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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脫貧攻堅”新聞報道看中國國際話語建構

史曉梅　 周羽西

北京外國語大學

摘　 要：本文以國內主流英文媒體《中國日報》有關“脫貧攻堅”的報道為例，分析中國是如何進行國際話語建構並

向世界展示中國的美好未來。 本文基於《中國日報》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脫貧攻堅的報道自建小型語

料庫、利用 ＡｎｔＣｏｎｃ３．５．７ 語料庫和批評話語分析的方法，從概念意義、人際意義兩方面揭示報道背後中國的國際話

語構建體系機製。 研究發現《中國日報》通過關鍵詞的重復、語義韻的選擇、情態詞的使用的話語構建方式，對中國

脫貧進展做出了正面的形象建構。 相關啟示包括如何正確引導國內英文媒體正確地構建話語體系，從而提高我國

對外話語的傳播能力以及國際形象。

關鍵詞：批評話語分析；國際話語建構；脫貧攻堅；《中國日報》

引言

對外話語是一個國家在國際交往中所使用的話語，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宣傳國家政策、
引導國際輿論、塑造國家形象具有重要意義（薛麗，２０２０： ９７）。 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也強調：
“要精心做好對外宣傳工作，創新對外宣傳方式，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
傳播好中國聲音”（習近平，２０１７）。 然而，雖然中國的發展模式、政治理念、發展道路等正越來越受到國際社

會的關註，但是“中國的話語內容還未能做到真正、徹底地闡釋‘中國故事’”（殷路路，２０２０： １９）。 對於正由

“大國”走向“強國”的中國而言，不僅要註重經濟發展“硬實力”，還要特別重視政治凝聚力、文化吸引力、國
際影響力等“軟實力”，中國需要抓住歷史契機，努力構建中國國際話語體系（殷路路 ２０２０： １７）。 以中國的

脫貧攻堅為例。 ２０２０ 年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年，也是中國脫貧攻堅工作的收官之年，即使面臨新冠

疫情的突然襲擊，中國還是如期完成了新時代脫貧攻堅的目標任務。 這一輝煌成就令世界矚目，也受到了

國內外媒體的關註。
因此本研究旨在以“脫貧攻堅”為主題，從中國的國際話語建構切入，利用批評話語分析的方法，分析相

關英文報道背後體現的意識形態、以及中國主流媒體如何向世界傳遞中國聲音、塑造中國的國際形象。

一、 文獻綜述

一個國家的國際話語體系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綜合因素的現實反映，是向世界傳播民

族文化、展現國情的 國力的重要載體（關鳳利、呂銀鳳 ２０１７： ９７）。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話語體系在國際上的

影響力直接反映出本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程度（關鳳利、呂銀鳳，２０１７： ９７）。 國家形象是國家軟實力的重

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國家的“無形資產”。 良好的國家形象可以提升其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並對國家發展

具有重要戰略作用。 在傳播國家形象時，媒體掌握著對公眾議程設置的權力，決定著國家形象的傳播內容

及傳播方式。 在這一過程中，新聞創作者和其所在機構的意識形態影響媒體的話語選擇以及話語使用方

式，進而影響國家形象的構建（Ｄ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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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媒體在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中的重要作用，大量學者（吳清華等，２０１０；張春林、行曉藝，２０２０；錢晶

晶、王怡蘭，２０２１ 等）展開了相關研究。 從研究話題內容方面來看，吳華清等（２０１０）用框架分析的方法對新

華社和《中國日報》２０１０ 年世博會的英文報道進行了分析，並提煉出了中國媒體在世博會對外報道話語體

系， 反映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和中國的理想訴求。 張春林、行曉藝（２０２０）基於德國主流媒體的美國涉港法案

報道，分析了涉華國際輿論鬥爭中德國的基本態度，為中國國際話語權競爭提出了一些建議。 錢晶晶、王怡

蘭（２０２１）聚焦《中國日報》在推特平臺上對首屆中國進口博覽會的新聞報道，結合報道傾向、媒介結構、互動

程度、信息來源、報道議題五個維度進行分析，探尋我國主流媒體在海外社交平臺上的經濟報道框架特征。
研究發現，《中國日報》已逐步發展出一套較為成熟的對外社交媒體平臺傳播策略。 顯然，在對新聞報道的

研究中，中國對外話語建構的研究內容有較多涉及經濟、政治方面，但在民生方面，如“脫貧攻堅”類的研究

較少。 中國的脫貧攻堅事業作為中國民生領域的重要話題，屬於中國故事的重要內容，對構建中國國際話

語體系具有重要作用。
就研究方法而言，以往的研究中，大部分采用新聞學或者傳播學的手段，使用內容分析法，只關註新聞

報道的內容，而非語言本身（如張春林、行曉藝，２０２０），但是從語言學視角、采用批評話語分析這一手段展開

的研究數量較少 。
批評語言學的分析方法，旨在通過對大眾語篇的分析，來揭示意識形態與語篇動態關系（Ｆｏｗｌｅｒ， １９７９；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 １９８９）。 批評話語分析不僅關註內容，還關註語言，並通過對語言的分析解釋其背後的意識形態

（胡燕、孫詠梅，２０１６）。 批評話語分析長久以來被應用到對新聞報道的研究中，其可以揭示隱藏在新聞話語

中的意識形態，為新聞研究提供新視角（胡燕、孫詠梅，２０１６）。 因此，用其對國內關於扶貧問題的報道進行

分析與本研究的目的不謀而合。 其中，批評話語分析的方法中較為常見的分析方法是：從文本分析層面著

手，通過關註語法詞匯的使用，分析語篇的意義，進而解讀文本中意識形態和權力關系。 其中，詞匯的意義

主要包括概念意義（文本的主要核心內容）、人際意義（文本向讀者傳達的立場）和語篇意義（語篇的連貫

性）（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 １９８９；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１９７３）。
將語料庫技術應用於新聞語篇的批評性話語分析可以有效彌補傳統新聞語篇研究的片面性、主觀性以

及缺乏代表性等不足（張英英、任培紅，２０１２）。 這是因為語料庫可以分析數量龐大的語料，通過索引行、類
連接、搭配強度、詞叢等技術手段獲取客觀的語篇特征和話語形態，從而為批評話語分析提供事實根據（郭

松，２０１１： １３）。 Ｓｔｕｂｂｓ （１９９６）也指出批評話語分析不應局限於一些文本片段的采集和分析，而要基於大量

語言事實找到語言使用情況的一般性結論。 然而，對於民生類的話題，運用批評話語分析的方法探索中國

對外話語體系建構的文獻幾乎沒有。
綜上所述，從研究內容上看，以往關於中國媒體對中國話語建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經濟類報道，

涉及民生方面較少。 從研究方法上，以往研究主要從傳播學和新聞學角度展開分析，從語言學角度展開的

研究較少。 本研究以最新的語料庫技術，采取語言學批評話語分析的視角，選取《中國日報》中關於“脫貧攻

堅”的新聞報道進行分析，以闡明中國的國際話語建構方式。 《中國日報》作為中國主流的英文媒體，是中國

對外傳播中國故事的重要窗口，是中國構建國際話語體系的重要平臺。 基於此，本研究旨在闡述中國英文

官媒是如何向世界傳遞中國聲音，塑造中國的國際形象的，並對如何提升中國國際話語建構能力和國際影

響力、提出相關建議。
本研究主要圍繞以下問題：
（１） 《中國日報》在脫貧攻堅報道中有哪些重點關註的方面？
（２） 《中國日報》在脫貧攻堅報道中是如何進行國際話語構建的？

０７０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二、 研究方法

本文分析步驟如下：首先筆者登錄《中國日報》英文官網（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以“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為關鍵詞、將時間限定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進行檢索，共檢索出 １３９７ 篇相關

報道。 隨之筆者將檢索得到的報道按照 １０％的比例進行隨機機器抽選，並將得到的 １４０ 篇新聞報道建成一

個語料庫並命名為“ＰＡ 語料庫”，該語料庫共包含 ７５１７７ 形符。 構建完語料庫後，筆者對語料庫中的高頻詞

進行篩選，並采用批評語言學的分析方法進行分析。
本文在批評話語分析過程中，在詞匯分析上，主要圍繞其與概念意義和人際意義之間的關系；這是因為

這個層面是最能直觀反應語篇意識形態的層面（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 １９８９）。 其中，雖然詞匯與概念和人際意義的關

系有多維度呈現，由於篇幅所限，筆者從以下兩方面著手分析報道中的高頻詞、搭配和索引行，以更全面地

考察《中國日報》對“脫貧攻堅”的英文報道：（１）在系統功能語言學裏，參與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是概念意義的重

要實現成分，由名詞和名詞性短語充當，是一個話題的談論對象。 過程（ ｐｒｏｃｅｓｓ）是對話題對象的行為過程

的描寫，主要由動詞充當。 根據檢索出的高頻詞“ｐｏｖｅｒｔｙ”，分析其在小句與其他參與者以及過程的搭配情

況。 這是因為因 某些詞語與一類搭配詞反復共現一定時間後，這些詞匯擁有搭配詞的或積極或消極的語義

特點。 （２）人際意義層面，筆者對情態詞進行統計並進行情態索引行分析。 情態在系統功能語法中，是人際

功能的核心，是介於積極意義和消極意義之間的意義選擇，就是除了“是” 或者“不是” 中間的過渡部分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１９７３）。 具體來說，作者通常會選擇使用情態來表達他的態度，判斷等。 在對語料庫進行分析時，
批評話語分析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可以加深對語料庫數據分析的深度。

三、 結果討論分析

（一） 高頻詞分析

本研究借助 ＡｎｔＣｏｎｃ３．５．７ 工具對自建“ＰＡ 語料庫”進行高頻詞統計，詞頻統計能夠顯示出所研究語料

中的焦點問題，由此來了解該語料庫的語言特征以及報道的熱點話題。 由於 ｔｈｅ，ａｎｄ， ｏｆ 等功能詞在幾乎所

有的語料庫中的出現頻率都很高但無實際意義，故本文將其從高頻詞匯列表中剔除，所得結果中前 ２０ 位的

關鍵詞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排名前 ２０ 位的高頻實詞

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ｒｅｑ．

１ Ｐｏｖｅｒｔｙ １１９６

２ Ｃｈｉｎａ ６０３

３ Ｓａｉｄ ５６３

４ Ｐｅｏｐｌｅ ３８５

５ Ｍｏｒｅ ３７５

６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３６９

７ Ｙｕａｎ ３６３

８ Ｙｅａｒ ２９１

９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２８７

１７０
ＳＨＩ Ｘｉａｏｍｅｉ　 ＺＨＯＵ Ｙｕｘｉ



１０ Ｒｕｒａｌ ２８２

１１ ｌｏｃａｌ ２７９

１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６３

１３ ｍｉｌｌｉｏｎ ２５５

１４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４９

１５ ａｒｅａｓ ２１７

１６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８６

１７ ｐｏｏｒ １８３

１９ ｉｍｐｏｖｅｒｉｓｈｅｄ １６５

２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１６３

表 ２　 ｓａｉｄ 主語使用情況（部分）

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Ｌｅｉ ｓａｉｄ． ６．ｔｘｔ

２ Ｈｕｙｕａｎ－ｂａｓｅｄ ｂａｎｋ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ｅｃｈａｏ ｓａｉｄ． １２．ｔｘｔ

３ ｓ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ｅ ｓａｉｄ． １８．ｔｘｔ

４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ｍｉｎｄｓ  ｈｅ ｓａｉｄ． １９．ｔｘｔ

５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ｏｌ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Ｍａ ｓａｉｄ． ３３．ｔｘｔ

６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ｕ ｓａｉｄ． ４６．ｔｘｔ

７  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ｈｅ ｓａｉｄ． ４７．ｔｘｔ

８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ｅｙｔｅａ ｓａｉｄ． ５８．ｔｘｔ

９ ｏｎ ｉｔ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ｓ   ｈｉｓ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ｓａｉｄ． ６３．ｔｘｔ

１０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 ｓａｉｄ． ７１．ｔｘｔ

１１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ｅ ｓａｉｄ． ７６．ｔｘｔ

１２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Ｓｔａｒｂｕｃｋｓ ｓａｉｄ． １１１．ｔｘｔ

１３ ｂｅ ｌｉｆｔｅｄ ｏｕｔ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ａｉｄ ａ ＢＯＣ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Ｙｅｔ ｄｕｅ  ２４．ｔｘｔ

１４ ｂｙ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Ｃａｏ ｓａｉｄ． Ｓｈｅ ｓａｉｄ 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ｏｏｋ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２０１７  ７１．ｔｘｔ

１５ ａ ｒｅｃｅｎｔ ｎｅｗ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ｅｉ ｓａｉ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６．ｔｘｔ

１６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ｓａｉｄ 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ｇｉｒｌ ｉｎ １２１．ｔｘｔ

１７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１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ａｎｉ． Ｗａｎｇ ｓａｉｄ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ｗａｓ  ９４．ｔｘｔ

１８  ｎｏ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ｎｅｔｓ ｈｅ ｓａｉｄ． 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  ４４．ｔｘｔ

１９ ｊｏｂ ｂｙ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ａｉｄ Ａｂｌｉｍｉｔ Ｔｕｒｓｕｎ ａｎ ｏｆｆｉｃｅｒ ａｔ  １１４．ｔｘｔ

２０ ｍｏｒｅ ｌｏｃ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Ｋｕａｎｇ ｓａｉｄ． Ａｂｏｕｔ ａ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ｈａｌｆ  ８０．ｔｘｔ

２１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ｌｉｅｆ ｏｆｆｉｃｅ ｓａｉｄ ａｂｏｕｔ ２． ８１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７９．ｔｘｔ

２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ｓａｉｄ ａｂｏｕｔ ３００ ０００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ｄｄｅｄ １３．ｔｘｔ

２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ｍｐｏｖｅｒｉｓｈ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ｈｅ ｓａｉ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ｓ ４．ｔｘｔ

２４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Ｔｉａｎ ｓａｉ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ｉａｎ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８２．ｔｘｔ

２７０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续表

２５  ｔｏ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Ｚｈａｎｇ ｓａｉｄ ａｄｄｉｎｇ 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ｕｉｌｄ  ３９．ｔｘｔ

２６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ｕｏ ｓａｉｄ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ｓ
 １．ｔｘｔ

２７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ｅ ｓａｉｄ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ａｔ
ｂａｃｋｄｒｏｐ  １．ｔｘｔ

２８  ｂｅｃｏｍ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ｈｅ ｓａｉｄ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４．ｔｘｔ

２９ ｔｏ ｇｒａｚｅ ｏｕｒ ｓｈｅｅｐ  ｈｅ ｓａｉｄ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ｂａｃｋ ｔｈｅｎ ｔｈｅｙ ４９．ｔｘｔ

３０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 ４００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ｅ ｓａｉｄ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１２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４．ｔｘｔ

３１ ｗｉｔｈ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ｖｅｒｙ ｄａｙ  ｈｅ ｓａｉｄ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ｌｉｋｅ ｈｉｍ ６３．ｔｘｔ

３２ ｔｏ ｌｉｖｅ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ａｉｄ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ｈ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６３．ｔｘｔ

３３ ｂ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Ｇｕｏ ｓａｉｄ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１．ｔｘｔ

３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ｈｅａｔ  Ｇｕ ｓａｉｄ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ｓ １００．ｔｘｔ

３５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Ｌｉｕ ｓａｉｄ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ｓｈｅ ｉｓ ｅｖｅｎ ６８．ｔｘｔ

３６ ｌｉｖ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ｈｅ ｓａｉｄ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ｓｕｃｈ ａ ｍｏｄｅｌ １６．ｔｘｔ

３７ ｒｉｅｓｆａｃ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ｈｅ ｓａｉｄ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２０ ｍｅｍｂｅｒｓ １８．ｔｘｔ

３８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３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ｈｅ ｓａｉｄ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ｓ １１８．ｔｘｔ

３９ ａ ｖｅｒｙ ｂｉ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ｉ ｓａｉｄ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９６．ｔｘｔ

４０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ｓｃａｐ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Ｙｕｅ ｓａｉｄ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ｕｅｌ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４９．ｔｘｔ

　 　 在高頻詞中，本研究的關鍵詞“脫貧攻堅（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貧窮（ ｉｍｐｏｖｅｒｉｓｈｅｄ， ｐｏｏｒ）、中國（Ｃｈｉｎａ）”
沒有實際分析意義，故不予分析。 從表 １ 可以看出，《中國日報》既關註脫貧攻堅的客觀內容，又從語言上進

行國際話語建構。
首先，從內容上來看，《中國日報》網站中有關中國脫貧攻堅的報道涵蓋了多個方面。 報道中小句重點

關註的參與者主要是中國最廣大的 ｖｉｌｌａｇｅ（鄉村）、 ｒｕｒａｌ（鄉村）和 ｃｏｕｎｔｙ（縣城）。 向世界傳遞中國脫貧攻堅

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進展），包括 ｙｕａｎ（元）， ｍｉｌｌｉｏｎ （百萬）的增收或者資金投入。 報道向國際社會展現了中國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政府）的所言所行，由此展現中國脫貧事業的成就，對中國形象進行了正面的身份建構。
其次，從話語建構上來看，通過對參與者 ｐｅｏｐｌｅ 一詞的重復，《中國日報》向世界讀者傳達出“中國政府

在脫貧攻堅進程中始終以人民為中心”的形象，讓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國政府以人為本，關心民生，把“為人

民服務”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 就過程而言， 在排名前 ２０ 的實詞中，ｓａｉｄ 是出現頻率最高的動詞，可知報

道中有大量的言語過程。 從 ｓａｉｄ 搭配的不同參與者（見圖 １）可以看出，《中國日報》的報道關註不同主體對

脫貧攻堅事業的看法，其中既包括國家主席，政府工作人員及相關產業負責人員，此外，還引用了普通及困

難民眾對脫貧攻堅事業的看法。 不同的主體反應不同參與者的聲音，底層民眾的聲音有助於讀者更全面的

了解中國的脫貧攻堅事業。 但是《中國日報》對國外媒體和世界機構的報道援引較少，適當地引用國外媒體

報道，以第三視角來評價中國脫貧攻堅事業可以使世界讀者更容易接受。
《中國日報》的外宣報道在引用政府機構和官方媒體的話語時，會標記具體消息來源，如某市紀檢監察

幹部、新華社、人民日報等，使新聞報道權威可信、有據可循。 此外，ｓａｉｄ 屬於中肯的轉述動詞，不含主觀感情

色彩，也增加其報道的客觀性。 引語中含有大量直接引語，使得新聞客觀性和可信度高，增強話語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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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但此外，報道中也存在很多無明顯消息源的話語，難找到確切的信息源頭。 這種話語將自我對脫貧進

展的評價融入話語中，達到隱晦表達意識形態的目的，進而使讀者易於接受被引的內容，將其內化為自身

觀點。

（二） 高頻搭配詞分析

表 ３　 排名前 １５ 的 ｐｏｖｅｒｔｙ 高頻搭配實詞

Ｎ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ｓ Ｆｒｅｑ．

１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３７６

２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２

３ ｓｔｒｉｃｋｅｎ ９３

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７５

５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６１

６ ｐｏｖｅｒｔｙ ６０

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５５

８ ｅｘｔｒｅｍｅ ５４

９ ｒｅｌｉｅｆ ５２

１０ ｒｕｒａｌ ４９

１１ ｌｉｆｔｅｄ ４７

１２ ｅｎｄ ４６

１３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４４

１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４２

１５ ｏｆｆｉｃｅ ４１

表 ４　 排名前 １０ 位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高頻搭配實詞

Ｎ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ｓ Ｆｒｅｑ．

１ ｐｏｖｅｒｔｙ ５５

２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３４

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２９

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２５

５ ｒｕｒａｌ ２１

６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８

７ ｔｏｕｒｉｓｍ １７

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１６

９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１２

１０ ｌｏｃａｌ １２

　 　 由表 １ 可知，ｐｏｖｅｒｔｙ 作為概念意義層面的參與者在“ＰＡ 語料庫”中屬於高頻詞，因此被選為中心節點

詞。 搭配詞分析可以發現習慣性地與特定詞語相伴或共現的搭配，以此發現話語的內在意義（錢毓芳，
２０１０）。 語義韻作為詞語搭配研究的延伸與發展，是料庫語言學 最有價值的重要成果之一（衛乃興，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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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ｕｗ 正式提出了語義韻這個概念，並給出了定義“一個語言形式會被其周圍搭配詞穩定的語義氛圍所沾染，
在本文中這種現象被稱為語義韻”（ Ｌｏｕｗ， １９９３）。 Ｓｔｕｂｂｓ（１９９６）把語義韻分為積極語義韻、中性語義韻和

消極語義韻三個層級。 從表 ２ 可以看出，這三個層級都包括在 ｐｏｖｅｒｔｙ 的搭配詞中。 其中積極語義韻有 ５
個：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ｌｉｅｆ、ｌｉｆｔｅｄ、ｅｎｄ、ｅｆｆｏｒｔｓ，中性語義韻有 ８ 個：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ｕｒａｌ、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ｏｆｆｉｃｅ、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ｅｏｐｌｅ，消極語義韻有 ２ 個：ｓｔｒｉｃｋｅｎ、ｅｘｔｒｅｍｅ，可以看出《中國日報》在參與者選詞上傾向選擇含有積

極意義的詞匯或者中性語義的詞匯。 如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ｆｆｏｒｔｓ 等都強調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和政

府、人民做出的努力（ｅｆｆｏｒｔｓ），ｏｆｆｉｃｅ，Ｃｈｉｎａ 等詞的重復出現，從語言層面不斷塑造中國政府，這一脫貧攻堅的

中流砥柱，在脫貧攻堅中的領導角色，塑造中國政府狠抓實幹的正面語義形象。 為了更深入地探究其背後

的意義，我們還進一步檢索了積極語義韻中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作為參與者的搭配詞（見表 ３），其中高頻搭配詞有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ｕｒ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ｇｏａｌｓ 等，這些詞全部指向中國經濟在不同領域的全方位增長，
構建出一個“強大的中國”的形象。

通過詞匯的傾向性選擇，給讀者創造了一種“中國脫貧攻堅事業積極向好”的狀態，中國政府認真負責

的形象，以積極的態度向世界讀者講述中國脫貧故事。 這有助於塑造讀者的意識形態，影響讀者對中國政

府和中國脫貧攻堅事業的看法，從而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建構體系。

（三） 情態詞索引行分析

根據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的系統功能語法，從強弱程度上可以將情態動詞分為三類，分別是高、中和低三個程度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１９８５）。 本文使用 ａｎｔｃｏｎｃ．３．５．７ 軟件，將收集到的 １４０ 篇中的情態動詞進行分類，得出具體各類

的情態動詞分布如下：

表 ５　 各類情態動詞統計

程度 情態動詞 數目（百分比）

高

Ｍｕｓｔ ２１

Ｎｅｅｄ ３０

Ｈａｖｅ ／ ｈａｄ ｔｏ ２２

７４（１２．５６％）

中

Ｗｉｌｌ ２２３

Ｓｈａｌｌ ２

Ｗｏｕｌｄ ３４

Ｓｈｏｕｌｄ ６１

２８６（４８．５６％）

低

Ｃａｎ １６６

Ｍａｙ １４

Ｃｏｕｌｄ ４５

Ｍｉｇｈｔ ４

２２９（３８．８８％）

　 　 從情態動詞的程度來看，中等的動詞占據了其中的大部分（ ４８． ５６％），其次就是低程度的動詞（ ４８．
５６％），用的最少的是高程度的情態動詞，在總數中所占的比例很小（１２．５６％）。 因為情態動詞的主觀程度能

間接反映出新聞語篇的主客觀程度，由此可以發現，較少地使用主觀程度較高的情態動詞能夠較好地保證

新聞語篇客觀性。
接下來，本文將以使用最多的中等情態動詞為例，進行具體分析。
例 １：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ｊｏｂｓ， ａｄｊｕｓｔ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ｒｒａｎｇ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ｒｏｓｓ－ｒｅｇｉｏ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ｅｌｐ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ｊｏ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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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ｋｅｒｓ ｒｅａｃ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以 ｗｉｌｌ 為例）
例 ２：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ｒｅ

ｎｏｔ ｕｎｃｏｍｍｏｎ ｅｖ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以 ｓｈｏｕｌｄ 為例）
例 １ 中描述了政府會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來幫助貧困人民，文本中 ｈｅｌｐ、ｐｒｏｍｏｔｅ 等詞都是含有積極的情

態意義，有意傳達政府積極正面的形象，但是卻采用中等程度的情態詞 ｗｉｌｌ， 這表明作者有意降低自己的意

識形態傾向，給讀者營造一種“客觀地講述脫貧攻堅事實”的感覺，使讀者更容易接受其要傳達的內容。 例 ２
是《中國日報》對其他國家提出建議，作者使用中等程度的情態詞 ｓｈｏｕｌｄ 而非高等程度的詞，降低作者的主

觀感情色彩，使讀者和接受建議者更加容易接受其建議和觀點。 總的來說，情態詞語能夠直接或間接的表

達出講者或作者的態度和觀點，《中國日報》作為中國的官方英文媒體，其在有關脫貧攻堅新聞語篇中對情

態詞匯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影響其讀者對相關事件的看法，在中國國際話語構建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結語

脫貧攻堅偉大事業不僅會促進中國的發展，對世界減貧事業，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中國日報》作為中國官方英文媒體，其關於中國脫貧攻堅的報道屬於講好中國故

事、構建中國國際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文結合語料庫和批評話語分析，以定量研究為主、定性研究

為輔，對《中國日報》有關脫貧攻堅的報道進行“高頻詞”“搭配詞”和“索引行”的批評話語分析，從概念意義

和人際意義兩方面對報道語言展開分析，從而進一步分析中國國際話語構建體系。 研究結論如下：《中國日

報》的報道在尊重客觀事實的基礎上，通過關鍵詞的重復、引用不同的消息源、選擇積極和中性的詞匯、大量

情態動詞的使用等方式積極構建中國國際話語體系，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 以往的研究者（如張春林、行
曉藝，２０２０）有關新聞報道國際話語建構的研究，內容上大多關註政治經濟方面，本文把重點放在民生問題

上，豐富了國際話語建構的內容。 以往的研究方法（如錢晶晶、王怡蘭，２０２１）多從新聞學和傳播學的角度，
采用內容分析法分析，本文則從語言學的角度，采用批評話語分析的方法，擴展了中國國際話語構建的研究

視角，為今後的研究提供了借鑒。 本研究也論證了批評話語分析在中國外宣報道中的運用價值，發揮語言

研究服務國家和社會的重要作用。
基於此，本文提出以下兩點建議：第一，《中國日報》在報道中可以增加援引國外媒體的相關稿件，增強

報道的客觀性，使讀者更易於接受。 當前國際輿論場上，西方發達國家主流媒體仍然擁有強大的國際話語

權。 從國際關系角度看，援引外媒也是增進中西方互信和交流的重要手段。 第二，中國媒體在進行外宣報

道時，可以適當增加底層群眾的訪談報道，講好中國故事。 要通過客觀事實向世界說明中國在自身發展。
此舉有助於國外讀者深入了解脫貧攻堅的真實狀況，以及中國為世界經濟穩定做出的積極貢獻，彰顯負責

任大國的國家形象。 此外， 本研究還有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文是基於語料庫以定量研究為主的分析，
相關的定性分析可能不夠全面；其次，在進行話語分析的過程中，含有一定的主觀色彩。 雖然研究者在分析

過程中經過多次討論，並就分析結果達成共識以減少研究的主觀性從而增加信度，但是難免會摻雜主觀判

斷因素，故不能保證分析結果的絕對客觀；最後，本文對於中國“脫貧攻堅”的報道只選取了《中國日報》一家

國內媒體在 ２０２０ 年一年的新聞語料，新聞的代表性有限且沒有呈現足夠的歷時變化。 因此，希望學者在今

後的研究中可以在相關方面改進，擴充有關脫貧攻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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