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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中拉关系中的中国形象分析及

应对策略

侯慧艳 李 守石

【提 要 】 虽 然 中拉关 系 日 益升温 ， 但拉美仍是 中 国 最陌 生 的一块大陆 。 调查表明 ， 中

拉关 系 正处在一种复杂 的 矛盾状 态 中 ， 在宏观上整体 向好的 同 时 ， 微观上还存在 着许 多 复

杂 的情况和难解的 问题 。 因 此 ， 在 目 前的 中拉关 系 中 ， 应 当 仔细研究 中 国 形 象的 一切影 响

因 素 ， 把不 断提升 中拉关 系 中 的 中 国 形 象作为 一项长期 而艰 巨 的任务 。

【关键词 】 拉美 中 国 中拉关 系 中 国 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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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态度产生的立场截然相反 ， 却是基于 同样
―

、 问题缘起与文献回顾－个事实 ： 即 中拉关系 的现状 。 那么 以上两种

当我们用
“

中 国外交 的新天地
”

来形飾
态度的认 是否客观 ？ 真实 的 中拉关系 ＠

时期里中酿訂類麟交事业发励雜 ，

＊

也同时意味雜了翻是 目 前世界上与 中酿
’

距离上 、 侧上和认細解上鑛远的－块大
需要減 审舰舰分析来给＾论

：

因此 ’

陆之－ 。 近几十年来 ， 中拉关系 日 益热络 ， 相
我们必须对 中 国在

竺
美的形象展 ７＾行基于客

互之间在经济 、 政治上 的重要性 日 益提升 ， 肖
观事实的研究 ， 勾 画 出拉美人 民心 目 中确切 的

此同时在认识中拉关系上也 出现了值雛意 的
巾
＾
形象 ， 在此基础上来调整我们 的对拉政策

两种不同的态度 ：

－方面是在 国 内 ， 认为 中 国

与拉美 国家翻 作为第三世界 的发展 巾酿 ，
’

在重大利益 、 要求和发展取向上誠 出 同质性 ，

目
‘ ‘

巾 巾 的 中 国

即使存在一些差异 ， 也可 以 忽 略不计 ， 因此 ，

形象
”

问题相关的文献主要在 以下几个方面展

中拉关系亲密无间 ， 甚至牢不可破 ； 另 一方面
开研究 ： 首先 ’ 有关 中 国

“

国家
一

形象
”

方面的

是在国外 ， ■提从－些城魏Ｋ雜綱
職 ， 虽航摘分減麵际絲 学领域 ，

益关系 的醜難度看来 ， 顿 与據之间 日
舰細麵Ｍ于从传鮮、 文学 、 文化学的

益密切的关系似乎正在威胁着它们 的利益 ， 不 触展开探讨 ’ 如孙祥飞的 《

“

中 国梦
”

的本土

管这种威胁是 出于有意还是无意 ， 有關家正
娜与异域想象—以 中 国形象的跨文化建构

跃跃欲试地准备着对 中 国进行
“

反击
”

。 虽然这
１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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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视角 》
？ 是从文化学的视角开展研究 ， 吴秀明调查 内容主要 围绕 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 （ １ ） 中

等的 《论全球化语境下
“

中 国形象
”

的塑造与国在拉美社会的影响力调查 ； （ ２ ） 中 国在拉美

传播 》
② 是从文学角 度展开讨论 ； 张 国 良等 的社会影响的积极性调查 ；

（ ３ ） 拉美社会各界对

《 中 国与世界 的精彩对话 ： 传播与社会转型 》
？中 国形象的认知程度调查 。

是从传播学角度切人探讨国家形象问题 。 其次 ，针对调查 内容 ， 本研究主要采取 了对 比和

有关
“

海外 中 国形象
”

的研究近两年 日 益增多 ，
动考观测的方法进行问题追踪 。

一方面 ， 通过

但主要的研究都集 中在西方发达 国家 ， 对于其 对蕃个国家与 中 国在拉美影响力 的对 比 中找 出

他国家和地区 的研究较少且不够深人 ， 如冯帆 中 国影响力 的位置和水平 ； 通过对拉美不 同 国

的 《和平的狮子抑或崛起的威胁——英 国主流家对于中 国形象的不 同感知情况来对 比 出 中 国

媒体对华报道映射下各阶层 民众的 中 国映象 》 ；

④ 在拉美不同 国家中 的不同表现 ； 通过不 同行业 、

赵倩的 《 〈时代 〉 周刊封面上的中 国形象解读 》
⑤ 不同领域中 的 中 国形象

＾
调查对 比 出 中 国在不

等 。 再次 ， ２ ０ １ ４ 年以后 ， 随着 中拉关系 的升温 ，

同行业 、 不 同领域 中展示形象的不 同程度和水

有关中拉关細職成为麵关鮮職祕￥ 。 另－細 ， 酣动态删 的摊针对不 同

点 ， 但研究 的方向 多集 中于讨论 中拉关系发展 时段的问题 ’ 如过去 ５ 年内
」
未来 ５ 年等来探究

的前景 ， 对于 中拉关系动态 中 的 中 国形象缺Ｓ
拉美社会对于 中 国形象■ 的程度 以及其对于

充分客观理性的分析 。 此外还有－些有关醜
未来中 国＿ 的期待 。 本次调查 以

“

在拉美逐

形象问题的调查研究也取得－定 的研究成果 ，

比如郭芳等 的 《 六大洲 受访 国认可 中 国 正 能

量 》 ，

？ 张汝飞等的 《定量探讨国家形象 的影响
Ｍ ’

因素——基于发达 国家 （地区 ） 和发展 中 国家

（地区 ） 的对比分析 》 ，

⑦ 中 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

究中心课题组 的 《 中 国 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① 孙祥飞 ： 《

“

中 国梦
”

的本土阐释与异域想象 以 中 国形
九ＴＬＷ Ｈ Ｈ 豕 ７１＞豕王项洞 口

象的跨文化建构为视角 》 ， 《删 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２０ １ ４ 》

⑧ 等 ， 但并没有将拉美社会作为一个类别版 ） 》 ２ 〇 １ ５ 年第 ｉ 期 。

整体来专 门研究其 中 的 中 国形象问题 。 鉴于现② 吴秀明 、 方爱武 ： 《论全球化语境下
“

中国形象
”

的塑造与

有晒究成果 ， 本文将
“

中拉关系 中 的 中 国形＝
》 ，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 讓 年第 ６

象
”

问题置于 国 际关系 和传播学 的交叉领域 ， ③ 細 良 、 吴佳玲 ： 《 中 国与世界的精彩对话 ： 传播与社会转

在实证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展开研究 ， 对客观事型 》 ， 《江淮论坛 》 ２〇 １ ５ 年第 １ 期 。

編沾 商始 ：ａｔｅ ａｎ朴 丨

、

丨 邯 狙 山 ｉ
、

ｌ
坤 ④ 冯帆 ： 《和平的狮子抑或崛起的威胁 英 国主流媒体对华

物的原貌进打理性地分析 ’ 以 期 得 出 科学 的报織射下各阶层民众的中 国映象 》 ， 《删前哨 》 ２〇 １ ５ 年

结论 。 第 ２ 期 。

⑤ 赵倩 ： 《 〈时代 〉 周刊封面上的 中 国形象解读 》 ， 《西北大学

二 、 研穷方法与研究假设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２ 期 。

⑥ 郭芳 、 邢晓婧 ： 《六大洲受访国认可中国正能量 》 ， 《决策与

２ ０ １ ３ 年 ６ 月 ， 上海交通大学全球 民意研究信息 》 ２〇 ｉ Ｓ 年第 １ 期 。

山 、 山 、 丨 Ｌ 丨 ？
⑦ 张汝飞 、 赵彦云 ： 《定量探讨国家形象的影响因素一基于

中也、发布了 亚洲和拉丁美洲 中 国 国家形象 民发达国家 （地 区 ） 和发展 中 国 家 （地 区 ） 的 对 比分析 》 ，

意调查报告
”

。 调查采用 国 际先进的科学实证调 《 当代经济管理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２ 期 ？

查方法 ， 由 国 际 民意调查权威机构进行严格地 ⑧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课题组 ： 《 中 国 国家形象全球

始扣 从样 士 々 阳 立 ｉ Ｍ 進
、

田太全性调査报告 ２０ １？ ， 《对外传播 》 ２ ０ １ ５ 年第 ３ 期 。

随机抽样 ， 在各 国 开展人户 问卷调查 。 拉美样
？ 《 国家形象 民意调査报告发布 ： 拉美

“

青睐
， ，

中国模式 》 ，

本总量３ ８ ５ ７ １份 ， 平均样本达１ ６ ００多份 。

？
本 ２０ １ ３ 年 ６ 月１ １日 ， ｈｔ ｔｐ ：／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

 ｊ
ｆｄａｉ ｌｙ ． ｃｏｍ／ ｘｗｗｂ／

研究借助上海交通大学全球民意研究 中心和 国ｈ ｔｍｌ ／２ 〇 ｌ ３ 〇 ６ ／ ｌ ｌ ／ Ｃ〇ｎｔｅｍ ｌ 〇４ 〇 ６ ３ ９ ． ｈｔｍ ’２〇 １ ３ 年 ６ 月 １ １

『私上
日 ； 《上海交通大学调查显示拉美民众喜欢 中 国多于美国 》 ，

际子术机构关于拉美的头证调研数据 ， 对拉美 ２０ １ ３ 年 ６ 月 １ ４ 日 ，
ｈ ｔ ｔｐ ：／／ ｓｈ ． ｅａｓ ｔｄａｙ ． ｃｏｍ／ｍ／ ２Ｇ １ ３ ０ ６ １ ４／

２４ 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形象开展民意实证调查 。 ｕ ｌ ａ７ ４ ５ ４ ２ ５ ５ ． ｈ ｔｍｌ ， 伽 １ ３ 年 ６ 月 １ ４ 曰 ６

１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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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拉关 系 中 的 中 国 形象基本正面 ， 但
— ＇ 存在矛盾

本次调查通过关于
“

中 国 与拉美 国 家发Ｓ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 ，

“

国家形象
’ ’

兼具有

关系和影响
， ，

針－大问题 ， 考察 巾圆 家形
龍性和主＿ ’ 是十分复杂的 。

—方面 ， 国

象在拉美 的被认知 和 中拉关系 的实际状态 。 根
娜象

”

？

根本上是基于一 国 客观存在 的 民族特

据对数据醜理分析发现 ， 巾 Ｓ 在拉難影 响
点 、 陋 彳了为誠轉 实所产生 的 ， 具有 客观

力 （ ２ ５ ． １ ％ ） 低于美 国影响力 （ ５ ０ ． ３ ％ ） ， 但肖
性 ， 但是另一方面 ，

？ ‘

国家形象
”

、

归根醜是客

美民意认 为 中 ＠ 在據具有丽 影輔 比 ＿
卿物在人脑 巾陳映 ，

＿

其形成与人们对某 国

（ ７ ０ ． ６ ％ ） 高于美 国 （ ６ ３ ． ９％ ） 。 有 近 ２ ０％ 的拉＿不 同 层次认识 、 不 同 角 度 的 判 断 和评价＃

美民众选择 中 国作为他们发展 的模式 ， 这－３挪因素密不可分 。 因 此 ， 要透彻 了 解一 国 的

择虽然低于美 国 ， 但却高于 日 本 、 巴 西和 委
国家■ ’ 必 彡页坚持辩证 的方法 ’ 全面地看 问

瑞拉 位列第二 以
’一 。

 群体的主观因素和国家间的互动状态更为重要 。

ｋ

ｍ ｉ
， 从本次调細结果来看 ， 认为 中 国最有影

？ Ｐ
－

Ｔ＾


响力 的拉美 民众 中 ，
７０ ．６ ％ 对 中 国影响 力评价

＝ 二仏正面 ； 认 为 美 国 最 有 影 响 力 的 拉美 民 众 中 ，

２０ ＊
＾

＼ －

ｑ

：＝
￣￣

＾
—

６ ３ ． ９ ％对美 国 影 响 力评价正面 ， 说明拉美 民众
＇

５

°

二ｍｔｎ——ｒ

＾
ｉ ， ，

—对 中 国在拉美地 区影响力 正面评价率高于美 国

。 ４』 － ．－

ｉｓ？ ＬＩ
－￡５ｒ （ ６ ． ７ ％ ） 。 但是 ， 从 另 一组 数 据 中 ， 我 们 又 看

在 １ ０ ０ 到 １ ００ 的评分体系 中 ， 拉美民众认
到 ， 超

３

－半拉 众 （ ５ ６ － ６ ％ 〕 就 中

为过去五年 巾酌賊关 ＃、 日 趋《 ， 霞 高
企倾據 各酬经济 贝＿颜评价 ， 也就

，

Ｍ ａ ａ
ｉ
意味着 ， 同 时还有接近一半 的拉美 民众对于 中

＿企业对拉美经济所做 的贡献并不看好 。 这些
＠ ２ 数据大体上反映 出 了拉美社会心 目 中 中 国形象

ｗ
所处的矛盾状态 ， 而这种矛盾状态又常常被人

、

ｉ ２ Ｓ，４ 们所忽视 。

：

■ ． ＂ ■ １ ■ ■ … ．

供罗斯

． ． ．

伊朗

一目前中拉之 丨司 的 交
＇

流与合作主要集 中在经

４０？
＊

－

２＾


＾



－

３ ９ ０ ８贸方面 ， 面对大量增 长 的经贸 活动 ， 中 拉双方

５ ６ ．７％ 的拉美 民众认为 中 国 与 当地在劳 资 从拉美进 口 品 种 比较单一 的 资源性初 级产 品 ，

关系方面存在 问题 ， ５ ７ ．５ ％ 的拉美 民众认为 中同时 向拉美 国家 出 口 类别丰 富 的制成 品 。 中方

国 对 拉 美 当 地 风 俗 文 化 的 理 解 存 在 问 题 ， 更多地认为这种经贸是互补性 的 ， 但是拉美社
６ ０ ．６ ％的拉美 民众认为 中 国 缺 少对 当 地政治 、 会的看法有时会大相径庭 。

一方面 ， 虽然 中 国

法律 、 社会价值和规范 的 知识 ， ５ ８ ． ０％ 的拉美对初级产 品 的进 口 使拉美 国家在短期 内 获得 了

民众认为 中 国 缺少与 当 地媒体和居 民 的 沟通 。
一些发展所需要 的资金 ， 但从长远来看 ， 这种

根据这些调查数据所显示 的结果 ， 我们大致可大量的初级产 品 的单 向 贸易很容易使拉美各 国

以对拉美社会心 目 中 的 中 国形象作 出 这样 的概产生对初级产 品 贸易 的依赖性 ， 甚至使其经济

括 ： 正面为 主 ， 可 以信任 ， 稳 步发展 ， 存在矛结构呈畸形发展 ， 最终被 固定在 国 际产业链 的

盾 ， 有待提升 。 最末端 ， 彻底丧失 国 际竞争力 。 另 一方面 ， 大

多数拉美 国 家与 中 国 有着 相 似 的 现代化要求 。

在发展过程 中 ， 领先一步 、 略 占优势 的 中 国 制
１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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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 的 出 口 对其造成 了 巨大 的压力 ， 压制 了 其其次 ， 政治互信 的程度不 同 ， 影 响着 中 国

民族工业的发展空间 ， 甚至是生存空间 。 此外 ， 在拉美各 国 的形象 。 调查显示 ， 在
“

美洲玻利

中 国在吸 引 外资 、 产业技术升级和 国 际合作方瓦尔联盟
”

国家中 ， 中 国与美 国影 响力较接近 ，

面较之拉美更有竞争力 ， 无形 当 中产生 了 与拉在非
“

美洲玻利 瓦尔联盟
”

国家 中则差距显著 。

美社会之 间 的利益分歧 。 这些 问题都影 响 了拉这说明各 国政府 的政治意识形态和 与美 国关系

美社会的 中 国 形象 。 正 因 为 如此 ， 近年来 中 拉的远近 ， 也是影响 中 国形象的重要因素 。

关系 中贸易摩擦不断 ， 不愉快的事件屡有发生 。

图 ３ 中 美两 国对拉美 民众影响 力对 比

在这种情况下 ， 不但使西方仇华势力在拉美散□難 ａ 中 国］

布的
“

中 国威胁论
”

颇有一定 的市场 ， 而且还 ｜
＿０％

＾

Ｚ

 ５ ３ ． ２０％
－＝

ｊ

使许多人认 为 中 国试 图 在拉美 搞
“

新殖 民 主 ５＿％

４０ ． ００％

义
”

。 拉美新兴经济体对于 中 国 的矛盾心态从调 ３ ０ ． ００％

查中可见一斑 ， 比如 阿根廷 、 墨西哥和厄瓜多＝
小等与 屮 国 经贝 往来取为频 繁 的几个 国家 ’ 在議％

類翻瓦尔联盟国家
’ ’

非
‘ ‘

美洲玻瓶尔联盟国家
”

“

中 国企业对该国经济贡献正面评价率
”

这个问


＝


题上反而紐耐价報難 。 碰縣必须ｆｔ后 ， 拉熱 Ｓ 与 巾酿往賊 切程度不

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 同 ， 也影响着各 国对于 中 国 的认知程度 。 面对

（
二

） 拉美社会紐Ｍ ， 制华轉参差 共产錄韻 巾华人 民共細 ， 拉美各 国在外

＾ 交上并不是一个整体 ， 有 的 国家特别是一些左

釘麵Ｍ社最瓶域共性醜 ￡之＿麟经祕钟酸往＿ ’ 高层互访频

一

， 中 国人也一直把拉美 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 ，

繁 ’ 并建立起各种 亲 密合作 的 战 略伙伴关 系 ；

但也不得不意识到 ， 拉美也是－針分复杂 的＿ 国家处在 中 间状态 ’ 对华关系 处＿＿

大陆 。 在这块大陆上有着 ３ ３ 个酿 ， 各个 国《 期 ’ 不冷也不热 ； 有 的 国家政局动荡 ’ 政变频

的经济发展水平 、 政治意识形态 、 社会継设 繁 ， 雜稳定发顧华Ｈ 个别醜未 与 中

计麵际政治角 色都很不 同 ， 这些不 同 引 起 ；＆
目大陆建交 ， 甚至还与 台湾当局保持着

“

外交
’ ’

些 国家与 中 国关系 的差异 ， 也使得 中 国在这些
关系 。 此种情况下 ， 简单地用

“

热络期
”

来描

国家中 的形象大不相同 。
＞

首先 ， 由 于资 源环境条件和经济发展水￥是—致的 ’大

不同 ， 拉美各 ＠ 在对华交往 中 的态度不 同 。 有中拉关钟亟待展开对称 ＇ 双 向 的 文

学者认为在经贸合作 的过程 中 ， 中 国
一直面对化＆＆

的是两个不同的賊 ：

“
－个是 出 口农产品 、 ｓ

材料和 能源矿产 的 国 家 （ 比 如 阿根廷 、 巴 西 、

ｒ解和认可的基础之上 ， 形成
“

对称双 向交流
”

智利 、 秘鲁 、 委 内 瑞拉 、 翻维亚和祖多尔
传臟式 。 在 巾拉文化交流上

丨

細 多致力 于

等 ） 。 中 国 同这些 国家的 贸易具有一定 的互补
向 对方推介 自 己 的文化 ， 却忽视或轻视了 引 进

性 。 另－个是麵 哥神麵醜 ， 巾麵这
对方的文化 。

２ Ｑ （） ８ 年 中酣会科学麟托拉丁

些国細产 品 没有互补性 ， 而是竞争关系 ， 这
美洲研究所做 了 题为

“

中 国
士
心 目 中 的拉 丁美

麵家实社是 巾拉经 贸合細输家 。

”０ 前者
’

洲
”

国隨情難 ’ 结果显 ７＾ ’ 大部分中 国
＋

由 于在与 中 国 的合作 中至少获得 了一些暂时性
对于拉丁美洲知之甚少 ，

“

不甚了解 ， 没有关注

的客观利益 ， 所以有可能暂时克制矛盾公态 中
＇

“

仅＠于Ａ个球
“

对＠

不利于发展对华关系 的一面 ， 但后者 中 的 国家

由于竞争 的失败和利益 的丧失 ， 也许很难抑 制① 郭存海 ： 《 中 国重新发ａ新大陆 》 ， 《 文化纵横 》 ２ ０ １ ０ 年第 ３

对中 国 的不满 。 期 。

１ ３ ３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２ ０ １ ５ 年第 ６ 期

美的了解只 比对南极洲 的 了解多一点
”

等 回答 （ ３４ ７ ３ 国 际元 ） ， 更远远超过 日 本 （ １ ３ ８ ５ 国 际

占大多数 ， 这让人感到 十分遗憾 。 谈到拉美 的元 ） 。 此时的阿根廷 ， 被列人
‘

发达国家
’

的行

困难 ， 大部分人 （ ５ ５ ． １ ０％ ） 认为是 由 于信息来列 。

”③ 可见 ， 在拉美发展 的路上 ， 不仅仅有我

源太少而造成的 。

① 单向 的文化传播 ， 要么强势们所熟知 的
“

拉美陷阱
”

可 引 以为戒 ， 还有更

而致人抗拒 ， 要么弱势而使人反感 ， 都是低效多宝贵的无形资源等待我们去 了解和学 习 ， 这

甚至是无效 的 ， 有时还可能起反作用 。 于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正在探索 中 的发展 中 国 家来说 ，

而言 ， 想要获得推介 的成功 ， 首先应引进对方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

的文化 。 当拉美社会看到我们 的文化 的 时候 ， （ 四 ） 美国 因素是 中拉关 系 中 中 国形象发展

感觉得到这里也有对他们 的认知 ， 当他们来到绕不开的
“

双刃剑
”

中 国社会 的 时候 ， 感到这里对他们并不 陌生 ，中 国和拉美发展关系有一个绕不开的角色 ，

他们才会感到亲切和信任 ， 而不致于反感和抗就是美国 。 有 的人认为 ， 目 前 中拉关系如火如

拒 ， 才能更加接受和认同 中 国 。荼 ， 很快要取代美拉关系 ； 还有 的人认为 ， 在

文化交流的 内容广泛 ， 不仅包括历史故事 、 与拉美的关系 中 ， 中 国开始强势地进军 ， 而美

民族传统等人文精神 的 内容 ， 还包括 国家发展国逐渐被边缘化了 。 美 国学者埃文 ？ 埃利斯指

模式上的相互学习和发展经验教训 的相互借鉴 。
出 ：

“

华盛顿是否知道 ， 北京 已把旗帜深深地插

在这方面 ，

一直以来我们总是把拉美视为一个 在拉美的土地上 ？

”④ “

在 （墨西哥这个 ） 离美国

可怜的失败者 ， 而把 自 己看作一个初获成就 的最近的 国家 ， 中 国 占据 了不少地盘。

”⑤
中拉关

成功者 ， 这种心态不但拉大了 双方之间 的心理系中的乐观主义者和美拉关系中 的悲观主义者殊

距离 ， 也是很不科学的 。 事实上 ， 拉美各 国一 途同归 ， 大都认同这种观点 。 但事实又如何呢 ？

直在努力地追赶着现代化的 目标 ， 探索一直没本次调查显示 ， 拉美社会的 中 国形象虽 已

有停止 。 自 １ ９ 世纪 ７ ０ 年代以来 ，

“

该地区先后疾速上升到第二位 ， 但第一位的美 国仍然是遥

经历了古典 自 由 主义 、 发展主义和新 自 由 主义遥领先 。 地理位置上 的相近 、 社会制度上的 同

三种现代化战略 ， 初级产 品 出 口 、 进 口 替代工 质和强大美 国在拉美的现实地位等美拉之间 的

业化和新型 出 口 导 向三种经济发展模式 ， 以及天然联系 ， 使 中 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 内无意

寡头威权主义 、 民众威权主义 、 官僚威权主义 、
也不可能会在拉美与美国展开什么政治战略上

现代代议制 民主等政治模式的演变 。 可 以毫不 的争夺 。 但是 ， 随着 中拉关系 的逐渐扩展和深

夸张地说 ， 拉美是现代化的
‘

实验室
，

。

”② 可 以入 ， 旁边的美 国也必然会越来越不安静 。 可 以

说 ， 在拉美发展 的道路上 ， 成功 的经验和失败 说 ， 在中拉关系 中 的美 国 因 素是一把双刃 剑 ，

的教训 ， 都是十分宝贵 的无形资源 。 同 时 ， 拉 处理好 了便有利于 中拉关系两个大局 的发展 ，

美各个国家在面对现代化过程 中 的难题的时候 利好中 国在拉美的形象塑造 ， 处理不好则会阻碍

进行了充分地探索 ， 其解决方案也各具特色 。



比如
“

阿根廷 ， 由 于能够抓住机遇 ， 采取 了 吸① 参见郑秉文 、 刘维广 ： 《 中 国人心 目 中的拉丁美洲 中 国

引外资和外来移 民 的政策 ， 促进 当地畜牧业和
２ ０ ０８ 年第 ５ 期 ，

早期工业发展 ， 在 １ ８ ７０
？ｍ ３ 年间 ， ＧＤＰ 的增 ② 韩琦 ： 《 中拉关系与重视拉美

“

无形资源
， ，

的开发 》 ， 《拉丁

长率达到 ６ ．０２％ ， 不仅是拉美国家中的佼佼者 ，美洲研究 》 ２〇 １ １ 年第 １ 期 。

甚至高于 同期英 国 （ １ ． ９ ０％ ） 、 美 国 （ ３ ． ９４％ ）③ 韩倚 ： 《 中拉关系与重视拉美
“

无形资源
”

的开发 》 ， 《拉丁

聿洲研弈 〉〉 ２ ０ １ １ 年第 １ 期

和 曰本 （ ２ ． ４４％ ） ， 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 ④Ｒ Ｅ；ｖａｎ Ｅ ； ｌ ｌＵ ，

“

ｅｈ ｉｎａ
，

ｓＭｅｗ Ｂａ ｃｋｅｄ
， ，

， ｉｎ ＰＯＴｅ ｉｇｎ Ｐｏ ｌ ｉ ｃｙ ，

国家 。 根据世界著名 经济学家麦迪森 的估算 ， Ｊ ｕｎｅ ６ ，２ 〇 １ ３ ？ 转引 自 江时学 ： 《 中拉关系五问 》 ， 《拉丁美

到 １ ９ １ ３ 年 ， 阿根廷的人均 ＧＤＰ 已经达到 ３ ７ ９ ７洲研究 》 如 ３ 年第 ５ 期 。

『
一

， Ｔ
，－

 ，？
ｗ

．⑤Ｒ ． Ｅｖａｎ Ｅ ｌ ｌ ｉ ｓ ，
“

Ｃｈ ｉｎａ

’

ｓ ＮｅｗＢａｃｋｙａ ｒｄ
”

， ｉ ｎＦｏ ｒｅ ｉｇｎ Ｐｏ ｌ ｉ ｃｙ ，

国际兀 （ Ｉｎｔｅｒ

＾
ｔｕｍａ ｌｄｏ ｌ ｌａｒ ｓ ） ， 次于同时的美細ｅ６ ， 紐 转引 自 江时学 ： 《 中拉关系五问 》 ， 《拉丁美

国 （ ５ ３０ １ 国 际元 ） ， 而超过西欧 国家的平均值洲研究 》 ２ ０ １ ３ 年第 ５ 期 。

１ ３ ４



侯慧艳 李守石 ： 中拉关系 中的 中 国形象分析及应对策略

中拉关系的发展 ， 破坏中国在拉美的形象塑造 。 说 ， 首先要做到 的就是主动学 习对方 的 文化 ，

（
五

） 影响 中拉关 系 中 中 国形象的 其他不利这是有效地 向对方推介 自 己 的前提 。 在推介的

因素 策略上 ， 不能一味地灌输 ， 要有选择地 、 有先

除上面提到 的一些 问题之外 ， 中拉关系 中后地推介 自 身文化的不同方面 ， 达到一定程度

的中 国形象在朝着 良性方向发展 的 同 时 ， 还存的认同之后再渐次深入和广泛地推介更多文化

在以下几个方面 的不利 因 素 ， 比如 ， 中拉关系内容 。 在推介 的过程 中 ， 不能一味追求推介 的

中政治关系与经济 、 文化和社会交往等其他关数量 ， 应注意当时当地人民 的接受度和认可度 。

系发展存在的不平衡性 ， 中拉经贸 的发展速度在推介的途径上 ， 可 以在政府间 和民间社会团

不稳定 、 经贸结构不平衡 ， 以及拉美 区域经济体的合作 中做些公益 的宣传 ， 也可 以利用商业

一体化大趋势 的发展短期 内给 中拉经贸关系带贸易途径进行文化产品 的传播 ， 但要注意到文

来的挑战 。 此外 ， 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影 响 ， 拉化始终是带有公益性 的事业 ， 不能唯利是 图 ，

美国家之间 的 内部关系 ， 各 国政治的动荡和政对文化产品 的质量和 内容结构要严格把关 。 在

府的更迭 ， 各色政治派别在社会上 的竞争 ， 以推介的方式方法方面 ， 要力求多样 ， 除大力开

及台湾 当局在拉美大陆展开的
“

银弹外交
”

等办孔子学院之外 ， 还要针对不同文化层次和经

等都成为影响 中拉关系 中 中 国形象发展 的不利济条件的人群提供更多种类的文化交流体验 ，

因素 。 如 中 国年 、 中 国音乐会 、 中 国文物与艺术作 品

展 、 中拉留学生交换等等 ，

一些文化商品如书

四 、 结论与对策 籍 、 影视作品 ， 甚至饮食等等都可 以拿到拉美

虽然学术界普献为醜縣針分錢
， 让拉美大減不＿働 去看待

的 ， 但也一致认可 国家形象的可塑造性 。 要提勃 人 组袖

升中拉关系 中 的 中 国 国家形象 ， 归根到底还是
八 Ｈ ｉＫＡａ ｉＢ

＾＝本次调查 中 ， ５ 〇％左右 民众认为 中 国在 当
在于中 国对待拉丁美洲 的政策 和饤为 。 为此 ，＋

弈 山 丨

、
丨 ｎ 人七庙 祕 雄 故法

、

、

、

／ 丨

、

丨 ｗ ｕ地的沟通和对地方文化 、 法规理解不够 。 ２ ０ １ ４

我们提 出 以下几个方面 的 策 略建 １乂 ， 以 期从Ｈ

“

我
， ，

做起 ， 使中拉关系 中 的 中酬家形象排Ｓ
年 ６ ， 墨西哥通ｈ和交通部旦布 由 中 国铁建

岁＝ 牵头的国 际联合体 中标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

ｆ
—

） 淫 入 了鏟 丨 丨对佳铁项 目 ’ 旋即又宣 ： 布取 ？肖 中标 ’ 将重启 招标程

且 又 ｓ 右―中
＃ ， 给中 国铁建造成重大损失 的 同 时 ， 也给 中

酣墨投资 的未来蒙上—层 阴影 。 由 于两 国距

舰远 ， 文化 、 Ｍ等各ＭＸ雜 巨大的差

３５３ ：二：
接
＾因此沟通和协商总是存在着很多 的 障碍和

不縦＿ 。

—位據隸麟贼可从麵

反映出这一问题 ：

“

中 国很銷外投资 ， 操作模
文

式如在 国 内 ， 那是做工程模式 ， 不是投 资模

式 。

”？ 这个评论指 出 了 中 国企业在拉美贿行

为失败的深层次原 因在于企业经营的方式不能
头际去解决 问题 。 ， 、有这样 ， 我们才能在文在

融入当地社会 。 因此 ，

“

本土化
， ，

是下一步中 国

＝
中

企业在拉发展的重要任务 。 聘腳培训本地员
结果 ， 才更能不断提升我 国对拉关系 中 的茵家

形象 。

Ｂ＾／ｉ ． ｋｂ ① 《墨西哥毁约 背 后 ： 事情 比你想 象复杂 中 国 高铁躺枪 》 ，

（
―

） 双问交流 ， 向、 口 分歧腿 年 １ １月８日 ， ｈ ｔ ｔｐ ：／ ／ｎｍｎ ｅｙ ． ｌ ６ ３ ． ｃ〇ｍ／ ｌ ４ ／ ｌ ｌ 〇８／ ｌ ６／

要做到文化 的双 向交流 ， 从我们这方面来ＡＡＨＴＬＧ７ ３ ００ ２ ５ ２ ６Ｏ５ ． ｈｔｍｌ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１ 月 ８ 曰 。

１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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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 建立一支来 自 拉美本土 的核心 团 队 ， 打造这篇文章 ， 在客观 的 调 查数据 的基础上 ， 对 中

符合拉美本土社会价值观和要求 的企业文化 、 拉关 系 中 的 中 国 形 象进行 了 实证分析 ， 认为 中

派驻人员 长驻拉美或招募一些 已 经移民于拉美拉关 系 正处在一种复杂 的 矛盾状 态 中 ， 在宏观

多年的华人加人是在拉 中 国企业下一步要好好上整体向好 的 同 时 ， 微观上还存在着许 多 复杂

研究的重要工作 。 的情况和难解 的 问 题 。 因 此 ， 在 目 前 的 中拉关

本文基于实证调查数据对拉美的 中 国 国 家系 中 ， 应 当仔细研究 中 国 形 象的
一切影响 因 素 ，

形象进行分析并提出策略 ， 但 由 于能力 和条件把不 断提升 中拉关 系 中 的 中 国 形 象作 为 一项 长

所限 ， 这些研究还 比较局限于宏观和抽象的层期 而艰 巨 的任务 。

面 ， 对于更加微观和具体的层面 以及单个问题纵观全文 ， 该文紧密联 系 实 际 ， 内 容丰 富 ，

的特殊性的研究还不够 ， 因此 ， 下一步的研究观点 正确 ， 逻辑严 密 ， 有一定参考价值 ， 同 意

期待在个案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展开 。 总之 ， 其发表 。

拉丁美洲是一块充满生机和活力 的大陆 ， 对 中

国来说 ， 在未来 ， 它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 面对本文作者 ： 候慧艳是江 苏省盐城工 学院社会

拉美 ， 我们必须善于抓住机遇 ， 勇于迎接挑战 ，科学部讲师 ， 中 国 社会科 学 院 马 克 思主

努力提升 中拉关系 中 的 中 国形象 ， 尽最大努力义学 院 ２ ０ １ ４ 级博士研究 生 ； 李 守石是上

发展好中拉关系 。 海交通大 学人文艺 术研 究 院 、 全球民意

研究 中心助理研究 员 ， 博士后

［导师刘曜教授点评意见 ］责任编辑 ： 周 勤勤

《 中拉关 系 中 的 中 国 形 象分析及应 对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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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正

本刊 ２ ０ １ ５ 年第 ４ 期 ， 杜哲元 、 徐进 ： 《

“

亚欧枢纽
”

还是
“

帝 国坟墓
”
——

“

大中亚
”

地带地缘政Ａ机理析论 》

一文第 １ ３ ６ 页 ，

“

自古以来 ， 闭关则衰 ， 开放则兴 ， 这是两千多年来古丝绸之路荣辱兴衰所验证的不争之实 ， 可以说 ，

走外向型经济道路是新疆经济起飞的不二法门
”

， 遗漏脚注 ： 引 自 冯亚斌 、 高志刚 ： 《构造新疆外向 型经济增长极 的

思考
——清水河一霍尔果斯 口岸经济特区构想 》 ， 《干旱区地理 》 １ ９ ９ ８ 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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