ５５５ １５ 病例 １９９ ２５ 流行 １６６

６ 卫生 ４６１ １６ 必须 １９４ ２６ 疾病 １５４

７ 非洲 ３８６ １７ 捐赠 １９０ ２７ 集团 １５２

８ 津巴布韦 ３３３ １８ 该国 １８８ ２８ 死亡 １４８

９ 全球 ２５４ １９ 使用 １８１ ２９ 美国 １４８

１０ 合作 ２３７ ２０ 地区 １８０ ３０ 世卫组织 １４８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 全非网围绕 “新冠疫情” 议题共发布 ２５８ 篇涉华报道。 在

这些报道中, “疫苗” “接种” “病毒” “卫生” 与 “合作” 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高

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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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全非网 “新冠疫情” 议题涉华报道的语义网络分析

　 　 通过语义网络图的分析, 可以发现非洲媒体对 “中国为非洲提供疫苗” 这

一议题进行了重点报道。 随着新冠疫情在非洲不断扩散, 中国迅速向非洲各国提

供大量抗疫物资和疫苗, 非洲媒体对此给予极大关注。 特别是在 ２０２１ 年中非合

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期间, 习近平主席宣布向非洲国家提供 １０ 亿剂新冠疫

苗, 更是受到非洲媒体广泛关注。 在报道中国疫苗援助时, 非洲媒体通常引用中

非双方政府官员的积极表态, 对中非团结抗疫予以高度评价。 然而, 也有部分非

洲媒体援引西方信源, 炒作中国疫苗分配不公平以及高价低效的问题。 除了疫苗

话题外, 非洲媒体还关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以及中国国内疫情形势。 对于这两类

话题, 非洲媒体主要引用世界卫生组织、 相关政府表态及医疗卫生专家的观点,
并未进行过多评论。

全非网涉华报道话语框架分析

通过高频词提取、 语义网络分析和报道角度辨识等研究方法, 本研究尝试提

炼全非网涉华报道的话语框架。 并借助 “诠释包裹” 理论, 对每个报道框架进

行分析, 以揭示全非网涉华报道的新闻话语框架及议程设置。
霍莉·瑟曼特克 (Ｈｏｌｌｉ Ａ. Ｓｅｍｅｔｋｏ) 与帕蒂·沃肯伯格 (Ｐａｔｔｉ Ｍ. Ｖａｌｋｅｎｂｕｒｇ)

在他们的研究中归纳了新闻报道中的五大 “通用框架”, 即冲突框架、 经济后果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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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责任归因框架、 人情味框架和道德框架。① 此外, 罗伯特·恩特曼 (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Ｅｎｔｍａｎ) 提出报道框架的四大核心功能: 界定问题、 解释原因、 道德判断和

对策建议。② 基于这些通用框架, 并结合前文所述的报道角度, 本研究最终提炼

出全非网涉华报道的四大框架: 事实框架、 进步框架、 冲突框架与责任归因框

架, 并具体分析如下。

表 ５　 全非网涉华报道四大框架

报道框架 框架内涵 报道角度

事实框架 报道总体仅对事实本身进行客观描述 中国国内新闻

进步框架 报道总体对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持正向态度

中非政治关系

中国援助

中非社会与文化

冲突框架 报道体现出矛盾关系
中美关系

涉中国新疆、 香港和台湾问题

责任归因框架 报道将中国视为 “责任方” 中非经济问题

　 　
根据 “诠释包裹” 理论, 报道框架的构成元素被细分为框架装置和推理装

置。 本文将采纳这一理论, 从隐喻、 短语、 描述、 原因、 结果 /影响以及解决方

案六个维度, 对前文提炼的四大报道框架进行文本解构。 通过这一过程, 旨在构

建事实框架的 “框架矩阵”, 以便深入剖析其内在的话语结构和叙事逻辑。 在对

各框架进行分析时, 本研究特别挑选了最具代表性、 争议性及重要性的报道

角度。

(一) 事实框架: 在客观描述中掺杂抹黑成分

事实框架是全非网涉华报道的基础框架, 本文将其定义为 “报道内容严格限

定于对事实本身的客观叙述”。 换言之, 这类报道以中性态度呈现涉华信息, 主

要聚焦于陈述事实和表达观点, 媒体在此过程中只起到传播信息的功能。 就全非

网涉华议题而言, 中国国内新闻是中性报道占比较高的议题, 而中国经济发展则

是全非网最关注的报道角度。 因此, 本部分将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相关报道进行

“诠释包裹” 分析, 以构建事实框架的 “框架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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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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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事实框架的 “框架矩阵”

框架装置

隐喻

１. 宁波舟山的情况只是目前世界航运所面临问题的冰山一角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Ｔ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ｅｂｅｒｇ);
２. 在 “做大” 的同时 “公平分蛋糕”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ｋｅ ｉｎ ａｎ 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Ｗａｙ);

短语

巨大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 引起

一场全球性的竞争 (Ｓｅｔ Ｏｆｆ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ｔｅｓｔ); 世界上最根深蒂固的城乡差

距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Ｄｅｅｐｌｙ Ｅｎｔｒｅｎｃｈｅｄ Ｒｕｒａｌ － Ｕｒｂａｎ Ｇａｐ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描述

１. 近几十年来, 中国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剧烈变化 ( Ｄｒ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２. 中国港口危机仍在继续, 这种担忧开始困扰着进出口经营者, 一位大学

教授给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细节;
３.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制造业竞争力下降迫使许多出口导向型企业进入其

产品符合当地需求的非洲市场 (Ｈａｖｅ Ｆｏｒｃｅｄ Ｍａｎｙ Ｅｘｐｏｒｔ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ｔｏ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推理装置

原因

１. 中国以国家为主导、 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产生了许多问题性后果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ｔａｔｅ － Ｌ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Ｙｉｅｌｄｅｄ Ｍａｎ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２. 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建立在改革开放政策和确定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

发展优先事项五年计划基础上的;
３. 但毫无疑问, 中国的全球激进主义已经抬头 (Ｃｈｉｎａ’ 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
Ｈａｓ Ｒｉｓｅｎ);

结果 / 影响

１. 到本世纪中叶, 一个财富和政治影响力与美国及其盟国相当的中国可能

成为事实;
２. 这样的成功也可能向发展中国家表明, 在使千百万人摆脱贫困、 实现广

泛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的目标, 而不是

西方民主;
３. 这样的中国很可能有能力将当前国际秩序分裂为两种对立且不相容的愿景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Ｖｉｓｉｏｎｓ);

解决方案

１. 中国必须认真改革经济体制;
２. 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是中国快速崛起的部分原因, 因此必须保持警惕,
以及早发现类似次贷危机的迹象;

　 　
通过分析事实框架的 “框架矩阵”, 可以发现全非网在报道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时, 普遍采用了客观叙述的方法。 它们通过描述事件的情况、 结果、 影响以及解

决方案, 发挥了信息传播的作用。 大多数非洲媒体在报道中国经济发展时保持中

性态度, 并在信源上兼顾中国和西方的声音, 总体上以中国信源为主。 总的来说,
全非网在报道中保持相对客观, 有效传递了中国声音。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报道中包含多方观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等同

于客观事实。 引用特定观点和立场本身就暗藏着价值判断, 而事实本身可能介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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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与全面真实之间。 虽然全非网的新闻原创性较高, 通常不会直接转载西方媒体的

报道, 但其新闻话语仍会借鉴西方媒体、 智库和学者的报道及观点。 结合 “隐喻”
和 “短语” 来看, 在部分援引西方声音的报道中, 全非网的 “客观描述” 实际上夹

杂着抹黑中国的成分。 西方媒体通过特定的遣词造句, 在 “事实框架” 中植入负面

的中国形象, 暗示中国经济前景不利, 试图影响公众对华舆论, 使其倾向于负面。

(二) 进步框架: 认同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

进步框架是指 “对中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持肯定态度” 的报道方式。 这种框架主

要关注三个核心议题: 中非政治交往、 中国援助以及中非社会与文化。 本文将通过 “诠
释包裹” 分析, 对这三种议题的相关报道进行探讨, 以构建进步框架的 “框架矩阵”。

表 ７　 进步框架的 “框架矩阵”

框架装置

隐喻

１. “开门营业” 咒语迷住中国钢铁巨头 ( ‘ Ｏｐｅｎ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ｔｒａ
Ｃｈａｒｍ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ｅｅｌ Ｇｉａｎｔ);
２. (坦赞铁路) 是优秀教材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３. 实现王毅外长在访问期间提出的令人羡慕的梦想 (Ｅｎｖｉａｂｌｅ Ｄｒｅａｍｓ);

短语
优良传统的延续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ｉｎ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兄弟情谊的见证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 ｔｏ Ｏｕ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凝聚新的团结共识 (Ｂｕｉｌｄ Ｎｅｗ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共同的身份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描述

１. 体育场是两国体育合作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Ｎｏｔａｂｌｅ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 两国在政治、 经贸关系上互利共赢, 文化、 教育、 卫生等领域近年来呈
现多元化发展态势 ( Ｗｉｔｈ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Ｌｉｋ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
３. 中坦两国在文化、 教育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 两国关系十分密切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ｈａｖｅ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ａ ｖｅｒｙ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推理装置

原因

１. 希望继续与中国进行卫生合作, 以便将中国的专业知识和潜力转移到埃
及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Ｅｇｙｐｔ);
２. 由于两国关系不断深化, 中国将继续通过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肯尼
亚国家发展议程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结果 / 影响

１. 这成为非洲利益攸关方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挑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Ｍａｒｋ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 );
２. 数百名肯尼亚学生在中国完成不同领域的学业后回国, 他们有知识和热
情为国家发展和巩固肯尼亚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 ( Ｐｌａｙ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解决方案

１. 中刚媒体将共同努力, 创造更多合作机会, 在媒体领域建立一些有明确
目标的具体合作项目 (Ｗｉｔｈ Ｃｌｅａ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Ｆｉｅｌｄ);
２. 中方鼓励中国企业参与非洲重点领域的重大项目, 例如数字经济、 能
源、 环境保护和工业生产 (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Ｋｅｙ Ａｒｅ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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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非网在报道 “中非政治交往” 和 “中国援助” 议题时, 往往依托非洲国

家官方媒体的通稿。 这类报道一般较为简短, 并且在陈述事实的基础上赞扬中非

合作。 在 “中非社会与文化” 议题下, 正面报道内容广泛, 涉及教育、 体育、
文化交流等多个话题。 通过构建框架矩阵, 深入剖析全非网的报道内容和叙事逻

辑, 可以发现在报道中非政治交往时, 全非网主要关注中非领导人互动、 中国外

长访问非洲以及中国使馆在非洲开展的重要活动。 关于中国对非援助的正面报

道, 全非网主要介绍了中国在非洲各领域的援助项目, 传递了中非合作的积极信

息。 关于中非社会与文化的正面报道, 全非网通常提及孔子学院、 中国政府奖学

金、 华为 “未来种子计划” 等中非人文交流项目。
总体而言, 全非网对中非政治关系和中国对非援助持积极态度。 ２０２１ 年中

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对中非政治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全非网趋向于采

用建设性视角来报道中国与非洲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此外, 全非网采用进步性

框架来报道中国政府、 使馆和企业积极为非洲提供的各类援助, 认为这些援助促

进了非洲经济社会发展, 同时拉近和增强了中非友好合作关系。

(三) 冲突框架: 塑造强势中国形象

在冲突框架的视角下, 涉华新闻报道通常强调不同主体间行为和立场的冲突

性, 这类报道倾向于在标题和内容上制造一种 “二元对立” 的语境。 在处理争

议性议题时, 新闻媒体经常采用双方各自表述或相互攻击的方式进行报道, 这种

做法有时会使得议题的争议核心、 背景脉络及相关论据被相对忽视。① 在涉华报

道中, 冲突框架主要涉及中美关系问题以及涉疆、 涉港、 涉台等问题。

表 ８　 冲突框架的 “框架矩阵”

框架装置

隐喻

１. “你是最早警告我们中国控制非洲的人之一, 就像一只金丝雀在矿井里

一样” (Ｌｉｋｅ ａ Ｃａｎａｒｙ ｉｎ ａ Ｍｉｎｅ);
２. 看来救世主成了凶手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ｔｈｅ Ｓａｖｉｏｕｒ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Ｋｉｌｌｅｒ);
３. 美国南方司令部负责人说, 中美洲和南美洲正 “受中国影响而下沉”
(Ｓ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短语

来自中国的最重大威胁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ｈｒｅａｔ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不透明的

行动 ( Ｃｈｉｎａ’ ｓ Ｏｐａｑｕ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开放的民主治理和包容性 ( Ｏｐｅ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８１·

① 周素珍, 余建清: «社会冲突事件报道中的新闻框架及其运用», «东南传播»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１３—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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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框架装置 描述

１. 中国积极寻求在坦桑尼亚的军事存在, 并对非洲大西洋海岸线有一个更

加雄心勃勃的计划 (Ａｎ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 Ｐｌａｎ);
２.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大使们讨论了北京的大规模任意拘留政策 (Ｈｅｒｅ ｉ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Ｍａｓｓ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３. 中国是一个战略对手, 对我们的安全、 繁荣和价值观构成挑战 (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

推理装置

原因

结果 / 影响

解决方案

１. 专家组认为, 所有善意的尼日利亚人都有必要让政府承担责任, 并要求

得到答复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Ｌｏａｎ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Ｕｎ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２. 我们没有要求任何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但是鼓励你们提出那

些尖锐的问题 (ｔｏ Ｍａ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Ｗｈａｔ ｉｓ Ｂｅｓｔ ｆｏｒ Ｙｏｕ ａｎｄ Ｙ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就中美关系议题而言, 全非网报道倾向于采取描述性的方式, 主要转述中美

领导人和外交部门的表态, 基本上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审视中美之间的舆论较

量。 全非网的报道视角广泛, 涵盖中美在台湾问题、 地缘政治及在非洲影响力的

竞争等方面。 报道重点通常集中于中美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 但部分报道

的倾向性较为明显。 例如, 全非网在引用美国政府官员的言论时通常较为客观,
而在引用中国政府官员的表态时常常附带评论。

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涉疆、 涉港、 涉台等议题上, 全非网报道有时会采用

西方话语立场, 如使用 “强迫劳动” “压迫人权” 等抹黑话语, 把中国描绘为冲

突和矛盾的制造者。 部分报道则使用 “故意挑起冲突式” 的标题, 如 «为什么

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在新疆问题上保护中国?»。 这种报道方式强化了关于中国的负

面形象, 隐含着对中国政策的质疑。

(四) 责任归因框架: 放大中国的责任

尚托·艾扬格 (Ｓｈａｎｔｏ Ｉｙｅｎｇａｒ) 认为, “责任归因” 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

方式, 也是媒体呈现客观现实时采用的一种新闻框架。① 本文将责任归因框架界

定为在报道中将中国塑造为 “责任方”, 通过夸大中国在某些问题上的责任来对

中国进行批评, 主要关注中非经济合作问题。 因此, 本部分将通过对相关报道的

分析, 运用 “诠释包裹” 的方法, 构建责任归因框架的 “框架矩阵”。

·９１·

① Ｓｈａｎｔｏ Ｉｙｅｎｇａｒ, Ｉｓ Ａｎｙｏ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Ｈｏｗ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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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责任归因框架 “框架矩阵”

框架装置

隐喻

１. 中国是如何赢得 １０ 多亿非洲人的 “心灵之战” (Ｗａｒ ｏｆ Ｈｅ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ｄｓ) 的;
２. 谴责尼日利亚为获得贷款而同意的奴役条件 ( Ｅｎｓｌａｖｉｎｇ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３. 中国公民在津巴布韦金矿开采部门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 “政治烫手山

芋”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Ｈｏ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ｔａｔｏ”);

短语

巨额无法负担的贷款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Ｈｕｇｅ Ｕｎ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Ｌｏａｎｓ), 本着透明和问责

的精神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最大的双边债权

国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

描述

１. 中国对肯尼亚媒体业的投资创造了 ５００ 个就业机会, 培训了许多崭露头

角的记者。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Ｍａｎｙ Ｂｕｄｄ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
２. 中国投资正在急剧下降, 偿债重心正在转移 (Ｃｈｉｎａ’ 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Ｓｈａｒｐｌｙ);

推理装置

原因

１. 中国对非盟的 “间谍威胁” 如此深远, 部分原因是中国为非盟提供信

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 (Ｔｈｅ Ｅｓｐｉｏｎａｇ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ｔｈｅ ＡＵ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Ｓｏ Ｆａｒ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２. 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是国家成功控制疫情和振兴经济的关键 (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ｖｉｎｇ ｉ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结果 / 影响

１. 中国企业雇佣的大多数是中国公民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Ｅｍｐｌｏｙ
Ｍｏｓｔ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２. 当人们觉得经济变化是为中国服务而不是为非洲当地利益服务时, 这种

看法可能会引发抗议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解决方案

１. 尼日利亚有足够的潜力通过粮食出口来偿还对中国的债务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Ｈａｓ
Ｅｎｏｕｇ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Ｒｅｐａｙ ｉｔｓ Ｄｅｂｔ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ｏｏｄ Ｅｘｐｏｒｔ);
２. 我们要求尼日利亚政府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避免出现可能危及国家主

权的糟糕状况 (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Ｄｅ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ｒｒ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在涉及中非经济合作问题的负面报道中, 全非网使用了如 “烫手山芋” “奴

役条件” “债务陷阱” 等隐喻性话语, 以夸大中国在非洲债务问题上的责任。 类

似报道包括 «中国鞋厂吞噬马拉维制鞋中小企业» «伦古将负债累累的中国基础

设施称为 “遗产”» «中国的 “恶意影响” 如何侵蚀尼日利亚以及其他非洲国家

的民主» 等。 通过对这些具体报道的话语及叙事分析, 可见全非网在处理涉及中

国债务问题的报道时, 采取了一种 “推脱责任” 的叙事策略, 一方面承认中国

投资和贷款对非洲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中国投资和贷款

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担忧。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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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非网涉华报道的特点与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和参考先前的研究, 可以发现非洲媒体在报道中非关系时呈现

出持续的动态变化和复杂性。 尽管本文提炼了全非网涉华报道的四种基本框架,
但这些框架并不是一个单一、 统一的模式, 而是体现了非洲各国媒体在报道框架

和议程设置上的多样性。 因此, 进一步探究全非网涉华报道议程设置的特征及其

影响因素, 以及解读不同非洲国家新闻报道之间的差异性和潜在因果关系, 显得

尤为必要。

(一) “以非洲为主” 的议程设置具有建构性与自觉性

议程设置旨在通过安排公众的议事日程来影响公众舆论, 其核心在于通过选

择性报道和频次安排, 塑造公众对特定议题的认知优先级。 在全非网报道中, 中

非关系始终是其最关注的议题。 具体而言, 中非政治经济合作、 中非社会与文

化、 中国援助等议题, 构成非洲媒体涉华报道的主要内容。 而在其他议题上, 全

非网则更多地扮演着观察者的角色。 例如, 在新冠病毒溯源、 中国国内新闻等议

题上, 全非网通常仅起到传递信息的功能, 主要转述相关方的立场, 而不发表自

身观点。 这种报道的优先顺序无疑会影响受众对议题重要性的判断。
在涉及非洲议题的报道中, 全非网明显展现出一种 “以非洲为主” 的议程

设置策略, 这种策略的建构性与自觉性十分显著。 面对中非关系中的负面新闻,
全非网以利益相关者的姿态积极参与报道, 并热衷于从 “谁受益, 谁受损” 的

角度思考问题。 以债务问题为例, 部分非洲媒体利用冲突框架和责任归因框架,
强调债务问题的不平等属性与自身的弱势地位, 认为中国应对中非关系中出现的

问题承担更多责任。 与此同时, 也有非洲媒体认为问题并不在于中国的贷款, 而

是在于非洲国家的腐败, 通过塑造 “中国问题” 来推进本国政治议程。
此外, 非洲媒体通过情绪议程设置, 影响公众对议题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倾

向。 例如, 在报道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劳资关系和环保问题时, 非洲媒体倾向于采

用民众视角, 通过对普通人的采访和情感刻画, 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 在涉华新

闻报道中, 少数非洲媒体甚至采用夸张、 猎奇和惊悚等手法, 这种议程设置显然

不仅仅是出于 “以非洲为主” 或公众利益的考虑, 而是反映了非洲商业媒体环

境中对受众注意力和经济利益的争夺。 总体来看, 非洲媒体在报道涉华新闻时,
将特定议题与重要性排序、 属性界定、 价值观及情感偏向相结合, 从而塑造公众

对这些议题的态度和看法。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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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抒己见” 的报道框架具有差异性与多元性

尽管中国在非洲的政策选择与合作实践已经充分考虑了各国国情, 但根据

全非网的报道, 基于 “以非洲为主” 的利益考量, 非洲各国媒体在涉华议题的

报道框架上存在差异, 主要体现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利益相关方所展现的媒体偏

向性上。 沙伯力和严海蓉在 ２０１０ 年对非洲 ９ 国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 国内党

派竞争中的政治动员在塑造非洲民众对中非关系的认知和解释时起到了主要作

用, 而媒体则起到了催化作用, 共同塑造了人们的视角和认知。① 这表明, 受

各国政府影响的官方媒体采用的涉华报道框架, 与受不同党派、 企业、 社会组

织等利益相关方影响的私营媒体和独立记者的报道框架之间存在着鲜明的

区别。
首先, 非洲各国在涉华新闻报道框架上存在差异。 通过分析南非、 尼日利

亚、 肯尼亚和塞内加尔这四个具有代表性的非洲国家涉华新闻报道数量和内容

发现, 南非和尼日利亚媒体在非洲四国中涉华报道最为频繁, 而塞内加尔的报

道则相对较少。 报道数量基本上反映了各国的经济实力和媒体市场的成熟度。
在媒体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 涉华报道的态度更加多元, 这一点在南非和尼日

利亚媒体中尤为明显, 它们不仅报道了较高数量的涉华负面新闻, 而且较多地

关注超越本国范围的涉华议题。 ２０２１ 年, 南非和尼日利亚关于中国社会经济议

题的报道逐渐增加, 有时甚至会成为这些国家涉华报道中数量最多的议题。 南

非、 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等非洲媒体大国在报道中较多地运用了事实框架与冲突

框架, 这与其他非洲国家主要采用的进步框架与责任归因框架形成鲜明对比。
这反映了媒体市场较为发达的非洲国家在新闻报道方面展现出更高的多元性与

专业性。
其次, 非洲国家内部多元化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相关者对新闻报道框架的影响

不容忽视。 尤其是中非经济议题, 深受非洲国家政治议程的影响。 在部分非洲国

家, 如赞比亚和肯尼亚, 在政府换届选举期间, 由不同政党控制的私营媒体会利

用中国议题来攻击现任政府。 当中非合作论坛召开时, 受西方政府、 资本和社会

组织影响的私营媒体和独立记者往往会集中炒作中非经济合作中的负面问题。 在

中国基建项目较多的非洲国家, 关于中国企业的负面报道通常与非洲国家工会组

织、 环保组织等利益群体的诉求有关。 可以说, 虽然非洲媒体涉华报道框架总体

上构建了一个积极的中非关系认知, 但在不同利益相关者影响下的新闻报道框架

·２２·

① 沙伯力、 严海蓉: «非洲人对于中非关系的认知» (上),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０ 年第 ８ 期, 第
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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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构建了不同领域的冲突认知。
最后, 在非洲国家的官方媒体报道中, 关于中非政治议题的报道倾向于采用

中非双方政府、 官方媒体或大使馆的立场表态。 尽管非洲官方媒体报道多采用事

实框架和进步框架, 但新闻内容常常照搬官方文件与政治术语, 这种做法限制了

公众对此类新闻的接受度。

(三) “照搬西方” 新闻议程设置体现趋同性与被动性

议程设置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 它不仅发生在媒体与公众之间, 还体现在

全球传播的中心—边缘格局中, 西方媒体对非洲媒体产生了显著的媒体间议程

设置影响。 在涉华报道中, 非洲媒体与国际媒体在话语及新闻议程设置上展现

出高度的趋同性与共振效应, 同时体现出一定程度的被动性。 虽然全非网较少

直接转载西方媒体报道, 但其报道通常沿用西方媒体的话语范式, 特别是在涉

及 “民主” “人权” “自由” 等话语框架时。 这种现象反映了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西方价值观及新闻议程在非洲媒体生态中的深度渗透; 二是非洲本土媒体

在国际新闻报道能力上的局限性, 其严重依赖西方新闻通讯社来获取国际新闻

资源。
同时, 一些西方媒体、 智库采用各种 “标签化” 的叙述手法, 试图遏制中

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上升。 部分非洲本土媒体也跟风渲染关于中国的 “剥削论”
“倾销论” “债务陷阱论” “种族歧视论” 以及 “监听非洲论” 等负面论调。 在

未来一段时间内, 美西方国家在非洲对华舆论战的重点可能会聚焦具有 “变量”
的非洲国家、 有影响力的非洲大国以及非盟。 它们很可能会利用贷款和债务等问

题来挑拨中非关系, 并借所谓的 “民主化” 议题来拉拢非洲国家, 这无疑将对

涉华舆论环境及中非全方位合作带来挑战。
非洲国家普遍实行自由媒体政策, 加之地缘政治和选举政治复杂多变, 使得

中非合作不断遭遇美西方及部分非洲媒体对涉华议题的质疑和负面话语的挑战。
一是非洲媒体从业者及研究者对中国新闻传播体系和理念缺乏了解, 并且普遍对

“非独立媒体” 存有排斥观念, 担心中国媒体的进入可能会影响其民主体制和新

闻自由理念; 二是中国在非洲的传播触达率及影响力相对有限, “以我为主” 的

媒体叙事方式难以在非洲社会产生广泛共鸣; 三是非洲本土媒体发展相对滞后,
其国际新闻信源严重依赖西方通讯社, 大量涉华议题及价值观念直接复制西方媒

体的内容, 导致美西方涉华议程设置的负面话语在非洲 “二次泛滥” 的状况频

繁发生。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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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非洲新闻理念及其媒体发展的反思

尽管议程设置在媒体与公众互动中发挥着显著的影响力, 但其效果并非不可

动摇。 在非洲媒体涉华新闻报道中, 议程设置往往表现出程序化操作或目标不明

确等特征。 首先, 非洲国家官方媒体在中非正面新闻的议程设置与报道框架上常

常显得陈旧、 重复和模式化。 许多新闻只报道不引导, 导致受众出现 “审美疲

劳” 甚至是产生 “对抗性” 解读。 其次, 非洲私营媒体惯用情绪议程设置和冲

突报道框架, 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缓解冲突双方的紧张关系, 反而可能加剧矛盾

和冲突。 此外, 非洲媒体普遍缺乏有效的议程构建能力, 难以通过新闻议程设置

和报道框架实现建设性和综合性的社会影响。 因此, 有必要对非洲新闻理念及其

媒体议程设置进行深入反思。
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 非洲各国虽然已经取得独立, 但其新闻业仍然深受殖

民主义遗留问题的影响, 被视为全球新闻媒体中最弱势的区域之一。 尽管非洲的

广播、 电视和报刊等新闻媒体已摆脱西方国家的直接控制, 但是西方新闻自由理

念在非洲新闻出版行业中依然根深蒂固。 一方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非洲民主

化进程加速了自由主义政策和西式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非洲的传播, 许多非洲国

家的新闻媒体转型为 “看门狗” 和 “第四权力” 的新闻专业主义模式。 另一方

面, 非洲国家实现独立后, 原本由政府主导的媒体部门向私营企业开放, 广播和

印刷媒体行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冷战结束后, 非洲国家媒体开始效仿欧美

民主自由的模式, 推行西式新闻的 “扒粪理念”, 过度市场化导致新闻媒体的信

誉受损。 此外, 一些经济落后的非洲国家, 媒体资金来源严重依赖政府、 政党或

非政府组织。 这种状况导致非洲媒体在新闻报道中的立场偏颇, 为了吸引受众和

扩大市场不惜发布负面新闻或虚假消息, 而且缺乏必要的监管, 这也导致大量涉

华负面和虚假新闻的传播。
事实上, 包括非洲国家的官方媒体和大多数私营媒体在内, 都受到新闻生产

资源的限制, 国际新闻内容更是严重依赖西方通讯社。 因照搬西方的新闻生产流

程、 新闻叙事范式及价值体系, 非洲媒体管理者及从业人员对西方新闻理念及其

局限缺乏反思, 导致西方媒体在涉华报道中的负面话语被不断放大, 新闻叙事模

式及新闻议程被不断重复和模仿。 因此, 如何摆脱殖民历史的桎梏, 建立具有非

洲本土特色的媒介机制, 成为非洲新闻媒体管理当局和从业者亟待解决的关键议

题, 也是中国对非媒体交流合作需要认真考量的现实挑战。
目前, 非洲学者们正在反思, 基于自由民主理念的媒体范式是否真正适

合非洲实际情况。 他们认为, 简单地模仿西方模式, 而不考虑非洲本土的价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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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和社会因素, 可能会带来许多问题, 引发媒体极化现象。① 大多数非洲

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并不顺利, 而且不断遭遇挑战, 尤其是在追求西式民主化过

程中, 受西方新闻自由主义的影响, 非洲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利益和角色冲突变

得尤为明显。 这些争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观点: 一种是媒体要以发展为导

向, 维护国家利益, 支持政府而不是一味地批评政府, 以促进国家建构和经济

社会发展为目标;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媒体要充当 “看门狗” 角色, 以服务民众

的公共利益为目标, 倡导自由主义媒体体制。 在注意到西方与非洲在新闻哲学

上的差异后, 非洲学者也在讨论新闻学教育应遵循西方范式还是基于非洲传统

的问题。②

结　 语

通过大数据监测与话语框架分析, 我们观察到非洲媒体在涉华报道时面临

的困境与突破。 一方面, 非洲媒体的议程设置仍受西方价值观与自由媒体新闻

观的影响, 缺乏反映非洲价值观的新闻理念与媒介生态。 同时, 由于财政困

难, 非洲本土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的能力长期受限, 严重依赖西方媒体的

信源与话语体系。 这些因素导致其涉华报道常常带有鲜明的西方视角和观念,
负面话语因此泛滥。 另一方面, 通过研究发现, 近两年来全非网的涉华报道以

正面为主, 与六七年前相比正面报道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基于对中非合作的期

待和自身利益的考量, 非洲媒体高度关注中非关系、 中非政治、 中非社会与文

化以及中国援助等议题。 它们正在努力提升自身的媒体生产力, 涉华报道的媒

介议程意识日益增强, 更加关注非洲自身的意愿和需求。 这表明非洲媒体在尝

试突破或摆脱西方新闻价值观下的议程设置, 寻求构建更加独立和多元的新闻

报道视角。
事实上, 非洲公众对中非关系的价值偏好和讨论热点往往能产生一种反向议

程设置的效果。 因此, 中国对非传播要重视非洲媒体和受众作为信息供给者的角

色, 这也是系统研究非洲媒体涉华报道议程设置与报道框架的重要性所在。 在深

·５２·

①

②

Ｇｕｙ Ｂｅｒｇ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ａｚｅｔｔｅ,Ｖｏｌ. ６４,Ｎｏ. １,２００２,ｐｐ. ２１ － ４５.
Ｔｅｒｊｅ Ｓ. Ｓｋｊｅｒｄａｌ, “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ｏ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ｉ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 ５,Ｎｏ. １,２０１１,ｐｐ. ２４ － ５１.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入把握非洲媒体涉华报道议程设置的普遍趋势与特定差异的基础上, 中国对非传

播实践应超越以 “自我” 为中心的话语叙事及媒体议程设置。 为此, 中国应扩

大与非洲媒体接触, 特别是与私营媒体和非洲独立记者的交流, 持续关注那些对

中非关系持负面报道的媒体, 不应简单地对这些媒体进行驳斥式话语对抗, 而应

深入分析并积极接触持有不同立场的媒体及其背后的利益相关方。 通过非洲记者

培训项目和媒体合作等途径, 培养一个能够客观解读中非合作的非洲媒体朋友圈

与媒体生态, 引导非洲媒体超越冲突性框架, 采用更具建设性的新闻理念来设置

中非新闻报道议程, 以推动媒体议程的联合设置。 此外, 在国际传播研究视域,
对非传播研究应跨越以往以国家形象和传播策略为导向的研究框架, 国内学者应

在深刻理解非洲本土媒体新闻话语框架及媒体议程设置的基础上, 加强非洲本土

媒体发展传播的研究、 对非国别区域的传播研究以及媒体与智库话语互构研究。
特别是要跨越以提升中国媒体传播策略为重心的国际传播研究范式, 通过学术对

话和倡导南南知识联合生产等途径, 促进非洲媒体在其国际新闻报道框架及议程

设置上的自主能力建设。 这些努力将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多元、 平衡和客观的中

非媒体交流环境。

(责任编辑: 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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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ｎａｔｅ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ａ’ｓ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ｎ “ Ａｆｒ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 ｎｅｗ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ｄ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ｗ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ｍｅｄｉａ ｂｉａｓ,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ｄ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ａ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ｇｏ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ｉｓ ｗｏｕｌ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ｅｌｆ －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ａ,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ｇｅｎｄ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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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Ｎｏ. ２,Ｊｕｎｅ ２０２４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ｑｉｕ,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４);Ｃｈｅｎ Ｙｕａ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８).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ｕｎｄ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Ｚｅｎｇ Ｚｈ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 Ｆａｓｔ Ｔｒａｃｋ” Ｌ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ｉｎ ２０００ 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ＺＡＮＵ ＰＦ －ｌｅ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ｗｅｌｌ － 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ｂｙ ｃａｓｔｉｎｇ ｄｏｕｂｔ ｏｎ ＺＡＮＵ ＰＦ’ 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ｆｏｒｃｅｄ ｔｈｅ ＺＡＮＵ ＰＦ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ＺＡＮＵ ＰＦ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ｕｎｓｈａｋｅｎ. Ｉｔ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ｉｔｓ ｐｏｗｅｒ:ＺＡＮＵ ＰＦ ｉｓ ｂｏｌｓｔｅｒｅｄ ｂｙ ｉｔｓ ａｎｔｉ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ｎｔｉ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ｖｉａ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 Ｌｏｏｋ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ＺＡＮＵ ＰＦ’ｓ ｒｅｇｉ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Ｚｉｍｂａｂｗ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ｒｅｇｉｍ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Ｚｅｎｇ Ｚｈｕ,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Ｘｉ’ 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４９).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ｕｎ Ｍｅｎｇｑｉ ａｎｄ Ｌｉ Ｙｕｂ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ｐｏｗｅｒ,Ｔｕｒｋｅｙ’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ａ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ａｎ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ｌｙ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ｓｔ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ｉｎ ｉｔ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ｉ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ｉｓ, ｂｙ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ｕｒｋｅｙ’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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