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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报纸关于 中 国人权

报道的 内容分析

——

以 《纽约 时报 》 和 《金融 时报 》 （ ２００２
？

２０ １ １ 年 ） 为 例

胡 鹏

【提 要 】 以 《纽约时报》 和 《金融 日报 》 关于 中 国人权新 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 ，
从实

证的角 度探讨西 方主流报纸对 中 国 人权的报道 ， 发现随着 中 国 综合国 力的提升和对世界影

响力的扩大 ， 西 方主流媒体对中 国人权报道的数量呈递增趋势 ， 在特定的议题设置和政治

框架下 ， 报道存在
一定的偏见 。

【关键词 】 西方主流报纸 新 闻报道 中 国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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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希望对西方主流报纸上的中 国人权新会的舆论领袖 ， 其国际新闻报道影响力居美国

闻报道情况进行分析 ， 了解其报道内容框架和报业之首 。
？

《金融时报 》 是世界著名 的国际性

方式框架 ， 辨析西方主流报纸对 中 国人权的报金融媒体 ， 在英国享有盛誉 。 因此 ， 本研究将

道立场和报道倾向性 ， 并就中 国人权及国家形这两家报纸作为研究对象 。

象海外建构的方式方法提出一些建议 。本研究使用的 电子报纸数据库是美 国 的

—研染１方夺
ＬＥＸ＆ＮＥＸＩＳ

， 选取的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 Ｗ九力 在：１ 日 至 ２０１ １ 年 １ ２ 月 ３ １ 日 ， 利用

“

关键词
”

（如

西方主流媒体对中 国人权情况的报道是这
“

中 国 人权
”

等等） 对两家报纸进行检索 。 关键

些国家民众了解中 国人权状况的重要来源 ， 在词的选取尽可能多地把涉及 中国人权新闻 的报

影响这些国家的公众舆论和政府对华政策 中扮道囊括在内 ， 并利用人工手段排除了检索结果

演角色 。

？ 媒体包括报纸 、 广播 、 电视 、 互联网中包含关键词但是与 中国人权新闻无关的内容 ，

等多种形式 。 到 目前为止 ， 从对公众舆论和政

府政策的影响程度 ， 以及报道的及时性和深人 ① 罗娟丽 、 刘长敏 ： 《美 国媒体眼 中的 中国人权问题一以

性来看 ， 报纸仍然是最为人们所看重的 。 在西 〈纽约时报 〉 和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为例 》 ， 《 内蒙古大学

方国家众多的报纸中 ，
美 国 的 《纽约时报 》 和＾Ａ

甘 ／／八挪 〇４ ■也 丰 辟 ／Ｖ 讲 丨 曰 秘麻 ｔＵ ｄｂ② 吕晓励 、 崔宇宁 ．

？ 《国外媒体是怎么建构中国形象的
一

３０

英国的 《金融时报 》 无疑分别是大西洋两岸非年来 〈泰晤士报 〉 和 〈纽约时报 〉 对中国民族问題报道的

常有影响的报纸 。 《纽约时报 》 被认为是美国社分析研究 》 ， 《 中国民族报 》 ２００９年 ４ 月 ２４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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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鹏 ： 西方主流报纸关于中国人权报道的内容分析


最后得出有效的分析样本 ， 包括 《纽约时报 》续表

７８篇报道 、 《金融时报 》 １ ６８篇报道 。ｒ ｜

交互判别

本项研究共设置了９ 个变量对所选样本进％？信度

行内容分析 ， 详见编码表 （表 １ ） 。 为了保证研Ｈ
̄

究的信度 ， 本研究采用交互判别信度测定法 。

＂

＾４

̄

从表 １ 的编码表看 ， 各个主类 目 的值均在 〇 ．８５ ６
＿

３ 媒体机构〇 ．  ９６４

以上 ， 而各个次类 目的值均在 ０． ９０ 以上 ， 处于６

一

４ 民间团体＾
̄

较好水平 。 因而可以将编码员的判别结果作为ａ
̄

内容分析的结果 。

６ ＿ ６ 国际组织０ ． ９５ ３

表 １ 编码表６
一

７ 个人０ ． ９２９

样本编号 ：编码员 ：日期 ：６
＿ ８ 匿名０ ． ９５４

｜

交２判别＂ 其它０ ． ９６３

类别选项户你



＾ｎ
事件主题 （多选题 ，



７一０ ． ８５２

ｘ
时间 （分别记 录年 、最多可选三项 ）



月 、 日 ）７
＿

１ 异见人士注明 ：０
．
９ ７９

１
＿

１ 年 （四位 ）７
＿

２ 新礓或西藏问题注明 ：０ ． ９５４

２ 版面类别７
＿

４ 中国法治注明 ：０ ． ９６ ７

——

１？版〇－＾Ｔ
￣

７ ５

中国外交中体现出来
注明 ：〇 ９８４

２ 海外版０ ． ９ ２５
的对人权的态度


３ 其它版０ ． ９ １６７
￣ ６其它


注 明 ：



０ ， ９２３

３ 长度 （区间统计 ）０ ．
８６８１ 以 中 国 人权



：



报 道 为 中 心〇 ． ９１ ９

１３ ００
字以下０ ． ９２９

ｍ



８中心内容内容
２３ ００

到
６００ 字０ ． ９１ ４


２ 涉及 中 国 人
３６０１

到
９００

字０ ． ９６１０ ． ９ ５４

—权内容
４多于 ９００字０ ． ９９４





９ １正面０ ．
９ ６２



４ ＳＳ
标題 ／内容向度①２中性０ ？

 ９４ ４



１麵表 ０ ？ ９ ５ ４
—

２ 没有图表０ ？ ９６３

１ 类型
＾

＂

° ＇
８６８二、 数据分析和讨论

１消息０ ． ９ ２９



￣

（

一

） 两家报纸对 中国人权报道的基本情况
 —

Ｔ＾Ｔ
￣

ｉ ？ 报纖量及变化
——

报道数量是显示媒体关注度的首要指标 。

４ 评论０ ． ９９４

从报道数量 （见图 １ ） 看 ， 《金融时报 》 对于中
５ 读者来信〇 ． ９２９

６ 摘要０． ９ ５４

 ① 新闻报道的内容向度可 以分为两个方面 ：

一

是指事件本身



７ 航〇 ？ ９ ６３的性质 ， 也就是说客观存在的事件本身有正面的 ， 负面的 ，

消息源 （多选题 ， 最或者是中性的 ；
二是指报道者对事件流露出来的态度 ， 即

６

多可选三项 ）
ａ ８５８报道者在报道新闻事实时所表现出来的

一

种倾向 ， 或者所




１持的立场和观点 ， 可以是肯定 （或正面 ） ， 否定 （或负面 ） ，

或者是不表态 （或中性 ） 即呈现中立的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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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５ 期

国人权新 闻 的报道数量在多数年份都多于 《纽《纽约时 报 》 的 相关报道 主要集 中 于 消息 ， 在

约时报 》 。 从数量变化看 ， 两家报纸不同年份的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年 出现
一

个报道的峰值 。 从 ２００５ 年

报道数量都呈现大起大落 的现象 ， 涉华人权报开始 ， 较大篇幅的报道取代 了消息 ， 成为 《纽约

道分别在 ２００ ５ 年 、 ２０ ０８ 年 、 ２０ １ ０ 年达到波峰 ， 时报 》 报道中国人权新闻的主要类型 。 《金融时

具体表现在报道数量 的增加 、 报道篇幅的增长 、 报 》 ２００２？２０ １ １ 年在报道中国人权新闻的类型上

版面配 图 的增加 以 及媒体报道类型 的变化等 。 则没有明 显 的变化 ， 始终使用篇 幅短小 的消息

２〇〇 ５ 年中美关系一度因人民 币 是否升值和 《 中类型 。

国军力报告 》 出 台等事件而 陷入复杂状态 。 这表 ２ 新 闻类型分布

一段时间西方媒体在 中 国人权问题上做了大量

报道 。 綱
？

２＿ 年间拉萨
“

３
．

１ ４
”

事件 、 新ｊ ｊ
疆

“

７ 
？
５

”

事件以及 ２〇 １ 〇 年诺贝 尔和平奖事件Ｉ： 靈 ＩＳ 来信 糞 ｉ： 墨 Ｓ 丨仑 來信

的闹剧 ， 也使得 ２０ ０８ 年 、 ２０ １ ０年成为西方媒体
＂＂＂

ｒ

对 中国人权报道呈现井 喷状态＿年 。 从数量 ‘ 丁丁
变化趋势看 ， 从 ２００ ２ 到 ２０ １ １ 年 ， 两家报纸总体



上看对中 国人权状况的报道数量呈递增的趋势 。

因此 ， 可以说随着 中 国综合 国力的迅速提升和在＿＿＿Ｌ

世界范围 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 关于中 国人权的报＿＿Ｌ

道在英美主流报纸中的显示度有大幅度提升 。

＿＿Ｌ

图 １《纽约时报 》 和 《金融时报 》 对２００８７

＿ ＿＾＿ ＿？＿ ＿？＿＿］＿＿Ｉ＿＿１！＿ ＿？＿＿

°

＿＿？＿＿Ｌ

中 国人权状况报道 的数量变化＿＿

４ 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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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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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６

＿＿

０

＿＿

１

＿＿

４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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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００２ 

？
２ ０ １ １

）２ ０ １０５ １２３ ７ １ ７２７６ １ ７０

２ ０ １ １ ２ ６ １ ０ ０ ０１ ２６ ０ ３０

４ ０八Ｉ １Ｉ１ Ｉ１ ＩＩ１ ． －丄 ．

Ｉ／＼表 ３ 不 同新 闻类型的 比重

２ 〇二＝消息 报道 专题 评论 ： 摘 要

１ ５

１０／／金融

：

时报
６ ６ ． ７〇％Ｕ ． ９ 〇％Ｌ２〇％１ ７ ． ９ 〇％２ ． ４〇％〇． 〇〇％

２０ ０ ２２ ００３ ２００４２ ００ ５２００６２ ００７ ２０ ０８２ ００ ９ ２０ １０２ ０１ １

 Ｊ船勺＂

２ １ ． ８ ０％５ １ ． ３０％６ ． ４０％３ ． ８０％２ ． ６ ０％１４
．

１０％

２ ？ 报道类型和篇幅时报

新闻类 型是体现新 闻 显亦度 的 重要 表征 。合计 ５ ２ ．４ ０％２４ ．４ ０％２ ．
８０％１ ３ ．４ ０％２ ．４０％４ ．

 ５０％

比较两家报纸报道使用的新闻类型 （见表 ２ 、 表


３ ） ， 发现 《金融时报 》 更倾向 于使用消息 ， 共总体来看 ， 两报变化趋势呈现出 不 同 的特

１ ０８ 篇 ， 占总数的 ６ ６ ．
７％ ， 而 《纽约 时报 》 更征 。 《纽约时报 》 随着对于中 国人权新 闻报道的

倾向于使用 报道 ， 共 ５ １ 篇 ， 占总数 的 ５ １ ． ３％ 。深入而采用大篇 幅的新 闻类型 ， 而 《金融时报 》

由于通讯报道和专题比
一

般的 消息要更 深人 ， 则持续使用短小篇幅的消息进行报道 。 《纽约时

篇幅也更长 ， 因此可以 认为 ， 关于 中 国人权新报 》 媒体关注度呈现了 从少到 多 、 从简单到深

闻 的报道在 《纽约时报 》 上比 《金融时报 》 显示人的一个逐渐递进 的趋势 ， 而 《金 融时报 》 在

度更高 。 从新闻类型变化 的趋势看 ， 《纽约时报 》对中国人权新 闻 上保持 了 持续稳定的关注度 ，

在报道类型上有 明 显地变 化 。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 年 ， 但报道停留在信息传达层面 ， 没有进

一步深人。

１ ４２



胡 鹏 ： 西方主流报纸关于中 国人权报道的内容分析


对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 可能与两个报纸的从报道涉及主题内容 （见表 ５ ） 来看 ， 两报

类别不同 、 英美两国对于 中 国人权问题关注度对于新疆或西藏 问题的讨论最多 。 涉及
“

新疆

的差异有关系 。或西藏问题
”

主题的报道 ， 《金融时报 》 共有

（
二

）
人权议题的表达与呈现１ ０７ 篇 ， 《纽约时报 》 共有 ６２ 篇 ； 涉及

“

异见人

在 国际媒体中 ， 新闻框架通常体现在新闻士
”

主题的报道 ， 《金融时报 》 共有 ２１ 篇 ， 《纽

文本 的 内容里 ， 即体现在议题 、 结构 和叙述约时报 》 共有 ２ ５ 篇 。

中 。 研究发现 ， 关于中 国人权新 闻 的报道主要（
三

）
内容向度

登载于两家报纸的政治版面 ， 报道主题中多涉从两家报纸整体来看关于中 国人权新 闻 的

及中 国 异见人士 、 新疆或西藏 、 中 国法治等报道的倾向均以 负面为主 。 正面倾向 的报道共

话题 。有 １ ５ 篇 ， 占总数的 ６ ． １ ％
； 负面倾向报道共有

表 ４ 报道的版面分布篇 ， 占总数的 ６ ９． １％ ； 中性倾向的报道共


ｒ
—

ｒ

—

ｒ
—￣￣

｜有 ６ １ 篇 ， 占总数的 ２ ４ ．Ｓ％ 。 通过交互分析发



ｍｍ．

＾５版
＿现 ， 《纽约时报 》 和 《金融时报 》 在报道倾向 的

金融时报６４ ． ３ ０％３３ ． ７ ０％２％总体特点上无明显差异 。 如表 ６ 所示 ，
《金融时

纽约时报７ １． ９０％０ ． ００％２ ８ ． １ ０％报 》 的 中性报道所 占比例更大
一些 ， 占该报总

合计６６ ． ７ ０％２ ３ ． ２０％１ ０ ． １０ ％数的 ３９ ＿７％ 。 而 《纽约时报 》 中性报道 占该报

总数的 １ ７ ．９％ ， 负面报道 占 ７８％ 。 两报之间产

从版面分布 （如表 ４ ） 来看 ， 两报的报道均生的差异可能主要源于报纸的定位不同 。

主要刊载在政治版上 。 具体而言 ， 《纽约时报 》表 ６ 两报报道内容倾向分布比例

刊载在 政
、

冶 版 的 报 ｉｔ 共 ５６ 篇 ， 占 总数 的报道倾向纽约时报 金融时报

７１ ． ９％ ， 其他则主要刊载在
“

海外新闻
”

版 。






《金融时报 》 刊载在政治版的报道共 １ ０８ 篇 ， 占——————

总数的 ６４ ．３ ％ ， 刊载在海外版面的共有 ５７ 篇 ，负面


７８ ． ００％５ ０－ ００％

占总数的 ３３ ． ７％ ； 刊载于其他版面则 占总数的中性


１７ ． ９ ０％３ ９．  ７０％

２％ 。 由此可以判断 ， 在两报的报道框架中关于
＿

合计Ｉ１ ００ ． ００ ％ Ｉ１ ００ ． ００％Ｉ

中国人权新闻 的报道主要是在政治议题框架下

进行探讨的 ， 除此以外 ， 部分报道被放置在世通过进
一步交互分析 （见表 ７ ） 发现 ， 两

界新闻和政治信息 的框架下探讨 ， 从侧面反映报在对于不同主题进行报道时在倾向上存在差

了 中国人权新闻所涉及的话题和国 际解读不仅异 。 与 《金融时报 》 相 比
， 《纽约 时报 》 在很

限于政治领域 ， 也与 国际政治 、 国际局势等方多主题中 的负面报道数量多于 中 性报 道 。 在

面的问题紧密相关。
“

新疆或西藏 问题
”

中 ， 负面倾向报道共有 ９０

表 ５ 报道涉及主题数置分布篇 ’ 中性倾 报Ｍ有 １ ２ 篇 ’能与ｕ ｓ ｓｆｃ

 

ｒ
—

１



Ｉ府对 中国西藏和新疆 民族问题的
“

人权干涉
”

＾倾向有关 。 值得注意的是 ，

“

中 国外交中体现

人士 西藏问题 法治 来的对人 （其他 ）

出来的对人权的心ＭＳ存在于负面倾向 的Ｉ

权的态度道中 ， 《纽约时报 》 中共有 １ ９ 篇负面倾向报道
—

提及 ，
远多 于中性倾向报道 。 对 《金融时报 》

—－—－—

－

——－—

－ 的标题／内容向度和文章类型进行相关性分析 ，

－＾－－—－＾ 可以发现 ，
《金融时报 》 关于中 国人权 的新 闻

合计４６１ ６ ９３３５ ２１ ３２４３ ２

与评论 比较 中 性 ，
而报 道呈现 出

一定 的 负

面性 。

１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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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两报关于不 同主题报道内容倾 向分布量较少 ， 负面倾向报道偏多 ， 在特定主题下的

｜纽约时报金融时报报道则负面倾向明显 。

正面 负面 中性 正面 负面 中性很显然 ， 构建良好的 中 国人权形象和营造

异见人士１１ ７３２１１１ ２良好的舆论氛 围 ， 对于提升 中 国 的 国 际形象 ，

新礓或西藏问题 ５９０１２６３ ２２４推动 中国的和平崛起非常重要 。 从新闻传播的
＾

０ ＾ ４ ０ ＾ 视角 ， 我们既要重视西方主流媒体涉华人权报

中国外交中体现出道 ， 又要采取多种措施来改善甚至扭转西方主

来的对人权的态度
〇

＿＿ ＿＿Ｊ＿＿

？

＿＿＾流媒体负面报道偏多 的状况 。

一

方面 ， 要与更

其他４４ ７２ ６５２８２ ２多的具有国际影响力 、 在对华态度上呈 中立或

正面的媒体加强合作 ， 为它们搭建
一个信息平

＼台 ， 让对方更多地了解中 国人权发展现状和 国
三、 结论情 。 面对一些国际媒体对中 国人权问题的质询 ，

综上分析 ， 随着中 国综合国力鱗强 ， Ｗ

《金融时报》 和 《纽约时报 》 为代表晒方主流
况更多地通过国际媒体 ’ 特别是有影＿媒体

报纸对中 国 的人权状况越来越关注 ， 报道数量
“

走出 去 另一方面 ’ 要 特别是＃

和篇幅都Ｍ增长态势 ， 料人観道在■
外麵报動

＇

丽齡与全騎瞧体的竞争 ’

年 、 ２ ００８ 年 ＇２０ １０ 年在数量上达到敲 。 《金
在有国际媒体参与的有关中 国人权新闻报道 中

融时报 》 作为财经类专业报纸 ， 其对中 国人权
保证中国媒体的报道速度和报道质量 ’ 第—时

新晒报道的数量通常高于 《纽约时报 》
， 但Ｕ

短的消息 和评论为主 ， 字数篇幅 也变化不大 。

《纽约时报》 的报道类型由短消息逐渐变化为报，＿、

道的形式 ， 字数增加 ， 报獅度增加 ， 而且

图也有所增加 ， 这些都充分反映了该报有关中

国人权新闻显示度的增强 。 从两家报纸的关于４＆

中国人权新闻 内容向 度看 ， 正面倾向报道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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