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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星报》 报道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的话语建构分析

赖丽华　 刘鸿武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南非 《星报》 报道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的语料， 采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 考察了南非主流报刊关于中国形

象和中非关系的话语建构。 研究发现， 不同报道来源的话语文本在

主题分布、 语义关系和语用比喻运用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体现出不

同的话语主旨意义， 反映了南非政府、 民众对中非合作发展的多元

认知和非洲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 解读分析 《星报》 报道话语对于

未来中非合作论坛会议在媒体话语建构、 新闻信源培育、 跨文化和

融媒体国际传播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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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赖丽华，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方向

博士研究生，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刘

鸿武，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围绕 “合作共赢，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主题， 通过了 《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的北京宣言》 和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 ２０１９ 年度课题 （项目编号： ２０１９ＳＣＧ３１１）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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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重点实施 “八大行动”， 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①

中国和 ５３ 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 代表团团长和非洲联盟委

员会一致承诺， 携手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②

北京峰会发布 “八大行动” 和 ６００ 亿美元合作资金计划引起世界广

泛关注， 立刻成为西方及中非媒体密切关注的国际热点新闻之一。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全球媒体对中非合作的报道就已经达到 ５０２０ 条， 北

京峰会显著提升了中非合作关注度。③ 非洲各国主流媒体也普遍进行密集

报道， 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非洲本土媒体舆论语料， 其对中国形象和

中非关系的多元话语建构值得分析和探讨。 北京峰会在取得丰硕成果的

同时， 也引发了西方大国媒体对中非发展合作的误读、 质疑甚至诋毁，
这种负面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非洲媒体对中非合作的判断和评

价， 中国对非外交和中非关系面临一定的国际舆论挑战。
南非是二十国集团、 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成员国， 同中国在 ２０１０ 年

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研究南非主流媒体话语对于探讨非洲媒体对

中非发展合作的舆论引导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国内学界长期以来关于中

非合作论坛媒体报道研究较少的现状， 笔者从语言学视角， 选取南非

《星报》 （Ｔｈｅ Ｓｔａｒ） 有关北京峰会的报道话语进行分析， 以期管窥非洲国

家政府、 民众对于中国和中非关系的真实态度与诉求， 为更好地开展中

非交流传播、 提升我国国际形象、 促进中非关系发展提供启示。

一　 研究对象和语料

本文所选分析样本为 《星报》 关于北京峰会的报道。 该报隶属南非最

大的平面媒体集团 “独立传媒”， 其创办于 １８８７ 年， 是南非历史最悠久、
最具影响力的日报。 中青年是其主要受众群体， ７３％的读者年龄介于 ２５—
５０ 岁； 其是南非精英阶层常读报纸之一， ５２％以上的读者受过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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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目前还实现了数字化媒介传播， ８６％的读者使用智能手机上网阅读。①

作为南非主流报刊之一， 《星报》 资讯来源广， 视角多元， 在一定程度上代

表了非洲本土主流媒体的立场和声音。 新闻报道辐射地方、 国内和国际，
长期以来关注中非发展合作， 在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具广泛影响。 ２０１５ 年习

近平主席访问南非前夕曾在 《星报》 发表署名文章， 阐述中南友谊与合作；
《星报》 头版报道了此次访问。 中国前驻南非大使林松添多次在 《星报》
发表署名文章， 阐述中南和中非关系， 产生了积极良好的舆论影响。

２０１８ 年 ８—９ 月， 《星报》 共发表北京峰会相关报道 ２２ 篇， 其中 《星
报》 记者报道 ６ 篇， 非洲通讯社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Ｎｅｗ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Ａ） 报道 ７
篇， 观点文章 ６ 篇， 外国通讯社和报刊文章 ３ 篇。 报道主题围绕北京峰

会， 并涉及投资贸易、 基础设施建设、 “一带一路” 倡议、 《２０６３ 年议

程》、 对非援助、 “债务陷阱”、 “新殖民主义” 等方面。 通过对 ２２ 篇报道

文本进行分析发现， 不同来源报道的话语内涵和主旨意义存在较大差别，
建构了相互各异的中国形象和中非关系。

本研究以 ＦＯＣＡＣ （ “中非合作论坛” 大写简称）、 Ｆｏｃａｃ （ “中非合作

论坛” 小写简称）、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中非合作论坛”
全称） 以及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ｕｍｍｉｔ （北京峰会） 为检索词， 搜集了北京峰会举办

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４ 日） 前后一个月 《星报》 “新闻” （Ｎｅｗｓ） 栏目

下的相关新闻语篇共 ２２ 篇。 本文以这 ２２ 篇北京峰会报道为语料， 聚焦以

下问题进行探讨： 一是南非主流媒体 《星报》 如何报道北京峰会； 二是

《星报》 不同来源报道话语存在什么差异， 分别建构了怎样的中国形象和

中非关系； 三是 《星报》 报道话语建构分析对新时期中国国际交流传播

有何启示。 本文将对报道进行批评话语分析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就不同来源报道话语的主题分布、 语义关系、 语用比喻进行具体阐释，
揭示相关报道隐含的主旨意义。

二　 研究现状和方法

媒体是语言与社会联系的中介， 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的背景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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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流媒体报道进行话语解读和分析， 可以解释话语如何参与构建国

家形象和国际关系， 揭示隐晦的意识形态意义。 近年来， 中国学者已开

展诸多国际媒体对华报道的话语建构研究。 刘佳、 于洋将语料库与批评

话语分析相结合， 探讨了奥运会后英国主流纸媒报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

建构。① 唐青叶、 史晓云对南非报界关于习近平主席访问非洲的报道进行

语义域赋码分析， 阐述了非洲本土媒体的态度和立场。② 钱毓芳、 托尼·
麦肯勒 （Ｔｏｎｙ ＭｃＥｎｅｒｙ） 运用语料库和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就英国媒介的中药话语建构进行了解读和对比。③ 左言娜从话语呈现方式

和消息来源视角探索了美国主流媒体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解读、 评价

和话语建构， 揭示媒介化的政治话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④ 钟馨采用批

评话语分析范式， 探讨了英国报纸对 “一带一路” 话语的意义建构问

题等。⑤

目前为止， 国内学者关于中非合作论坛的非洲媒体新闻舆论研究还

为数不多， 且大部分语料并非来自非洲本土。 马佳盈以 《青年非洲》
（Ｊｅｕｎｅ Ａｆｒｉｑｕｅ） 杂志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中非合作论坛特刊为语料， 通过对

比两期特刊的文章观点， 总结了促成其报道特点变化的因素。⑥ 其研究方

法为观点对比， 研究语料是非洲国家政府机构订阅的巴黎杂志。 王大可、
冯妮、 李本乾曾以中非合作论坛为例， 整体分析中非合作国际舆情演进

态势，⑦ 但该研究对资讯来源占比较低的非洲媒体报道未进行具体详细分

析。 王梦媛曾对北京峰会相关新闻语篇进行积极话语分析， 探究峰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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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语篇中态度资源的运用及其传递的话语意义，① 然而该研究采用的是英

文版 《中国日报》 语料。
综观国内学者涉华媒介话语已有研究， 关注的地理区域失衡， 欧美、

中国的媒介话语被普遍关注探讨， 对非洲等地区的媒介话语研究仍显不

足； 对中非合作论坛的媒介话语研究尚有一定局限性， 未充分重视非洲

本土媒体语料的收集和研究。 基于此， 本研究采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
以 《星报》 北京峰会相关报道为语料， 对南非主流媒体关于中非合作论

坛的新闻话语建构进行实证研究。
批评话语分析将话语分析和社会批评理论结合起来， 将话语置于特

定社会语境中进行语言层面的分析， 同时对话语生产和解释的过程进行

考察。 费尔克劳夫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 把话语看作一种社会实践和行为方式，
它与社会的其他层面有着辩证的关系； 世界和个体是被言语实践不断建

构的，② 话语在社会的发展变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③ 互文性 （ ｉｎｔｅｘ⁃
ｔｕａｌｉｔｙ） 是费尔克劳夫话语分析思想的核心概念。 通过对互文性的分析，
分析者可以观察到话语的再生产。④ 梵·迪克 （Ｖａｎ Ｄｉｊｋ） 最早把新闻作

为话语分析的对象， 将话语分析方法运用到报道研究中。 他认为新闻文

本的主旨 （ｔｈｅｍｅ） 是话语宏观语义结构的一部分， 用来概括性表达文本

中最重要的信息； 它是一个宏观命题， 基于作者对世界的常识性知识和

个人信仰与兴趣， 经由宏观过程从命题群中策略性地推导而出。⑤ 通过分

析报道呈现的特定主题分布结构， 可探究其生产的主旨意义。 本文在费

尔克劳夫的话语观、 互文性理论框架和梵·迪克宏观语义结构分析方法

的指导下， 对新闻报道文本的主题分布、 语义关系、 语用特征进行分析，
探究非洲媒体对北京峰会报道建构的主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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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第 ９１ 页。



三　 研究过程和分析

新闻文本有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语义结构， 语义宏观结构是话语的

深层语义表现， 在文本中常会通过声明、 题目、 摘要、 主题句、 行动规

划等表示出来， 即通常所说的主题或话题。① 《星报》 记者、 非洲通讯社、
评论员、 外国通讯社和报刊报道分别关注的重要、 次要主题存在较大差

异。 在统计主题分布的基础上， 本文按照不同报道来源对各主题的主旨

意义、 话语建构方式进行分类解读。

（一） 相关报道话语文本的主题分布和主旨意义分析

１. 《星报》 记者报道的话语分析

《星报》 记者报道的主题重点是中南合作发展进程中中国秉持的原

则、 中南协议和中国兑现承诺的状况以及总统的峰会讲话和对投资质疑

的回应。 记者奥菲特赫采·穆基 （Ｏｍｐｈｉｔｌｈｅｔｓｅ Ｍｏｏｋｉ） 曾参加 ２０１８ 年中

国两会现场报道， 对中国国家政策和发展现状较为了解， 她撰写的两篇

峰会报道肯定了中非合作与中国对非援助对非洲未来发展的意义。 表 １
呈现了 ６ 篇记者报道的主题分布状况。

表 １　 《星报》 记者报道的主题分布状况

重要主题 次要主题 新闻标题

美国规则 中美贸易摩擦
《中国大使表示： 美国是自身规则

的牺牲品》

中南签署协议

签署协议

金砖国家峰会

中非合作论坛

贷款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南非与中国在北京峰会前签署更

多协议》

中国对非承诺
援助资金

免除债务计划

《中国承诺提供超 ８０００ 亿兰特援

助， 宣布免除部分债务》

５１２南非 《星报》 报道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话语建构分析　

① 转引自丁和根 《梵·迪克新闻话语结构理论述评》， 《江苏社会科学》 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
第 ２０１ 页。



续表

重要主题 次要主题 新闻标题

总统峰会讲话

中非合作论坛

《２０６３ 年议程》
修建基础设施

经贸合作区

埃博拉病毒疫情

维和行动

非洲潜力

《拉马福萨总统在北京中非对话峰

会上的讲话》

中国兑现承诺

新发展资金

八大重大举措

贸易平衡

《中国兑现对非洲的资助承诺》

殖民问题

“债务陷阱”
中国投资

美国优先原则

中国 “五不” 原则

《拉马福萨： 那些称中国为殖民国

家的人是嫉妒》

报道围绕以下主题展开分析。 在贸易摩擦背景下， 围绕 “美国规则”
评析美国是其自身规则的牺牲品。 以金砖国家峰会、 中非合作论坛、 非

洲 《２０６３ 年议程》 为报道视角， 指出中南非签订的是务实协议。 南非总

统峰会讲话关注基础设施修建、 经贸合作区、 埃博拉病毒疫情、 维和行

动、 非洲潜力等次要主题， 以证明重要主题中非合作论坛与 《２０６３ 年议

程》。 中国践行承诺， 提供援助资金、 免除债务， 设立新发展资金、 采取

八大举措， 给予非洲国家切实帮助。 南非总统从 “债务陷阱”、 中国投

资、 美国优先原则、 中国 “五不” 原则对中非合作进行解读， 反击西方

媒体对峰会的批评， 指出 “称中国为 ‘殖民国家’ 是出于嫉妒”。①

报道主题反映了当前非洲国家面临债务问题， 自主发展正遭遇困境，
以及非洲对注入国际资金、 解决非洲债务问题和发展非洲经济贸易的殷

切希望。 《星报》 记者相关报道驳斥了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对非 “新殖民主

义” 的恶意诽谤， 塑造了重义守信、 以诚相待的中国形象和平等互信的

中非关系， 反映了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对中非发展合作的支持及期待。
２. 非洲通讯社报道的话语分析

非洲通讯社是南非主流媒体之一， 提供有关南非和非洲的全文新闻

６１２ 　 非洲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卷 （总第 １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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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涵盖政治、 经济、 商业、 体育等领域。 《星报》 援引非洲通讯社报

道的重要主题包括非洲国家首脑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中非合作协议、 南

非土地改革、 “新殖民主义” 以及非洲整合等， 其落脚点均在北京峰会，
表 ２ 呈现了 ７ 篇通讯社报道的主题分布状况。

表 ２　 非洲通讯社报道的主题分布状况

重要主题 次要主题 新闻标题

宣誓就任 北京峰会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 Ｃｈｉｗｅｎｇａ， Ｋｅｍｂｏ Ｍｏｈａｄｉ 宣誓就任津巴布韦

副总统》

宣誓就职 北京峰会 《津巴布韦副总统在重新任命后宣誓就职》

国事访问 北京峰会 《拉马福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土地改革 北京峰会 《拉马福萨在访问中国时期消除了对土地改革的担忧》

中南签署协议

经济增长

教育机会

国际投资

《中南达成的数十亿美元协议将促进经济增长》

“新殖民主义”
“一带一路” 倡议

《２０６３ 年议程》
《ＦＯＣＡＣ： 中国投资不是新殖民主义》

非洲整合
协议项目

伙伴关系
《拉马福萨呼吁南非企业和非洲大陆之间进行整合》

非洲通讯社两次报道津巴布韦总统任命副总统以顺利参加峰会的消

息， 反映了津巴布韦积极参与峰会的高度热情。 特别报道了南非总统在

峰会前夕对中国访问时， 消除了对南非土地改革的担忧， 说明新南非土

地改革计划已成为备受关切的社会问题。 中南达成协议的报道反映了南

非对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未来南非经济、 教育和投资的新期待。 围绕

“新殖民主义” 的话题， 以 “一带一路” 倡议与 《２０６３ 年议程》 进行辩

驳， 体现了南非政府和民众对中非合作的坚定决心。 以 “非洲整合” 为

重要主题、 以 “协议项目和伙伴关系” 为次要主题进行报道， 反映了南

非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追求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的愿景。
非洲通讯社关注津巴布韦和南非首脑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中南经贸

合作、 中国投资与 “新殖民主义” 以及非洲经济一体化等主题， 表明其

报道不只局限于中南关系， 也关注中非关系和非洲一体化等宏大议题。
其围绕北京峰会报道关涉整个非洲的诸多议题， 反映了中非合作对非洲

一体化发展、 对非洲 《２０６３ 年议程》 顺利实施的深远意义， 体现了一个

团结协作的非洲与中国对接共赢合作的强烈意愿和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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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观点文章的话语分析

《星报》 “新闻” 栏目涵盖观点文章， 经查阅， 北京峰会前后共有 ６
篇相关观点文章， 分别来自独立报业集团编辑、 中国大使、 南非学者、
独立评论员。 观点文章围绕 ＦＯＣＡＣ、 西方批评、 非洲大陆上的 “巨人战

斗” 和非洲债务主题展开论述， 表 ３ 呈现了观点文章的主题分布状况。

表 ３　 观点文章的主题分布状况

重要主题 次要主题 新闻标题

ＦＯＣＡＣ

十项合作计划

技能发展中心

“一带一路” 倡议

摆脱贫困经验

《一个伟大的人类历史故事》

ＦＯＣＡＣ
合作行动

非洲利益

北京峰会

《中非关系新蓝图》

ＦＯＣＡＣ

双赢政策

发展合作

“一带一路” 倡议

非洲期望

《ＦＯＣＡＣ： 关于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全球视角》

西方批评

“债务陷阱”
中美对立

非洲一体化

《２０６３ 年议程》

《非洲需忽视西方大国批评者的 “酸葡萄”》

“巨人战斗”

大国对峙

非洲命运

经济结构调整

国际政治博弈

全球贸易摩擦

美国霸权

《跛行西方在非洲领土上的巨人战斗中遇到龙》

非洲债务

赞比亚负债

“一带一路” 倡议

“债务陷阱”
“新殖民主义”

威胁

《观点： 债务高涨， 非洲将起火燃烧》

独立报业集团编辑围绕十项合作计划、 技能发展中心、 “一带一路”
倡议、 摆脱贫困经验四个次要主题对中非合作论坛展开论述， 认为论坛

是伟大的人类故事， 为非洲发展带来机会。 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添从合

作行动和非洲利益方面进行解读， 指出北京峰会是绘就中非关系发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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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图的契机。 欧洲科学院成员、 南非学者安德烈·托马斯豪森 （Ａｎｄｒé
Ｔｈｏｍａｓｈａｕｓｅｎ） 在全球视角下论述了中非合作论坛双赢政策、 发展合作、
“一带一路” 倡议及非洲对峰会的期望。 大学高级政治分析员蒙亚 （Ｍｏｎ⁃
ｙａｅ） 聚焦西方批评， 指出非洲需忽视西方大国批评者的 “酸葡萄” 心

理， 中国将助力实现非洲一体化和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独立评论员西亚邦

加·哈迪贝 （Ｓｉｙａｂｏｎｇａ Ｈａｄｅｂｅ） 认为中美博弈是一场 “巨人战斗”， 他

从大国对峙、 非洲命运、 经济结构调整、 国际政治博弈、 全球贸易摩擦、
美国霸权等次要主题进行阐析， 认为非洲总在大国之间左右为难、 遭受

巨大损失。
《星报》 观点文章分别从全人类、 中国、 非洲及西方国家的视角阐释

北京峰会， 反映了不同的关切， 形成了针锋相对的论点。 独立报业集团

编辑、 中国大使、 南非学者围绕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非关系分析了发展合

作的积极意义， 而独立评论员则关注了中非关系发展。
４. 转载西方媒体报道的话语分析

《星报》 转载了西方主流媒体路透社和 《华盛顿邮报》 ３ 篇关于北京

峰会的报道， 但搜集的报道样本显示转载中国主流媒体相关报道为 ０ 篇。
３ 篇转载报道重点关注的主题分别是中国对非资金和未参加峰会的国家斯

威士兰， 表 ４ 呈现了转载西方媒体报道的主题分布状况。

表 ４　 转载西方媒体报道的主题分布状况

报道来源 重要主题 次要主题 新闻标题

路透社 对非资金
“一带一路” 倡议

基础设施建设

《习近平表示： 中国的对非资金不用于面

子工程》

路透社 “债务陷阱”

６００ 亿美元融资

贷款辩护

“一带一路” 倡议

《环球时报》

《中国向非洲承诺提供 ８９００ 亿兰特援助，
否认 “债务陷阱” 外交》

《华盛顿邮报》 斯威士兰

中国投资

政治承诺

中国台湾投资

《斯威士兰对中国人投资非洲的 ６００ 亿美

元没有兴趣》

路透社报道了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指出中国将加强把资金花在非洲

基础设施建设上。 路透社的另一篇报道以 “债务陷阱” 为重要主题， 报

道具体解读了 ６００ 亿美元融资和中国为贷款辩护。 《华盛顿邮报》 报道特

别关注了中国对非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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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报道频率和数量分布可以发现， 《星报》 尤其重视中非合作论坛

框架下的 “一带一路” 倡议； 其次是 《２０６３ 年议程》、 ６００ 亿美元融资、
经贸合作、 “债务陷阱”、 中国承诺等主题； 另外还涉及中美贸易摩擦、
中国投资、 合作行动、 中美原则、 非洲期望等。 总体而言， 中非关系议

题已成为非洲主流媒体深度报道的重点， 而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
对非资金支持已成为关注焦点， 中国形象处于非洲主流媒体持续塑造

之中。 《星报》 重点围绕论坛框架下的中非合作主题， 基于合作实践

进行报道， 建构了友好合作的中国形象和互利共赢的中非关系， 中非

友好合作的话语主旨意义明确。 多元视角的观点文章阐明了中非合作

的未来发展蓝图及其对于全球发展和人类福祉的伟大意义。 独立评论

员及转载西方媒体文章则重点关注中国投资和援助， 试图运用非洲必

然陷入大国对峙和巨额 “债务陷阱” 的主题预设， 影响受众对中非合

作的认识。
综观 《星报》 相关报道的主题， 一开始就向受众传达了文本语义宏

观结构信息， 进而激发了读者深入了解中非合作， 增强了阅读的连贯性

体验， 更好地促进报道话语主旨意义的接受和传播。 通过对 《星报》 ４
类不同来源报道主题分布的阐析， 有助于我们了解新闻文本话语生产者

如何有效地将自身的态度和意识形态在主题中预设， 并在无形中传递给

读者， 进而在广大读者群体中建构起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非关系和

中国形象， 对中非发展合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 相关报道的话语建构分析

互文性特征在话语文本中可以通过具体的语法关系、 语义关系和语用

特征等来展现， 而对文本的语法、 语义和语用进行分析， 是研究文本话

语建构的有效路径之一。 《星报》 对北京峰会的报道运用了因果、 条件、
补充、 解释和对比等不同类型语义关系， 也选取了不少观照语境的比喻

凸显报道焦点， 建构了有关中非发展合作的媒体话语。 因此， 本文重点

关注 《星报》 相关新闻报道中的语义关系和语用比喻并对其进行话语建

构分析。
１. 《星报》 记者报道的话语建构分析

当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添被问及对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的看法时， 他

说 “Ｉｔ ｗａｓ 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Ｕ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ｈａｄ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ｎｓｅ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ａ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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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ａ ｂｉ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ｇｒｅａｔ ａｇａｉｎ’”。① 这里建构的是因果和目的逻辑

关系， 正是因为 “特朗普总统改变了贸易规则”， 才出现 “牺牲了其他国

家和新兴经济体利益” 的结果。 而特朗普的目的是 “让美国再次伟大”，
其主旨意义是： 美国先违背规则引起贸易紧张， 以牺牲他国利益追求自

身利益， 这种做法极其霸道且不得人心。
拉马福萨总统在峰会讲话中特别提到， “Ｗｈｅｎ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ｈｙ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 ｂｙ ｄｉｓ⁃
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１，０００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ｉｄ ｗｏｒｔｈ ＄１２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②

通过对比暴发埃博拉病毒疫情时中国和其他国家采取不同行动， “当时许

多其他国家都在回避这场危机， 而中国却派出了 １０００ 名医疗人员帮助非

洲”， 表达了 “中国是非洲患难时的真朋友” 这一主旨意义， 体现了中非

人民之间的友好情义。
另一篇报道援引了中国领导人的发言， “Ｎｏ ｏｎｅ ｗｈｏ ｋｅｅｐｓ ｔｏ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ｉｎ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ｓｌ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ｒｅ'ｓ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ａｙ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ｉｓ ｖａｓ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ｒｅｊｅｃｔｓ ｎｏ ｒｉｖｅｒｓ”。③ 运用生动形象的喻体 “孤岛”
“大海”， 表明全球化趋势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成为一座孤岛而获得发

展， 而中国具有海纳百川的气魄， 表达了中国将致力于扩大开放， 实现

与非洲国家合作共赢的主旨意义。
《星报》 记者运用的诸多报道话语语义关系和语用比喻， 均为正面报

道， 内容整体上对北京峰会表现出高度关注， 体现了民众对峰会的美好期

待和积极评价， 带来良好的传播效果， 有利于树立我国的正面国际形象。
２. 转载非洲通讯社报道的话语建构分析

南非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ｉｓ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ｓｔｅｐ ｕｐ ｈｉｓ ｄｒｉｖｅ
ｔｏ ａｔｔｒａ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④ 即 “以这次访问为契机， 进一步吸引对

１２２南非 《星报》 报道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话语建构分析　

①

②

③

④

“ＵＳ Ｉｓ ａ Ｖｉｃｔｉｍ ｏｆ Ｉｔｓ Ｏｗｎ Ｒｕｌｅｓ， Ｓａｙ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ｒ，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ｏｌ. ｃｏ. ｚａ ／ ｔｈｅ⁃ｓｔａｒ.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Ｒａｍａｐｈｏｓａ'ｓ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ａｔ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ｏｌ. ｃｏ. ｚａ ／ ｔｈｅ⁃ｓｔａｒ.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ｅｄｇｅｓ Ｏｖｅｒ Ｒ８００ｂｎ ｉｎ Ａｉｄ，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Ｐｌａｎ ｔｏ Ｓｃｒａｐ Ｓｏｍｅ Ｄｅｂ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 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 ３，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ｏｌ. ｃｏ. ｚａ ／ ｔｈｅ⁃ｓｔａ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 Ｃｈｉｗｅｎｇａ， Ｋｅｍｂｏ Ｍｏｈａｄｉ Ｓｗｏｒｎ ｉｎ ａｓ Ｍｎａｎｇａｇｗａ'ｓ ＶＰ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Ｓｔａｒ， Ａｕ⁃
ｇｕｓｔ ３０，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ｏｌ. ｃｏ. ｚａ ／ ｔｈｅ⁃ｓｔａｒ.



南非经济投资， 刺激包容性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话语表达了明显的目

的关系， 生产的主旨意义使南非积极参与峰会这一行为具备正当性。
另一报道提到北京峰会主题和具体合作：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ｃ ｓｕｍｍｉｔ ｉｓ ｅｘｐｅｃ⁃

ｔｅｄ ｔｏ ｓｅ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ａ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ｋｅｙ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① 指出未来将在农业转型、 工业发展、 基础设施和科学技术领域加

强合作， 这是对峰会 “中非如何加强合作” 的下义表达， 凸显了非洲国

家对开展中非合作的期待。
津巴布韦副总统宣誓就职时提到， “Ｔｈｅ ｒｅ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ＶＰｓ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Ｍｎａｎｇａｇｗａ ｔｏ ｌｅａｖ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ａｃｔｉｎｇ ａｓ 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ｐｃｏｍ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ＦＯＣＡＣ）， 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ｗｈｉｃｈ
ｂｒｉｎｇ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５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ｈａ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② 指出 “姆南加格瓦总统在前往北京参加即将举行的中非合作

论坛峰会时可以让其中一人担任职务”， 这里是目的性语义关系； “该论

坛是中国与建交的 ５３ 个非洲国家共同组建的平台”， 是对上文提到的 ＦＯ⁃
ＣＡＣ 的下义表达， 说明了 ＦＯＣＡＣ 中非共建的性质， 强调了 ５３ 个非洲国

家共同为 ＦＯＣＡＣ 成员， 凸显了峰会外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另一篇报道援引了南非总统的讲话： “ ‘Ｆｏｃａｃ ｒｅｆ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ｔｈａｔ ａ

ｎｅｗ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ｉ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ｈｏｌｄ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ｓ ｏｕｒ ｄｅ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ｕｓ ｂｅ⁃
ｌｉｅｖｅ’， ｓａｉｄ Ｒａｍａｐｈｏｓａ ａｓ 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Ｕ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ｕｔｅｒ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③ 即 “新的

殖民主义正在非洲站稳脚跟， 我们的诋毁者要我们相信这一点”。 将中非

开展合作行动喻为 “新的殖民主义” 正在非洲站稳脚跟， 揭示了诋毁者

试图影响非洲对中非合作的正确判断这一主旨意义。
非洲通讯社记者的报道话语运用系列语义表达和语用比喻， 体现了

对中非合作论坛及峰会较为独立的判断和评价， 报道理性、 积极， 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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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Ｒａｍａｐｈｏｓａ 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Ｓｔａ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ｏｌ. ｃｏ.
ｚａ ／ ｔｈｅ⁃ｓｔａ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 Ｃｈｉｗｅｎｇａ， Ｋｅｍｂｏ Ｍｏｈａｄｉ Ｓｗｏｒｎ ｉｎ ａｓ Ｍｎａｎｇａｇｗａ'ｓ ＶＰ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Ｓｔａｒ， Ａｕ⁃
ｇｕｓｔ ３０，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ｏｌ. ｃｏ. ｚａ ／ ｔｈｅ⁃ｓｔａｒ.
“Ｆｏｃａ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Ｎｏｔ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ｏｌ. ｃｏ. ｚａ ／ ｔｈｅ⁃ｓｔａｒ.



于较好地促进非洲民众对中非友好合作的理解和支持。
３. 观点文章的话语建构分析

《星报》 举例论证中国履行承诺的观点： “ａｓ ｉｔ ｔｕｒｎｓ ｏｕｔ，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
ｂｅｒ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ＦＯＣＡ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ｈａｖ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ｂｅｅ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ｏｒ 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ｗａｙ.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ｗｅｌｌ ｋｎｏｗ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ｍｂａｓａ ｔｏ Ｎａｉｒｏｂｉ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Ｇａｕｇ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ｉｎ Ｋｅｎｙ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ｔｏ 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ｒａｉｌｗａｙ。”① 用中方帮助

建设肯尼亚的蒙巴萨—内罗毕铁路和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的例子

解释和补充说明 “非洲的大量中非合作论坛项目正在进行或已完成” 这

一上义表达， 用以驳斥某些专家声称中国承诺只是宣传的论点。
报道对比了中美原则： “Ａｔ ａ 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 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 ｐｒｅｍｉ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ｒｓｔ’ ｓｌｏｇ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ｉｔｓ ｗｉｎ⁃ｗｉ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ｉｓ ｇｏｏｄ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ｂｕｙ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② 美国外交政策

“以 ‘美国优先’ 口号为前提”， 而中国 “强调与非洲国家的双赢方针”，
报道话语通过对比性地建构中国和美国对非洲的不同外交政策， 说明非

洲同中国发展合作的行为意义。
观点文章对大国之间的对峙及其对非洲的兴趣予以关注：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ａｂｌ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ｇａｍ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ｂｙ ｆｉｅｒｃ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 ｉｎ ｏｕｒ ｂａｃｋｙａｒｄ，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ｏｎｅ ｉｓ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ｄｅｖｉｌ’ ｏｆ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ｍ。”③ 报道运用语用比喻， 以 “后院游戏” 描述全球大国在非洲

的博弈， 并将最后的胜利者喻为 “更好的魔鬼”， 以达成受众对参与非洲

发展合作的各国产生警惕、 不安的情绪为目的， 塑造负面的他国形象。
观点文章表明 《星报》 的报道较为多元， 文章运用丰富的语义关系

和语用比喻建构各自不同的话语， 其间既有对中国和中非关系的支持赞

誉， 亦不乏对中非合作的质疑担心， 这些新闻信息和导向值得关注。
４. 转载西方媒体报道的话语建构分析

一篇路透社报道继续围绕中国对非融资：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ｆｅｎｄ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３２２南非 《星报》 报道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话语建构分析　

①

②

③

“Ａ Ｇｒｅａｔ 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ｏｌ. ｃｏ. ｚａ ／
ｔｈｅ⁃ｓｔ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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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ｏｌ. ｃｏ. ｚａ ／ ｔｈｅ⁃ｓｔａｒ.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ｓ ｄｅｂｔ⁃ｆｕｎｄｅｄ 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① 预设虚假新闻误导读者。

转载的 《华盛顿邮报》 报道聚焦斯威士兰对中国援助资金没有兴趣，
文中臆断 “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ａｓ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ｔｉｅｄ ｔｈｏ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
ｍｉｔｍｅｎｔｓ。”② 并以多米尼加、 布基纳法索、 萨尔瓦多先后断绝与台湾关系

为下义表达， 主旨意义狭隘片面， 引发与中非合作现实相悖的舆论。
路透社与 《华盛顿邮报》 报道话语经过选择、 组织和加工， 从西方

立场出发， 重新建构了有关中国对非资金和中非合作的主旨意义， 其话

语传播具有消极影响。

五　 研究结果及启示

《星报》 报道话语文本的主题分布和话语的语义关系、 语用比喻造就

丰富多元的主旨意义， 其中占比更高的正面报道对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具

有积极意义； 而少数负面报道则对中非友好合作不利。 中非合作论坛是

中国和非洲国家的集体会议机制， 每三年举行一届部长级会议， 考察分

析 《星报》 有关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报道话语对于促进中非合作话

语的国际传播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具体总结如下。

（一） 重视新闻媒体话语建构

“ ‘话语’ 不可避免地与语言使用者以及不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权力

关系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③ 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 当代新闻

媒体正快速广泛地传播报道隐含主旨， 呈现特定意识形态， 更加凸显了

国际舆论塑造的权力关系。 长期以来， 西方发达国家媒体在国际舆论场

强势发声， 中国、 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声音偏弱， 中非的国际形

象一定程度上由西方他塑而非自塑。 未来中非合作论坛会议， 要主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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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媒体人创造近距离观察和了解中国的机会， 通过非洲主流媒体报道

讲好中非故事。 要充分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国际传播的话语建构， 恰当运

用各种语义关系和语用比喻等方式， 产生正向反映中非发展合作现实的

主题结构和主旨意义， 积极参与建构现代国际话语体系， 实现中非国际

形象的自我塑造和提升。

（二） 加强权威新闻信源培育

《星报》 记者北京峰会报道话语凸显中国信守承诺、 中非合作可持续

发展、 中美秉持不同原则等主旨意义， 多数报道较为准确客观地描述和

解读了 “一带一路” 倡议、 中非合作论坛等政策机制， 这与中国新闻传

媒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密切相关。 但同时也应注意到， 西方大国媒体对

非洲本土媒介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长期以来， 《星报》 等媒体经常

直接转载路透社和 《华盛顿邮报》 有关报道， 但转载中国媒体的报道相

对较少。 未来中国对非传播应主动 “喂料”， 注重加强中国媒体国际权威

信源培育， 积极主动提供图文并茂、 符合当地阅读习惯的信源素材， 加

强与非洲本土及西方媒体的交流与合作， 努力成为被非洲国家及其他外

国主流媒体广泛采纳的信息来源国， 进而在国际媒体上更加有效发出中

国声音， 塑造和维护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

（三） 提升跨文化传播效果

世界不同地域存在传统习俗和语言文化差异， 新闻媒体在对外传播

时， 需注重结合人类共同价值和各方价值观念， 努力提升跨文化传播效

果。 《星报》 读者受众中 ７０％ 为黑人， １１％ 为有色人种， １０％ 是亚裔，
９％为白人，① 他们的宗教信仰、 价值观念存在差异， 对中国和中非关系

的认知也不尽相同。 非洲及全球地域文化存在诸多差异， 只有通过对受

众国的扎实调研， 精准了解不同受众国语言、 文化、 宗教、 习俗和价值

观等差异， 考查报道话语产生的社会语境， 才可以有的放矢地加以改善

新闻报道内容和话语。 只有采取多语种、 跨文化的传播方式， 采用一国

一策乃至一国多策的传播策略， 努力融入目标国新闻传播话语体系， 才

能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传播， 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非合作的真实声音。

５２２南非 《星报》 报道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话语建构分析　

① 数据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ｍｅｄｉａ. ｃｏ. ｚａ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０３ ／ Ｔｈｅ⁃Ｓｔａｒ. ｐｄｆ，
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四） 创新媒体融合传播路径

《星报》 约 ３ ／ ４ 的读者受众为中青年， ４ ／ ５ 以上的读者使用智能手机

阅读新闻，① 这与当下非洲大陆人口结构中青年占比高和非洲数字化经济

发展加速的社会现实相吻合。 对非新闻话语建构及传播要注重创新整合

数字化融媒体传播技术， 结合青年的接受和交流特点， 开发论坛移动新

闻网、 视频直播互动平台、 自媒体短视频传播网络， 打造覆盖手机、 电

脑、 电视等多个终端的融媒体国际传播体系。 此外， 还应加强运用大数

据分析技术对接目标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将海外社交平台纳入传播视野，
投放有情感共鸣的软新闻； 进一步开发多样传播方式， 如歌曲、 动画、
短视频等， 实现中非合作的丰富立体传播。

快速发展的中非关系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应有作用、 塑造良好

国际形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无可替代的机遇。 新时期中国媒体应与

时俱进， 通过加强话语建构、 信源培育、 跨文化和融媒体传播， 向国际

社会讲好中国故事， 大力宣传 “一带一路” 倡议、 中非命运共同体、 人

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思想、 理念和智慧， 塑造开放包容、 积极正面的中

国国际形象， 助力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 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 王珩

６２２ 　 非洲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卷 （总第 １８ 卷）

① 数据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ｍｅｄｉａ. ｃｏ. ｚａ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０３ ／ Ｔｈｅ⁃Ｓｔａｒ. ｐｄｆ，
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ｗｏｒｌｄ. Ｈｏｗ ｔｏ 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
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ｆｒｉ⁃
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ａ ｋｅｙ ａｒ⁃
ｅ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２０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ｍａｒｋｓ ａ ｎｅｗ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ｆａｃ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Ａｆ⁃
ｒｉ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ｒ

Ｌａｉ Ｌｉｈｕａ， Ｌｉｕ Ｈｏｎｇｗｕ ／ ２１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ｍｅｄｉａ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ｑｕｉ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ｔｏｐ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５３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ｓ ｗｅｌｌ.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ｒ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ｈａ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ｐｃｏｍｉｎｇ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ｄ ｍｅｄｉ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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