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塑造∗

———基于坦桑尼亚主流报纸涉华报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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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家形象是一国文化软实力、 社会价值观、 历史传承及

意识形态的综合反映， 大众传媒在塑造国家形象上发挥着关键作用。 本

文以坦桑尼亚 ４ 份主流报纸为例， 分析其涉华报道和评论所呈现的中国

国家形象， 探究其成因， 并思考如何提升中国在非洲媒介上的形象。 本

文认为， 非洲本土媒体一方面重点关注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中非政

治、 经济关系， 另一方面也较为关注中国与美西方大国关系。 在中非合

作论坛、 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等重要合作机制的引领下， 中非友好

合作关系日益紧密， 这为非洲媒体总体上以积极正面的视角报道中国奠

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 西方国家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和西方媒体在国际

舆论格局中的优势地位， 给中国在非洲塑造可信、 可爱、 可敬的形象造

成较大干扰。 宜根据非洲媒体的对华态度、 报道方针等分类施策， 通过

能力建设与人才培养、 加强在敏感问题上的交流、 推动与中国媒体合

作、 议题引导等方式做非洲不同媒体工作， 持续改善非洲涉华舆论环

境， 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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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内部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地理

等方面的总体印象和评价， 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 社会价值观、 历史传承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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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的综合反映。① 了解一国在别国公众眼中的形象， 对于有针对性地做好对

外传播工作、 改善该国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 也是中国长期坚定的战

略选择。 向非洲公众展示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 塑造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

国形象， 是中国对非洲公共外交和传播工作的战略目标， 也是新时代中国对非洲

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做好对非传播工作的前提是了解非洲公众对中国的真实看法， 而分析非洲本

土媒体涉华报道是一个重要渠道。 目前， 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 主

要原因是非洲媒体数字化起步较晚， 研究人员获取数据较为困难。 已发表的相关

研究成果以论文为主， 主要包括以下五类： 一是分析某个或多个非洲国家媒体的

涉华报道， 如陈雪飞以尼日利亚、 安哥拉、 赞比亚、 津巴布韦和南非的英文报纸

网站作为数据来源， 通过这些网站发表的涉华报道分析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

象。② 胡钰、 李亚东以加纳 《每日写真报》 网站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的涉华报道为例，
分析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建构。③ 二是以泛非媒体的涉华报道为研究对象， 如

吴文彬关于全非网涉华报道的议题和情感倾向的研究，④ 张艳秋、 陈远关于全非

网涉华报道的话语框架和议程设置的研究。⑤ 三是结合民调结果或非洲人能够接

触到的涉华信息分析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 如李洪峰结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非洲

民意调查机构 “非洲晴雨表” 进行中国形象调查， 分析中国国家形象在非洲建

构与传播面临的挑战。⑥ 薄荣康以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南非谷歌网站上关于中国的信

息为样本， 分析中国在南非的国家形象。⑦ 四是以非洲媒体在特定时期或围绕特

定涉华议题进行的报道为研究对象， 如郭聪考察了非洲媒体关于中国新冠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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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① 黄昱对 “一带一路” 倡议在非洲的传播情况进行研究。② 五是非洲媒体

涉华报道的对比研究， 如陈玉琪分析了美联社、 新华社和泛非通讯社的中国援非

报道框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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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国外关于非洲媒体涉华报道的研究以上述第一类和第五类为主， 主要涉及

南非、 坦桑尼亚等国。⑤

上述研究大多以非洲媒体网站为数据来源， 直接从非洲报刊获取数据的并不

多见。 从网站获取数据虽然便捷， 但会遗漏很多非洲报刊转载的外媒涉华报道，
因为此类报道多数不会同时出现在报纸及其网站上。⑥ 此外， 从媒体网站获取数

据无法得知相关报道刊登的版面等重要信息， 不利于全面、 准确地了解非洲国

家媒体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 随着非洲国家媒体数字化快速发展， 部分非洲国

家的报刊已推出电子报等付费服务， 为研究非洲媒体涉华报道提供了更为有利

的条件。 本文选择东非大国坦桑尼亚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系统分析该国主流报

纸涉华新闻报道和评论， 揭示以坦桑尼亚为代表的非洲友好国家主流媒体所呈

现的中国国家形象， 从中坦关系、 坦桑尼亚各主流报纸的办报方针等角度分析

其成因， 并为改善和提升中国在坦桑尼亚乃至整个非洲媒介上的形象提出一些

有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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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焱垚： 《对非卫生援助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分析———以泛非媒体网站报道为例》， 河北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２１ 年。
相关研究成果包括： Ｈｅｒｍａｎ 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 “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Ｍｅｄｉ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ｌ. ５，Ｎｏ. ３，２０１２，ｐｐ. ３３６ － ３５４；
Ｍｕｈｉｄｉｎ Ｊ. Ｓｈａｎｇｗｅ，“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ａｓ Ｐｏｒｔｒａｙ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ｎ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Ｋｗｅｓｉ Ｄｊａｐｏｎｇ Ｐｒａｈ ａｎｄ Ｖｕｓｉ Ｇｕｍｅｄｅ （ｅｄｓ.），Ａｆｒｉｃａ －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ｔ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８， ｐｐ. ２５７ － ２８１； Ｔｏｎｇ Ｗｅｉ， “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ＭＥＤＩＡ＠ ＬＳＥ ＭＳｃ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ＬＳＥ，Ｌｏｎｄ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ｓｅ. ａｃ. ｕｋ ／
ｍｅｄｉａ － ａｎｄ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ｓｓｅｔ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ｍｓｃ －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４ ／ Ｔｏｎｇ － Ｗｅｉ －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 － ｂｙ － ＮＫ.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１０，２０２４。
以坦桑尼亚 《公民报》 为例， 该报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共转载外媒涉华报道和评论 １２ 篇， 其中
仅 ３ 篇被该报网站二次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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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媒体行业现状

坦桑尼亚是中国在非洲的友好国家， 中坦合作一直走在中非合作的前列。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国在自身经济尚面临诸多困难之时， 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

修建了全长 １８６０. ５ 公里、 被誉为 “自由之路” 和 “友谊之路” 的坦赞铁路。
１９７１ 年， 坦桑尼亚作为 “两阿提案” 的共同提案国之一， 支持新中国恢复了在

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时任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在联合国大会会场欢庆

的场景， 成为中坦、 中非交往史上的经典瞬间。①

根据坦桑尼亚官方公布的数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全国共注册报纸 ３２１ 家、
电台 ２１５ 家、 电视台 ６５ 家、 电视频道 ３５３ 个， 其中网络电视频道 ２７２ 个， 有线

电视频道 ８１ 个。② 由于坦桑尼亚 《媒体服务条例》 和 《电子和邮政通信法》 禁

止外国公民在其境内独立成立媒体机构或拥有当地媒体公司超过 ４９％ 的股份，
因此该国绝大多数媒体机构由当地人掌控。③ 坦桑尼亚主流媒体中唯一的例外

是国民传媒有限公司 （ＭＣＬ ）， 该公司由肯尼亚民族传媒集团控股， 目前正依

照 《媒体服务条例》 寻找有实力和意愿收购该公司 ５１％ 以上股份的本土

企业。④

根据泛非民调机构 “非洲晴雨表” 委托坦桑尼亚减贫研究所 （ＲＥＰＯＡ） 在

２０２２ 年开展的调查， 广播是坦桑尼亚民众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 ７４. ４％ 的

受访者经常 （即每天或一周数次， 下同） 收听广播新闻节目； 电视次之， ４７％
的受访者经常收看电视新闻节目； 互联网再次之， 比例为 １８. ８％ ； 最后是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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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健： 《在实现发展梦想的道路上结伴而行》，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第 ３ 版。
Ｄｅｏｇｒａｔｉｕｓ Ｋａｍａｇｉ，“２１２. ４ｂｎ ／ －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ｏｒ，”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Ｍａｙ ２０，２０２３，
ｐ. １.
参见坦桑尼亚 《２０１７ 年媒体服务条例》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ｃｔ， ２０１７） 第四条有关 “印
刷媒体所有权” 的规定， 以及坦桑尼亚 《电子和邮政通信法》 （２０２２ 年修订版）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２２）第 ２６ 条有关 “股份持有要
求” 的规定，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ａｅｌｅｚｏ. ｇｏ. ｔｚ ／ ｓｔｏｒａｇｅ ／ ａｐｐ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ｐｕｂｌｉｃ ／ ５８ｄ ／ ２５２ ／ ２１０ ／ ５８ｄ２５２２
１０６７ｆ１０１８７５０６５５. ｐｄｆ，ｈｔｔｐｓ： ／ ／ ｔｃｒａ. ｇｏ. ｔｚ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ｅｎ － １６７０４９３０９２ － Ｔｈｅ％ ２０Ｅｌｅ
ｃｔｒｏｎｉｃ％２０ａｎｄ％ ２０Ｐｏｓｔａｌ％ ２０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Ａｃｔ％ ２０Ｒ＿Ｅ％ ２０２０２２. ｐｄｆ，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１５，２０２４。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ｐ. ３９. ｈｔｔｐｓ： ／ ／
ｍｃｔ. ｏｒ. ｔｚ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４ ／ ０３ ／ Ｓｔａｔｅ － ｏｆ － Ｔｈｅ － Ｍｅｄｉａ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ｐｄｆ，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１５，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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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１５％的受访者经常阅读报纸。①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 新闻纸成

本高， 目前坦桑尼亚多数报纸每份售价为 １０００ 坦先令 （约合人民币 ３ 元）， 对普

通民众而言价格昂贵； 第二， 坦桑尼亚纸媒普遍基础设施落后， 很多地方无法印

刷报纸， 只能从达累斯萨拉姆等大城市运送， 导致延期读报现象； 第三， 坦桑尼

亚民众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５. ６ 年， 约 ２４％的人口是文盲。② 同报纸相比， 广播

电视对受众文化程度的要求更低， 因此更受老百姓欢迎。
虽然报纸并非坦桑尼亚民众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 但其重要性仍不容低

估， 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 报纸、 杂志等纸媒是传统新闻媒体， 在理性思考、 深

度报道等方面具有其他类型媒体所无法取代的优势。 其二， 报纸的受众大多为受

教育程度较高、 经济状况较好的群体， 他们中很多人是社会各界的精英。 其三，
坦桑尼亚主要报社注重媒体融合发展， 积极利用互联网打造新闻网站、 电子报、
社交媒体账号等新产品和传播平台， 它们的新媒体账号大多拥有十几万甚至几十

万粉丝， 受众范围大为扩展。③ 根据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非洲晴雨表” 发布的调查报

告， ２１％的坦桑尼亚民众经常通过互联网或社交媒体浏览新闻， 其中经常使用社

交媒体获取新闻的民众数量在过去不到 １０ 年里增长了 １２％ 。④ 这表明坦桑尼亚

主流报纸已通过媒体融合发展扩大受众范围。
坦桑尼亚媒体行业垄断程度高， 少数几家媒体公司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纸媒主要包括：

·３１１·

①

②

③

④

ＲＥＰＯ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Ｒｅｓｕｌｔｓ －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Ｒｏｕｎｄ ９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２０２２ ”， ｐ. ８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 ｒｏｕｎｄ － ９ － ｓｕｍｍａｒｙ － ｏｆ － ｒｅｓｕｌｔｓ ／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１８，２０２４.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ｐ. ２７６，
ｈｔｔｐｓ： ／ ／ ｈｄｒ.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ｓｙｓｔｅｍ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ｌｏｂａｌ － ｒｅｐｏｒ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ｈｄｒ２０２３ － ２４ｒｅｐｏｒｔ
ｅｎ. ｐｄｆ；Ａｋｕｆｆｏ Ａｍａｎｋｗａｈ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ｈｏｗ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Ｂｌｏｇ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ｂｌｏｇ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ｏｐｅｎｄａｔａ ／
ｌａｔｅｓｔ －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ｎ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ｐａｎｅｌ － ｓｕｒｖｅｙ － ｓｈｏｗｓ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１８，
２０２４.
例如， 坦桑尼亚英文报 《公民报》 Ｘ 账号 （原推特） 拥有 ３０. ５ 万名关注者， 该国斯瓦希
里语报纸 《今日新闻》 的照片墙账号拥有 ３１. ３ 万名关注者。 参见 Ｚｉｔａ Ｚａｇｅ，“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Ｌａｂ （ Ｊａｍｌａｂ），Ｍａｒｃｈ ４，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ｊａｍｌａｂ. ａｆｒｉｃａ ／ ａｎ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ｏｆ － ｔｈｅ － ｍｅｄｉａ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 ｉｎ －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 ＃： ～ ｔｅｘｔ ＝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２０ａｎ％ ２０Ｅａｓｔ％ ２０Ａｆｒｉｃａｎ％ ２０ｎａｔｉｏｎ％ ２０ｗｉｔｈｉｎ％ ２０ｔｈｅ％ ２０Ａｆｒｉｃａｎ％ ２０Ｇｒｅａ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２０，２０２４。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Ｃｏｎｒｏｙ － Ｋｒｕｔｚ ｅｔ 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ｅ Ｇｒｏｗｓ，Ｂｕｔ
Ｓｏ Ｄｏ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ｓ，”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 Ｎｏ. ８００，Ａｐｒｉｌ ３０，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４ ／ ０５ ／ ＡＤ８００ － ＰＡＰ１４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ｍｅｄｉａ － ｕｓｅ －
ｇｒｏｗｓ － ａｃｒｏｓｓ － Ａｆｒｉｃａ％ ５ＥＬＬＪ － ｂｕｔ － ｓｏ － ｄｏ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 ｄｉｖｉｄｅｓ －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
７ｍａｙ２４.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２０，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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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坦桑尼亚旗帜报报业有限公司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简
称 ＴＳＮ， 也译作坦桑尼亚标准报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隶属于政府， 是该国成立

时间最早的报社 （１９３０ 年成立）， 出版发行英文日报 《每日新闻》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该报周日版称 Ｓｕｎｄａｙ Ｎｅｗｓ）、 斯瓦希里语日报 《今日新闻》 （Ｈａｂａｒｉ Ｌｅｏ） 和斯

瓦希里语周报 《今日体育报》 （ＳｐｏｔｉＬｅｏ）。 《每日新闻》 每期发行约 ２. ５ 万份，
是坦桑尼亚公认的第一大英文报； 《今日新闻》 每期发行约 １. ２ 万份， 是坦桑尼

亚发行量排名靠前的斯瓦希里语报。①

２. 国民传媒有限公司 （ＭＣＬ）， 该公司是肯尼亚民族传媒集团的子公司。
肯尼亚民族传媒集团由第四世阿迦汗沙阿·卡利姆·侯赛因尼 （Ｓｈａｈ Ｋａｒｉｍ ａｌ －
Ｈｕｓａｙｎｉ） 于 １９５９ 年创办， 是东部和中部非洲最大的独立媒体机构。 该公司在

肯尼亚、 乌干达、 坦桑尼亚和卢旺达均有子公司。 ＭＣＬ 出版发行英文日报 《公
民报》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 斯瓦希里语日报 《国民报》 （Ｍｗａｎａｎｃｈｉ） 和 《国民体育

报》 （Ｍｗａｎａｓｐｏｔｉ）。 《公民报》 每期发行约 １. ２ 万份， 是坦桑尼亚主要的英文

报之一。 《国民报》 每期发行约 ４ 万份， 是坦桑尼亚发行量最大的斯瓦希里

语报。
３. 卫报报业有限公司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该公司隶属于工业品促进集

团 （ＩＰＰ Ｇｒｏｕｐ）。 工业品促进集团由坦桑尼亚已故著名企业家兼慈善家雷吉纳尔

德·亚伯拉罕·门吉 （Ｒｅｇｉｎａｌｄ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Ｍｅｎｇｉ） 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创办， 业务范

围包括制造业、 瓶装饮料、 媒体等。 卫报报业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目前出版发

行英文日报 《卫报》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和斯瓦希里语日报 《消息报》 （Ｎｉｐａｓｈｅ）。
《卫报》 每期发行约 １. ５ 万份， 目标读者以工商界人士为主； 《消息报》 每期发

行约 ２. ８ 万份， 是坦桑尼亚发行量第二大的斯瓦希里语报。②

本文根据报纸发行量及影响力大小， 选择 《每日新闻》 《公民报》 两家英文

报纸和 《国民报》 《消息报》 两家斯瓦希里语报纸作为研究对象， 统计并分析这

４ 家报纸自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刊登的全部涉华报道和评论。③

·４１１·

①

②

③

《每日新闻》 《今日新闻》 等坦桑尼亚主流报纸的发行量数据来自笔者 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报
纸编辑的访谈。
参见卫报报业公司网站和 “２０１８ 年坦桑尼亚媒体所有权监督” 网站的相关介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 ｔｚ ／ ａｂｏｕｔ － ｕｓ， ｈｔｔｐ： ／ ／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ｍｏｍ － ｇｍｒ. 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 ／ ｄｅｔａｉｌ ／
ｏｕｔｌｅｔ ／ ｔｈｅ －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 １ ／ ，ｈｔｔｐ： ／ ／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ｍｏｍ － ｇｍｒ. 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 ／ ｄｅｔａｉｌ ／ ｏｕｔｌｅｔ ／ ｎｉｐａｓｈｅ －
１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２０，２０２４。
这些涉华报道和评论由笔者在坦桑尼亚工作期间收集整理。 ４ 份报纸均有电子报供订阅浏
览， 相关网址如下： ｈｔｔｐｓ： ／ ／ ｅｐａｐｅｒ. ｔｓｎ. ｇｏｖ. ｃｎ （每日新闻）， ｈｔｔｐｓ： ／ ／ ｅｐａｐ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 ｐｒｏｄｕｃｔ ／ ｔｈｅ － ｃｉｔｉｚｅｎ － ｔｚ （公民报）， ｈｔｔｐｓ： ／ ／ ｅｐａｐ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 ｐｒｏｄｕｃｔ ／ ｍｗａｎａ
ｎｃｈｉ － ｔｚ （国民报）， ｈｔｔｐｓ： ／ ／ ｅｐａｐｅｒ. ｉｐｐ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 ／ （消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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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选择上述时间段， 是因为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和 １１ 月发生了两件大事， 分别是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和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对中国进行国事访

问， 而 ２０２３ 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 １０ 周年， 成功举办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相关报道可反映坦桑尼亚主流报纸在涉华报道

方面的最新情况。

坦桑尼亚主流报纸上的中国形象

据笔者统计， 上述 ４ 份坦桑尼亚主流报纸在 １５ 个月中共刊登涉及中国、 中

国企业或中国公民的报道和评论 ７１３ 篇， 其中报道 ６３９ 篇 （占 ８９. ６％ ）， 评论 ７４
篇 （占 １０. ４％ ）。 这些报道和评论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坦桑尼亚记者采写

的报道和报社编辑、 当地学者及专栏作家等撰写的社论和评论， 第二类是从外国

媒体转载的报道和评论。 据统计， 第一类报道和评论共 ２８２ 篇 （占 ３９. ６％ ）； 第

二类报道和评论共 ４３１ 篇 （占 ６０. ４％ ）。 第一类报道和评论出自坦桑尼亚记者、
学者等人士之手， 能够直接反映该国社会精英的对华认知、 态度和情感， 因此是

本文分析的重点。 第二类报道和评论虽然来自外国媒体， 其观点和视角不能完全

代表坦桑尼亚媒体立场， 但是这些文章能被选用， 说明其观点和新闻价值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坦桑尼亚主流媒体编辑的认可， 从侧面反映出他们的对华认知、 态度

和情感。 这些转载文章大多出现在国际版、 财经版或评论版， 虽然版面相对靠

后， 但因数量较多而不可忽视。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这 ４ 份主流报纸转载的涉华报道和评论主要来自西方和中

国媒体。 西方媒体包括法新社、 英国广播公司、 路透社、 美国彭博新闻社、 美国

之声、 德国之声、 澳大利亚 “对话” 网站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等。① 中国媒体以

新华社为主， 少量报道和评论来自中国国际电视台 （ＣＧＴＮ）、 《中国日报》 《人
民日报》 《环球时报》 等央媒。 为方便统计，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在当地主流报

纸发表的署名文章也被列入 “从中国媒体转载的报道和评论”。 其他国际媒体主

要包括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塔斯社及肯尼亚 《星报》、 乌干达 《每日箴言报》 等

非洲国家媒体。

·５１１·

① 澳大利亚 “对话” 网站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媒体网络， 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成立， 总部位于澳大
利亚墨尔本。 该网站主要发表西方学者撰写的新闻评论和分析文章， 是坦桑尼亚主流印
刷媒体涉华评论的重要转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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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坦桑尼亚 ４ 份主流报纸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涉华报道和评论来源统计 （单位： 篇）

媒体名称
自采新闻和
当地人撰写
的评论

从中国媒体
转载的报道
和评论

从西方媒体
转载的报道
和评论

从其他国际
媒体转载的
报道和评论

合计
占涉华报道
和评论总数
的比例 （％）

每日新闻 １２４ １０１ ５８ ３４ ３１７ ４４. ５

公民报 ５４ ３１ １５７ ７ ２４９ ３４. ９

国民报 ５６ ２ ８ ３ ６９ ９. ７

消息报 ４８ ４ ２６ ０ ７８ １０. ９

合计 ２８２ １３８ ２４９ ４４ ７１３ １００

占涉华报道和
评论总数

的比例 （％ ）
３９. ６％ １９. ４％ ３４. ９ ６. ２％ １００. １∗

　 　 注： 该表由笔者自制。∗ 此处数值大于 １００％ 是由于左侧分项数据的小数点后四舍五入造
成的。

本文采用归类分析和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 首先对 ７１３ 篇报道和评论按照议

题所属领域进行归类， 然后确立不同报道领域与国家形象建构之间的联系， 最后

通过对重点议题新闻报道和评论的文本分析总结归纳各方面形象的具体内容， 以

此勾画出中国在坦桑尼亚主流媒体上的总体国家形象。
通过阅读报道和评论的标题及主要内容， 笔者提炼出 ３０ 个重点报道议题和

１０ 个主要报道领域 （具体见表 ２）， 并将各议题根据其与报道领域的相关度进行

归类。 例如，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两会相关报道归入 “中国

内政” 领域， 中美关系、 中非关系、 中俄关系等相关报道归入 “中国对外关系

（不含中坦关系）” 领域， 坦桑尼亚总统哈桑访华相关新闻归入 “中坦政治关系”
领域， 而中坦贸易相关报道则归入 “中坦经贸合作” 领域。 鉴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是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作出重大调整时期， 本文专列 “新冠疫情”
报道领域， 将涉及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措施的报道归入其中。 此外， 考虑到在非洲

的中资企业已成为建构中国在非洲国家形象的核心主体和关键因素，① 非洲华侨

华人在所在国的形象是非洲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主要来源之一，② 本文设

置 “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涉中国公民司法案件” 报道领域。

·６１１·

①

②

胡钰、 李亚东： 《如何建构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基于加纳 〈每日写真报〉 网络版
２０ 年涉华报道分析》， 第 ７９—８０ 页。
赵俊： 《论非洲华侨华人与中国对非公共外交》， 《非洲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卷， 第 ２１１—
２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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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坦桑尼亚 ４ 份主流报纸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各领域涉华报道和评论数量统计 （单位： 篇）

媒体名称

政治形象 经济形象
社会、

文化形象
外交形象

中国企业和
公民形象

中国
内政

新冠
疫情

中国经
济科技

中坦经
贸合作

中国社
会文化

中坦人
文交流

中国对
外关系
（中坦关
系除外）

中坦政
治关系

对坦
援助

中国企
业履行
社会责
任及涉
中国公
民司法
案件

合计

每日新闻 ２１ １６ ２３ ４２ ２３ １５ １２０ ３３ ２０ ４ ３１７

公民报 ３６ １５ ２３ ２４ ５ ６ １２９ ５ ６ ０ ２４９

国民报 ６ ３ １ ２０ ３ ２ １６ ７ ８ ３ ６９

消息报 ５ ６ ０ ２１ ０ ６ ２２ ６ ８ ４ ７８

合计 ６８ ４０ ４７ １０７ ３１ ２９ ２８７ ５１ ４２ １１ ７１３

占涉华报
道和评

论总数的
比例 （％ ）

９. ５ ５. ６ ６. ６ １５. ０ ４. ３ ４. １ ４０. ３ ７. ２ ５. ９ １. ５

　 　 注： 该表由笔者自制。

（一） 坦桑尼亚主流报纸上的中国政治形象

在 １０ 个报道领域中， 关于中国内政和新冠疫情的报道与中国政治形象关联

度最高， 本文将据此分析坦桑尼亚主流报纸呈现的中国政治形象。 这两类报道共

１０８ 篇， 占总数的 １５. １％ 。 从媒体来看， 《公民报》 刊发量最多， 共 ５１ 篇， 占这

两类报道总数的 ４７. ２％ 。 因此， 相较于其他 ３ 份报纸， 《公民报》 在塑造中国政

治形象方面作用更为显著。
关于中国内政的报道主要涉及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国两

会、 台湾问题、 涉疆问题等。 关于中国共产党二十大的报道和评论共 １４ 篇， 主

要关注习近平当选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及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内容。 消息来源比较多

元， 包括西方和中方媒体、 《每日新闻》 驻北京通讯员及在华参加新闻交流项目

的 《国民报》 记者等， 报道基调以正面和中性为主。 《公民报》 专栏作家发表评

论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注重社会公平和民生改善， 追求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 在

·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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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方面为世界提供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替代选项。① 关于全国两会的报道重

点关注习近平当选连任中国国家主席， 中国谴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施

遏制打压， 以及将 ２０２３ 年国民经济增速目标设定在 ５％左右等。 报道大多来自法

新社、 路透社等西方传媒， 有些报道来自新华社。 关于台湾问题的报道数量较

多， 大多由 《公民报》 转载， 来源以法新社为主， 关注重点包括台海局势、 美

国售台武器、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等。 坦桑尼亚政府历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认

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不容外部势力干涉。 但是， 坦桑尼亚 《公民报》 在涉

台报道上受西方影响较为明显， 较多采用突出两岸关系紧张以及中国与美西方对

抗等西方媒体报道。 在涉疆问题上，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公民报》 连续两天转载法新

社涉新疆负面新闻， 攻击抹黑中国政府在新疆开展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 去极端

化等措施。
关于新冠疫情的报道和评论共 ４０ 篇， 主要关注中国疫情形势、 调整疫情防

控措施、 逐步恢复公民出境团队游、 反对部分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采取入境限

制措施等， 来源主要是西方和中方媒体。 对于中国调整防疫措施、 取消入境后核

酸检测和集中隔离要求、 恢复中国公民出境团队游等， 坦桑尼亚主流报纸持欢迎

和肯定态度， 认为相关调整对双边贸易和坦桑尼亚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积极意

义。② 对于中国调整疫情防控措施的原因及调整后的疫情形势， 坦桑尼亚主流报

纸大多转载西方媒体报道， 刻意放大国内极少数民众对 “动态清零” 防疫方针

尤其是封控措施的不满， 夸大疫情形势的严重性。③ 而中国反对部分国家对来自

中国的旅客采取入境限制措施， 坦桑尼亚主流报纸对此持理解态度。 例如，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５ 日 《公民报》 转载题为 《专家： 限制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达不到目的》
的外媒报道， 从专业角度阐释相关入境限制措施无法有效阻止奥密克戎毒株在目

的地扩散的原因。④ 此外，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国民报》 和 《公民报》 先后刊登当年

在华参加新闻交流项目的 《国民报》 记者撰写的报道， 赞扬中国奉行 “人民至

上” 的抗疫理念， 并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 把疫情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降

·８１１·

①

②

③

④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ｋａｋａｌａ，“Ｋｅｙ Ｔａｋｅａｗａｙｓ ｆｒｏｍ Ｘｉ’ 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７，２０２２，ｐ. ７.
Ｄｅｏｇｒａｔｉｕｓ Ｋａｍａｇｉ，“Ｒｅｌｉｅｆ 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ｆｔｓ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８，
２０２２，ｐｐ. １，３；“Ｓｈａｎｇｗ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ｋｉｆｕｎｇｕａ Ｍｉｐａｋａ Ｂｉｌａ Ｋａｒａｎｔｉｎｉ，”Ｍｗａｎａｎｃｈｉ，Ｊａｎｕａｒｉ ９，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ｗａｎａｎｃｈｉ. ｃｏ. ｔｚ ／ ｍｗ ／ ｈａｂａｒｉ ／ ｋｉｍａｔａｉｆａ ／ － ｓｈａｎｇｗｅ － ｃｈｉｎａ － ｉｋｉｆｕｎｇｕａ － ｍｉｐａｋａ －
ｂｉｌａ － ｋａｒａｎｔｉｎｉ － ４０８０４３６，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ｙ ２３，２０２４.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Ｌｏｃｋｄｏｗｎ Ｔｕｒｎｓ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９，２０２２，ｐ. ９；“Ｃｈｉｎａ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ｚｅｒｏ － Ｃｏｖｉｄ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２０２２，ｐ. １６；“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ｖｉｄ Ｗａｖｅ，”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４，２０２２，ｐ. １６.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ｖｅｌ Ｃｕｒｂｓ Ｗｏｎ’ ｔ 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５， ２０２３， 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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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最小。① 此文对坦桑尼亚民众形成关于中国抗疫政策措施的正确认知发挥了积

极作用。
上述报道呈现的中国政治形象可以概括为： 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问题上立

场坚定、 拥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 尚未实现完全

统一、 与美西方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世界大国。

（二） 坦桑尼亚主流报纸上的中国经济形象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坦经贸合作的报道与评论时常见诸坦桑尼亚主流报

纸， 是塑造中国经济形象的主要素材。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３ 年底， ４ 份主流

报纸刊发上述两类报道和评论共 １５４ 篇， 占同期涉华文章总数的 ２１. ６％ 。 其中，
关于中坦经贸合作的报道和评论有 １０７ 篇， 绝大多数由当地记者撰写， 而关于中

国经济发展的报道和评论大多来自西方或中方媒体。
中坦经贸合作的报道主要关注四个方面： 双边贸易、 坦桑尼亚工商界人士赴

华参展、 中国企业在坦桑尼亚投资、 中国企业承担坦桑尼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在贸易方面， 坦桑尼亚主流纸媒均视中国为重要的出口市场， 呼吁本国工商界充

分利用两国友好关系拓展中国市场。 在投资方面， 坦桑尼亚主要报纸重点报道受

国家领导人和部级官员重视的中资项目， 如旺康集团投资建设的蓝宝石浮法玻璃

厂、 联合建设集团投建的中坦工业园、 威海华坦供应链管理公司投建的东非商贸

物流中心等。 由于坦桑尼亚国家领导人出席这些项目的奠基或启用仪式， 并积极

评价项目的经济社会效益， 当地媒体进行的相关报道基调积极， 而且大多刊登在

显著版面。②

在工程承包方面， 相关报道重点关注中企承建的交通、 通信、 能源等基建项

目， 报道基调以正面和中性为主。 例如，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出版的 《国民报》 和

同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出版的 《每日新闻》 都关注了一家中国企业承包的公路建设项

目。 报道称， 由于业主坦桑尼亚公路管理局未及时拨付工程款、 承包商在坦桑尼

亚承建项目过多等原因， 项目完工日期虽然被延长， 但仍难以按时完工。 视察该

项目的工程部部长向坦桑尼亚公路管理局下达指令： 禁止在承包商现有项目完工

·９１１·

①

②

Ｅｐｈｒａｈｉｍ Ｂａｈｅｍｕ， “Ｕｈａｌｉｓｉａ， ｍａｆａｎｉｋｉｏ ｙａ Ｃｈｉｎａ ｋｕｋａｂｉｌｉ Ｕｖｉｋｏ －１９，” Ｍｗａｎａｎｃｈｉ， Ｄｅｓｅｍｂａ
１７， ２０２２， ｐ. １０； Ｅｐｈｒａｈｉｍ Ｂａｈａｍｕ，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７， ２０２２， ｐ. ７.
Ｊｏｓｅｐｈｉｎｅ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ＰＭ Ｇｒａｃｅｓ Ｌａｕｎｃｈ ｏｆ Ｏｎｅ － ｓｔｏｐ 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ａｔ Ｕｂｕｎｇｏ，”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Ａｐｒｉｌ ２１，２０２３，ｐ. ３；Ｓｏｐｈｉａ Ｋｕｍｋａ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Ｂｅａｒ Ｆｒｕｉｔｓ，”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１，２０２３，ｐｐ. １，３；Ｍａｕｒｅｅｎ Ｏｄｕｎｇ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Ｇａｔｈｅｒｓ Ｐａｃｅ：ＰＭ Ｓａｙｓ Ｓｉｎｏ －
Ｔ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ｒｉｖｅ，”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６，２０２３，ｐ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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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未达 ６０％时向其发包新项目。① ２０２３ 年适逢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 １０ 周年，
中方加大对中坦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成果的宣介。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和 ９ 月先后举办 “丝路上的新征程： 中非共建” 对话暨研讨会和中

国大使与坦桑尼亚议会坦中友好小组成员共同考察中坦 “一带一路” 合作重大

项目两场公共外交活动， 吸引多家主流媒体到场报道。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报道和评论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中国发展模式对非洲国

家的吸引力、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中国科技企业经营状况

以及中国新能源汽车、 房地产等行业发展态势。 文章主要来自西方和中方媒体，
少量评论由当地人撰写， 基调以正面和中性为主。 时任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凯鲁基

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撰文指出， 中国用全球 ９％的耕地养活了 １４ 亿人口， 在过去 ７３
年里使近 ８ 亿人脱贫， 这些令人惊叹的发展成就正激励其他发展中国家追求能够

切实增进人民福祉的替代发展模式。② 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报道反映中国经济在

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回升向好， 但是 ２０２３ 年第二季度表现未达预期。③ 关于中

国科技企业经营状况的报道指出， 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之所以能够崛起， 一个

重要原因是德国等西方国家向它们敞开了大门。④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报道涵盖中

国新能源车企参加德国法兰克福车展、 比亚迪收购美国企业捷普部分在华生产业

务、 韩国新能源电池公司与中国同行竞争等内容。 房地产行业的报道主要关注恒

大集团破产、 碧桂园债务违约等消息， 认为中国一些房地产企业债台高筑， 可能

给中国金融系统和经济发展带来破坏性影响。⑤

上述报道和评论呈现给读者的中国经济形象是： 发展迅速、 科技发达、 擅长

基础设施建设， 给坦桑尼亚等发展中国家带来重要发展机遇， 但是房地产等部分

行业存在较为严重问题的经济大国和强国。

（三） 坦桑尼亚主流报纸上的中国社会文化形象

中国社会文化形象主要体现在关于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坦人文交流的报道和评

论中。 在选择的时间段内， ４ 份主流报纸刊登这两类报道和评论共 ６０ 篇， 占全

·０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ｔｏｐ Ｐｉｌ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ＴＡＮＲＯＡＤＳ Ｔｏｌｄ，”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１，２０２３，ｐ. ２.
Ｍｂｅｌｗａ Ｋａｉｒｕｋｉ，“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７３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２０２２，ｐ. ９.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Ｄｒｏｐ 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ｔａ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Ｊｕｌｙ ６，２０２３，ｐ. １１；“Ｍａｒｋｅｔｓ
Ｔｒａｃｋ Ｗａｌｌ Ｓｔ Ｒａｌｌｙ ｂｕｔ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ｉｇｈｓ 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ｓｍ，”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２３，ｐ. １１.
“Ｗｈ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ｃｈ Ｆｉｒｍｓ Ｓｅｅｍ Ｉｎｖｉｎｃｉｂｌｅ，”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Ｍａｒｃｈ ２，２０２３，ｐ. ８.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ｏｃｋｓ Ｒｉｓｅ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Ａｕｇｕｓｔ １５，２０２３，ｐ. ８；
“Ｅｖｅｒｇｒａｎｄｅ：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Ｇｉａｎｔ’ ｓ Ｂｉｌｌｉｏｎａｉｒｅ Ｆｏｕｎｄｅｒ，”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２０２３，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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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涉华报道和评论的 ８. ４％ ， 关注度相对较低。
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报道重点关注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 宁夏烧烤店发生燃

气爆炸事故、 北京遭遇特大暴雨、 人工智能 “复活” 逝者等， 消息来源包括法

新社、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澳大利亚 “对话” 网站等， 报道基调以中性和正

面为主。 关于中国人口历史上首次出现负增长， 相关评论分析了这一新趋势对非

洲的利与弊， 指出中国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 服务业需求增长以及出境游老年人

日益增多是非洲国家应当抓住的发展机遇， 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工业自动化广

泛应用以及中国老龄化社会对阿胶需求上升等将是非洲需要应对的挑战。① 宁夏

银川烧烤店燃气爆炸事故相关报道突出伤亡人数和事故原因， 结尾处写道： “虽
然中国多年来努力改善安全生产状况， 但是由燃气和化学品爆炸引发的事故在中

国并不鲜见。”② 人工智能 “复活” 逝者相关报道讲述了华东地区一位男子通过

人工智能技术在虚拟世界 “复活” 其因病去世儿子的故事， 文章在展现 “数字

生命” 给亲人带来慰藉的同时， 也提醒读者人工智能生成的 “数字生命” 可能

会在心理和道德方面带来负面影响。③

关于中坦人文交流的报道主要聚焦两国在教育和卫生领域的交流合作， 内容

涉及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举办 “中国大使奖” 颁奖仪式④、 达累斯萨拉姆大

学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庆典、 中方参与坦桑尼亚国家职业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

制订、 达累斯萨拉姆理工学院与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培养工程师等。 相

关报道引用坦桑尼亚教育科技部官员的讲话， 高度评价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水

平， 感谢中方教育文化机构为促进坦桑尼亚中文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作出

的重要贡献。⑤ 此外， 中国专家分享中药抗击疟疾经验、 中国文化中心举办茶文

化和中国武术推介活动， 以及中国知名演员靳东访坦也受到当地主流报纸关注。

·１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ｒ. Ｌａｕｒｅ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Ｒｉｓｋｓ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ｌｌｓ，”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Ｍａｙ １５，２０２３，ｐ. １７. 中国老龄化社会对阿胶的需求上升之所以被认为是非洲面临的一个挑
战， 是因为驴皮是熬制阿胶的核心原料， 中国市场对阿胶的旺盛需求导致大量驴皮从国外
进口， 而非洲是重要的进口来源地。 在不少非洲国家， 驴是重要的生产和运输工具。 受中
国驴皮需求上升的影响， 驴的价格大幅上涨， 被认为影响到部分非洲国家民众的生计。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３１ Ｄｅａｄ Ａｆｔｅｒ Ｇａｓ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ｒｂｅｃｕｅ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Ｊｕｎｅ ２３，
２０２３，ｐ. １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ｕｒｎｅｒｓ Ｕｓｅ ＡＩ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 Ｒｅｓｕｒｒ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ａｄ，”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６，２０２３，
ｐ. ７.
“中国大使奖” 是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在 ２０１８ 年设立的旨在鼓励该国青少年学习中国
语言文化的年度奖项， 获奖者大多为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孔子学院、 多多马大学孔子学院、
基础教育汉语项目组的学生和本土汉语教师。
“ＴＺ Ｓｅｅｋｓ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２３，ｐ. ２；“Ｗａｎａｆｕｎｚｉ １２ ｖｙｕｏ ｖｉｋｕｕ ｖｉｔａｔｕ ｗａｏｎｙｅｓｈａ ｕｊｕｚｉ ｌｕｇｈａ Ｋｉｃｈｉｎａ，”Ｎｉｐａｓｈｅ，Ｊｕｎｉ ２０，
２０２３，ｐ. ７；“Ｗｉｚａｒａ ｋｕｉｂａ ｕｊｕｚｉ ｗａ ｍｉｔａａｌａ Ｃｈｉｎａ，”Ｍｗａｎａｎｃｈｉ，Ｊｕｌａｉ １１，２０２３，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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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报道和评论， 坦桑尼亚主流报纸上的中国社会文化形象可以概括

为： 科教文卫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但安全生产尚存较多漏洞、 人口日益老龄化但民

众对新鲜事物仍持开放态度、 重视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文化大国和文明古国。

表 ３　 坦桑尼亚 ４ 份主流报纸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各领域涉华报道和评论基调统计 （单位： 篇）

报道和
评论基

调

政治形象 经济形象
社会

文化形象
外交形象

中国企业和
公民形象

中国
内政

新冠
疫情

中国
经济
科技

中坦
经贸
合作

中国
社会
文化

中坦
人文
交流

中国
对外
关系
（不含
中坦
关系）

中坦
政治
关系

对坦
援助

中国企
业履行
社会责
任及涉
中国公
民司法
案件

合计

占涉华
报道和
评论总
数的比
例 （％ ）

正面 １５ １５ ２４ ６３ １１ ２２ １３３ ４６ ４１ ５ ３７５ ５２. ６

中性 ２０ １４ １９ ３６ １３ ７ １１５ ５ １ ０ ２３０ ３２. ３

负面 ３３ １１ ４ ７ ７ ０ ３９ ０ ０ ７ １０８ １５. １

合计 ６８ ４０ ４７ １０６ ３１ ２９ ２８７ ５１ ４２ １２ ７１３

　 　 注： 该表由笔者自制。 所谓 “正面” 基调是指报道或评论对中国的相关政策、 做法或形势

持积极、 肯定、 乐观的态度或评价； 所谓 “中性” 基调是指相关报道以描述事实为主， 未对中国

的相关政策、 做法或形势作出带有主观倾向性的评论； 所谓 “负面” 基调是指报道或评论对中国

的相关政策、 做法或形势持消极、 否定、 悲观的态度或评价。

（四） 坦桑尼亚主流报纸上的中国外交形象

有关中国对外关系 （不含中坦关系）、 中坦政治关系和中国对坦援助的报道

和评论与中国外交关联度高， 主要呈现中国外交形象。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３
年底， 坦桑尼亚 ４ 份主流报纸刊发上述三类报道和评论共计 ３８０ 篇， 占同期涉华

报道和评论总数的 ５３. ３％ ， 关注度非常高。 《公民报》 和 《每日新闻》 均刊发大

量关于中国对外关系的报道， 是塑造坦桑尼亚主流纸媒上中国外交形象的主要

媒体。
１. 关于中国对外关系的报道和评论

此类报道共 ２８７ 篇， 占上述三类报道和评论总数的 ７５. ５％ ， 是 １０ 个报道领

域中关注度最高的。 该领域报道和评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媒体， 其次是中国媒体。
内容主要涉及中非关系、 中美关系、 中俄关系、 中国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 “一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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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 倡议、 南海问题等。 其中， 关于中非关系的报道和评论最多， 共 ８６ 篇；
其次是关于中美关系的报道和评论， 共 ６５ 篇。

关于中非关系的报道内容广泛， 涵盖中国与非洲大陆整体的关系， 中国与东

非共同体等非洲次区域组织的关系， 中国与埃及、 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的关系

等。 消息来源较为多元， 主要包括中国媒体 （以新华社为主）、 西方媒体和非洲

国家媒体。 报道基调总体积极， 客观反映了中非关系亲近友好、 合作不断深化的

现状。 针对外界普遍关注的部分非洲国家债务问题， 相关报道援引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报告指出， 中国既不是非洲最大的债权方， 也不是非洲债务困境的起

因。① 中国同意赞比亚 ４１ 亿美元对华债务展期， 同法国等官方债权人一道， 与

赞比亚政府就其 ６３ 亿美元债务重组达成协议， 为解决赞比亚债务问题作出重要

贡献。 中方的友好举动经国际媒体报道后被坦桑尼亚主流报纸二次传播， 使美西

方炮制的中国 “债务陷阱论” 不攻自破。②

此外， 坦桑尼亚主流报纸关注中国非洲战略的变化， 《每日新闻》 和 《公民

报》 都转载了澳大利亚 “对话” 网站的评论文章 《在工业强省湖南省的驱动下，
中国非洲战略的重心正由采掘业向投资转移》， 文章建议非洲国家充分利用中国

政府在湖南长沙新设立的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 拓展与中国在物流、 本币结

算、 电子商务、 农业投资、 新能源技术等领域的合作。③ 《公民报》 还刊登肯尼

亚学者彼得·卡格万加 （Ｐｅｔｅｒ Ｋａｇｗａｎｊａ） 的评论文章 《为什么在对非贸易方面

中国正超越美国》， 指出中国在非洲已成为无可争辩的市场领导者， 中国取得这

一地位的原因是其聚焦在非洲的机遇而非挑战， 从长远角度看待中非经贸合作，
同时因地制宜， 根据每个非洲国家的国情制定差异化合作策略。④

关于中美关系的报道和评论主要围绕中美无人飞艇事件、 中美元首会晤、
美国务卿布林肯访华等展开。 消息主要来源于西方媒体， 报道基调以偏负面和

中性为主。 以中美无人飞艇事件为例， ４ 份主流报纸刊登的 ７ 篇报道、 ２ 篇评

论主要反映美方视角和观点， 突出美方对中方无人飞艇用途的判断。 两篇评论

妄称中国有收集美国情报、 窃取美方敏感技术的需求和做法， 认为此次无人飞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ｎｉｅｓ Ｐｕｓｈ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ｔｏ ａ Ｄｅｂｔ Ｔｒａｐ，”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Ｍａｒｃｈ ５，２０２３，ｐ. １ － ２. “Ｃｈｉｎａ
‘ Ｉｓ Ｎｏｔ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Ｄｅｂｔ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７，２０２３，ｐｐ. １ － 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Ｈｅｌｐ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Ｚａｍｂｉａ，Ｓ. Ｌａｎｋａ Ｄｅｂｔ：Ｆ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Ｊｕｎｅ ２３，２０２３，ｐ. １４；
“Ｃｈｅｅｒｓ ｉｎ Ｚａｍｂｉａ ａｆｔｅｒ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Ｄｅｂｔ Ｄｅａｌ，”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Ｊｕｎｅ ２４，２０２３，ｐ. １６.
Ｌａｕｒｅ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Ｃｈｉｎａ’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Ｄｒｉｖ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Ｒｉｃｈ Ｈｕｎ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８，２０２３，ｐ. １４.
Ｐｅｔｅｒ Ｋａｇｗａｎｊａ，“Ｗｈｙ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Ｏｕｔｐａｃｉｎｇ 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ｒａｍｂｌｅ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Ｊｕｎｅ ２６，２０２３，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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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进入美国领空出于同样目的。① 对于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和旧金山会晤， 主

流报纸关注度并不高， 仅转载西方媒体相关报道 ６ 篇， 除报道两次会晤在应对

气候变化、 加强禁毒合作、 恢复两军沟通机制等方面取得成果外， 还强调中美

元首利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之机， 竞相加强同亚太地区伙伴

国的关系。②

关于中俄关系， 坦桑尼亚主流报纸重点报道了习近平主席访俄、 中国政府欧

亚事务特别代表访问俄乌两国， 以及俄总统普京赴华出席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相关报道和评论存在两种不同角度： 坦桑尼亚主流报纸自采

新闻援引时任中国外长的讲话， 强调中俄关系不针对第三方， 不受任何第三方的

干扰和挑拨， 中俄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多极化。③ 而转载西方媒体报道和评论则

称中俄两国试图建立对抗西方的联盟，④ 甚至说中俄两国元首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会晤标

志着 “第二次冷战” 的开启。⑤

４ 份主流报纸刊登的 “一带一路” 报道和评论绝大部分基调积极。 例如， 坦

桑尼亚时事评论员古德拉克·恩金戈 （Ｇｏｏｄｌｕｃｋ Ｎｇ’ ｉｎｇｏ） 和时政分析师乔治·
蒙图 （Ｇｅｏｒｇｅ Ｍｕｎｔｕ） 分别在 《每日新闻》 和 《公民报》 发表文章， 高度评价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真实亲诚” 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 认为这些理念为

“一带一路” 倡议在非洲实施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基础设

施联通项目有效拉动非洲国家经济增长， 并为非洲经济一体化创造了有利

条件。⑥

南海问题相关报道聚焦中国与菲律宾在仁爱礁附近发生舰船碰撞事件， 两国

外交部门相互指责， 均声称本国对仁爱礁拥有主权。 报道还指出， 中国声称对几

·４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ｉａｉｎ Ｂｏｙｄ，“Ｓｉｎｏ － ＵＳ Ｓａｇａ：Ｈｏｗ Ｓｐｙ Ｂａｌｌｏｏｎｓ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Ｓｅｅ，”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６，２０２３，ｐ. ７；Ｍａｔｔｈｅｗ Ｗａｌｓｈ，“ Ｓｐｉｅｓ，Ｈａｃｋｅｒ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Ｓｎｏｏｐ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９，２０２３，ｐ. ７.
“Ｔｈｉｎｇ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Ｂｉｄｅｎ － Ｘｉ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２０２３，
ｐ. １５；“ Ｂｉｄｅｎ，Ｘｉ Ｃｏｍｐｅｔｅ ｆｏ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ｉ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２０２３，ｐ. １６.
Ｅｐｈｒａｈｉｍ Ｂａｈｅｍｕ，“Ｃｈｉｎａ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Ｓ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ｕｓｓｉａ，”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Ｍａｒｃｈ ８，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ｃｉｔｉｚｅｎ. ｃｏ. ｔｚ ／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 ｎｅｗ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ｃｈｉｎａ －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 ｓｔａｎｃｅ － ｏｎ － ｔｉｅｓ －
ｗｉｔｈ － ｒｕｓｓｉａ － ４１５１１４８，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ｎｅ １，２０２４.
“Ｘｉ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ｓ ａ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ｎ Ｍｏｓｃｏｗ Ｔｒｉｐ，”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２， ２０２３，
ｐ. １７.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Ｄ. Ｔ. Ｗａｒｄ，“Ｘｉ ａｎｄ Ｐｕｔｉ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６，２０２３，ｐ. ７.
Ｇｏｏｄｌｕｃｋ Ｎｇ’ ｉｎｇｏ， “ Ｃｈｉｎａ’ ｓ Ｋｅ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Ｅｎｓｕｒ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２３，ｐ. １０；Ｇｅｏｒｇｅ Ｍｕｎｔｕ，“Ｈｏｗ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Ｓｐｕｒｓ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５，２０２３，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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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 不承认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作出的裁决。①

２. 关于中坦政治关系的报道和评论

此类报道共 ５１ 篇， 其中关于哈桑总统访华的报道和评论 １７ 篇， 大多数 （９
篇） 刊登在坦桑尼亚官方报纸 《每日新闻》 上。 绝大部分报道和评论基调积极，
强调哈桑总统是中共二十大召开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首位非洲国家元首， 这

充分体现了坦中关系的特殊重要性。 报道还提及， 此访是哈桑总统对中国进行的

首次访问， 极具象征意义。 《每日新闻》 连续 ４ 天在头版刊登哈桑访华新闻， 主

要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对访问进行报道， 突出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坦关系提升至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赞赏中国免除坦债务、 给予该国 ９８％ 税目输华产品免关税

待遇、 为桑给巴尔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项目提供优惠贷款等举措。② 《公民报》
《国民报》 和 《消息报》 主要从经济角度对哈桑总统访华的意义和成果进行报

道， 突出访问期间两国签署 １５ 项合作文件。 围绕中国免除坦桑尼亚债务， 《国民

报》 采访当地学者指出， 免债对本国国家财政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但也可

能造成援助依赖， 坦桑尼亚应将发展建立在本国财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上，
加强财政资金管理。③

关于中坦政治关系的其他报道和评论涉及哈桑总统祝贺习近平连任中共中央

总书记、 习近平主席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期间会见哈桑总

统、 纪念习近平主席访坦暨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提出十周年座谈会、 桑给

巴尔总统姆维尼赴华出席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举办国

庆 ７４ 周年和建军 ９６ 周年招待会等。 ２８ 篇此类报道和评论均出自坦桑尼亚记者和

学者之手， 多数刊登在报纸的显著版面， 基调积极正面。
３. 关于中国对坦桑尼亚援助的报道和评论

此类报道共 ４２ 篇， 全部由当地记者采写， 重点关注中国在教育培训和医疗

卫生领域向坦桑尼亚提供的援助， 具体包括： 哈桑总统出席中国援卡盖拉职业技

术学校启用仪式， 中坦两国职业技术院校联合培训， 中国政府向坦桑尼亚青年学

子提供奖学金， 中坦高校共建 “鲁班工坊”， 中国支持基奎特心脏病研究所升级

扩建， 中国援坦医疗队赴偏远地区开展义诊活动， 桑给巴尔总统姆维尼接见新一

批中国医疗队队员， 中国医生在桑给巴尔开展宫颈癌筛查和血吸虫病防治项目

·５２１·

①
②

③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 Ｂｌａｍｅ ｏｖｅｒ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Ｓｅａ，”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３，２０２３，ｐ. １２.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ｔｈ： ＴＺ，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Ｌｉｆ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Ｃｈｉｎａ Ｗａｉｖｅｓ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ｓ Ｄｅｂｔ Ｗｏｒｔｈ ３１. ４ｂｎ ／ － ，”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４，
２０２２，ｐｐ. １，３；“Ｓｉｎｏ － ＴＺ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ａｍｉａ，Ｘｉ Ｒｅｓｏｌｖｅｓ Ｅａｒｎ Ｋｕｄｏｓ，”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２２，ｐｐ. １，３.
“Ｗａｃｈｕｍｉ ｗａｔａｈａｄｈａｒｉｓｈａ ｎｃｈｉ ｋｕｓａｍｅｈｅｗａ ｍａｄｅｎｉ，”Ｍｗａｎａｎｃｈｉ，Ｄｅｓｅｍｂａ ５，２０２２，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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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上述报道均基调积极， 认为相关援助项目有助于坦桑尼亚教育卫生事业发展

和民生改善。①

综合上述三类报道和评论， 坦桑尼亚主流报纸呈现的中国外交形象可以概括

为： 坚持独立自主， 国际影响力日增， 重视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与美

西方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 与俄罗斯关系密切， 同邻国存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之争

的世界大国。

（五） 坦桑尼亚主流报纸上的中国企业和公民形象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３ 年底， ４ 份主要报纸共刊发关于在坦桑尼亚的中国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涉中国公民司法案件的报道 １１ 篇， 其中关于中企履行社会

责任的报道 ４ 篇， 内容涉及坦桑尼亚外长赞扬华为公司分享信息通信技术、 达累

斯萨拉姆大学学生代表坦桑尼亚参加华为 ＩＣＴ 大赛全球总决赛、 地方官员赞赏中

国投资者向当地孤儿院献爱心、 中国志愿者创办的中非青年基金会向当地孤儿和

老人提供免费午餐等。
涉中国公民司法案件相关报道共 ７ 篇， 内容涉及中国公民涉嫌盗窃建筑材

料、 走私象牙、 非法持有海参， 以及中资企业中方员工殴打当地员工、 华人之间

的经济纠纷等。 所有报道均由当地媒体记者采写， 以报道事实为主， 鲜有评论。
关于中国人走私象牙的报道， 特别提及涉案中国公民被捕时曾试图贿赂在场警察

但遭到拒绝。② 中企中方员工殴打当地员工事件不仅被传统媒体关注， 案发现场

当地员工倒地并流血的照片也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传播。③ 华人之间经济纠纷的报

道涉及一名中方酒店高管拒不向前雇员支付高等法院裁定的应付款项， 法院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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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教育援助的报道， 参见“２５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Ｋｅ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Ｊｕｎｅ ２１，２０２３，ｐ. ８；Ｅｓｔｈｅｒ Ｔａｋｗａ，“Ｃｈｉｎａ Ｇｒａｎｔｓ Ｍｏｒ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ｓ ｔｏ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２０２３，ｐ. ２；Ｓｏｐｈｉａ Ｋｕｍｋａｎａ，“Ｃｈｉｎａ’ ｓ Ｌｕｂａｎ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Ｙｏｕｔｈ
Ｓｋｉｌｌｓ，”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６，２０２３，ｐ. ４. 关于医疗援助的报道， 参见 Ｆａｄｈｉｌｉ Ａｂｄａｌｌａ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 ２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ｎｓ，”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２０２３，ｐ. ２；
Ｉｓｓａ Ｙｕｓｓｕｆ，“Ｗｏｍｅｎ Ｕｒｇｅｄ ｔｏ ｇｏ ｆｏｒ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Ｍａｙ １７，２０２３，
ｐ. ５；Ｉｓｓａ Ｙｕｓｓｕｆ，“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Ｚ’ｂ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６，２０２３，ｐ. １０。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Ｊａｍ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ｖｏｒｙ Ｓｍｕｇｇｌｅｒｓ Ｆａｉｌ ｔｏ Ｏｖｅｒｔｕｒｎ Ｓｈ５４ｂｎ 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Ｍａｙ ２，
２０２３，ｐｐ. １ － ２.
Ｈｅｒｉｅｔｈ Ｍａｋｗｅｔａ， “Ｍｃｈｉｎａ ｗａ ＳＧＲ ａｔｉｎｇａ ｋｉｚｉｍｂａｎｉ，” Ｍｗａｎａｎｃｈｉ， Ｍａｃｈｉ ２６， ２０２３， ｐ. １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ｓｓａｕｌｔｉｎｇ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ｎ Ｗｏｍａｎ ａｔ ＳＧＲ Ｃａｍｐ，”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Ｍａｒｃｈ ２５，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ｃｉｔｉｚｅｎ. ｃｏ. ｔｚ ／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 ｎｅｗ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ｃｈａｒｇｅｄ － ｗｉｔｈ －
ａｓｓａｕｌｔｉｎｇ －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ｎ － ｗｏｍａｎ － ａｔ － ｓｇｒ － ｃａｍｐ － ４１７２５５８，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ｎｅ ６，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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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逮捕并关押被告的判决。①

综合上述报道， 坦桑尼亚主流报纸涉华报道呈现的中国企业和公民形象可以

概括为：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人员来到坦桑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 为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当地人以能到中资企业工作为荣。 中国人勤劳善良， 能

与当地人友好相处。 但是少数企业和人员的不法或不良行为，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

国家形象。
概而言之， 以上分析了坦桑尼亚主流报纸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３ 年底涉

华报道和评论所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各方面的具体表现。 从报道数量来看， 体现

中国外交形象的中国对外关系、 中坦政治关系及中国对坦援助三个领域的报道和

评论数量最多， 为 ３８０ 篇， 占所有涉华报道和评论的 ５３. ３％ 。 这表明， 坦桑尼亚

主流报纸高度关注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 中国在坦桑尼亚主流报纸上的国家

形象首先是外交形象。 报道和评论篇数第二多的是体现中国经济形象的中坦经贸

合作和中国经济发展类新闻， 二者合计 １５３ 篇， 占比 ２１. ５％ 。 与体现政治形象和

外交形象的报道不同， 体现经济形象的中坦经贸合作领域， ４ 份报纸刊登的报道

量差别不大， 这说明中坦经贸合作是主流报纸普遍关注的报道领域， 经济形象是

坦桑尼亚主流报纸呈现中国国家形象的第二重要方面。 第三重要方面是政治形

象， 体现这方面形象的中国内政和新冠疫情相关报道共 １０８ 篇， 占比 １５. １％ 。 这

两个领域负面报道相对较多， 主要议题涉及台湾问题、 新疆问题、 新冠疫情等。
体现社会文化形象的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坦人文交流相关报道数量较少， 仅 ６０ 篇，
占全部涉华报道和评论的 ８. ４％ 。 这说明中坦人文交流尚未引起当地主流媒体足

够重视。 ４ 家主流报纸刊发的关于当地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及涉中国公民司法

案件的报道很少， 仅 １１ 篇， 占比 １. ５％ 。 该领域负面报道数量多于正面报道， 这

与中国企业和公民为坦桑尼亚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实际贡献存在较大落差， 表明

提升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媒介形象尚存较大空间。
坦桑尼亚主流报纸涉华报道还有另外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英文报纸刊载的涉

华报道和评论数量明显多于斯瓦希里语报纸。 从表二不难看出， 斯瓦希里语报自

采新闻数量与英文报差距并不大， 而差距主要体现在转载外媒涉华报道上。 原因

是开设斯瓦希里语频道的国际媒体很少， 由于稿源少， 转载量小也就不足为奇。
二是 《每日新闻》 刊登的涉华正面报道和评论数量 （２２３） 和比例 （７０. ３％ ） 均

明显高于其他 ３ 份报纸。

·７２１·

① Ｆａｕｓｔｉｎｅ Ｋａｐａｍａ，“Ｃｏｕｒｔ Ｏｒｄｅｒｓ Ａｒｒｅ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ｔｅｌ ＭＤ，”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Ａｕｇｕｓｔ １５，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 ｃｏ. ｔｚ ／ ｃｏｕｒｔ － ｏｒｄｅｒｓ － ａｒｒｅｓｔ － ｏｆ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ｈｏｔｅｌ － ｍｄ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ｎｅ ６，
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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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坦桑尼亚 ４ 份主流报纸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日 １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涉华报道和评论基调统计

（单位： 篇）

报道和评论基调 每日新闻 公民报 国民报 消息报 合计 占比 （％ ）

正面 ２２３ ７６ ３９ ３７ ３７５ ５２. ６

中性 ７３ １１３ ２１ ２３ ２３０ ３２. ３

负面 ２１ ６０ ９ １８ １０８ １５. １

合计 ３１７ ２４９ ６９ ７８ ７１３

　 　 注： 该表由笔者自制。

坦桑尼亚主流报纸上中国形象的成因

目前， 坦桑尼亚主流报纸上的中国国家形象总体良好， 它们认可中国的世界

大国地位， 赞赏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对中国的非洲政策持肯定和欢迎态度。 坦桑尼亚主流报

纸均视中国发展为非洲机遇， 期待加强同中国在经贸、 基建、 投融资、 教育、 文

化、 卫生等各领域的合作。 同时， 受殖民历史、 西方文化及大国在非洲竞争日趋

激烈等因素影响， 《公民报》 《消息报》 等主流私营报纸转载了许多西方媒体涉

台、 涉疆、 涉南海等报道， 导致中国在坦桑尼亚主流报纸上的政治形象受损。 此

外， 有的中资企业和中国人在坦桑尼亚涉嫌违法犯罪， 有时候会出现中资企业和

中国人涉嫌歧视虐待当地人的情况， 被媒体无限放大， 给中国企业和公民形象造

成负面影响。①

第一， 中坦、 中非传统友谊和中坦政府间长期友好关系， 是坦桑尼亚主流报

纸上中国国家形象总体上积极正面的主要原因。
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客观状态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 体现着认识主体 （公众）

与客体 （国家） 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 一国媒体塑造本国形象和塑造盟国或

友国形象时， 基本上是正面形象。② 新中国成立伊始， 中央政府就作出 “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 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

·８２１·

①

②

坦桑尼亚 《公民报》 专栏作家查尔斯·马卡卡拉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ｋａｋａｌａ） 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发表
的评论文章中， 记述了自己在一家中国科技公司工作时遭受中国籍上司歧视的经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ｋａｋａｌａ，“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Ｒａｃｉｓｍ ｉｓ Ｒｅａｌ，Ｈｏ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Ｉ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
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ｃｉｔｉｚｅｎ. ｃｏ. ｔｚ ／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 ｏｐｅｄ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 ｒａｃｉｓｍ － ｉｓ － ｒｅａｌ －
ｈｏｗ － ｓｈｏｕｌｄ － ｙｏｕ － ｒｅｓｐｏｎｄ － ｔｏ － ｉｔ － － ２７１６０４２，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ｎｅ ６，２０２４。
刘小燕： 《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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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斗争， 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① 的战略决策。 中国政府在坦噶尼喀独立

当天就与其建立外交关系。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 坦桑尼亚开国总统尼雷尔访华， 向中

国领导人提出援建坦赞铁路的请求。 此前， 坦桑尼亚政府已向世界银行和苏联提

出这一请求， 但均遭拒绝。 当时中国经济形势十分困难，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１００ 美元， 但是为了援助非洲新独立国家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 毛泽东主席

等中方领导人答应了尼雷尔的请求。② 之后， ５ 万多名中华儿女同兄弟的坦桑尼

亚和赞比亚人民并肩奋斗， 克服千难万险， 用汗水和鲜血筑成了被誉为 “自由之

路” 和 “友谊之路” 的坦赞铁路， ６５ 名中国工人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③ 中

国决定援建坦赞铁路后， 尼雷尔终其一生都是中国的好朋友。 他曾经说过： “我
们 （坦桑尼亚人）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朋友， 但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那就

是中国。”④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习近平主席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便来到坦桑尼亚，
并在这里提出 “真实亲诚” 对非政策理念。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坦桑尼亚总统哈桑访

华， 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将中坦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坦噶尼喀自独立伊始就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反对

在国际事务中制造 “两个中国”。⑤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坦桑尼亚作为 “两阿提案”
的 ２３ 个共同提案国之一， 同其他 ２５ 个非洲国家一起， 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

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在 ７６ 张赞成票中， １ ／ ３ 来自非洲。 在研究是否立刻派代

表团赴美国纽约出席当年的联合国大会时， 毛泽东主席说： “非洲兄弟们把我们

抬进联合国， 不去就脱离群众了。”⑥ 为表彰坦桑尼亚前总理、 时任坦桑尼亚常

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为巩固和促进中坦、 中非友好合作和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

法席位作出的杰出贡献， 中国政府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授予他 “友谊勋章”， 这是中国

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在尼雷尔、 萨利姆等人的影响下， 坦桑尼亚历届政府均

坚持对华友好政策， 积极发展坦中关系。 上述历史事实和友好言论在中坦两国领

·９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毛泽东文集》 （第 ７ 卷），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１１６ 页。
王毅： 《大力弘扬坦赞铁路精神 携手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在 〈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
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 发行式上的致辞》， 外交部网站，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ｙｊｈ ＿ ６７４９０６ ／ ２０１５０７ ／ ｔ２０１５０７２３ ＿ ７９４５４３３.
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６ 日。
张铁珊编著： 《友谊之路： 援建坦赞铁路纪实》，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３８６—３８７ 页。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ｋａｐａ，Ｍｙ Ｌｉｆｅ，Ｍｙ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ｓ，Ｍｋｕｋｉ ｎａ
Ｎｙｏｔ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１９，ｐ. １８５.
黄华： 《亲历与见闻： 黄华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１２７ 页。
张斐晔、 蔺紫鸥： 《重返联合国： 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 第 ５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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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和外交官员的公开讲话中被屡次提及， 强化了中坦、 中非友好的舆论氛围。
第二， 西方媒体对部分坦桑尼亚私营报纸的深刻影响， 导致中国在坦桑尼亚

主流报纸上的政治形象被一定程度歪曲。
历史上坦桑尼亚先后被德国和英国殖民， １９６１ 年坦噶尼喀独立后仍为英联

邦成员。 １９９２ 年坦桑尼亚实行多党制后， 议会修改了 《坦桑尼亚通讯社法》， 宣

布实行新闻自由， 取消坦桑尼亚通讯社对国内外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垄断地位。
１９９３ 年， 议会通过 《坦桑尼亚广播法》， 允许私人开办电台和电视台。① ２０１６
年， 议会通过 《信息获取法》， 要求政府和使用财政资金或掌握事关公众利益信

息的私营机构积极发布信息， 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知情权。② 这些法律为私营媒

体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制度条件。
当前， 西方主流媒体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 专业的记者队伍和发达的信息收

集网络， 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 而坦桑尼亚媒体因经费有限， 大多未

向国外派驻记者， 常常转载西方主流媒体的国际新闻和评论。 从上述 ４ 份主流报

纸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刊登的涉华报道和评论来看， 来自西方

媒体的转载文章占比达 ３４. ９％ ， 《公民报》 的转载比例更是高达 ６３. １％ 。 出于意

识形态偏见和维护自身霸权需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近年来持续利用涉台、
涉疆、 南海、 新冠疫情等议题抹黑攻击中国。 坦桑尼亚部分私营媒体受西方自由

主义报刊理论和价值理念影响， 大量转载相关报道， 给中国的政治形象造成较大

负面影响。③

第三， 中坦人文交流和民间交往不够深入， 是坦桑尼亚主流报纸上中国社会

文化形象不够清晰的主要原因。
中坦关系发展既需要经贸硬支撑， 也需要人文交流软助力。 ２１ 世纪以来，

中坦在教育、 卫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但是在新闻出版、 智库合作

等方面还存在短板。 目前， 在中坦两国书店很难看到对方出版的书籍， 而西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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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一个自由独立的新闻界是民主国家最重要的基石之一， 新闻界不应屈服于任何想要
阻止真实准确信息自由流动、 阻止自由地接触信源和就社会重要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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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出版的书籍在坦桑尼亚书店随处可见。 两国智库也缺乏机制化合作， 现有合作

仅局限于对尼雷尔思想和中坦、 中非关系的研究。 思想文化交流是人文交流最核

心、 最重要的部分， 思想文化的影响力一旦形成， 将有效增进外部公众对一国内

外政策的理解和认同， 进而改善该国的国际形象。
此外， 与西方国家相比， 中坦两国民间交往较少且不够深入。 例如， 美国和

平队志愿者深入坦桑尼亚农村和学校， 提供当地急需的农业技术培训、 艾滋病防

治知识、 中学基础学科教学等服务， 与当地人同吃同住， 结下深厚友谊。 而中国

派往坦桑尼亚的志愿者以教授中文为主， 大多安排在城市， 缺少深层社会

交流。①

第四， 少数中国企业和公民的不法行为、 个别中国人涉嫌歧视非洲人的行

为， 致使坦桑尼亚主流报纸上的中国人形象出现瑕疵。
近年来， 有的中国企业涉嫌污染生态环境、 虐待当地员工等， 有的中国人涉

嫌走私象牙、 制售假证、 贿赂当地官员等， 这些不法行为经主流媒体曝光后， 给

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形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②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通过与移民局官员勾

结、 伪造文凭等方式为中国公司员工违规申办工作准证和居留许可的中国人宋某

被当地警方逮捕， 此案因涉及许多中国公司和公民， 在坦桑尼亚侨界引起震动，
也引发主流媒体关注。③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被称为 “象牙女王” 的杨凤兰及其同伙被

坦桑尼亚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１５ 年， 法院宣布其走私 ８６０ 根象牙的罪名成

立。④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西方主流媒体和坦桑尼亚当地媒体大量报道非洲国家公民在

广东省疫情防控中遭受所谓 “不公正” 待遇， 坦桑尼亚反对党还在社交媒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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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声明， 对所谓 “种族歧视行为” 进行谴责。① 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非洲多国使

馆积极开展公共外交， 努力消除非方对中国疫情防控过程中涉及非洲人的误解，
努力平息负面舆情。② 此事充分反映出非洲人对种族歧视问题高度敏感， 极少数

中国公民的不当行为势必加深他们对中国人的负面认知。

关于提升中国在坦桑尼亚及非洲国家媒介形象的思考

由于良好的国家形象能够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和利益的维护与拓展， 而大众

传媒在建构国家形象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各国均十分重视利用国内

外媒体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 李安山教授指出， “中国政府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应

具备一种全方位的策略， 一个整体规划。 这种策略分为政府行为和非政府行为，
涵盖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方面。 它实际包括 ‘做’ 和 ‘说’ 即行动与宣传两个

内容。”③ 提升中国在坦桑尼亚及其他非洲国家主流媒体上的国家形象， 也应从

行动和宣传两方面入手。

（一） 行动方面

行动主要是指中国在非洲的一切活动， 可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类。 官方活动包

括中国政府官员访问坦桑尼亚、 中国使领馆开展的传统外交及公共外交活动、 援

助项目交接仪式、 中国外交官参加坦桑尼亚政府举办的活动、 中国文化中心开展

的文化交流活动等。 民间活动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中国企业和商人在坦桑尼亚

投资营商； 二是中国教师、 医生、 志愿者、 学生等在坦桑尼亚开展教学、 行医等

专业活动； 三是中国游客赴坦桑尼亚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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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山： 《为中国正名： 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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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官方活动

中坦两国高层交往密切， 新冠疫情发生前中方几乎每年都派至少一位副国级

领导访问坦桑尼亚， 当地主流媒体通常会进行跟踪报道。 高层访问是向对象国民

众展现和提升国家形象的良好时机， 成功的高层访问能够强化对象国民众对两国

关系的正面认知。 例如，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主席对坦桑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给当地民

众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 时至今日仍时常被当地主流媒体提起。 因此， 应充分发

挥两国高层交往的政治引领作用， 继续推动两国领导人互访及在国际场合会见，
密切两国政府各部门、 各层次人员往来， 加强双方政党、 立法机构、 协商机构、
军队和地方政府交往， 不断加强和巩固两国官方友好关系。

中国驻坦使馆和驻桑给巴尔总领馆开展的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活动受到当地

主流媒体较多关注， 是塑造中国外交形象的良好时机。 相关活动在方案设计时应

考虑是否邀请媒体及其范围， 提前做好宣传方案。
对外援助是改善一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 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 涉及中国

对坦援助的报道几乎全部是基调积极正面的报道。 当前， 中国对坦援助主要集中

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卫生领域， 今后可考虑增加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并在教

育、 农业、 清洁饮水等民生领域加大援助力度。
２. 民间活动

中国企业是坦桑尼亚主流媒体的重要报道对象， 也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参

与者。 多年来， 在坦桑尼亚的中国企业为当地改善基础设施、 增加政府税收、 促

进青年就业、 加快工业化进程等作出重要贡献， 但少数中国公司也存在内部管理

松懈、 违反当地法规、 贿赂政府官员等问题。 可考虑对那些屡次违反驻在国法

律、 破坏中国企业形象的公司设立 “黑名单”， 予以惩处。 此外， 华为公司、 四

达时代、 中国农垦集团等中方优秀企业实行属地化管理， 通过聘用大量当地员

工、 积极为驻在国培养技术人才、 妥善处理劳资矛盾等途径， 在当地收获了 “鲜
花和掌声”， 相关做法值得其他中国公司学习借鉴。①

派遣志愿者是加强两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有效途径。 坦

桑尼亚主流报纸报道的博爱 （坦桑尼亚） 儿童家园基金会和中非青年基金会均

·３３１·

① 有关华为公司、 四达时代、 中国农垦集团在坦桑尼亚及非洲其他国家实行属地化管理、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报道， 可参见： 《华为 “未来种子” 计划助力坦桑尼亚技术人
才培养》， 新华网，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１９ ／ ｃ＿
１１３００３４４８８. ｈｔｍ，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 《专访四达时代副总裁卢玉亮： 在非洲市
场， 我们是一家 “从地里长出来” 的公司》， 搜狐网，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４６５９８０５１３＿ １１５４７９，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 《耕耘非洲： 坦桑
尼亚中国剑麻农场的真实故事》， 第一财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ｃａｉ.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７１７ ９８７. ｈｔｍｌ，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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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志愿者创办， 这些志愿者均非中国政府派遣， 而是民间友好使者。 今后，
可考虑向此类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 鼓励它们融入当地社会， 成为促进两国

民心相通的桥梁。
坦桑尼亚旅游资源丰富， 该国政府制定了到 ２０２５ 年每年吸引外国游客数量

达 ５００ 万人的目标， 而 ２０２３ 年来坦旅游的外国人仅 １８１ 万人。① 越来越多的中国

游客赴坦桑尼亚旅游， 为减少中国游客及华人华侨因不知情而出现违法行为的情

况， 中国使领馆可考虑将更多中国人需要知道的坦桑尼亚法律译成中文并通过使

馆网站和社交媒体发布。②

（二） 宣传方面

１. 开拓创新， 调动各方积极性，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和中坦友好故事。
国家形象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各方共同参与。 就提升中国在坦桑尼亚

主流媒体上的国家形象而言， 中国企业、 新闻媒体、 孔子学院、 中国文化中心及

华侨社团均可发挥各自优势， 加强互动联动， 共同参与新时代中坦友好合作故事

的传播。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在中国企业的帮助下， 坦桑尼亚最大的红酒制造和销售

企业———阿尔科酒业有限公司首次来华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新华社达累斯

萨拉姆分社记者得知这一消息后， 赴多多马实地探访阿尔科酒业公司， 采访销售

经理和葡萄种植户。 相关报道在新华网发布后， 引起坦桑尼亚主流媒体关注，
《每日新闻》 《卫报》 等多家主流报纸转载， 中国驻坦使馆的社交账号也转发了

相关视频， 并取得不错的点击量。 这个例子说明， 中坦合作有很多好故事等待我

们挖掘， 中国媒体不仅在国内新闻报道上可以影响非洲媒体， 在非洲新闻报道上

也是如此。
２. 分类施策， 针对不同类别的坦桑尼亚媒体， 制定相应的合作策略。
坦桑尼亚主流媒体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官方媒体， 包括坦桑尼亚旗帜

报报业公司、 坦桑尼亚国家广播电视台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简称

ＴＢＣ） 等。 此类媒体以宣传国家政策为主要任务， 由于坦桑尼亚政府奉行对华友

好政策， 此类媒体涉华报道的基调比私营媒体更加积极。 但是此类媒体的主要问

·４３１·

①

②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Ａｒｒｉｖａｌ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Ｒｅｃｏｒｄ －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１. ８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２３，”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Ｉｎｖｅｓ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３，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ｉｎｖｅｓｔ. ｃｏｍ ／ ｔｏｕｒｉｓｍ ／ ｂｏｔ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ｒｅｖｉｅｗ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 ２０２３，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ｎｅ １２，２０２４.
２０２０ 年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组织有关单位， 将 《经济与有组织犯罪控制法》 《刑事诉
讼法》 《２０１５ 年税收管理法》 等与企业界关系较为密切的坦桑尼亚部分法律译成中文并
在使馆网站发布， 今后可考虑将 《渔业法》 《矿业法》 《移民法》 等同在坦中国公民工
作、 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译成中文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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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新闻内容经常照搬官方文件与政治术语， 公众对此类新闻的接受度不高。 鉴

此， 需要支持此类媒体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 使其新闻内容更加多样化和更具吸

引力。 第二类是信奉自由主义媒介规范理论、 经常转载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私营

媒体， 包括国民传媒有限公司、 《消息报》 等。 对于此类媒体， 合作重点应放在

加强在涉台、 涉疆等敏感问题上的交流， 促其编辑、 记者了解真实情况， 使他们

能够分辨恶意歪曲抹黑中国的报道。 第三类是信奉发展新闻学①的坦桑尼亚本土

私营媒体， 包括卫报报业公司、 独立电视台 （ ＩＴＶ） 等。 此类媒体重视对经济、
发展、 民生等问题的报道， 对中国经济和中坦经贸合作关注度较高。 对于此类媒

体， 可推动它们与中国经贸财经类报刊加强交流， 同时引导它们更多关注和报道

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及同当地企业开展合作情况。
３. 助推对华态度客观友好的非洲学者和西方学者的观点在非洲传播。
中非合作好不好， 中非人民最有发言权。 新冠疫情暴发初期， 美国等西方国

家将新冠病毒称作 “中国病毒” 或 “武汉病毒”， 对中国搞污名化。 为揭露美西

方此举的真实意图和恶劣后果， 坦桑尼亚知名时事评论员塞姆瓦扎在 《公民报》
发表题为 《新冠肺炎疫情中排外与污名化令人震惊》 的文章， 为中国仗义执

言。② 前文提到的肯尼亚学者彼得·卡格万加比较中美两国非洲战略的评论和澳

大利亚学者劳伦·约翰斯顿对中国调整非洲战略的分析， 都较为客观公正， 是关

于中非关系的友好话语。 这些言论的传播有助于当地民众形成正确的对华认知，
从而起到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效果。

总之，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坦桑尼亚， 但基于笔者近些年来在东非、 南非的调

研经历， 上述现象和规律具有一定普遍性。 因此， 为提升中国在坦桑尼亚乃至整

个非洲的国家形象， 需要将行动与宣传相结合， 根据不同非洲媒体的对华态度和

报道方针分类施策， 调动各方积极性， 共同讲好中国故事、 非洲故事和中非友好

故事。 此外， 应助推对华态度客观友好的非洲和西方学者的观点在非洲传播， 积

极营造有利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舆论氛围。

（责任编辑： 陈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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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发展新闻学的核心内容是： 国家发展尤其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 新闻
媒介必须服从、 服务和促进国家发展尤其经济发展。 从这样的核心内容出发， 发展中国
家的新闻媒介都程度不一地和政府保持一致， 宣传政府的施政纲领， 都十分注重新闻媒
介的守望、 整合和教育功能。 参见李良荣： 《新闻学概论》 （第八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 第 １０ 页。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Ｓｅｍｗａｚａ，“Ｓｈｏｃｋｉｎｇ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ａ ａｎｄ Ｓｔｉｇｍａ ａｍｉｄ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Ｃｒｉｓｉｓ，”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Ａｐｒｉｌ
２７，２０２０，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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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ｉｍａｇ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ａ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ｐｏｒｔｒａｙｅｄ ｂ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ａｙ

ｇｒｅａ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ｓｅｔ ｓｔｏｒｅ ｂ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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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ｗ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Ａ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ＢＲＩ），ｔｈｅ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ａｓ ｇｒｏｗｎ

ｃｌｏｓｅｒ，ｗｈｉｃｈ ｌａｙｓ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ａ’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ｈａｖ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ｍａｎｙ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ｆ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ｂｌ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ａ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ａ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ｓ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ｗａｙ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ｉｓｓｕｅｓ，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ａ，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ｏｐｉｃｓ，ｓｏ ａ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ａｎ Ａｌｌ －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ｎｇ Ｑｉａｎｇ，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０５）．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ｇｏｉ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ａｔｃｈ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ａｃｉｓｔ Ｒｅｇｉｍｅ：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Ｅｍｉｎｅ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ｕ Ｒ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ａｔｃｈ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Ｅｍｉｎｅ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Ｇｒｏｕｐ （ ＥＰＧ） ａｔ ｔｈｅ １９８５ Ｎａｓｓａｕ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ＣＨＯＦ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Ｂｏｔｈａ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ａｎｄ ｄｅｌａ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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