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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流媒体涉日报道的分析
———以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为例

范颖，宋荞宇

（东北师范大学 传媒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００）

［摘　要］通过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的涉日报道进行统计并定量分析，发现：（１）整体上讲，
日本的曝光率低于美国，高于俄、英、法等国家；政治类报道最多，历史类报道次之，文化类报道最

少；以负面报道为主，以中性报道为辅；短篇、中篇报道以中性倾向的居多，长篇报道以负面倾向的

居多。（２）《人民日报》倾向于选择较为严肃的话题，从政治、历史和中日关系方面来塑造日本国家
形象。（３）在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的对日报道正面的数量显著减少，历史问题与长篇报
道的数量显著增加，《人民日报》的这种鲜明立场与态度代表了中国主流媒体对此事件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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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地缘政治学观点，日本因素是我国在处理
东亚国际关系和自身核心利益中的最重要一环。然

而，围绕钓鱼岛问题，近两三年来，中日关系逐渐陷

入僵局，特别是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日本内阁决定“购
买”钓鱼岛及其附属三个岛屿将其“国有化”一事，

几乎将中日关系推向了无法扭转的局面。在日本

《读卖新闻》所做的“２０１２年民众认为最有影响的十
大新闻”调查中，“购买钓鱼岛使日中关系恶化”高

居第五位（居前四位的分别是诺贝尔医学奖、新东

京铁塔、伦敦奥运会、日本大选），是唯一一则涉及

国际关系的新闻。从１９７８年开始，日本内阁每年都
会对日本国民进行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其中之一

就是对中国印象的舆论调查。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５日，
日本内阁总理府发布的“２０１３年外交政策民众舆情
调查”显示，日本民众认为日中关系处于良好状态

的仅为３．６％，达到历史最低点。［１］中日两国政治上
互不退让的立场与态度，使两国民众间的对立情绪

愈发升温，在国家利益遭遇空前冲撞之时，主流媒体

该如何以专业的见识与能力，以主流舆论引导民众，

促进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呢？这一问题对中日两国

媒体与两国国家形象的塑造都很重要。在日本主流

舆论与中日关系影响方面，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媒

介对国家形象塑造的作用与意义。李双龙等［２］指

出，中日双方在相互理解和形象塑造上造成的偏差

出自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相互利益等多种因素，媒

体也在其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日本媒体在新闻

报道中通过中国元素持续强化日本国民的危机意识

和大和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推动全社会高

度关注国家发展战略议题，从而确保舆情沿着其预

设的轨道深入发展［３］，而我国主流媒体的涉日报道

研究有待深入。本文拟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
报》的涉日报道为对象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建构

敏感国际关系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对日本国家形象

塑造的整体框架。

　　一、研究方法

１．报纸选取
《人民日报》创刊于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５日，是我国

发行量最大的中央级全国性综合类日报，２０１３年的
日发行量超过３００万份。［４］作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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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之一，《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及其影响力

决定了其在呈现日本国家形象及引导受众对日本认

知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２．时间段选取
为了既能够全面呈现近５年来《人民日报》所

塑造的日本国家形象，又能够反映日本购岛事件前

后中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日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变

化，本研究的时间段选取为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４
年１０月３１日。
３．抽样方法
所采取的抽样方法是：首先从每年 １２个月

（２０１４年为１０个月）中随机抽取３个月，在３个月
中抽取１个随机点，从８天中抽取１天，每年形成３
个构造周，然后采用人工翻阅的方式进行数据记录

与统计，筛掉与日本报道主题相关性低的文章，最后

确定以日本为主要报道主题的文章为１４４篇。
４．类目建构
我们把所抽取到的样本分为三大类目，即报道

主题、报道倾向和文章篇幅。

（１）报道主题：鉴于中日之间的特殊关系背景，
将《人民日报》中有关日本的新闻报道，根据其主要

内容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和军事六个主

题。其中，政治类报道包括对有关日本国家领导人

的相关活动、日本国家政策、日本对外关系及中日两

国的外交活动等方面的报道；经济类报道包括对日

本国内经济及其在国际经济发展特别是在亚太地区

经济发展中所呈现的经济状况的报道；文化类报道

包括对日本的旅游气象、教育文化、科技医疗、日本

或中日间的体育赛事等方面的报道；社会类报道包

括对日本社会的自然环境、社会问题、社会事件及中

日之间的社会活动等方面的报道；历史类报道包括

对有关日本的历史、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的纷争

等方面的报道；军事类报道包括对日本国家的军事

调动、国防政策及中日间相关军事活动等方面的

报道。

（２）报道倾向：根据新闻报道的用词和内容，我
们将《人民日报》中有关日本的新闻报道从报道倾

向上区分为正面报道、中性报道、负面报道三种。赞

扬日本政府有关政策和做法的报道属于正面报道；

批评日本政府或有可能对日本形象引起不利联想的

报道，归入负面报道的范畴；其他客观且不带任何褒

贬色彩的陈述事实类新闻均被列入中性报道。

（３）文章篇幅：将文章篇幅按字数的多少分为
短篇、中篇和长篇，其中３００字以下的为短篇，３００～
１０００字的为中篇，１０００字以上的为长篇。

５．信度测试
从确定的１４４篇新闻报道中，随机选取４０篇，

请两名编码员分别进行编码和试分析，编码员之间

的信度为０．９。

　　二、研究结果

通过对人民日报图文版数据库中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人民日报》有关日本报道的统计整理，再进行定

量分析，得出如下结果。

１．《人民日报》对日本报道的分类统计
（１）对日本的报道次数低于美国，高于俄、英、

法等国。主流媒体对某个国家相关报道的次数说明

了该国因素的重要性。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
对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俄国５个国家的报道次
数分别为１４１５次、５５１９次、５９４次、４３９次和 ９３９
次。由此可见，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对日本的
报道次数明显低于对美国的报道，但明显高于对俄

罗斯、英国、法国的报道。美国的综合国力及其在世

界上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世界各国媒体都会对其保

持高度关注，因此美国在中国主流媒体上曝光率高

是顺理成章的。而相对于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国而

言，《人民日报》涉日报道的高频次反映了日本在现

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占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

地位。

（２）政治类报道最多，历史类报道次之，文化类
报道最少。在所抽取的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样本中，《人
民日报》的涉日报道主题归类统计见表１。由表１
可知，近５年间《人民日报》以日本为主要报道内容
的文章中，政治类报道最多，占总数的３４．７％；其次
是历史类报道，占２７．１％；而文化类报道最少，仅占
４．９％。

（３）以负面报道为主，以中性报道为辅。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对日本的报道以负面报
道为主，占４４．４％；以中性报道为辅，占３６８％。相
对而言，对日本的正面报道较少，只占到样本总数的

１８．８％。
（４）短篇、中篇报道以中性倾向的居多，长篇报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关于日本议题的报道主题归类统计
报道主题 政治类 经济类 文化类 社会类 历史类 军事类 合计

篇数 ５０ １０ ７ ２６ ３９ １２ １４４
百分比／％ ３４．７ ６．９ ４．９ １８．１ ２７．１ ８．３ １００．０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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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以负面倾向的居多。我们将报道篇幅与报道主

题、报道倾向进行交互分析，结果显示报道篇幅与报

道倾向是有联系的（见表２），这说明不同报道篇幅
的文章在报道倾向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短篇、中篇报

道以中性倾向的居多，长篇报道以负面倾向的居多。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关于日本议题的
报道倾向与报道篇幅的关系

报道篇幅
报道倾向

正面 中性 负面

短篇 １７ ３３ ２２
中篇 ５ １４ １３
长篇 ５ ６ ２９

２．《人民日报》呈现日本国家形象的框架分析
从报道主题来看，《人民日报》是从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军事、历史六大方面来呈现日本国家形

象的。

（１）通过政治类报道呈现日本的政治形象。在
所抽取的研究样本中，政治类报道共５０篇，其中正
面报道７篇，中性报道１４篇，负面报道２９篇。在正
面报道方面，《人民日报》主要报道了中日两国领导

人之间的会晤，以及双方领导人接见民间友好团体

等内容，如《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进一步向前发

展》（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９日）、《李源潮会见日本青年领
导访华团》（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３日）、《习近平会见日本
众议院议长》（２０１２年５月４日）、《唐家璇为日本众
议院议长举办欢迎早餐会》（２０１２年５月４日）等。
《人民日报》涉日新闻的负面报道则集中在对日本

政府的丑闻、不当言论，以及安倍政府诸多破坏邻国

关系的挑衅行为的报道上，如《日本政治右倾化是

亚洲的威胁》（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２日）、《国际社会抨击
安倍新年讲话》（２０１４年１月２日）、“日方必须对严
重政治后果承担全部责任》（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２９日）
等。中性报道多是消息类的新闻，主要涉及日本与

其他国家间的外交活动。

总体而言，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关于日本
的政治类报道向民众呈现出日本是一个负面的政治

形象：对内，领导人更换频繁，民众不满政府的右倾

做法；对外，与邻国关系紧张，国际言论多是对日的

批评之声。

（２）通过经济类报道反映日本的经济状况。在
所抽取的样本中，经济类的报道较少，仅有 １０篇。
报道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希腊债务危机对亚洲及日本

的影响、日本外汇储备、日元升值压力、日本中小企

业发展等领域。整体报道倾向为中性偏负面，反映

了日本经济不容乐观但又有所复苏的迹象。

（３）通过社会类报道呈现日本的社会状况。在
所抽取的样本中，关于日本社会类的报道有２６篇，
大致涉及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的自然环境、社会

问题三方面。其中，关于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报道

有７篇，表现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与互相帮
助；关于日本自然环境的报道有１６篇，主要报道了
日本地震、海啸，以及福岛核电站的问题；关于社会

问题方面的报道有３篇，分别关注了日本食品藏针
事件、企业丑闻和疾病传染的问题。整体来看，《人

民日报》报道了日本抗击自然灾害与应对后续问题

方面的内容，在报道立场上没有明显的倾向性，较为

客观。

（４）通过文化类报道呈现日本的文化状况。在
所抽取的样本中，关于日本的文化类报道只有７篇，
主要关注了中日间的体育赛事、日本的科技发展等。

关于日本科技发展的报道均持客观、坦诚的态度，介

绍了日本在航空、新能源及其他高科技等领域所取

得的成果，如《日本‘晓’号探测器启程赴金星》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日），呈现出日本科技强国的国家形
象。但从整体的报道比例来看，《人民日报》对日本

的文化类报道相对于其他议题来说较少。

（５）通过军事类报道呈现日本的军事形象。在
所抽取的样本中，军事类报道共１２篇，相对于政治
类、历史类和社会类报道较少，相对于文化类和经济

类报道多些，在６个报道主题中处于中等偏下的位
置。这类报道内容多关注相对负面的内容，如《日

本武器出口三原则》（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１日）、《日本仍
存核余悸》（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日）等，呈现出日本在军
事上激进、右翼势力抬头的形象。

（６）通过历史类报道反映日本的历史形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人民日报》所涉及的有关日本的历
史类报道有３９篇，共分为四大议题：参拜靖国神社
问题（２３篇），歪曲历史、篡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
问题（１０篇），钓鱼岛问题（３篇），慰安妇问题（３
篇）。在有关中日历史遗留问题上，《人民日报》对

具体事件的呈现和评论体现出一定的深度与力度。

比如，《人民日报》对日本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事

件的报道数量最多，达到２３篇，称其是“恃强耍横，
公然挑衅”［５］，并援引中国驻英国大使随笔“如果把

军国主义比作日本的伏地魔，靖国神社无疑是藏匿

这个国家灵魂最黑暗部分的魂器”［６］，痛斥了日本

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错误行径。在所抽取的样

本中，对于日本篡改教科书、歪曲历史、美化战争言

论的相关报道共有 １０篇，并进行了严厉批驳，如
“南京大屠杀和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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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道罪行，铁证如山”［７］。《人民

日报》有关钓鱼岛问题、慰安妇问题的报道共６篇，
主要报道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批评日本政府在

慰安妇问题上的低调态度等。

３．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对日报道情况
比较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日本内阁决定“购买”钓鱼
岛及其附属３个岛屿，并将其“国有化”，至此中日
关系跌入低谷。在所抽取的样本中，在日本决定

“购岛”前（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前），《人民日报》以日
本为主要报道内容的文章为６３篇，在日本决定“购
岛”后（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后），这类文章为 ８１篇。
除了在报道数量上有变化以外，在报道主题、倾向和

篇幅方面也都有所变化。

（１）报道主题方面：将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
报》关于日本议题的报道主题进行 Ｔ检验，结果见
表３。由表３可知，《人民日报》对日的文化类、军事
类报道在日本“购岛”前后无显著性变化，历史类报

道在日本“购岛”后呈显著性增加，政治类报道在日

本“购岛”后也有所增加；社会类、经济类报道在日

本“购岛”后显著性减少。

（２）报道倾向方面：将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
报》关于日本议题的报道倾向进行 Ｔ检验，结果见
表４。由表４可知，在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
对日本议题的中性报道无显著性变化，正面报道显

著减少，负面报道显著增加。

（３）文章篇幅方面：将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
报》关于日本议题的报道篇幅进行 Ｔ检验，结果见

表３　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关于日本议题的
报道主题Ｔ检验结果

报道主题
日本“购岛”前

篇数 百分比

日本“购岛”后

篇数 百分比

Ｔ检验
Ｔ值 Ｐ值

政治类 １６ ２５．４ ３４ ４２．０ ２．１２３ ０．０３６
经济类 １０ １５．９ ０ ０．０－３．４２０ ０．００１
文化类 ５ ７．９ ２ ２．５－１．４２１ ０．１５９
社会类 ２４ ３８．１ ２ ２．５－５．５６１ ０．０００
历史类 ３ ４．８ ３６ ４４．４ ６．４２２ ０．０００
军事类 ５ ７．９ ７ ８．６ ０．１５１ ０．８８０

表４　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关于日本议题的
报道倾向Ｔ检验结果

报道倾向
日本“购岛”前

篇数 百分比

日本“购岛”后

篇数 百分比

Ｔ检验
Ｔ值 Ｐ值

正面 ２３ ３６．５ ４ ４．９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
中性 ２６ ４１．３ ２７ ３３．３ －１．１２６０．２６２
负面 １４ ２２．２ ５０ ６１．７ ５．４９４０．０００

表５。由表５可知，在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
对日本议题的长篇报道呈显著增加之势，短篇、中篇

报道无显著性变化。

表５　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关于日本议题的
报道篇幅Ｔ检验结果

文章篇幅
日本“购岛”前

篇数 百分比

日本“购岛”后

篇数 百分比

Ｔ检验
Ｔ值 Ｐ值

短篇 ３９ ６１．９ ３３ ４０．７ －１．９３８０．０５５
中篇 １５ ２３．８ １７ ２１．０ －０．４０１０．６８９
长篇 ９ １４．３ ３１ ３８．３ ３．２５４０．００１

　　三、结论

通过以上统计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日本的曝光率低于美国，高于俄、英、法等

国家；政治类报道最多，历史类报道次之，文化类报

道最少；以负面报道为主，以中性报道为辅；短篇、中

篇报道以中性倾向的居多，长篇报道以负面倾向的

居多。

二是《人民日报》倾向于选择较为严肃的话题，

从政治、历史和中日关系方面来塑造日本国家形象。

三是在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关于日本

议题的报道在主题、倾向、文章篇幅三方面均发生了

一些变化：正面报道的数量显著减少，历史问题与长

篇报道的数量显著增加，《人民日报》的这种鲜明立

场与态度代表了中国主流媒体对此事件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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