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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不仅是中国政治生活上的大事，也是世界

关注的大事。有来自 100 个国家的 410 家

媒体的 1700 余名境外记者报道此次盛

会，外国媒体对十八大的关注热度之高，

超过了往届党代会。在关于十八大的报道

中，“成就”、“挑战”、“改革”是中国媒

体报道的三大关键词，但在政治思维上对

内高度宽容，对外极端专断的美国①，在十

八大报道上又与中国媒体有着截然不同

的视角与观点。对比中美两国主要媒体对

十八大的报道，发现其框架差异，有利于

我国媒体理性吸收外媒优点，加强我国主

流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水平。
本文运用社会建构理论对新闻报道

进行框架分析，试图进一步发现中美媒体

报道差异，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原因分析。
社会建构理论认为，社会建制对国际新闻

的形式、内容与数量产生重大影响，具有

建构作用。反过来，经过建构后的新闻又

为特定的社会制度与价值体系提供合法

化服务区。本文通过研究对原本正面的事

件进行报道时叙述框架如何呈现，折射出

美国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总体认知度，

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

搭建出中美媒体“十八大报道”所建构的

框架分析。
本文主要选取了人民网和纽约时报

中文网在 2012 年 11 月 1 日至 30 日中，

全文含有“十八大”等关键词的报道作为

总样本。从人民网及其各频道共找到相关

新闻约 603,000 篇，采取分层与随机抽样

相结合的方法，每天随机抽取 10 篇，共

300 篇样本。从纽约时报中文网搜索到 67

篇样本。新闻社会建构表现形式之一为叙

述框架。框架分析将关注样本中针对十八

大报道的评价，这种评价主要来自记者、
编辑或者报道中引用的其他信源。叙述框

架可以体现在报道主题、报道基调和报道

文本三个方面。
一、报道主题：正面陈述与责难叙述

主题倾向是一篇新闻报道的核心思

想，是贯穿全文的主要逻辑，可以表达为几

个关键词的相关陈述。不同主题倾向的报

道具有不同的关键词，人民网和纽约时报

中文网对十八大报道出现最频繁的几大关

键词占各自报道总数的比例如表 1、表 2：

对比分析两表可知，人民网和纽约时

报中文网关于十八大报道在主题方面存

在很大差异。其中，人民网较为积极正面，

体裁多为消息和小专题等，内容多为直接

陈述新闻事实，宣传“十八大精神”，关键

词多表现喜迎十八大、献礼十八大和党员

代表风采事迹等内容。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纽约时报中

文网关于十八大报道是在消极、责难的叙

述框架下展开的，其报道体裁多为专题和

深度报道，内容注重背景铺陈和前景预

测。其新闻标题较多样化，较少特别集中

的关键词，记者习惯性地使用“合法性语

言”和“非法性语言”，不动声色地肯定

○史梦诗 唐诗卉

———以人民网和纽约时报中文网为例

中美媒体“十八大报道”框架分析

【摘 要】本文基于社会建构理论，并运用框架建构的研究方法，对研究中美媒体关于十八大报道主题、报道基调和报道文本的

差别进行了分析，从正面陈述与责难叙述、典型话语立场与冲突话语立场、描述话语与隐喻话语上搭建了中美媒体的新闻框架建构。
【关键词】社会建构理论 框架分析 十八大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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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否定多描述的新闻事件和人物，而他们

判断是非的标准则采用的是西方的价值

取向。纽约时报中文网总是把政府在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功德过失与

执政党的表现联系在一起，且在报道时偏

重利用其他背景材料来塑造中国共产党

的形象，纽约时报中文网没有全面、公正、
平衡地对十八大进行报道。

中美新闻报道采取的不同主题可以

从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方面来解释。目前

在我国，无论是中国新闻奖、范长江新闻

奖、韬奋新闻奖和全国“百佳”新闻工作

者奖等，获奖作品几乎都是致力于弘扬主

旋律，报道主题积极向上的内容；而美国

普利策新闻奖的情况则恰恰相反，该奖代

表了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反映了美国

主流价值观，但揭黑曝丑一直是其获奖作

品的报道主题，哪怕在“911”事件发生半

年内，14 个普利策新闻奖中仍有 12 个为

负面新闻。
二、报道基调：典型话语立场与冲突

话语立场

媒体通过传播正面、负面或中性的新

闻报道，形成不同的报道基调，构建新闻框

架，强化传播效果，达到不同程度影响国家

形象的目的。其中，关于正面、负面或中性

的新闻报道的分类各国学者没有完全相同

的分类标准，本文采用缪塞②的分类标准：

正面报道：反映团结、社会凝聚力、合
作、社会稳定、国力强盛、美德、成功、法治、
爱好和平、争取国家独立等的新闻报道；

负面报道：反映分裂、社会冲突、混
乱、不稳定、落后、失败、恐怖活动等的新

闻报道；

中性报道：新闻报道未体现正面和负

面态度。
表 3 显示，人民网正面报道比例为

68.7%，中性报道比例较往年高，多元化地

展示了十八大，在正面报道中，多以自下

而上的典型社会热点报道反映十八大盛

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约时报中

文网关于十八大报道中，负面报道高达

82.3%，远高于人民网的正面报道，其政治

立场偏激，新闻事实多以揭丑为主，代表

了西方媒体典型的冲突话语立场。
而在受主流意识形态支配的美国媒

体，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十八大

论政改无精打采、社会保障体系

漏洞百出、中国政改前路未卜、
有特色的中国互联网，甚至带有

一点桃色意味的《澳大利亚女

记者十八大得宠的秘诀》等的

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在某

种程度上也例证了著名学者甘

斯关于美国媒体新闻价值的经

典论述。甘斯借助横跨十年时间、对四家

主要电视网与新闻杂志的参与式观察与

访谈所得的经验材料，浓墨重彩地勾勒出

新闻业黄金时期的大事件，以及精英媒体

通过微观实践建构圜家与社会图景的方

式，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什么在决定新

闻》一书。他指出，美国媒体的国内报道

淡化意识形态，国内政治团体间冲突被描

述为具体观点的差异，而不是政治原则的

冲突；但在报道“敌对国家”时，美国媒体

被意识形态所支配，敌对国家内任何矛盾

均被看做是其政府与政党的不合法性所

造成的，都预示着该国的政治冲突。本文

中关于十八大报道基调的分析部分可在

某种程度上例证甘斯的结论。
最后，对于部分负面报道，我们也要

客观分析，有必要区分比较客观揭露我国

存在的社会经济等问题的报道和毫无根

据扭曲中国国家形象的报道，如果负面报

道能够引起重视从而对问题的解决起到

积极作用，这种报道也是可以提倡的。
三、报道文本：描述话语与隐喻话语

在新闻建构分析中，利用文本分析可

以发现报道所暗示的意识形态倾向，从中

进一步构建新闻报道的社会框架建构。而
文本分析的一个有效视角就是观察报道

中合法性语言和非法性语言的使用。金尼

肯指出，在国际新闻报道中，西方记者

“本能地”使用“合法性语言”和“非法

性语言”，即使用特定的褒义词或贬义词

不动声色地肯定或否定所描述的新闻事

件和人物，而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一定是

西方的价值取向。③

人民网通过合法性语言构建描述话

语，客观描述了事实，基本功能就是帮助

大众更好地理解客观事实，其运用虽然包

含了一定的意识形态，但符合客观事实。
其合法性语言可见上文报道关键词，例如

《十八大代表买买提江·吾买尔：再挑重

担是光荣》、《十八大前瞻：党建十八大浓

墨重彩之笔》等，通过“光荣”、“浓墨重

彩”等形容词表达了代表参与十八大的

重大意义和十八大的召开对于党建的里

程碑式作用。
纽约时报中文网通过合法性与非法

性语言的综合使用，构建了隐喻话语，达

到传播其意识形态的目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善于运用合法性语

言和非法性语言相结合的手法构成一种

隐喻话语，试图通过比喻、借代、象征、引
用等手法表达媒体所蕴含的社会意识形

态，进行有政治倾向性、针对性的报道。所

人民网
关于十八大报道

纽约时报中文网
关于十八大报道

数量（篇） 比例（%） 数量（篇） 比例（%）

正面 206 68.7 0 0

中性 94 31.3 14 18.7

负面 0 0 65 82.3

合计 300 100 79 100

表 3、人民网和纽约时报中文网“十八大报道”
基调对比

日期 例句 非法性语言 注释

11.3

这座有 2000 万人口的规模庞大的
城市正在下大力量迎接党的十八
次代表大会。……搅乱这场精心编
排的政治表演。

政治表演
指政治人物包括政府官员、议员、候
选人等，为了吸引媒体等关注，达到
宣传效果，而做出精心设计的表现。

11.15
领导层换届是专制政治体系的阿
喀琉斯之踵

阿喀琉斯之踵
指任何一个强者都会有致命伤，此
处暗示没有不死的强者。

11.15
在烟雾弥漫的决策会议室里的高
层领导

烟雾弥漫
这里指选举谈判的核心不公开，不
透明，主要靠政治派系决定。

11.21 “毛家帮”式司法公正 毛家帮 这里含贬义。

表 4、纽约时报中文网“十八大报道”中常见的非法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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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的该类隐喻话语具有多元化的信源、
结构和种类，而当隐喻话语作为工具使用

的时候，有的隐喻话语是帮助大众更好地

理解客观事实，但有的隐喻话语却是重组

材料，解释事实甚至创造事实，利用话语

操纵大众思想。例如，以烟雾弥漫暗喻选

举谈判的不透明和不公正，这种就是无中

生有，重组材料；以贴政治标签的方式命

名为“毛家帮”，即明显扭曲客观事实；以

“得宠”与女记者连用，暗含贬义，指责部

分记者谄媚讨好政府，政府限制记者提问

等。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隐喻话语，具有非

常明显的立场倾向和修辞意图，即发动舆

论上的质疑与反对，但由于隐喻的“不可

证伪性”，隐喻在媒体构建叙述框架时就

成为了巧妙的、不动声色地传达意识形

态、偏见和刻板印象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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