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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日本媒体对中国疫情相关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媒体传播影响

着两国民众对彼此的印象和交流，因此研究日本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是个必要课题。本文选取了当

代疫情环境背景下日本四大主流媒体 NHK、《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中的 1386

篇涉华报道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考察和分析。首先，本文对上述报道的视角类别进行了统计和分类，

其次将通过人工方式将报道基调分为正面报道、客观中立、负面报道三种类型，并对每种类型的数

据进行数据统计，发现负面报道约占总数的八成左右，报道整体基调偏负面。最后，本文考察上述

报道中日媒采取的报道手段。本文旨在把握日本主流媒体对中国疫情相关事件的认知与解读，提示

在跨文化交流中弘扬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并提防外国媒体“污名化”中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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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疫情的爆发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当前，正处在由疫情时代

向后疫情时代转变的过程中，一些国家的思路由“抗争”为主转变为彻底“与新冠共存”，而中国自

始至终坚定地走清零路线。在此期间，西方媒体借疫情不断向中国施加舆论压力，企图将病毒“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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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化”，并污名化中国。 

黎准（2021）提到日本受西方话语体系影响较深，其政治与意识形态均向西方国家倾斜
[1]
，且日

本是报业大国，现代信息技术发达，因此，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基调会影响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

象。基于此，在当代疫情背景下，分析日本主流媒体涉华相关报道内容及考察他们的报道手段具有

重要意义。本文以日本四大主流媒体 NHK、《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为研究对象，

考察并分析日本媒体涉华疫情相关报道的视角及报道基调，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上述日媒在报道中采

取的手段。 

二、日本主流媒体涉华疫情报道视角及报道基调考察 

本文从 NHK、《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中选取 2020年 1月至 2022年 4月涉

华疫情相关事件的报道共 1386 篇
1
。该 1386 篇报道的视角主要可以归为“疫情本身”、“社会”、

“外交与国际”、“经济”、“政治与军事”、“体育与文化”六大类。“疫情本身”视角中包含感

染人数变化、新冠医疗、疫苗的研发、病毒溯源等话题。如《产经新闻》新闻
2
报道了上海新冠感染

人数。“社会”视角中包含疫情下的社会生活等话题。如《朝日新闻》在 2022年 4月 30日的新闻
3

中报道了进出北京的公共场所需要提供核酸阴性证明。“外交与国际”视角包含国际交流、国外涉

华言论等
4
。“经济”视角以中国国内经济为主，包含疫情下中国经济的波动及其影响等。如 NHK的

新闻
5
中报道上海经济受新一轮疫情影响股市下跌。“政治与军事”视角包含国家大事、中国内政问

题、军事举措等。如《产经新闻》
6
报道了全国人大的闭幕及会议内容。“体育与文化”视角包含体

育赛事、文化活动等。如 NHK的新闻
7
中报道了中国为迎接北京冬奥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数据

总结如下： 

表 1-1：日本主流媒体涉华疫情报道视角分类 

类别 
疫情

本身 
社会 

外交与

国际 
经济 

政治与军

事 

体育与

文化 
总计 

产经 289 250 183 94 41 19 876 

读卖 135 72 81 11 33 11 343 

NHK 20 39 7 16 12 8 102 

朝日 13 38 9 1 2 2 65 

总计 457 399 280 122 88 40 1386 

 

                                                             
1由于 NHK 新闻数量过于庞大，仅选取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这一时间范围内和中国新冠疫情有关

的新闻，共 102 篇；《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在网站上发布的新闻稍有不完整，其中《朝日新闻》网站限定新

闻数量，导致无法直接从官网搜索早期新闻，故本研究只选取 2022 年 1 月 15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的 50 篇新闻

为样本；《读卖新闻》的部分新闻在发布后删除，导致新闻日期出现断层，且没有留下相关记录，故新闻仅选取

2020 年 5 月 8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的 316 篇文本。 
2产经新闻，2022/4/10 12:20 
3朝日新闻，2022/4/30 8:00 
4产经新闻，2020/2/7 18:33 
5NHK，2022/4/25 19:43 
6产经新闻，2020/5/22 19:01 
7NHK，2022/1/4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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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 1-1的数据进行横向考察可以看出，在 1386篇报道中，数量最多的为《产经新闻》876例、

其次为《读卖新闻》343例、第三为 NHK 102例、最后为《朝日新闻》65例
1
。再对表 1-1中的数据

进行纵向考察可知，在各报道视角中，疫情本身的报道数量最多，共 457例，占比 32.97%。社会视

角的报道有 399 例，占比 28.79%。外交与国际视角的报道数量位列第三，共 280 例，占比 20.20%。

而这三个视角的报道共占了报道总数的 81.96%。后三位分别为经济、政治与军事、体育与文化，共

占报道总数的 18.04%，分别为经济视角 122例，政治与军事视角 88例和体育与文化视角 40例。 

为了探究这些报道所呈现的报道基调，笔者对上述 1386例报道按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和客观中

立这三个基本基调进行人工分类。在本文中，正面报道以话题是否正面、是否含有褒义词句为依据

进行分类；负面报道以话题是否负面、是否含有消极否定意味为依据进行分类；客观中立报道包括

对正负面话题以外的话题进行客观陈述、不带有积极或消极情感色彩的报道。分类结果见表 1-2。 

 

表 1-2：日本主流媒体涉华疫情报道基调数量统计 

类别 正面报道 客观中立 负面报道 总计 

产经 57 109 710 876 

读卖 18 35 290 343 

NHK 6 34 62 102 

朝日 1 12 52 65 

总计 82 190 1114 1386 

 

通过表 1-2 中的数据可知，本文选取的样本中，正面报道共计 82 例，约占总数的 5.92%。如

《读卖新闻》在 2021 年 2 月 3 日的新闻
2
中，报道了中国响应 WHO 要求，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COVAX）提供了 1 千万剂疫苗，主要供给发展中国家，该新闻肯定了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的贡献。

客观中立的报道共计 190 例，约占总数的 13.71%。如 NHK 在 2022 年 3 月 4 日的新闻
3
中，报道了中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准备工作，该报道客观记录了张业遂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以及此

次全国人大的关注点等，态度中立、无舆论导向。需要关注的是，负面报道高达 1114例，约占到总

数的 80.38%，如 NHK 在 2022 年 3 月 11 日
4
的新闻中报道，自 2020 年 2月武汉新冠病毒感染扩大以

来，感染人数单日增长首次达 1000人，渲染中国疫情的恶化。 

三、日媒试图污名化中国形象的手段 

通过对上述四家媒体报道的考察，发现日媒的报道视角以疫情本身、社会、外交与国际为主，

且整体基调偏负面，试图抹黑中国形象。本文进一步通过对上述 1386篇样本进行文本分析，将日媒

污名化中国形象的手段具体细分为以下五点： 

                                                             
1由于针对这四种主流媒体统计的报道期间有一定差异，因此表 1-1 中给出的统计数据只是一个客观记录，并没有进

行数量比较的意图。 
2读卖新闻，2021/02/03 19:23 
3NHK，2022/3/4 19:13 
4NHK，2022/3/11 22:03 



 

 
 4 

3.1借刀攻击 

四家媒体多次扭曲真相，试图塑造中国隐瞒疫情信息、延误消息公开、封锁言论、感染人数造

假等形象，且倾向于引用美方恶意观点来赋予此类报道“可信度”。如，《读卖新闻》在 2020年 5

月 23日
1
的报道中写到，美国等国家对中国感染人数信息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此外，该媒体在同年的

其他的报道中也引用了美国非难中国的言论，如在病毒溯源上，罔顾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论，试

图给中国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可以看出，日媒在此使用的是借刀攻击的手段，自身倾向不明确表

达自身观点，而经常引用西方的无理、恶意言论，来暗中诱导读者，试图损害中国形象。 

3.2污蔑中国的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在疫情期间对世界众多国家进行了人道主义援助，比如，直接派遣医疗队进行支援、提供

口罩、疫苗和众多其他防疫物资等。但在日媒的笔下，中国的人道援助被歪曲成中国扩大自身国际

影响力的计谋。如，《读卖新闻》在 2021年 2月 9日的新闻
2
中称，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免费提供疫苗

是瞄准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企图与之加强关系的行为。中国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原本是

关切人类卫生健康、促进疫苗公平分配的一项重要举措，但在《产经新闻》的笔下，却成了有意牵

制他国的一个手段。 

3.3将中国防疫的坚定决心歪曲为过度自夸 

日媒在报道中国疫情时，倾向于攻击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比如，渲染清零政策给民众生活带

来的不便。如，《产经新闻》在 2021年 12月 29日报道
3
，一旦发生疫情，中国的清零政策就会给市

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众所周知，中国的清零政策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感染人数清零”，而是动

态清零。但日媒对此刻意曲解，他们宣称清零政策下中国仍出现感染者就是政策的“失败”。此外，

日媒频繁歪曲中国对疫情防控策略的有效性与制度的优越性的宣传，将中国在动态清零中的决心攻

击为自夸。如，在《读卖新闻》2020年 9月 8日的新闻
4
、《产经新闻》2022年 1月 12日

5
的新闻中

就有意渲染这种论调。 

3.4曲解人权 

中国一直将生命权作为最大的人权。但是，日媒使用西方抽象的人权观念来攻击中国的动态清

零政策。如，《产经新闻》攻击中国的封控措施“无视人权”，并称其认为清零必将失败。日媒多次

以“无视人权”等词来形容中国，将中国坚持推行动态清零政策污蔑成漠视人权的行为。日媒将西

方价值观强加于中国，有意对清零政策的成果视而不见。《朝日新闻》也在 2022 年 3 月 16 日的新

闻
6
中称，清零政策影响了市民生活和经济活动，剥夺了人民的出行自由。日媒毫无疑问是在故意曲

解人权，试图利用中国的清零政策来攻击中国的人权，故意忽视清零政策本身就是对人民生命权的

                                                             
1读卖新闻，2020/05/23 18:46 
2读卖新闻，2021/02/09 21:45 
3产经新闻，2021/12/29 20:29 
4读卖新闻，2020/09/08 22:47 
5产经新闻，2022/1/12 19:57 
6朝日新闻，2022/3/16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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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保障，而生命权才是最大的人权。 

3.5引导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负面情绪 

日媒试图强调中国经济给日本及全世界带来了巨大影响。如，《读卖新闻》在 2020年 2月 6日

的社论
1
中指出，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的汽车零件需从中国大量进口，此次中国的经济

波动对该行业的影响尤其深刻。此外，疫情造成的中国游客缺口，给日本旅游业也带来了沉重的打

击，可见日本对中国经济具有较强的依赖性。NHK 在 2022 年 3 月 29 日的新闻
2
报道中表示出担忧，

认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反而会带来负面影响，并称“中国国内的消费低迷毫无疑问会对日本及世

界各国的企业带来负面影响。”日媒表面上客观描述了中国经济影响力大，实际上，日媒在暗示中

国经济的波动会拖累世界，隐含了对受到中国经济负面影响的不满。通过此手段，日媒试图引导对

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负面情绪。 

四、总结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疫情背景下日本四大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研究，揭示日本媒体在中国有关的报道上，

选取负面话题、意图为中国营造负面国际形象的倾向。日媒通过借用西方恶意言论攻击中国，使用

西方所谓人权标准对中国的政策进行污蔑，试图传播对中国的负面情绪。 

我们认为，日媒的这种报道方式需要引起警惕。一、日媒的报道易使日本民众对中国形成刻板

印象，阻碍了中日两国民意相通。二、日媒的舆论倾向可能会在更大的国际层面影响影响中国形象。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西方国家把中国视为“假想敌”，对中国进行了无端攻击和污蔑，日媒

的报道就是一种表现。 

中国的媒体应当重视起来，并采用适当的方法应对。一、应当揭露日媒等西方媒体信息的虚假

性质，摆事实讲证据，戳穿他们的谎言和阴谋。二、外国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由来已久，实现中国正

面形象的宣传并非一朝一夕，中国媒体应先发制人，传递正确的价值观，用合理的文化输出方式，

让外媒理解中国的思想文化，化解外媒对中国的偏见。三、强调对外宣传在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改

善国际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媒体应当内宣外宣两头抓，弘扬中国“正能量”，增进中外相互

理解。 

 

参考文献： 

[1] 黎准(2021).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日本主流媒体新冠疫情涉华报道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 

[2] 邓天奇 & 张敏 .(2021).日本主流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媒介框架研究 . 大连大学学报(03),15-

20+26. 

[3] 李轶豪(2020).国际新冠肺炎疫情报道舆情分析——以对日本核心报刊社论的考察为例. 新闻传

                                                             
1读卖新闻，2020/02/06 05:00  
2NHK，2022/3/29 19:13 



 

 
 6 

播(17),39-42. 

[4] 卢昊(2012).日本媒体对中国的偏向性报道分析:特征、集体反映和舆论影响.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

大学学报)(02),165-166. 

[5] 姚奇志 & 梁婷婷.(2018).日本主流媒体对华报道倾向性与形象呈现——以 2012—2016 年《朝日

新闻》中文网站为例. 对外传播(03),76-78. 

[6] 赵济鸿(2021).新冠肺炎疫情舆情中的中国形象构建研究——基于阿尔及利亚媒体对华舆情分析. 

对外传播(02),72-76. 

[7] 周雨晴(2021).《朝日新闻》新冠疫情涉华报道分析与中国国家形象呈现(硕士学位论文,浙江传媒

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