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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语媒体传播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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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借助实证调查法，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中国大陆英语媒体的传播效果，认为中国英语媒体的发展已取得了很

大成绩，其作用不可替代，但还存在受众定位趋同等问题。文章同时还探讨了中国英语媒体传播效果欠佳的成因——如

媒体理念、可信度、非产业化运作以及语言和文化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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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中文媒体而言，我国英语媒体仍属于“少数媒体”：到目前为止，我国有一定规模的英语媒体，只有一个英语电视

频道、一个英语电台、九家英文日报和周报、十家英语杂志和九大英文网站。①虽然这对我国对外传播事业已是巨大成

就，但应该承认这还不能适应国际形势的需要。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传播中还较弱，“西强我弱”的局面还十分明显。②  

要改变这一局面，主要看我国英语媒体的实际传播效果，在国外受众中享有影响力如何?中国英语媒体在国内外受众中的

传播效果到底如何?在受众中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采用访谈、实地和网上问卷调查等方法从一个侧面对中国的英语媒体传播效果进行了实证研

究，并对中国大陆英语媒体的传播效果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同时还探讨了我国英语媒体传播效果欠佳的成因。  

一、调查方法及被调查者总体情况  

笔者从2000年开始用一年多的时间，采访了北京和上海两地对外传播媒体的12位领导和专家。③访谈完全采用学术探讨

方式，以个人意见为基础。  

实地问卷调查主要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专业近30名同学在上海的外国人中进行，问卷共发放了200份，有效回收66

份，回收率为33％。  

在实地调查中，被调查的外国受众来自20个国家，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超过80％。其年龄相对较轻，40岁以下者占

81．5％。其职业以商人、学生、教师和记者为主，占一半以上，但职业种类有13种，分布较广泛。被调查者在华逗留时

间多为一年左右，占56％，短期来华者相对较少。④  

英语网上问卷调查是从2001年9月21日到2002年2月6日在CCTV—9英语频道的网站上展开的，共收到四千多名受众回复，

其中大部分(90％)是居住在中国的观众，只有4％为外国观众。其年龄多数(67％)在30岁以下，其职业多为学生(37％)。

有一半受众几乎每天收看CCTV—9英语节目，但其主要目的(81％)是学习英语。⑤  

二、对中国对外传播效果的总体评估  

1．对中国对外传播效果的肯定评价  

传播效果是传播过程的五大重要环节之一，⑥是信息传播可能对受众发生作用的一种现象。本文所指的传播效果好坏是

指英语媒体的传播活动是否能创造一种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舆论。  

被采访的专家认为，过去20年中，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英语媒体基本已形成多语种并用、多种媒体并存

的模式。这一模式对于加强我国对外传播活动，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无疑是有裨益的。⑦  

实地和英语网上问卷调查结果都显示我国英语媒体目前受众基本上覆盖了国内外的各类受众。这说明我国英语媒体的作

用不可替代，尽管他们是“少数媒体”。英语媒体这个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要归功于其语言优势，因为英语媒体能直接

用英语发稿，对西方受众更具接近性。  

由于英语媒体的受众分布世界各地，我国英语媒体的传播效果一般较难确定。但中国一旦发生重大事件，西方媒体都会

转向引用中国英语媒体，尤其是像《中国日报》这样的英语印刷媒体，被引用率会明显上升。⑧  

此外，多数外国人来到中国后也愿意接触我国的英语媒体，包括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书籍和互联网等。如表1所

示，有65％的受众每天接触或每周三次接触我国英语媒体，其接触率相对较高。来华后，从来不接触我国英语媒体的外

国受众，只占6％。在CCTV—9的网上调查中，每天接触英语媒体的观众达近50%（见表1）  

表1 外国受众对我国英语媒体接触率 

2005-11-28

上海实地调查 CCTV－9网上调查

来华后英语媒体接触率 百分比 CCTV－9接触率 百分比

每天接触 39.3% 几乎每天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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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英语媒体的运作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取得更为直接的传播效果。为了取得较好的对外传播效果，我国英语媒

体也开始尝试“借船出海”到国外创办媒体(以报纸为主)，并逐步向西方主流社会挺进。《中国日报》编辑出版的《中

国专稿》便是一例。由于《中国专稿》是用英语出版，可以直接通过《华盛顿邮报周刊》夹送发行，在美国读者中引起

了一定的反响。⑽按照《中国日报》常务副总编黄庆的说法，《中国专稿》在美出版后，表扬的很多，批评的也不少；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专稿》已引起美国读者的注意和兴趣。⑾  

我国9大英语互联网站的开通使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链接中国信息，了解中国。根据CCTV—9网上调查，英语网上节目有

一定的传播效果：在4182条回复中，有一半受众认为他们收看电视节目后的态度更倾向于正面。  

2．英语媒体传播效果的问题  

在肯定我国英语媒体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传播效果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据调查，20年前，美国人当中有40％对中国是持

正面态度的；20年后，尽管我国对外传播媒体飞速发展，但发现这个比例并没有多大变化。⑿  

这当然不能说我国英语媒体没有一点传播效果作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目前，我国对外传播的总体传播效果还不理

想；我国英语媒体还无法打人西方的媒体市场左右世界舆论。这一点也是本文所采访的专家的共识。  

通过本次访谈和调查，发现我国英语媒体目前传播效果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受众定位趋同 

我国各大英语媒体(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和互联网)的受众定位趋同倾向较为明显，一般都确定为：境内外受众(外国

人和华侨)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⒀这个定位使得我国英语媒体的受众定位较抽象、笼统，缺乏个性，各大

媒体也因此未能形成非常明确的受众群。  

这样一个笼统受众定位还使得受众调查的必要性大为下降。所以，目前各大英语媒体的受众调查基本上是各自为阵，自

行展开，单独邀请调查机构做受众调查的情况较少。即使有受众调查结果，这些结果也往往不对外，处于一种“保密”

状态，这对提高我国英语媒体的总体传播效果不能起到应有作用。  

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目前还存在靠“拍领导脑袋”来决定国外受众需要的现象，⒁在让领导满意的过程中相对忽视了受

众的需求(即传播效果)。更可悲的是，有时这一切可能还是在为“受众着想”的口号下进行的。  

(2)受众构成失衡  

在我国英语媒体受众中，中国籍受众和华人受众占较大比例，而真正西方国家的受众则较少，可以说西方受众尚未形成

一定规模。如在CCTV—9调查的4000多名回复者中，90％是中国观众，只有4％是真正外国观众，其总数只有160多人(见

表2)。  

表2 CCTV—9调查期间的受众构成 

鉴于此，有的英语媒体(如上海卫视英语节目)已把受众群定位从原先外国人为主改为以中国受众为主。⒂  

当然，我国英语媒体的受众以中国受众为主，从媒体经济的角度讲有一定合理性，可以以此吸引国内广告商，但是这种

受众结构肯定会削弱英语媒体在国际媒体界的影响力。尽管中国受众的重要性无谷置疑，但足辽佣禺j国人当初提出要办

外文报纸的初衷，即我国英语媒体主要针对外国人为主的宗旨，以影响国际舆论为目标。  

(3)信息需求不足  

受众构成失衡从一个侧面也说明我国的英语媒体所传播的信息还不符合西方受众的信息需求，即信息需求不足。即使在

众多的中国受众中又以学习英语为目的学生受众为主，而不是以获取信息为目的。CCTV—9网上调查显示，学生受众的比

例达37％，高居榜首，而以英语学习为目的的受众比例则更高，达80．9％。相比之下，以信息需求为目的的受众比例仅

为6．5％。  

以英语学习为目的的受众群既稳定又不稳定。当他们要学习英语时会不断接触英语媒体，是英语媒体的忠实受众；但是

当他们英语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转向国外的英语媒体。⒃对这些受众来说，英语媒体只是一种英语学习工具，而

不是信息媒体。而我国英语媒体受众信息需求的不足可能会直接影响其能否成为舆论中心。  

大约每周三次接触 25.7% 每2-3天一次 19.9%

每周一次接触 15.1% 每周一次 6.9%

每周少于一次接触 13.6% 不太观看 23.6%

从来不接触 6%    

  共66人   共4182人

受众构成 百分比

居住在中国的中国人 89.9%

居住在国外的中国人 6.1%

居住在中国外的外国人 2.9%

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 1.2%

  共4182人



(4)国际受众的认同度较低  

我国英语媒体也拥有一定的外国受众，但从上海的实地调查中发现，来华外国受众中对我国英语媒体新闻报道的认同

度，只有16．7％，而大多数外国受众持反对(19．7％)和谨慎的模糊态度(46．9％)。这一结论虽然还需在更大范围的调

查中验证，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英语媒体在国际受众中的认同度还较底，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  

三、成因分析  

我国英语媒体上述方面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首先，由于大部分受众是中国人或华侨，这使我国英语媒体只能

是国际舆论的边缘媒体，较难打人国际主流舆论，更不用说去影响国际主流舆论。我国英语媒体受众定位趋同则加剧了

这种边缘化趋势，因为各种英语媒体的受众群特征如果不明显的话，会使这些媒体之间的竞争都停留在相同受众这个层

次上，其影响力较为有限。  

信息需求的不足(或者说语言学习功能太强的话)会逐步影响我国英语媒体的信息传递功能，进而削弱其引导舆论的功

能。这样，我国英语媒体即使要成为中国问题的报道权威也有很大难度。当然这一切可能都与国际受众对我国英语媒体

认同度较底有关。本文认为受众对英语媒体的认同度与媒体对他们的影响力成正比。当受众对我国英语媒体的认同度较

底时，即当他们对我国英语媒体持怀疑态度时，我国英语媒体的效果就可能不会很好，有时甚至会出现反效果。  

近年来我国英语媒体的效果问题已越来越引起各方重视，它不但是传播最终目的，它还反映出我国英语传播界自身存在

的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并逐步改善我国英语媒体传播效果，笔者认为首先应从源头抓起。兹对导致对外传播效果不佳的成因分

析如下。  

1．创办英语媒体的理念所引发的问题  

从我国新闻发展史可以看出，创办英语媒体之际往往都是在我国遭受外来势力侵略、围攻和孤立之时，也就是说我国最

需要向世界展示我们好的一面的时候。于是，我国自行创办的英语媒体一般都以“追求中国完美形象”作为创办英语媒

体的最高理念，一般不太希望去揭露我国不好的一面。  

受这种理念的影响，我国英语媒体的报道风格总是以不出错为目标，希望用一种完美的姿态去展示中国、去影响别人。

具体表现为：  

(1)新闻管理体制：事先预防  

我国的新闻管理体制是采取事先预防的做法，即在新闻报道之前实行审查制度，以确保良好的传播效果，防止出现传播

者不想出现的问题。这种事先预防政策反映到英语媒体的实施过程中主要表现为较多的政策性限制。政府主管部门通过

文件等形式对应该由编辑和记者决定的新闻业务和管理事务有时规定得过细，以致影响编辑和记者创造性的发挥(尽管这

不是领导的初衷)。  

在这种情况下，编辑和记者面对上级领导感到无奈，领导面对自己的责任也感到无奈，于是会出现一种“只要不出问题

即可”的心态，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  

这种现状直接导致了对英语媒体传播效果的忽视，因为传播效果是无形的，只要不出大问题，一般不会犯错误。此外由

于英语媒体由国家所有，传播效果的好坏已不是英语媒体本身的问题。  

(2)新闻报道风格由于过分强调正面报道而缺乏针对性  

上述这一事先预防的政策最集中表现在对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和政策的理解上。从中国的新闻理论角度来看，这一方

针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传播都是为了宣传自己，为本国利益服务。  

但是我国英语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却容易走极端，常常会导致以下三种不正常的倾向：一是把正面报道为主理解为就是

“一切正面”，出现报喜不报忧，甚至自吹自擂，绝对化，以偏概全；二是过分强调“客观、真实”，忽视对外报道的

本质和主流，不适当地夸大消极面。这种现象在1989年前表现得尤为突出，只看到改革后带来得一些问题，对我国取得

的巨大成绩视而不见；⒄三是一种“被动”的态度：既然“左”、“右”都不行，就安于现状，其新闻处理方式简单

化，甚至僵化。  

这三种倾向都是以我为主，不关心对外传播的效果而引发的，因此从本质上讲，都是片面理解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

在客观上则把正面报道为主的政策理解成以正面内容为主，以为报道消极现象只会有损于我国的形象，而不是以追求正

面效果为目标。  

由于过分强调正面报道，造成我国英语媒体的报道针对性不强。前中宣部部长朱穆之对此有一形象说法：你想说的都说

了，我想知道的你都未说。⒅  

2．可信度问题  

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西方受众对政府创办的媒体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会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西方受众对

待他们自己的政府如此，对待外国政府的媒体就更是如此。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外受众对待由政府创办媒体的态

度：来华外国受众中真正相信我国英语媒体的人数所占比例只有24；2％，大多数受众(60％)则持谨慎态度或不想发表意

见，说明他们还不完全相信我国的英语媒体CCTV—9网上调查中，由于大部分是中国受众，多数受众(80％以上)对CCTV—

9较为信任。  



表3 外国受众对我国英语媒体可信度  

3.媒体非产业化运作导致资金缺乏  

目前，我国多数英语媒体的运作基本没有实现产业化。英语媒体创办和运作资金不是主要依靠广告，而是靠国家或大媒

体的补助。  

据了解，《中国日报》大概是我国目前惟一能自负盈亏的英语媒体。尽管1981年初创时，《中国日报》也是由国家投资

创办，但后来《中国日报》较注重按市场规律办事，大力创办各具特色的子报，开始走市场发展之路。”而我国其他英

语媒体不同程度都依靠政府或者大媒体集团的资金支持。  

非产业化运作带来诸多问题。由于媒体无需担心其资金来源，这些英语媒体的管理和运作相对较单一，缺乏危机感和创

新的原动力。他们所考虑的首先是满足政府主管部门或大媒体集团的要求，不可能(也没必要)把受众放在第一位。即使

有些英语媒体也想以受众为重，但还必须考虑如何平衡政府和读者的关系。于是出现任何事情都要依靠政府才能推动的

被动局面。此外，非产业化运作还使这些英语媒体的新闻报道“以我为中心”的定势很难真正改变。有时即使口头上改

了，但实际工作中还是较难贯彻，集中表现在其对受众调查的重视程度上。  

尽管我国英语媒体也各自开展一些受众调查，但总体而言，由于其资金的相对缺乏，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受众调查还停

留在确定受众的媒体接触率上，尚未形成系统化研究，更谈不上对我国的对外传播决策过程中起到较大的作用。  

4．语言和文化的挑战  

我国英语媒体还受到语言和文化的挑战。从语言角度讲，我国英语媒体尽管在语言形式上更接近以英语为母语的受众，

但与西方国家英语传媒相比，我们的劣势较明显：毕竟我们是用我们的外语在和使用母语的国际传媒进行竞争。虽然我

国的英语媒体也邀请外国专家作为改稿人，但用母语写作和在外语写作基础上的语言润饰是两码事，两者之间不具可比

性。从某种程度讲，我国英语媒体现在传播效果欠佳与来自语言方面的挑战也有关系。  

来自文化方面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两方面：首先，处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英语传播工作者需对国外受众的文化背景、习

惯、风俗、历史等方面有不断的动态了解。尽管我国英语媒体也经常派遣编辑和记者赴英语国家参观、学习和工作，但

这还是不同于在母语环境中的生活。其次，我国英语媒体的报道有时还会受到来自中文媒体的影响。虽然习惯上我们把

对外传播和对内传播进行分开，内外有别，但在实际工作中，我国的英语媒体经常受到国内中文媒体的影响，从而影响

我国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全面性。如我国的一些大型中文媒体一般都具有较强政治性，传播内容一般较严肃，主要以正

面报道为主，娱乐化程度较低。这自然影响到我国的英语媒体，尤其是中央级的英语媒体。尽管我国英语媒体也在改

革，但幅度仍有限。  

总之，我国英语媒体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还有很长路要走。  

注释： 

① 郭可《英语媒体语言风格》，2001年，未出版论文。  

②⑦张振华，个人采访，上海，2002年4月14日：根据其提供的公式，每一封信代表400名听众来计算。  

③被采访专家和领导分别是《中国日报》总编朱瑛璜、常副总编黄庆、原中国国际广播台台长张振华(现为中国广播电视

协会副会长)、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副主任兼英文频道总监盛亦来、副总监江和平、制片人杨锐、新华社参蝙部主任兼

《参考消息》总编周树春、(上海日报》总编张慈云、(解放日报》副总编陈大维、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李良荣、上海市

政府新闻办外宣处处长陈静溪和上海文广局总编办副主任王少云。  

④数据均由作者整理。为了节省篇幅，不用表格方式列出，在此用集中方式加以说明。  

⑤数据由作者从网上直接下载，井集中说明，以节省篇幅。  

⑥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第48页，四川人民出版杜。  

⑧⑨⑾黄庆，个人采访，北京，2000年7月26日。  

⑩刘继南(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第46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⑿陈静漠，个人采访，上海，2000年3月25日。  

⒀夏吉宣《浅谈国际广播在信息社会的地位》际广播。  

⒁何光瑜，个人采访，上海，加01年6月11日。  

上海实地调查 CCTV－9网上调查

你是否相信中国英语媒体 百分比 CCTV－9的可信度 百分比

相信 24.2% 高 33.3%

不相信 15.1% 较高 27.6%

既相信又不相信 45.4% 过得去 23.9%

不想发表意见 18.2% 低 7.7%

    较低 7.3%

  共66人   共418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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⒂戴华，个人采访，上海，2001年10月。第8页  

⒃郭丽霞《中国英文媒体的两难境地》，未出版论文。  

⒄屈家炎(论对外广播的正面报道)，(国际传播论文集)第58页，北京广播出版社。  

⒅⒆朱英璜，个人采访，北京，2002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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