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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经新闻》与《读卖新闻》是日本两大主流媒体，近年来，其对中国的疫情进行了

大量报道。本文旨在探究《产经新闻》与《读卖新闻》报道涉华疫情事件时采用的策略，并

揭露其报道手段对中国形象塑造产生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选取了《产经新闻》和《读

卖新闻》中 682篇涉华疫情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考察和分析。首先，对上述新闻的

报道基调进行了人工分析，发现报道中负面报道数量基调偏负面；其次，发现负面新闻特征

表现与采用负面诱导性词汇、受美国言论影响较深等相关；最后，进一步分析了上述两家日

本主流媒体在涉华疫情新闻报道时使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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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媒体的影响力广泛而深刻，外媒的报道能够影响我国的国家形象。在当代疫情的大环境

下，日本的新闻媒体十分关注我国的疫情动态，并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中日两国关系错综

复杂，虽互为近邻，但两国具有较大的国情差异和文化差异。日本媒体对中国的一些报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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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体现出了与中国大相径庭的价值观和立场。如黎准（2021）提到，日本主流媒体部分肯定

中国的抗疫措施，又集中强调不利于中国的社会现实，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分析问题，试图将

中国构建成疫情泛滥的责任主体
[1]
。这些带有负面倾向性的报道使日本民众对中国产生了刻

板印象和误解，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对外形象。基于此，本文选取了日本两大主流媒体

《产经新闻》与《读卖新闻》为研究对象，对其中出现的涉华疫情报道的基调及报道特点进

行了考察，并探究上述媒体涉华疫情新闻报道时采用的策略。 

二、《产经新闻》与《读卖新闻》涉华疫情新闻报道特点考察 

    本文从《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中选取了 2020年 5月至 2022年 4月的涉华疫情新

闻报道共 682 篇
1
。为探究涉华疫情新闻报道的特点，笔者首先对《产经新闻》和《读卖新

闻》中涉华疫情的新闻报道的基调进行了考察。将上述 682例新闻按照正面新闻、负面新闻

和客观中立这三个基本基调进行了人工分类。分类结果见表 1。 

表 1：新闻报道基调 

类别 正面新闻 客观中立 负面新闻 总计 

产经新闻 28 55 346 429 

读卖新闻 15 19 219 253 

总计 43 74 565 682 

 

通过表 1中的数据可知，在上述 682例新闻中，正面报道共计 43例，约占总数的 6.30%。

正面新闻主要是指，内容选择是否积极正面、是否含有积极正面的表现形式等。如《产经新

闻》在 2021年 2月 6 日的新闻
2
中，报道中国科兴疫苗获得认可，是对中国疫苗研发顺利进

展的肯定，属于正面话题。反之，负面新闻主要是指新闻内容的话题是否负面、是否含有消

极否定意义的表现形式等。在上述 682篇新闻中，数量最多的为负面新闻，共 565例，约占

总数的 82.84%，如《产经新闻》在 2022年 4 月 29日的新闻
3
中，报道中国五一假期游客人

数受疫情影响，相较去年五一大约将减少六成，报道了中国旅游业受到了疫情的负面影响，

属于负面话题。客观中立的新闻共计 74例，约占总数的 10.85%。客观中立的新闻包括不带

有积极或消极情感色彩的，主要报道客观事实的新闻类别。如《读卖新闻》在 2020 年 5 月

30 日的新闻
4
中，客观报道了《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其报道立场客观中立，没有表现出

明显的主观态度倾向。
5
 

2.1负面新闻特征——具有负面诱导性的词汇的使用 

                                                             
1
本文共选取《产经新闻》与《读卖新闻》中除会员新闻以外的 682 篇文本。另外，《读卖新闻》在网站

上发布的新闻稍有不完整，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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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仅选取 2020年 5月 8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的 253 篇文本。 
2产经新闻,2021/2/6 23:36 
3产经新闻,2022/4/29 18:22 
4读卖新闻,2020/05/23 05:00 
5本文提出的新闻报道基调的分类标准只是部分参考依据，并非绝对标准。本文对新闻报道基调的分类基

于文本阅读后进行的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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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 682篇新闻报道中，《产经新闻》与《读卖新闻》使用了很多带有负面诱导性的

词汇等。 

其中人权问题词汇出现较多。比如，《产经新闻》与《读卖新闻》在部分报道中试图曲

解中国人对人权的理解，攻击中国对人民生命权至上的维护。其次，信任词汇出现较多，比

如，在部分新闻报道中，试图攻击中国的公开信息。《产经新闻》在 2021年 7月 15日的新

闻
1
中，污蔑中国疫苗的有效性相关信息。再次，夸耀类词汇较多。比如，每当中国对自身防

疫成果进行陈述时，《产经新闻》与《读卖新闻》常常会采用炫耀相关词汇来报道，试图曲

解中国防疫成果的发布。 

此外，除了上述本身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汇以外，新闻中还出现了一些中性词贬用的现象。

如日语的“意图”一词原本不具备贬义色彩，但该词在新闻报道中经常被用于恶意揣测中国，

使其在特定的语境下沾染了负面色彩。如《产经新闻》在 2021 年 1 月 29 日的新闻
2
中将中

国免费提供疫苗这一人道主义举措歪曲成是中国意图采取“疫苗外交”策略，使“意图”一

词带有了阴谋的意义。再如日语的“宣扬”一词，原本的含义是“呼吁、主张”，但在《产

经新闻》与《读卖新闻》的部分报道中，这个词却蕴含了讽刺的意味，如中国的疫苗已经实

现了安全性，但《读卖新闻》在 2020年 12月 31日的新闻
3
中报道却称，中国疫苗的开发数

据不充分，并对该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存在质疑，将中国对疫苗安全性的宣传歪曲为一种“宣

扬”的行为。 

2.2负面新闻特征——受美国言论影响明显 

《产经新闻》与《读卖新闻》擅长借西方国家言论，间接表达自身观点。本文对其中的

682 篇涉华疫情新闻进行了梳理后发现共有 94 篇新闻引用了西方言论
4
。本文对其来源进行

了进一步统计，具体数据如表 2所示。 

  

表 2：西方言论引用次数 

类别 美国 澳大利亚 英国 其他 总计 

产经 37 5 5 7 54 

读卖 38 5 2 3 48 

总计 75 10 7 10 102 

 

从表 2 的数据可知，《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共有 94 篇报道引用了西方言论，根

据来源分类共 102处。其中，引用美国言论共 75 处，占引用总次数的 73.53%。即，《产经

新闻》与《读卖新闻》中引用美国言论的次数远远大于引用他国言论的次数，受美国话语影

                                                             
1产经新闻,2021/7/15 19:12 
2产经新闻,2021/1/29 20:57 
3读卖新闻,2020/12/31 19:59 
4本文的“西方言论”指涉华疫情新闻中引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言论或观点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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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明显。如《读卖新闻》在 2021 年 2 月 10 日有关疫情发生源争论的新闻
1
中，引用美国报

道，试图抹黑中国在溯源工作中的努力。再如，《产经新闻》2020年 5月 12日的新闻
2
站在

美国的立场，报道美方发出“警报”，污蔑中国在自主研发疫苗上的努力。 

三、《产经新闻》与《读卖新闻》存在的策略考察 

    本文通过对《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中 682 篇涉华疫情报道的分析，发现其报道基

调整体呈现出负面倾向。具体表现为如使用负面诱导性的词汇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且报道

立场受美国舆论影响明显等。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产经新闻》与《读卖新闻》在报道涉华

疫情新闻时存在的策略进行了进一步考察。 

3.1忽略正面宣传 

《产经新闻》与《读卖新闻》在报道涉华疫情新闻时，报道基调总体呈负面，负面新闻

占八成（见表 1）。其热衷于报道负面话题，刻意淡化对中国疫情防控成效的正面宣传。虽

然也有少量对中国部分地区疫情好转的报道，但对于方舱医院的建设、国家免费给百姓接种

疫苗等话题鲜有提及。如《产经新闻》2021年 1月 23日的新闻
3
中提到，中国新京报报道多

亏了武汉人民的贡献才能给我国防疫的局面带来巨大的转机。但《产经新闻》忽视了对武汉

人民为疫情做出的牺牲与贡献的正面宣传。 

3.2刻意渲染中国负面形象  

《产经新闻》与《读卖新闻》在报道中国疫情相关事件时，频繁地使用一些负面词汇，

试图给中国贴上负面标签。如《产经新闻》在 2020年 11月 22日的新闻
4
里试图塑造中国企

图主导疫情后的国际秩序、野心勃勃的负面形象。同时，它们还频繁使用夸耀类等词来报道

中国对防疫成果的宣传，如《读卖新闻》在 2020 年 9 月 8 日的新闻
5
标题里直接使用该词，

宣称中国是在自夸防疫政策。《读卖新闻》非但不愿承认中国的防疫成果以及对世界的贡献，

反而抹黑中国，称中国是在向世界炫耀成果。 

此外，《产经新闻》与《读卖新闻》还善于诱导舆论风向，转移话题重心。如《产经新

闻》在 2020年 5月 5 日的新闻
6
中，无端怀疑中国支援非洲疫情的医疗器具质量差，试图对

读者产生一定程度的误导。又如《读卖新闻》在 2020 年 5 月 10 日的新闻
7
中，报道了上海

迪士尼再次开业的消息，但其并未聚焦上海疫情的好转，反而称中国在日本和欧美迪士尼都

停业的情况下，恢复上海迪士尼的营业是有意彰显其经济恢复的表现。《读卖新闻》刻意回

避中国疫情好转等正面话题的报道，反而转变了话题的风向，将中国与炫耀等形象挂钩。《产

经新闻》与《读卖新闻》使用上述负面表现形式和手段，直接或间接地污名化中国，刻意塑

                                                             
1读卖新闻,2021/02/10 21:19 
2产经新闻, 2020/5/12 08:38 
3产经新闻,2021/1/23 17:54 
4产经新闻,2020/11/22 20:48 
5读卖新闻,2020/09/08 22:47 
6产经新闻,2020/5/5 18:14 
7读卖新闻,2020/05/10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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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中国的负面形象。 

3.3站在西方立场分析问题 

    《产经新闻》与《读卖新闻》对中国的报道中也体现出了其对中国价值观的不理解或者

故意曲解，显示出他们受西方话语体系影响之深刻，尤其倾向于附和美国的言论和观点（参

考表 2）。如《读卖新闻》在 2020 年 9 月 25 日的新闻
1
中报道了中美在联合国会议上的争

论，有意将美国塑造成“正义者”的形象，无理指责中国。在《产经新闻》中，有多篇关于

新冠溯源问题的新闻，且都以西方观点为标题，试图给中国抹黑等。此类标题罔顾中国的合

理主张，偏信西方不负责任言论，试图引导舆论风向，这些都是站在西方的立场分析问题的

具体体现。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当代疫情背景下，日本两大主流媒体《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中涉华疫

情新闻的研究，发现其善于利用媒体策略污名化中国，在报道时存在很多问题。《产经新闻》

与《读卖新闻》不仅有意大量报道负面新闻，还使用带有负面诱导性的词汇刻意渲染负面的

中国形象，其多次引用美国言论，不顾中方的主张，试图以西方价值观“绑架”中国，而忽

视两国的国情差异。这种报道方式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新闻本真，而显示出较为显著的意图。 

对于日本媒体在报道中国问题上的角度，国内应该具有一定的应对措施。一、中国媒体

应当警惕来自外媒的污蔑和攻击，用事实让谣言不攻自破，重视对外宣传，主动掌握话语权，

传递正确的信息，让世界认识正能量的中国。二、在面对此类新闻时，我们作为普通人应当

学会自己思考判断、找准立场。在国际交往密切的大环境下，重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用

外语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正确地传达中国的正面形象和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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