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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８０年代对外援助报道研究：智慧与尴尬
———基于《人民日报》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的相关报道分析

李守石　蒋梅芳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摘　要：以《人民日报》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的对外援助报道内容为参考依据，本文考察

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报道特点。在该时期内，《人民日报》的公开报道仍

偏向于对外援助的政治意义，但经济意义隐含。报道中的顺向规律和逆向矛盾，体现

出中国从政治上确立既为“援助国”也为“受援国”的双重角色时显现出的智慧与尴尬。
在特殊时期里，怎样兼顾相对“高调”的“援助国”和相对“低调”的“受援国”的角色并配

合特殊时期的国家发展需求，《人民日报》小心翼翼地探寻着一个恰当的宣传路径。但

无论是“高调”还是“低调”都不能与当时的对外援助实际情况和政策直接画等号，其中

为了政治和经济发展需求所显示的传播策略，对于今天的对外援助报道和国家形象传

播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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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问题

自１９５３年向朝鲜进行援助开始，中国一直保持对外援助，即使在改革开放前经济非常落后

的情况下，我 国 对 外 援 助 的 数 额 也 非 常 之 大：１９６７年 我 国 对 外 经 济 援 助 占 国 家 财 政 支 出 的

４．５％；１９７２年达５１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６．７％；１９７３年 更 是 上 升 至７．２％，超 出 世 界 上 最 发

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①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之一。根据经合组织的

不完全统计，中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以来，累计接受官方发展援助已达到６００亿美元左右。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利用外援资金，投 资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后来又投资于市场建设、健康

和教育事业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外来的发展援助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有学者指出，“当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处在发展中国家地位，同时在政治上是一个大

国或者有志于成为一个大国时，容易成为一个具有双重援助身份的国家。”②邓小平时代，中国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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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援助国，同时也是典型的受援国，这种角色获得了政治上的确认。③ 进入８０年代，中国的对

外援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单向性对外援助变为双向性的援助与受援，从严肃的政治活动转

变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从国际主义到平等互利。相对于突出的受援变化特征，这一时期，对外

援助显得更为“低调”，在此期间，援助补贴下降，对外经济联络部被降级，部分臃肿的援助项目

遭到审查。④ 从数额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开始迅猛增长，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

内的实际状况，对外 援 助 金 额 并 没 有 相 应 大 幅 增 加。由 于 没 有 足 够 的 条 件 提 供 更 多 的 对 外 援

助，即使作为第三世界领袖，对外援助相对于六七十年代也相当克制。
中国为非ＤＡＣ成员国，没有向国际社会公开对外援助的具体数据的硬性要求，很难对整个

中国的对外援助活动构建一个完成的数据走向图。一些国外学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数据，对中

国的对外援助特点进行了总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日本学者Ｔａｋａａｋｉ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他在著作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ｉｄ　Ｐｏｌｉｃｙ中，通过阅读和二次检验相关统计数据、政策报告、法律条文、
不同类型的年鉴、网站等对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对外援助 活 动进 行 了 分 析和统 计，对中国的对外

援助进行了整体描述（见图１），大致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的参考。Ｔａｋａａｋｉ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从历史的角

度，分析了中国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后、冷战结束后的对外援助特点，并将这

三个阶段的中国对外援助的角色描述为：净捐赠者阶段、净接受捐赠阶段和新兴捐赠者阶段。⑤

图１　１９４９年后中国对外援助及外国援华走向图⑥

４９

③

④

⑤

⑥

陈小丽：《受援国的对外援助———以２１世纪初中国的双重援助地位为例》，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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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１的分析观察可以看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图１中Ｎｅｔ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阶段）的中国，接
受外国援助和对外援助的数量差值在不断增加，以至于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值。然而在

此期间，中国并没有停止对外援助。Ｔａｋａａｋｉ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将中国在８０年代的援助归纳为“净接收

阶段”，虽大体上反映了当时中国主要以受援为主的状况，但这并不完全符合当时中国对外援助

上“双重角色”的特点。８０年代的对外援助，既要担负经济发展的需求，又要在非常困难的时期

维持政治外交所需，难以直接套用以往的研究成果对这一命题的报道进行解释。在特殊的时期

里，如何对这样一个复杂而尴尬的议题进行恰当的 宣传 报 道 非 常考 验《人民日报》的智慧，对于

学者而言也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基于此，本文通过搜集整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今的《人民日报》对外援助报道，从报道数量、

援助来源、援助事由、报道着眼点等方面进行数据分析，以议程设置理论为基础，面对复杂问题

全面分析８０年代对外援助的报道特点，从而为我国的相关领域的宣传政策以及国家形象的构

建提供借鉴意义。

二、文 献 回 顾

《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是我国新闻宣传工作中的核心媒体，在国家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⑦ 作为党报的龙头，党政机关的政策文件、国家的法令法规、领

导人的发言讲话对它有着实质的约束力，这些控制又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体现在大众传播媒

介的政治报道中。⑧ 学者们针对《人民日报》的特殊性，纷纷对舆论监督、重大事故、国家形象等

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对特定报道命题进行解读，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意义。从

知网搜索到的将近６　０００篇有关《人民日报》研究的文章来看，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从议程设置的

角度分析重大议题的报道，挖掘其中的舆论引导特性⑨；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探讨《人民日报》
在意识形态引导方面的作用与差距瑏瑠；从构建的视角，研究《人民日报》在形象塑造上的特点瑏瑡。
例如学者徐庭婧选取汶川地震这一议题分析了《人民日报》议程设置上的特点、效果和不足瑏瑢；李
晓蓉通过与《纽约时报》在日本钓鱼岛事件报道上的差异分析，总结出《人民日报》在全球舆论引

导上的进步与差距瑏瑣；肖雪通过金融危机期间的相关报道，探讨《人民日报》在构建国家形象方面

的做法与问题瑏瑤。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参考依据，并且在研究路径上给予了一定启发，但
国内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对《人民日报》报道的分析多停留在个案或者横向分析的层面，缺
乏从纵向上结合时代背景的考察，从而无法真正解答《人民日报》在相关报道上做此安排的缘由

以及发生转变的原因，更无法判断在特定时期所做的报道调整对后期的影响。另外，国内学者

们至今没有对对外援助报道这一议题进行专门研究，该选题在我国的新闻传播和国际关系领域

都不多见。在国外，研究者主要从媒体报道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出发，运用相关性分析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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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探索了媒体报道对援助力度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Ｖａｎ　Ｂｅｌｌｅ和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两位

学者通过《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与美国对外援助数量进 行 相 关 性 分 析，发 现 两 者 之 间 存 在 正

相关关系，瑏瑥而这一规律同样适 用 于 法 国瑏瑦和 日 本瑏瑧。该 研 究 成 果 启 示 我 们，可 以 从 相 关 性 的

角度分析新闻报道与对外援助政策之间的关系，突破国 内 仅 从 议 程 设 置、框 架 理 论、个 案 对 比

层面进行分析的局限性。但国外的研究也仅停留在 简 单 的 数 量 分 析 及 现 象 描 述 上，缺 乏 原 因

解释和理论建树，加上资本主义 国 家 在 媒 体 运 作 和 对 外 援 助 政 策 上 与 中 国 存 在 较 大 差 异，国

外的研究无法照搬到我国的相关研究上来。因此，有必要 就《人 民 日 报》对 外 援 助 报 道 这 一 议

题进行专门的分析研究，并结合我国当时的时代背景，分 析 报 道 的 合 理 性 和 矛 盾 性，给 予 未 来

以启发。

三、思路与假说

党报作为政治性媒体，既有新闻逻辑也有政治逻辑，既要受新闻单位领导的管制也要受政

府领导人的管制，其中又优先考虑政治逻辑。在此过程中，政治领导人起核心作用。有学者通

过大量的量化研究表明，大部分党报的报道都符合政策走向和事实，但也有些没有清楚地表明

当时的国家发展状况。
本研究还需引用政治学以及传播学领 域 中的 重要 理论 之 一———议程设置。该理论的核心

是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

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即美国政论家李普曼提

出的“媒介告诉我们怎么想”以及美国政治学家科恩所指的“大众媒体告诉我们想什么”瑏瑨。虽然

随着社会和新媒体的发展，部分学者认为传统议程设置的功能已被分解弱化瑏瑩，但在传统媒体独

占鳌头的８０年代，媒体的议程设置对研究相关报道特性仍是不可忽略的理论。党报由于受到

政治影响较大，议程设置的作用更为突出。因此，在研究８０年代的对外援助报道时，我们不得

不将议程作为理论参考。《人民日报》的政治性及其所具有的较大的议程设置权限，使我们通过

对外援助报道分析，能够推测当时的相关政策和偏向。
按照简单的顺向逻辑，我们建立起一个工作假说：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的《人民日报》中国对外援

助报道所呈现的图景与事实会有一定的偏差，但基本上符合对外援助政策偏向。如此假说是出

于《人民日报》作为国家级党报所具有的一般性党报特 征。党报作为党的喉舌需要与党和政府

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张媒体报纸，又需要与一定的具有新闻意义的事件结合

起来。但当时仍处于冷战时期，加之中国刚好进入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期，时代背景非常复杂，
因而很难期望整个报道路线会与对外援助的实际情况完全一致。

所谓工作假说是指一种并不完全值得信赖的看法。但为了思考的方便，工作假说可当作探

讨的起点，从可能想到的各种角度去检验 它、修正它，以求获得一种更经得起追问，也更接近事

６９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Ｖａｎ　Ｂｅｌｌｅ，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ｎｅｗｓ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ｎ　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３（２００３）：

２６３－２８５．
Ｒｉｏｕｘ，Ｊｅａｎ－Ｓéｂａｓｔｉｅｎ，ａｎｄ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Ｖａｎ　Ｂｅｌｌｅ，“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ｅ　Ｍｏｎｄ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４９．３（２００５）：４８１－５０２．
Ｐｏｔｔｅｒ，Ｄａｖｉｄ　Ｍ．，ａｎｄ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Ｖａｎ　Ｂｅｌｌｅ，“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ｗｓ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ｉｄ．”（２００４）．
林伟江：《国家形象与传媒的研究综述》，《今传媒》，２０１３年。

银晓蓉：《议程设置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内在矛 盾———美 国 传 播 学 效 果 研 究 的 一 个 重 要 视 野》，《厦 门 大 学 学 报》，

１９９９年第２期，第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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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结论。瑐瑠 上述假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检验：
第一，从报道数量来看，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这段时间内，有关对外援助的报道数量呈明显增

长趋势。由于政策的扭转和重视，中国由之前的“受援国”角色转变为“受援国”和“援助国”双重

角色。从功能上看，对外援助又由原先单一的政治作用转向政治外交以及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

功能。时代的变动、政策的变化以及对外援助活动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政府政策对这些方面的

宣传重视，加之事实的变动增加，《人民日报》无论从政策要求层面还是媒体的新闻追求方面都

有增加报道数量的需求。若偏离此，则有另外解释的必要。
第二，从报道中的援助关系来看，在统计的区间里面，８０年代的对外援助与外国援华的报道

数量相对于六七十年代有明显变化，即外国援华的相关报道数量增加，中国援外的报道数量减

少。在８０年代之前，中国主要作为援助国对外进行援助。而进入邓小平时代，务实的对外援助

政策促使中国更多地将重心放在如何利用外援进行国内经济建设发展。因此，从《人民日报》的

党性以及新闻性质方面考虑，中国援外和外国援华的报道数量会相应发生改变，具体而言，中国

对外援助报道应该减少，外国援华报道则大量增加。
第三，从报道中的援助事由来看，对外援助事由 从 意 识 形 态 方 面 的 外 国 侵 略、内 战 内 乱 等

向常规发展援助和自然灾害等意识形态相对较弱的领域偏转。８０年代后，对外援助更加 务 实

并偏向国内经济发展需求，政治 偏 向 会 有 所 减 少。因 此，有 关 对 外 援 助 事 由 的 报 道 也 应 该 相

应地发生转变。虽然当时的中国仍面临冷战这一国 际 大 环 境 的 考 验，但 经 济 无 可 厚 非 已 经 成

为当时对外援助的主要目标。因此，《人民日报》在援助 事 由 的 报 道 选 择 上 应 该 会 偏 向 于 发 展

援助。
第四，从报道着眼点来看，报道着眼点仍然偏重于外交考虑而非人道主义考虑。虽然当时

的对外援助政策已经从偏重于政治的意识形态转向偏重于经济发展，但利用对外援助发展外交

关系从而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是当时的对 外援助政策 重 心，因此，外交考虑会占到整个相关

政策的大部分比例。人道主义考量在冷战结束后才开始兴起，受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中国也不

例外。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过多的资源来提供广泛的对外援助，预算总数相对于六七十年

代并没有增加。因此，政府将有限的对外援助资源都用于维持友好国数量以及建立合资公司等

方面，外交考虑必然会成为对外援助报道宣传的重心。
本研究通过搜集《人民日报》从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所有关于对外援助和外国援华有关的新闻报

道，共１７２篇文章，以及１９６０年至２０１３年的所有有关对外援助的相关文章，获得一手数据。经

内容分析，制作数据图，来帮助检验和解释，并修正本文的工作假设。为了更好地揭示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对外援助报道的特点，本文通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今的相关对外援助报道的内容分析作

为参考，从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进行比较分析，以此考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对外援助报道的时代特点

以及对之后相关报道的影响及意义。

四、发现与讨论

从第一个角度的检验我们发现，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整个区间里，《人民日报》的报道平均版

次数一直呈上升趋势（见图２），而报道数量从７０年代的０．８％飙升至１４．４％。这些数据表明，
《人民日报》在这个时期的报道重视程度基本与当时的 时 代 背 景和 对 外援 助政策变 化相符。很

明显，６０年代苏联突然停止对华援助以及“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孤立状态，对外援助的相关

报道版次数一度跌入谷底。在吸取教训之后，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利用国外援助发展本国经济，并在

７９

瑐瑠 葛岩、李新立：《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１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媒体集团化对广告产业影响的宏观研究》，《新闻大学》，

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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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４９－２０１３年《人民日报》有关

“对外援助”报道的平均版次数统计

　

图３　１９４９－２０１３年《人民日报》有关“对外援助”

报道总量统计与分布

　
“互 利 双 赢”的 导 向 下 进 行 对 外 援 助。从７０年 代 到９０年 代，对 外 援 助 相 关 报 道 一 直 受 到

《人 民 日 报》的 重 视，版 次 数 量 一 直 呈 上 升 趋 势，８０年 代 也 正 好 处 于 这 一 时 期。与 此 同 时，
我 们 也 要 注 意 另 一 个 现 象，９０年 代 之 后 至 今，《人 民 日 报》相 关 报 道 平 均 版 次 数 却 一 直 在 下

降，探 究 其 中 的 缘 由，有 助 于 我 们 更 好 地 理 解８０年 代 的 对 外 援 助 报 道 与 实 情。从 报 道 数 量

的 变 化 上，我 们 可 以 看 出 改 革 开 放 后，《人 民 日 报》对 对 外 援 助 议 题 的 重 视（见 图３）。实 证

结 果 与 假 设 相 符。
第二个角度检验发现，在８０年代期间，中国援外的相关报道明显下降，外国援华的相关报

道有所增加，相互援助的报道有所增加（见图４）。这一特点符合当时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调

整，即更多地利用外援发展本国经济，与此同时用较少的对外援助维持外交需求。这个角度的

检验，说明《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一定程度上遵循了新闻性规律。而另一方面，从报道的总数比

较来看，中国援外的相关报道仍远多于外国 援 华，这并不符合当时的对外援助政策和实情。除

有限的对外援助外，当时的中国基本上处在“受援国”阶段，受援行为远多于援助行为。但是，对

照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２１世纪的所有相关报道，《人民日报》呈现的中国全是“援助国”的角色（见

图５），８０年代并没 有 成 特 例。通 过 这 一 点，我 们 知 晓《人 民 日 报》在 对 外 援 助 报 道 上 的 基 本 准

则，即高调宣传“援 外”，低 调 处 理“外 援”。实 证 检 验 结 果 仍 然 与 假 设 基 本 相 符，但 要 做 一 定 修

正，即８０年代的对外援助与外国援华的报道数量会相对于六七十年代有明显变化，即外国援华

的相关报道数量增加，中国援外的报道数量减少，但变化幅度与实际的对外援助情况相比仍然

是小幅度的，与事实存在偏差。

图４　１９４９－２０１３年《人民日报》有关“对外援助”

报道中的援助关系统计（年代趋势）

图５　１９４９－２０１３年《人民日报》有关“对外援助”

报道中的援助情况统计（总体）

８９



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李守石，等　中国８０年代对外援助报道研究：智慧与尴尬

第三个角度的检验发现，８０年代的相关报道中，有关“外国侵略”援助事由的报道最多，占到

８０％的比例。其他方面包括自然灾害，内乱内战，常规发展等在报道总数只占到２０％，与“外国

侵略”相差很大（见图６）。检验结果与我们的预期假设 不 太 相 符。虽 然８０年 代 仍 处 于 冷 战 时

期，但对外援助的政策已经从单一的政治意 识 形态转 向 政 治、经济发展等多元需求。这一现象

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人民日报》在这个时期的相关报道主要倾向于政治考量，新闻性较低。新

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相关援助报道事由最多的是“自然灾害”（见图７），９０年代后的《人民

日报》对外援助报道尤其强调这一块。８０年代，尽管在对外援助政策上从纯粹的政治导向改为

发展需求导向，但在宣传报道上仍偏重于政治需求，一方面，冷战思维明显，另一方面，也显示出

《人民日报》在报道的议程选择上表现出滞后性，既滞后于政策变化，也滞后于事实变动。因此，
第三个角度的工作假说需要进行修正，即从援助事由来看，对外援助事由并未明显从意识形态

方面的外国侵略、内战内乱等向常规发展援助和自然灾害等意识形态相对较弱的领域偏转。报

道宣传的冷战思维明显，且带有滞后性特征。这显示出《人民日报》在政策和事实发生变动、且

在中国处于“受援国”和“援助国”的双重身份时，在相关报道上的纠结与小心翼翼。

图６　１９４９－２０１３年《人民日报》有关“对外援助”

报道中的援助事由统计（年代趋势）

图７　１９４９－２０１３年《人民日报》有关“对外援助”

报道中援助事由统计（总体）

　　　第四个角度的检验显示，报道着眼点中“外交考虑”占８８．９％，“人道主义考虑”占１１．１％前

者远大于后者（见图８）。这一结果表明，８０年代，中国对外援助开始受到严格控制，仅保留最基

本的维护友好国数量的援助投入，把重心放到利用外国援华和相互援助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上。一方面，当时的政府需要通过有限的资金资源维持友好国数量和基本的外交需求，另一方

面，作为第三世界的“领袖”，政府需要宣传上的配合来维持政治、经济外交上的需求。但从整个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的报道特点来看，“人道主义考虑”（５１．９％）多于“外交考虑”（４８．１％）（见

图９），这与冷战结束后对外援助的整体环境变化以及我国内部的相关政策调整有重要联系。检

验结果与假设相符。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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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１９４９－２０１３年《人民日报》有关“对外援助”

报道中的报道着眼点统计（年代趋势）

图９　１９４９－２０１３年《人民日报》有关“对外援助”

报道中的报道着眼点统计（总体）

　　四个角度的检验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期间，《人民日报》在对外援助报道

的数量上持续增加，反映了当时对于对外援助的重视程度（一检验）。“中国援外”的报道数量虽

然相对下降，但总体数量仍超过“外国援华”，占绝大部分比例（二检验）。这个角度的检验与事

实有所偏差。说明《人民日报》在援助事宜与政策的宣传报道上有自己的准则，既要一定程度照

顾事实，又要绝对服从报道准则———高调宣传“援助国”角色，低调处理“受援国”角色。虽然在

埋头发展经济的８０年代，这种“高调”有所控制，但准则仍被很好地落实。在报道中的援助事由

方面，“外国侵略”占到８０％的比例（三检验），这与我们的假设不符，超出了我们的预想。这主要

缘于：改革开放后，对外援助有几大特征：一是加强对最穷国家的援助，二是更关注经济以及具

有长期效果的援助项目，三是援助方式更为多元（包括让受援国管理援助项目，建立合资企业，
减少管理时间等）（参见图１０、图１１）。美国华盛顿大学ＤＥＢＯＲＡＨ　ＢＲＵＴＩＧＡＭ教授通过将

中国的援助资金与ＯＥＣＤ（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比较以

及中国对外援助的相关案例分析发现，中国提供的政府发展援助数量很少，出口信贷、非优惠国

贷款或 援 助，这 些 形 成 政 府 投 资 的援助事项都没有被列入“政府发展援助”中去。瑐瑡 中国的发展

图１０　１９４９－２０１３年《人民日报》有关“对外援助”

报道中的援助方式统计（年代趋势）

００１

瑐瑡 Ｂｒｕｔｉｇａｍ，Ｄｅｂｏｒａｈ．“Ａｉｄ‘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ＯＥＣＤ－ＤＡＣ　Ａｉｄ　Ｒｅｇｉ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３．５（２０１１）：７５２－７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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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虽然在该时期提高了，但并不基于政府发展援助。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对中国的

对外援助角色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即中国对外援助的角色是多元的，且整体而言是低调的，埋头

发展本国经济仍然是对外援助政策的重中之重。《人民日报》做此处理，一方面是出于宣传侧重

的需要（国际冷战大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对本国经济发 展所 需 的“低调而不受打扰”的环境所

做的配合。在冷战结束之前，无论从国际大环境还是从本国实际情况来看，对外援助的“人道主

义考虑”都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人民日报》的 “报道着眼点”主要为“外交考虑”，８０年代更为

突出，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四检验）。

图１１　１９４９－２０１３年《人民日报》有关“对外援助”报道中

的非独立援助形式统计（年代趋势）

　
概括而言，从报道的数量来看，《人民日报》当时的对外援助报道基本上符合对外援助的政

策变化和事实变化。但从援助关系、援助事由和报道着眼点来看，该时期的对外援助报道受政

治偏向以及特定时期的政策影响导致与 整 体事 实 产生 一 定的 偏 差。除角度二、三外，这些发现

基本上支持我们的工作假说。因此本文的工作假说需要修正如下：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的《人民日报》
中国对外援助报道所呈现的图景与事实产生一定偏差，但也并没有完全通过报道传达出当时的

对外援助政策。

五、结论与启示

１．《人民日报》对外援助报道中的智慧与尴尬。通过以上研究分析，可以看出，《人民日报》
在对外援助这一命题的宣传上体现出一定的智慧，但又显现出一些尴尬。主要表现在：

第一，特殊时期里，“议程设置”的极致发挥。从内容分析中，我们发现，处于 “援助国”与“受

援国”双重角色阶段，《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呈现的主要还是“援助国”角色；注重对外援助的实用

性和经济发展需求，而在援助事由方面给予却要给“外国侵略”最大的篇幅。在报道数量、报道

方式、报道着眼点等方面有体现出与事实更为一致 的一 面，也因此传递出中央“对外援助”政策

调整的信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 期，很多政策出现大的调整，其中也包括对外援助政

策。在“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双中角色中，《人民日报》需要小心翼翼地进行制定宣传报道，探

寻恰当的宣传路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个特殊的时期里，中国既需要靠外

国援助提供资金也需要运用对外援助来辅助外交关系的稳定，从而为经济建设发展提供低调稳

定的环境。《人民日报》的宣传路径为这一需求做出了很好的配合。在国际政治环境处于冷战

时期，而国内急需加快经济建设发展的复杂环境里，报道什么、不报什么非常重要。
第二，“对外援助”的宣传报道中的尴尬。“对外援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报道议题，尤其是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政策的变动与不稳定、复杂而矛盾的时期。充分利用外援帮助本国发展，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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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多元化的对外援助稳定政治局面并辅助经济发展，８０年代的对外援助政策无疑充满智慧之

处。而“援助国”与“受援国”的双重角色又是令人尴尬的，既需要让国外感知中国需要足够的援

助，又必须维持第三世界对中国的信心。《人民日报》在此过程中小心翼翼地寻求一个恰当的宣

传路径，从开始的谨慎，以至于表现出与滞后性以及一定的事实偏差，到后来越来越开放，与事

实越来越靠近。也正是基于当时复杂的时代背景以及“对外援助”的特殊性，很难用现在的新闻

报道准则去评价当时《人民日报》的做法是否正确，但至少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独有的“对外

援助”宣传路径。
第三，转型期，显然《人民日报》并没有满足于为了政治和经济发展需求，而放弃在对外援助

报道上更为开放的努力。在兼顾配合低调运用外援和援助双重角色发展经济的同时，《人民日

报》也将隐含的对外援助政策变化传达给 了国 内 外的 受 众。比如通过增加报道版次数，一定程

度地反映政策变化（中国援外报道减少，外国援华报道增加），以及真实反映援助方式和形式的

多样化等。通过文本研究发现，到８０年代后期，报道从一开始的“担心越南侵柬罪行再次受审

判 苏联无理反对召开柬埔寨难民问题国际会议”（见《人民日报》１９８０．０５．１４）等类似文章到田

曾佩会见罗驻华大使时说 ：“中国尊重人民的选择 ，红十字会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见《人民

日报》１９８９．１２．２７）。选题上越来越多元，用词用语也开始弱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可见，这一时

期的《人民日报》显然并没有完全因政治或意识 形态 而 故 步 自 封；与时俱进、应时代变化而适时

改革，也是当时的宣传特色。

２．予以后期对外援助报道以及国家形象构建的影响及启发。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国
际社会对于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也在包括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内的各

项对外援助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如何做好这样的报道宣传，提升国家形象，更好地为新的

对外援助政策服务同样成为一大挑战。如今，我国在经济援助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地提供更多

的人道主义援助；教育、人权、环境等方面的援助项目有所增加；援助形式更为多元；对外援助政

策从单一的为经济服务逐渐向国家形象构建和软实力提升。人道主义援助呈现以下特点：一是

反应迅速，为及时向遭受人道主义危机国家雪中送炭；二是人道主义援助从人道出发，无关地域

和意识形态，受援国一律平等；三是以需求为基础确定方式和规模；四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

段相匹配，人道主义援助量力而行；五是双边、多边援助并举。这些实际的工作特点应该通过报

道的设置体现出来，从而塑造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从近期的对外援助报道中可以看出，《人

民日报》的相关报道已做出一些调整，例如，报道数量更为庞大，形式更加多元，议题更加开放，
更注重国家形象和软实力提升方面的需求。但２０世纪８０年的报道特征对今天仍有所启发。主

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不能简单地将传播理论用于“国家形象”构建当中，需要理解并配合国家

形象宣传背后的政治、经济发展需要，做好报道规划和议程设置。第二，作为党报，“稳定”对于

特定复杂的报道议题仍特别重要，激进的做法有可能造成国家和人民的损失。第三，作为媒体，
既要配合政策需要，又不能受此束缚故步自封，必须与时俱进，因时而变，敢于变革，站在更高角

度瞭望世界，实现更有效地传递信息。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首先，未与国外相关报纸的对外援助报道进行比

较，无法更全面地了解《人民日报》对外援助报道与之的差异和差距。其次，仅详细研究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人民日报》对外援助报道，未对其他时期的进行详尽分析。再次，本次仅研究以对内

宣传为主的《人民日报》对外援助报道，未与对外宣传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对外援助报道进行比

较，难以从对内对外差别宣传的角度审视当时对外援助宣传政策的整体考究。基于本研究的优

势与局限，未来研究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１）分析同一时期的国外同类型报纸的对外援助

报道，进行比较。（２）对《人民日报》其他阶段的对外援助报道进行分析，总结共性与差异。（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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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同一时期《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相关内容分析，探寻对内对外报道的差距与互补性。同时在

研究国家形象议题时需要更加重视跨学科的视角，单纯的传播学和媒体分析很难深入全面地解

释相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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