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南官方媒体的中国

认知变迁分析
———以越南 《人民报》（２０００～２０１１）为样本＊

李春霞

内容提要：越南官方媒体 《人 民 报》关 于 中 国 的 报 道 变 化 反 映 了 越 南 官

方对中国认知的变迁，这种 认 知 变 迁 进 而 影 响 到 越 南 的 对 华 政 策 行 为。近 十

年来，越南官方的中国认知 正 经 历 着 从 榜 样 到 伙 伴、从 关 注 低 级 政 治 领 域 向

关注高级政治领域以及从 追 赶 到 平 等 的 变 迁。作 为 同 一 地 区 同 时 崛 起 的 两 个

邻国，中国与越南基于意识形 态 和 政 治 制 度 的 双 边 关 系 正 逐 渐 向 基 于 各 自 国

家利益、为应对共同挑战 和 促 进 彼 此 发 展 的 双 边 关 系 转 变。因 此，中 国 在 实

施睦邻政策时也应适当调 整 思 路 与 措 施，加 强 低 级 政 治 领 域 的 利 益 捆 绑 并 增

进两国人民间的多层次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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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中国与越南毗邻而居，有着数千年的往来史，在相互关系方面既经历了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杨保筠教授、李安山教授、许利平研究员、王阳林师兄、王庆忠博士

的帮助和指导，在此表示诚挚感谢，同时感谢 《当 代 亚 太》匿 名 评 审 专 家 的 建 设 性 修 改 意 见。本 文

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文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概由笔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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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无间，也有过十几年的交恶。１９９１年中越外交关系正

常化后，两国关系不断得到巩固与加强。进入新世纪以来，两国更是以 “十

六字”方针为指引，以 《面向二十一世纪全面合作框架》为蓝图，积极推动

和提升两国关系发展。但是，近几年来，围绕南海问题，中越两国之间出现

了一些摩擦，关于越南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中国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学者通过对东南亚本土文学分析认为，东南亚对

中国的认知光谱是仰慕—质疑—蔑视—分化 （赞颂与污蔑）。① 也有学者进一

步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总体上东南亚各国对中国是防范大于信任、敌

视重于友好。他们和中国维持关系的主要动机主要是看中了中国的市场和经

济上的机会，真正希望和中国友好的局面尚须时日”。② 中国与越南之间有着

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的历史经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发展

情况，总体上，东南亚地区的中国形象不足以准确反映越南对中国的认知。

越南国内有关越南对中国认知的研究较少，③ 国立台湾大学的阮怀秋是

关注这一领域的少数学者之一。他认为，冷战结束以后，越中关系是在没有

帝国主义为参照的体系中发展的，④ 并指出越南对中国的认知正从 “大国”、

“巨人”向面对共同挑战的 “友好朋友”转变。⑤ 同时，他认为越南的中国研

究者对越中交恶 历 史 的 回 避 也 反 映 出 越 南 在 越 中 关 系 发 展 中 仍 存 在 着 “大

国”阴影。⑥ 阮怀秋选取的样本时间段为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这一时期中越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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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东南亚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７８页。作者从东南亚神话、史

籍、本土文学、华人文学和政治领袖五个 角 度 入 手，描 述 和 分 析 了 存 在 于 东 南 亚 各 国 文 化、历 史、

文学及政治领域中的中国形象。

肖刚：《东南亚 “中国观”的外部干扰变量》，载 《太平洋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８期，第１页。

越南学者关于越南的中国认知研究较少，而且多集中在经济领域，如邓秋恒等：《影响越南

人选择中国商品的因素：国家形象与产品》等。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阮怀秋 （越南留学生）

的 《从边缘看大国：越南 〈中国研究〉期刊对越中关系的认识》，对越南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

较好的解读。作者通过考察越南社科院下属中国研究院的成立和运作情况，分析了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间

《中国研究》期刊中关于中越关系的文章，并通过对越南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进行访谈等方式，总结

了越南对越中关系的认识。作者选取的研究 样 本 是 越 南 研 究 中 国 问 题 的 机 构、学 者 和 文 章，分 析 的

重点是越中关系。该书研究的是越南学术 界 对 越 中 关 系 的 认 知，并 没 有 涉 及 对 中 国 经 济、社 会、内

政、外交等多个侧面的认识。参见阮怀秋：《从边缘看大国：越南 〈中国研究〉期刊对越中关系的认

识》，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与研究中心２００９年版。

阮怀秋：《从边缘看大国：越南 〈中国研究〉期刊对越中关系的认识》，第５～６页。

同上，第１６页。

同上，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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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正处于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因此无法反映近几年的变化趋势。

西方尽管尚没有关于越南的中国认知的专门论述，但不少文章和著作都

有所涉及。布兰特利·沃 马 克 （Ｂｒａｎｔｌｙ　Ｗｏｍａｃｋ）认 为，越 南 将 中 国 视 为

“不可预测的北方巨人”，“即便是和平时期，对于和平或战争的决定权大部

分在巨人手中，所以越南仍是惧怕巨人的”。① 沃马克在描绘越南人对中国的

认知时，过多地强调了越南与中国在地理与历史方面的差异性，而忽视了两

国在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相似性，特别是两国在现代国家建立与发展中的

相似性。这必然导致沃马克在描述越南的中国认知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不断革新的越南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正在发生怎样的认知转变？为什

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周边环境，更好

地落实睦邻友好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选取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越南共产党中央 机 关 报 《人

民报》为分析样本。通过对 《人民报》近十多年有关中国的报道在数量和内

容上的分析，归纳出越南官方媒体的中国认知变迁，并尝试对变化的原因以

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判断。

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及时间选取

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是纸版越南语 《人民报》（以下简称 《人民报》）。②

该报是 “越南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是越南党、国家和人民的声音”③，代表

着党和国家的利益，因此，其在新闻报道中所塑造的其他国家的形象，更能

反映越南官方对该国的看法。本文选取 《人民报》关于中国的报道作为分析

越南官方的中国认知样本，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越南主流社会特别是政府决策

者对中国的 认 知 状 况。２０００年 是 中 越 关 系 中 的 一 个 重 要 年 份。１９９９年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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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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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于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１日首次发行，继承了１９２５年６月２１日胡志明创办的 《青年报》以及

《争斗报》、《民众报》、《解放旗帜报》和 《事实》的 传 统，是 越 南 最 具 权 威 性 的 报 纸。《人 民 报》为

日报，每天发行２２万份，共有８个版面，设有政治、社会经济、文体、青年、国际时事等版面，在

报道国内外重大事件时以其 “权威性、公正性”著称。
《人民报》的报头标语。



　□ 当代亚太　

两国总书记确定了新世纪两国关系遵循的 “十六字”方针，１９９９年底，《中

越陆地边界条约》正式签署，这些都为２１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２０００年成为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一个新起点。进入新

世纪以来，两国国内的发展都取得了较好成绩，各自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的

互动频繁而深入。在这一过程中，越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不断调整，并对自

身发展的定位不断更新，对中国的认知也在不断变化。本文选取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作为研究时段，更有利于考察这种调整与变化的演变过程。

（二）数据提取与处理

本文以纸版越 南 语 《人 民 报》为 样 本，选 取 的 时 间 段 为２０００年１月１
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查找的关键词为 “中国”、 “中华”及与中国相关

的行政单位名称，如：“上海”、“北京”、“广西”等。本文将８个版面中关

于中国的报道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内容整理，按内容主旨分为两个大类：

一是关于双边关系：指越南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往来内容，包括双边高层

互访、经贸往来、教育合作、两国关系发展的评论等。具体可分为：（１）双

边政治，指中越两国间的政治往来，如高层互访、边界谈判、共同反对人权

状况指责等；（２）双边经济，指中越两国间的双边经济往来，如经贸领域合

作、共同面对国际贸易壁垒等；（３）双边文化，指中越两国间的文化体育及

科学技术、教育合作等。

二是关于中国的内容：指中国的国内情况以及中国同越南以外国家、地

区及国际组织的交往情况。具体可分为：（１）外交，指中国的对外交往，如

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第三国、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合作、参与国际会议、处

理国际贸易摩擦等；（２）内政，指中国的国内政治活动，如全国人大、政协

会议、国内维稳、反贪、党建、外交战略等；（３）经济，指中国的国内经济

发展，如经济发展状况、行业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区域发展战略等； （４）

社会，指中国的国内社会问题，如就业状况、福利、环境污染、自然及社会灾

难等；（５）文体科技发展，指中国的文化、艺术、体育以及科技发展等。

越南官方媒体关于中国报道的变化

（一）数量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人民报》有关中国的报道共２３３９条，本文按照上述分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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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对各年的报道进行了分类和数据统计，详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人民报》有关中国报道按年分类统计表

（单位：份）

年
份分 类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合计

双边关系

政　治 １０８　 ８０　 ７５　 ６２　 ６９　 ７３　 ８８　 ９７　 １０３　 ８５　 ８８　 ７７　１００５

经　济 １２　 ４　 １１　 ７　 １０　 ４　 ８　 ８　 １６　 １６　 ５　 ４　 １０５

文　化 ５　 ５　 ４　 ４　 ５　 ４　 ８　 ６　 ８　 ７　 １２　 １　 ６９

合　计 １２５　 ８９　 ９０　 ７３　 ８４　 ８１　 １０４　１１１　１２７　１０８　１０５　 ８２　１１７９

中国内容

外　交 ４４　 ６５　 ２６　 ３６　 ２２　 ２７　 ３９　 ３０　 ３１　 ５２　 ６３　 ２５　 ４６０

内　政 ２８　 １１　 １６　 １５　 １１　 ９　 ６　 １７　 ２１　 １４　 ７　 １１　 １６６

经　济 ２２　 ２５　 ３２　 １９　 １３　 ２０　 １５　 １０　 １２　 ６　 １０　 ７　 １９１

社　会 ６　 ９　 ５　 １８　 ２４　 １５　 １５　 １７　 ６５　 １８　 ４０　 １９　 ２５１

文体科技 ７　 ７　 ２　 ６　 ２　 ６　 ０　 ４　 ５１　 ３　 ２　 ２　 ９２

合　计 １０７　１１７　 ８１　 ９４　 ７２　 ７７　 ７５　 ７８　 １８０　 ９３　 １２２　 ６４　１１６０

总　计 ２３２　２０６　１７１　１６７　１５６　１５８　１７９　１８９　３０７　２０１　２２７　１４６　２３３９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人民报》相关报道统计整理。

根据表１数据，可形成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人民报》有关中国 报 道 总 量 逐

年变化趋势图，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人民报》有关中国报道总量逐年变化趋势图

—１０１—



　□ 当代亚太　

　　由图１可见，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除了２００８年因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及 “５·

１２”地震报道量激增外，《人民报》每年有关中国报道的总量基本稳定在１５０

～２００份之间。

从表１的具体分类数据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人民报》有关中国的报道中，

双边关系占５０．４１％，而这其中８５．２４％是关于双边政治关系，双边经济关系

只占不 足１０％，双 边 文 化 关 系 只 占５％多。另 外，在 中 越 双 边 关 系 报 道 中，

党、国家、团体间的互访占到了３２．３２％，是双边关系报道中的一个主要内容。

为便于说明中国在 《人民报》报道中的地位和份量，本文选取２００２年

和２００９年① 《人民报》关于美、俄、日的报道总量进行比较分析，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９年 《人民报》有关美、俄、日报道分类统计表

（单位：份）

年份／分类
国 别

２００２

双经 双政 内政 外交 经济
合计

２００９

双经 双政 内政 外交 经济
合计

美　国 ２２　 ２１　 ２０　 １３９　 ２１　 ２２３　 ７　 １７　 ３９　 １６４　 ２６　 ２５３

俄罗斯 ７　 ２６　 １４　 ４１　 １０　 １０１　 １０　 ２１　 １０　 ６３　 １８　 １２２

日　本 ２０　 ２０　 ６　 １６　 ８　 ７０　 １０　 １３　 １３　 １５　 ６　 ５７

　　资料来源：同表１。

表２显示，对比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９年 《人民报》对美、俄、日、中四国的

报道总量，排序由多到少依次为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其中，尽管对

美国的年均报道量比中国多，但对美国的报道绝大部分是美国的外交 （如伊

拉克问题、古 巴 禁 运 等），对 越 南 与 美 国 的 双 边 关 系 报 道 仅 占 报 道 总 量 的

１４．０８％，而对中国的报道中有５３．２３％是关于越南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报道，

除去其中１４篇关于南海问题的报道外，均为双边友好互访和友好合作等内

容。所以，对于越南而言，中国是一个重要而且友好的国家。

关于中国内容的报道，根据表１中的数据，形成了外交与内政、经济与

社会的变化趋势图 （见图２、图３）。②

—２０１—

①

②

笔者之所以选取２００２年与２００９年进行 对 比，一 是 后 文 涉 及 对 经 济 类 报 道 的 对 比，２００２年

与２００９年分别出现中国经济报道量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二 是 文 章 将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分 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两段进行变化分析，２００２年与２００９年分属两个阶段内，具有代表性。

文体科技类报道除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以外，每年平均不足１０篇，甚至有的年份没有一篇报

道，所以不再做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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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人民报》有关中国外交与内政分类报道量逐年变化趋势图

图２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人民报》关于中国外交的年报道量基本在

２５～３５份之间。其中，２００１年为６５份，主要是针对中美撞机事件、中俄关

系加强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等事件报道增多；２０１０年为６３份，主要是针

对中美之间围绕对台军售、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等冲突，以及中日之间围

绕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冲突报道增多。也就是说，中美关系是越南官方媒体最

关注的一对双边关系。总体而言，外交的变化趋势与报道总量逐年变化趋势

趋同。关于中国内政的年报道量则稳定在１０～２０份之间，２０００年为２８份，

主要是针对台湾问题及反贪问题报道增多，总体变化趋势基本不明显。

图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人民报》有关中国经济与社会分类报道量逐年变化趋势图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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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人民报》关于中国经济的年报道量从最多

时的３２篇 （２００２年）降至最少时的６篇 （２００９年），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而关于中国社会的报道量则从最少时的５篇 （２００２年）升至最多时的６５篇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８年的陡升与 “５·１２”地震报道增多有关，２０１０年则与青海

玉树地震和南方水灾的报道增多有关），呈现出整体上升趋势。而且基本是

自２００６年起，经济与社会的两 条 走 势 线 发 生 了 颠 倒，即 《人 民 报》关 于 中

国社会的报道量超过了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量。也就是说，越南官方媒体对

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度超过了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度。

为说明关于中国经济报道量的明显下降趋 势，本 文 选 取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

《人民报》对美、中、俄、日经济的报道量进行比较分析。

表３　 《人民报》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９年关于美、俄、日经济报道统计表

（单位：份）

国
别年 份

美国 中国 俄罗斯 日本 其他 合计

２００２　 ２１ （１３） ３２ （２３） １０ （１０） ８ （６） １９９ （１２０） ２７０ （１７２）

２００９　 ２６ （４） ６ （２） １８ （４） ６ （１） ２８３ （９２） ３３９ （１０３）

　　注：括号内数字为经济报道中的专题报道数量。

资料来源：同表１。

从表３中２００２年与２００９年的数据比较可知，在 《人民报》对外国经济

类报道普遍增加的情况下，对中国的经济类报道却处于下降趋势，而且在外

国经济类专题报道量普遍减少的情况下 （减少４０．１２％），对中国的经济类专

题报道则急剧下降 （减少９１．３０％）。也就是说，《人民报》对于中国经济的

报道量不仅明显下降，而且在专题报道方面，下降幅度更是总体平均降幅的

两倍多。所以，《人民报》对中国经济关注度的下降是绝对的，而非其总体

风格调整的结果。

本文关于数据的分析除了关注分类内容的数据变化外，还对文章登载的

版面进行了统计，并试图通过不同版面反映越南媒体的中国认知变迁。 《人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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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共８个版面，① 有关中国的报道基本分布于头版、第四版国际版 （有

些年份国际版会调整为第五版）及第八版国际时事版。② 头版主要登载越中

两国领导人以及党、政、军等高层团体的互访，两国重大政治事件、有关两

国关系的社论、贺电等。第四版主要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或中越

友好关系的专题性报道。第八版是有关中国内政、外交、社会以及双边日常

往来等的简短新闻类报道。有关中国报道的版面分布统计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人民报》有关中国报道的版面分布统计表 （单位：份）

年 份
版 面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合计

头　版 ６０　 ４２　 ２８　 ２９　 ２４　 ３５　 ４３　 ６２　 ６５　 ４５　 ４８　 ３２　 ５１３

第四版 ２５　 ２６　 ３３　 ２５　 ２４　 ２８　 ２１　 ２０　 １９　 ８　 １１　 １１　 ２５１

第八版 １４７　１３８　１１０　１１３　１０８　 ９５　 １１５　１０７　２２３　１４８　１６８　１０３　 １５７５

合　计 ２３２　２０６　１７１　１６７　１５６　１５８　１７９　１８９　３０７　２０１　２２７　１４６　 ２３３９

　　资料来源：同表１。

根据上表数据，分别形成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三个版面中关于中 国 报 道 量 的

逐年变化趋势图，见图４。

由表４和图４可见，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间，有关中国的报道，头版共有５１３
份，占全部 报 道 量 的２１．９３％，第 八 版 共 有１５７５份，占 全 部 报 道 量 的

６７．３４％，逐年变化趋 势 基 本 与 报 道 总 量 趋 势 一 致。而 第 四 版 共 有２５１份，

占全部报道 量 的１０．７３％，呈 现 明 显 下 降 趋 势。也 就 是 说，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人民报》关于中国的专题报道量明显下降，从最多时的３３份 （２００２年）到

最少时的８份 （２００９年），③ 从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年均２６．８份，到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年均１５份。

—５０１—

①

②

③

头版一般为国家领导人来访 及 重 要 国 内 新 闻；第 二 版 由 农 业 与 农 村、服 务 与 市 场、经 济 与

工业三方面内容轮流组成；第三版由党建 和 政 治 两 个 内 容 轮 流 组 成；第 四 版 由 国 际、社 会、青 年 三

个内容轮流组成，其中国际版设有国际经验、国际经济等专栏，对其他国家进行深入的专题性报道；

第五版由教育与科学、文化与艺术两个内 容 轮 流 构 成；第 六 版 为 广 告；第 七 版 为 体 育；第 八 版 是 国

际时事。

因第七版关于中国的体育类新 闻 较 少，而 且 一 般 为 简 短 新 闻 类，所 以 本 文 在 归 类 上 将 其 放

入第八版处理。
《人民报》第四版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９年 对 美 国、俄 罗 斯、日 本 的 报 道 量 分 别 是３１和２７、２１

和１４、１３和９，虽然也有所下降，但降幅远远低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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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人民报》三个版面有关中国报道量的逐年变化趋势图

（二）内容分析

为了更好地把握 越 南 官 方 媒 体 对 中 国 的 认 知 变 化，本 文 不 仅 对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年 《人民报》有关中国报道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而且还对有关中国

报道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阅读。

首先，《人民报》有关中国的社论在对越中关系进行描述时，所用的词

汇发生了变化。社 论 是 代 表 国 家 对 双 边 关 系 的 权 威 表 述，具 有 极 高 的 说 服

力。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人民报》有关中国的社论共有２１篇，其中１８篇发表于

双方高层领导互访期间，１篇发表于越中建交五十周年，１篇发表于中国共

产党建党八十周年，１篇发表于越中边界协议生效宣布仪式。 （详见附录１）

本文选取 “越南与中 国 是……” （即 对 越 南 与 中 国 关 系 进 行 描 述 的 句 子）、
“历史问题”、“东海”（即中国南海）、“信任”等词汇作为比较阅读的高敏感

内容，对上述２１篇社论进行了比较阅读，发现以下三个主要变化：

第一，关于越中两国关系的描述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人民报》在领导

人访问期间刊登的关于越中关系的社论，均会在讲述两国关系发展成就的段

首对越中关系进行明确描述。如２００１年９月７日中国前总理李鹏访越时发

表的社论，认为 “越南与中国是山连山、水连水的亲密邻国”；① ２００１年１１
月３０日越南总书记农德孟访华时的社论中，明确写有 “越南与中国自古是

—６０１—

① ［越］《社论：不断培育越中的合作与友好关系》，载 《人民报》２００１年９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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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亲密的邻国”；①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７日中国总理温家宝访越时的社论中，提

出 “越南与中国是两个亲密邻国。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关系”。② 在

这２１篇社论中，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间的１０篇社论绝大部分都对越中关系进行过

类似的描述，③ 但是自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３１日中国总书记胡锦涛访越开始，此后

的社论中再没有对越中关系进行上述的明确描述，而是在表述越中两国交往

成就的段首，代之以 “越南与中国领导人高兴地看到，近年来两党两国关系

发展步伐良好，并重申要努力维护和增强两党两国永世传承的宝贵财产———

越中友好情感”，④ 或 “我们满意地看到，越中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两国党和人

民的促进，并已取得了日益丰硕的成就”。⑤ 自２００５年底开始，《人民报》在

有关两国关系的社论中，取消了对越中关系的 “亲密邻国”的明确表述，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越南官方媒体对于中国认知的变化，即从亲密邻国向友好关

系国家转变。

第二， “历 史 问 题”、 “东 海”等 词 汇 逐 渐 出 现 在 两 国 关 系 的 社 论 中。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的社论中没有出现过 “历史问题”、“东海”等词汇，在提及边

界领土问题时，仅以具体协定出现。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７日越南总书记农德孟访

华时的社论中，首次出现了上述词汇，如 “双方对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结果表

示满意，……，促进海上问题谈判，共同稳定东海局势”。⑥ 此后的社论中一

般都会出现 “历史遗留问题”、“领土边界问题”等词汇，以及 “共同维护东

海稳定”等内容。随着各项陆地边界及北部湾划界协定的签订和勘界立碑工

作的开展，领土、领海等主权问题反而在越中两国关系社论中频繁出现，这

体现出越南在对中国的认知中警惕性在上升，对高级政治领域的关注加强。

第三，“信任”问题逐渐被正式提出。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０日越南总理阮晋

勇访华时的社论，首次提到了 “继续巩固两国高层领导信任关系”，此后的

有关两国关系的社论中一般也会出现这一词汇。建立两国之间的信任在两国

—７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越］《社论：将越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推向新高度》，载 《人民报》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越］《社论：继续发展越中全面关系》，载 《人民报》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７日。

除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８日关于越中建交五十周年社论和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５日越南总书记农德孟访华

结束社论外，其余８篇均有对越中关系的相似描述。详见附录。
［越］《社论：促进越中全面合作友好邻国关系更强劲发展》，载 《人民 报》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７

日。
［越］《继续使越中合作友好关系上新发展阶段》，载 《人民报》２００８年５月３０日。
［越］《社论：促进越中全面合作友好邻国关系更强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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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社论中被正式提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越南对中国认知中疑虑、防

范心理的增强，对中国发展战略的不信任感加强，与中国的竞争性上升。

其次，《人民报》在关于越中双边关系的报道中，关于南海主权争端的

报道不断增多。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人民报》的相关报道从无到有再到多次 （详

见附录２），出现了越南对南海主权的申明，甚至是反对中国的报道，使南海

问题逐渐成为两国关系中的负面声音。２００１年，《人民报》第一次出现针对

中国禁渔的外交部发言之后，几乎每年都有针对南海问题的主权声明。２００７
年，不仅次数上升到７次，而 且 语 气 更 加 强 硬，出 现 有 “坚 决 反 对”等 词

汇；２００９年出现次数陡升至１２次，２０１１年 升 至１８次。在 内 容 上，除 个 别

针对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外，绝大部分是针对中国的。如：针对中国禁渔令和

两国间的渔业冲突；反对中国建立行政管理机构对南海进行行政管理；反对

在该地区进行演习及主权表示；反对中国建立石油勘探台，开展石油合作；

反对台湾演习以及对相关岛屿的建设等等。同时， 《人民报》关于驻守岛屿

士兵生活、主权申明活动的报道也在不断增加，以不同方式加大对南海问题

的报道和宣传力度。《人民报》作为越南官方媒体，自２００７年开始出现的大

量关于南海主权争端的报道，体现了越南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度在不断上升，

也反映出越南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在不断增强。

再次，有关中国经济的报道，本文发现，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人民报》的报

道重点由广泛介绍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和经验逐渐向深入关注中国经济发展面

临的问题过渡。２０００年，《人民报》在国际版的国外经验专栏中报道了中国

农业生 物 技 术、西 部 发 展 战 略、中 小 企 业 发 展、证 券 市 场 的 发 展 状 况 等；

２００１年专题报道了中国的经济主动脉、中国———计算机生产的大工厂、中国

吸引外资投资、中国的铁路线、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北京绿化等；２００２年

报道了促进上海经济发展的四大因素、核工业、民营经济、电子产业、国企

改革、“走出去”战略、风能发展等。２００５年之后，在注重介绍中国能源及

农村政策之外，侧重关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限制 “过热”行业发

展、经济 “降温”及面临问题、交通拥堵治理、银行现代化问题、应对电力

短缺等。在词汇使用上，由原先常常使用充满感情的主观性词汇到使用更加

中性的客观性词汇。如２０００年的专题报道 《北京的金融街》中，作者写道，

“终于有时间欣赏 （北京）古城 区 外，宽 阔 马 路 边 高 耸 入 云 的 大 厦，全 面 地

了解这座美丽城市了。同时，也梦想着在保持千年历史传统的同时，能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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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加现代、更 加 配 套 的 河 内”。① 而２０１０年 的 专 题 报 道 《上 海 世 博 会：

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作者将上海描述为 “作为中国最具发展动力的城市之

一，作为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之一，上海在黄浦江两岸彩灯装饰的摩天大

楼的映衬下，隆重而热情地欢迎世界各地的游客”。② 《人民报》对中国经济

报道内容与词汇使用的变化体现出越南对中国的认知正在发生转变，由先前

的羡慕景仰，逐渐变成平等合作。

最后，本文注意到，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人民报》有关中国的灾难性新闻增

多。关于中国的社会类报道，从 内 容 看，除 有 关 中 国 解 决 和 应 对 就 业 问 题、

公共交通、人口状况、社会保障等问题外，主要是有关中国的社会性灾难的

报道，如火灾、交通事故、新疆暴乱、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以及自然灾

难，如洪水、风暴、地震、病疫等。上文数量分析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人

民报》关于中国的社会类报 道 量 呈 上 升 趋 势，特 别 是 自２００３年 以 来，报 道

量上升至两位数。从内容上来看，主要是各类灾难性报道数量的增多造成了

整体趋势的上升，如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灾难新闻报 道 量 都 是１３篇，这 就

将社会类报道的总量一下拉升至两位数；２００８年，除去有关 “５·１２”地震

的１８篇报 道 外，毒 奶 粉、新 疆 暴 乱、自 然 灾 害 等 灾 难 性 报 道 还 有４７篇；

２００９年，１８篇社会类报道中有１５篇是有关灾难性报道等。灾难性新闻对所

涉及国家的形象会产生一定的负 面 影 响。 《人 民 报》作 为 越 南 的 官 方 媒 体，

对中国灾难性新闻报道量的增加，一方面体现了对中国社会稳定问题的关注

度上升，另一方面也表明对中国观察视角的转变。

越南官方媒体的中国认知变迁特点分析

从以上数据、内 容 及 版 面 变 化 情 况 分 析 可 知，在 越 南 官 方 媒 体 的 认 知

中，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在政治上与越南有着密切关系，官方层面与越

南关系友好。越南官方媒体密切关注中国的对外交往和国内政治情况，认为

中国的政局稳定，国内 政 策 延 续 性 强，对 外 交 往 活 跃，与 大 国 关 系 来 往 密

切。同时，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越南 《人民报》对于中国的观察视角和关注重点也

在发生转移，从而体现出越南官方媒体对于中国认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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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越］《北京的金融街》，载 《人民报》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越］《上海世博会：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载 《人民报》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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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从榜样到伙伴

近十多年，越南 官 方 媒 体 对 中 国 的 认 知 经 历 了 从 榜 样 到 伙 伴 的 身 份 变

迁。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越南官方媒体大量报道了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

介绍了主要城市、行业部门的发展建设情况，无论是在国际版的国际经验专

栏，还是在头版的领导互访随团记者日志中，报道中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赞美

之词随处可见。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量占中国报道总量的２４％。

在领导人互访的社论中对越南与中国关系的界定是 “有着悠久传统友谊关系

的亲密邻居”，① 并认为 “中国发展的成就也是对越南人民建设发展自己国家

的巨大鼓舞和动员”。② 这不仅反映出当时的越南官方媒体在对中国的认识中

带有强烈的羡慕、佩服等情感色彩，而且也包含有以中国为榜样，展望自己

国家未来发展 的 意 味。正 如２００１年 的 专 题 报 道 《中 国 整 洁 漂 亮 的 铁 路 线》

中作者所写道的：“我希望不远的某一天，我们越南的河内、顺化、胡志明

市，以及各个城镇能够有像中国一样干净、整洁、明亮的城市、道路、车站

和火车，卫生环境日益改善。”③ 以中国为榜样，希望能够像中国一样发展的

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这一时期，越南官方媒体认为中国是积极正面

的、甚至是完美的榜样。２００６年之后，随着对中国专题报道量的减少，针对

性介绍中国发展成就的报道内容也大量减少。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有关中国经济

的报道量占中国报道总量的１０％，下降非常明显，内容上也多侧重于中国经

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词汇使用也更加中性。同一时期，社会

灾难性新闻报道 量 则 不 断 增 加，社 会 类 报 道 从 报 道 总 量 上 超 过 了 经 济 类 报

道。但是，这一时期关于越南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报道比例并无明显的变化，

两国两党高层和民间的互访仍较频繁。也就是说，越南官方媒体已不再将中

国视为一个完美的榜样，而是更多地将中国视为一个友好的伙伴。从榜样到

伙伴的转变体现出越南官方媒体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身份变迁。

究其原因，既有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特点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是越南不断

发展进步的结果。近十多年，越南经济取得巨大成就，并不断融入世界经济

体系。２０００年以来，越南的ＧＤＰ增长率基本保持在６％～７％，２００２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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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越］《社论：促进越中友好合作关系提高到新高度》，载 《人民报》２００３年４月７日。
［越］《社论：不断发展越中友谊及合作关系》，载 《人民报》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５日。
［越］《中国整洁漂亮的铁路线》，载 《人民报》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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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达１６５．３亿美元，进口额为１９３亿美元，① 而２０１１年出口额已达９６３亿，

进口额１０５８亿美元。② 通过改革国有企业、鼓励私有经济发展、培育国内市

场和提高企业竞争力，以及不断发展、健全和提升国内产业结构，越南不断

增强自身经济的独立性和竞争性。同时，越南通过与美国、韩国、日本以及

东盟签订各种贸易协定，特别是２００７年 正 式 加 入 ＷＴＯ后，逐 步 融 入 地 区

及国际经济。这大大增强了越南经济发展的可选择性，从而相对降低了越南

经济对中国的 借 重 和 依 赖。加 之，随 着 越 中 之 间 经 济 合 作 与 贸 易 往 来 的 增

加，经济之间的不平衡性及竞争性不断体现出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越

南对于中国的看法与认识。比如，在越中之间贸易逆差问题上，自２００１年

起，越南对中国的 逆 差 显 著 增 加，２００１年 为１．８９亿 美 元，２００６年 为４１．５
亿美元，２００８年达到１１１．２亿美元。③ 随着两国经济贸易量的加大，特别是

入世后越南对外贸易伙伴的扩大和多样化，④ 两国之间贸易逆差的加大愈发

让越方感到焦虑与担忧。２００８年农德孟访华时的社论中首次提到，“（越中两

国）经济合作 方 面，应 积 极 寻 找 新 贸 易 增 长 领 域，保 持 双 边 贸 易 额 快 速 增

长，采取有效措施使双边贸易平衡”。⑤ 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原先的榜样逐

渐失去了魅力。同时，随着交流合作的深入与拓展，双边关系中竞争、冲突

的一面逐渐展现。中 国 在 越 南 官 方 媒 体 的 认 知 中 成 为 一 个 有 着 诸 多 相 同 之

处、共同发展的伙伴也就成为必然。

另外，有关中国的专题报道量明显减少，也反映出越南官方媒体有意减

少中国影响力的意图。专题报道主要体现的是对报道对象的关注与宣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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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越］《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经济社会状况》，越南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ｈｐｈｕ．ｖｎ／ｐｏｒｔａｌ／ｐａｇｅ／

ｐｏｒｔａｌ／ｃｈｉｎｈｐｈｕ／ｎｏｉｄｕｎｇｔｉｎｈｈｉｎｈｔｈｕｃｈｉｅｎ？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Ｉｄ＝９０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３１５１
［越］《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经济社会状况》，越南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ｈｐｈｕ．ｖｎ／ｐｏｒｔａｌ／ｐａｇｅ／

ｐｏｒｔａｌ／ｃｈｉｎｈｐｈｕ／ｎｏｉｄｕｎｇｔｉｎｈｈｉｎｈｔｈｕｃｈｉｅｎ？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Ｉｄ＝１００００５２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１００４７９５６
［越］《各 国 及 国 家 集 团 进 出 口 统 计 数 据 表》，越 南 工 商 部 网，ｈｔｔｐ：／／ｔｔｔｍ．ｖｅｃｉｔａ．ｇｏｖ．ｖｎ／

ｄｓｔｋ．ａｓｐｘ？ＮｅｗＩＤ＝３６６Ｅ＆ＣａｔｅＩＤ＝１０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越南的出口市场数量已从１６０个 增 加 到２３０个，进 出 口 市 场 结 构 已 不 断 朝

着减少对亚洲市场依赖的方向转型。参见 ［越］《越南融入国际经济进程中的成就》，越南外交部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ｖ．ｖｎ／ｖｉ／ｎｒ０９１０１９０８０１３４／ｎｓ１２０２２２１６２２１７／ｖｉｅｗ。自２００１年 起，美 越 之 间 的

贸易额不断增加，而且越南明显处于顺差，２０１１年美国仍是越南最大 的 出 口 国，出 口 额 达１６７亿 美

元，占越南总出口额的１７．４％，比２０１０年 增 长 了１７．５％。参 见 ［越］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经 济 社 会 状

况》，越 南 政 府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ｈｐｈｕ．ｖｎ／ｐｏｒｔａｌ／ｐａｇｅ／ｐｏｒｔａｌ／ｃｈｉｎｈｐｈｕ／ｎｏｉｄｕｎｇｔｉｎｈｈｉｎｈｔｈｕｃｈ－
ｉｅｎ？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Ｉｄ＝１００００５２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１００４７９５６

［越］《社论：在新世纪全面发展越中关系》，载 《人民报》２００８年６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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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读者提示和强调其重要性和显著性，引发读者产生足够的注意力。① 也就

是说，同样的新闻事件或内容，若采用了专题报道的方式，其新闻价值就更

容易得到拓展，其传播效果更容易得到强化。而上文的数据显示，《人民报》

关于中国的专题报道量从２００２年的３３份骤降至２００９年的６份，可见越南

官方媒体逐渐减少对中国进行宣传报道的主观意图十分明显。这也是越南的

中国认知由榜样到伙伴转变的一种体现。

因此，尽管由于地缘因素，越南对于中国的关注度不会降低，而且意识

形态与政治体制相近仍是目前以高层互访推动的双边政治关系的基石，但是

越南官方对于中国的认识不会再是充满浓郁感情色彩的 “完美榜样”，而是

更加趋于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既合作又竞争的伙伴。

２．从关注低级政治到关注高级政治

近十多年，越南官方媒体的中国认知清楚地显示出从关注经济等低级政

治领域不断向关注安全等高级政治领域的视角变迁。这不仅体现在关于中国

经济报道和专题报道量的明显下降，关于南海主权争端报道量的不断上升；

而且还体现在自２００５年后，中国经济报道内容更加侧重于问题与挑战，关

于越中关系的社论中不断出现 “历史遗留问题”、“海上问题”等涉及主权领

土问题的字眼，南海争端报道的言辞日益激烈。正如前文数据显示，尽管越

南认为，越中政治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基石，但同时以领土领海问题为内容的

一条暗线却在不断地侵蚀着这一基石。领土领海问题属主权问题，任何一个

国家都不可能轻易妥协。越南与中国在这十多年中先后签订了 《陆地边界条

约》、《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和 《北部湾渔业合作

协定》，以及陆地边界的勘界立 碑 工 作，因 此，从 逻 辑 上 说 影 响 越 中 关 系 的

这条暗线应当越来越弱，但实际上随着以上签订的协定，南海问题对两国之

间的影响却日益显著。特别是２００９年以来，越南不仅大量刊登关于南沙群

岛的报道，而且针对中国的禁渔、台湾地区的考察等行为进行了多次主权申

明，乃至表示反对和抗议。这表 明，越 南 对 于 中 国 的 认 知 在 不 断 地 向 安 全、

主权等高级政治领域转化。持续不断的南沙问题报道、主权申明及反对抗议

也使中国的 “侵占者”形象不断强化，表现出越南对中国的警惕与防范性加

强。尤其是２０１１年越中两国甚至围绕南海问题引发了民间与外交层面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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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慕明春：《专题报道：媒介影响力的一张名片》，载 《新闻战线》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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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交锋。

另外，两国在经 济 等 低 级 政 治 领 域 出 现 的 摩 擦 与 不 平 衡 也 不 断 被 安 全

化，并上升为战略不信任等高级政治领域范畴。比如，面对不断加大的贸易

逆差和经济上的摩擦与不平衡，有些越南学者认为这是 “一个 ‘大国’抑制

小国发展的结果”。① 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杜进森甚至警告说：“如果

在将来一段时间两国经济不进一步发展，将会影响到政治关系或者说这种政

治关系仅可以在表面上维持罢了。”② 可见，低级政治领域中的不足和问题，

不仅会引发越南对中国战略上的不信任，加大对中国的警惕性与紧张化，而

且还会直接动摇越中友好关系的基石。

越南官方媒体的中国认知视角的转变受到经济发展、社会团体和国家建

构等多方面的影响。尽管越南与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但

随着越南革新 开 放 的 深 化，两 国 之 间 在 贸 易、投 资 等 领 域 的 竞 争 性 日 益 显

现。越南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相近，发展阶段也相近，这造成两国在

资源、市场等领域 存 在 的 竞 争 性 加 剧。这 些 在 低 级 政 治 领 域 存 在 的 利 益 竞

争，加剧了正在以 “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为国家核心利益的两国之间的相

互不信任感，也使得越南的中国认知不断趋于紧张化。另外，随着越南经济

社会的发展，企业、智囊与中产等利益团体产生，并逐渐影响着主流社会的

观点与认知。美国学者认为，自１９８６越南革新开放后，经济精英不断成长，

他们与国际商业联系密切，且与越共形成某种 “伙伴”关系，成为越南权力

结构的特点，特别是自２０１０年以后在政治、经济方面表现显著，并进 一 步

认为当今的越南中产阶段与越南共产党正分享一个稳定状态。③ 这些利益团

体更倾向于支持越南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加强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

响到越南官方 对 中 国 的 认 知。最 后，由 于 中 国 与 越 南 都 属 于 二 战 后 新 建 国

家，都在不断内化现代国家概念和国际社会规范，更加关注国家主权的完整

性，更加强调国家领土的不可侵犯性，逐步接受和使用国家利益的概念，具

有较强的民族主义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双方的相互认知。

—３１１—

①

②

③

阮怀秋：《从边缘看大国：越南 〈中国研究〉期刊对越中关系的认识》，第５７页。

杜进森：《越 中 建 交５０周 年 之 际 有 关 越 中 关 系 的 几 点 思 考》，载 《中 国 研 究》２０００年 第３
期，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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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从追赶到平等

近十多年来，越南官方媒体对中国的认知正经历着从追赶到平等的心态

变迁。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越南对中国的认知主要是学习的榜样和追赶的对象。

一方面，对中国成就的大力宣传与介绍，带有鼓舞和动员本国人民树立信心

建设自己国家的目的；另一方面，在介绍中国发展经验时，也带有强烈的借

鉴学习、少走弯路的目的。如２００４年的 《中国的农业促进工作》一 文，介

绍了中国的农业促进工作及取得的成就，并对越南的农业促进工作和机构设

制进行了总结，指出 “我国的农业促进体系和组织只有十年的历史，还很不

完善。参考中国 （一个与越南有着相似条件的国家）关于农业促进体系、组

织建设的经验，可能是很好的帮助我们完成消贫减饥、实现农业工业化、现

代化的经验总 结”。① 中 国 与 越 南 国 情 体 系 类 似，中 国 社 会 发 展 中 的 成 功 经

验，有助于减少越南发展中的失误，加快社会发展进程。这一时期，越南将

中国视作榜样，以追赶 的 心 态 借 鉴 学 习，以 加 快 发 展 进 程。正 如 阮 怀 秋 所

言：“越南对于中国的研究更具有实用性特点。”②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中国 作 为 对 照 者，作 为 条 件 相 似 的 共 同 发 展 者 形 象 加

强，越南官方媒体对中国的认知心态相应地也更趋于平等。２００８年越南总书

记农德孟访华的社论中写道：“两国都建设社会主义。两党和两国相互支持

和帮助，分享理论 经 验 和 实 践 发 展 与 融 入。”③ 越 南 对 于 中 国 的 界 定 从 强 调

“传统友好亲密邻居”到强调 “都建设社会主义”，反映出越南的中国认知更

注重共同发展的平等地位。在有关中越关系的社论中，关于在地区和世界发

挥作用方面，也从原先的侧重强调中国在地区的地位，转变为强调中国与越

南的相互配合。如２００１年总书记农德孟访华时的社论指出：“作为东盟的对

话方，中国通过东盟＋１、东盟＋３、东盟地区论坛等对话机制对加强区域各

国多领域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越南与中国在区域和国际论坛上的良好配合

对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合作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④ 该社

论主要强调了中国在地区的作用。２００５年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访华时的社论

指出：“越 南 支 持 中 国 参 加 东 盟＋１、东 盟＋３、东 盟 地 区 论 坛、经 合 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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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越］《中国的农业促进工作》，载 《人民报》２００４年６月８日。

阮怀秋：《从边缘看大国：越南 〈中国研究〉期刊对越中关系的认识》，第７２页。
［越］《社论：在新世纪全面发展越中关系》，载 《人民报》２００８年６月３日。
［越］《社论：将越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推向新高度》，载 《人民报》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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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欧会议合作进程和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发挥重要作用的努力，”① 即强

调越南对中国外交的支持与配合。２００６年的社论中也更加强调经济活动中的

相互借鉴与学习，而 不 再 单 独 列 举 中 国 对 越 南 贸 易 投 资 的 具 体 数 据。如：
“在合作与竞争的全球经济背景下，每个国家都可以找到许多发展机会，同

时也面临不少 的 挑 战，分 享 经 验，相 互 帮 助 实 现 发 展 与 融 入 得 到 两 国 的 重

视。”②

这种认知心态的转变，正是越南外交取得重大突破、全面融入国际社会

的结果。越南在对外目标定位上不断调整，并逐步体现出其融入世界，成为

有影响力的地区强国的意愿。２００１年越共九大提出，越南 “愿成为世界各国

的朋友和信任伙伴”；③ ２００６年越共十大提出，越南 “是 世 界 各 国 的 朋 友 和

信任伙伴”；④ ２０１１年越共十一大上更进一步明确提出越南 “是 国 际 社 会 的

朋友、信任伙伴和负责任成员”；⑤ 体现出随着越南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越

南党和政府对于增强国家影响力，提升国家地位的强烈愿望。此外，越共十

一大提出的外交方针由原先的 “融入国际经济”明确改为 “融入国际”，并

进一步解释道：融入国际，即不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的融入，而是扩大到

所有的领域，包括政治、国防、安全和社会文化等。通过与人类先进文化的

接触，增加利益交叉，使越南成 为 地 区 和 世 界 有 机 的 一 部 分，在 全 球 经 济、

政治和文 化 的 地 位 日 益 提 高。⑥ 近 几 年，通 过 成 功 组 织 ＡＰＥＣ会 议 （２００６
年）、成为 ＷＴＯ正 式 成 员 （２００７年）、担 任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非 常 任 理 事 国

（２００８年）以及东盟轮值主席国 （２０１０年），越南的国际地位得到大幅提升，

并且展示出更加自信的外交姿态。这种变化体现在对中国的认知上，则是更

加自信地面对 中 国，处 处 体 现 平 等，甚 至 是 与 中 国 在 某 些 方 面 展 开 一 定 的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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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越］《社论：发展越中全面友好合作关系新高度》，载 《人民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８日。
［越］《社论：促进越中全面合作友好邻国关系更强劲发展》。
［越］越南共产党：《革新时期党的大会文件 （第六、七、八、九次 会 议）》，越 南 国 家 政 治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６４页。
［越］越南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 表 大 会 文 件）》，越 南 国 家 政 治 出 版 社２００６年 版，第１１２

页。
［越］越南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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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越南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也 正 在 崛 起。在 同 一 地 区 两 个 国 家 同 时 崛

起，必然存在资源与空间上的争夺，冲突与竞争是必然的。这种利益的冲突

与竞争是影响越南对中国的认识与看法的主要因素。越南官方媒体对中国的

认知变迁特点，即从榜样到伙伴、从关注低级政治领域到关注高级政治领域

和从追赶到平等，也就成为必然。

结　语

本文通过对越南 《人民报》近十多年的数据和内容分析发现，关于中国

的总报道量虽少于美国，但关于中越双边关系与互访的报道量则远大于越美

关系，由此可反映出，对越南来 说 中 国 是 一 个 重 要 而 且 友 好 的 国 家。但 是，

自２００５年以来，《人民报》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报道量明显下降，而关于社

会问题的报道量则呈上升趋势；关于中越关系的描述从 “亲密邻国”变成了

“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关 于 中 国 的 专 题 报 道 量 不 断 下 降，而 “历 史 问 题”、

“海上问题”、“信任”等敏感词汇不断在两国社论中出现；关于两国在地区

和国际社会的作用，也从强调中国的影响与作用到强调越南对中国的配合与

支持。本文据此认为，越南官方媒体的中国认知从身份、视角到心态，正在

经历着从榜样到伙伴、从关注低级政治领域到关注高级政治领域，以及从追

赶到平等的变迁。基于对越南近十多年在经济、外交和社会方面的发展与成

就分析，本文认为，促使越南官方媒体的中国认知发展变迁的主要原因是越

中两国同时在同一地区崛起形成的利益冲突与竞争。尽管越中两国在意识形

态与政治制度上存在着较大的共同利益，但随着意识形态在国际社会中的作

用不断淡化，民族国家利益的不断强化，以及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演进，

中国与越南基于意 识 形 态 和 政 治 制 度 的 双 边 关 系 会 逐 渐 向 基 于 各 自 国 家 利

益、为应对共同挑战和促进彼此发展的双边关系转变。因此，基于这种变迁

与转变，中国在实施睦邻政策时也应适当调整思路与措施，加强低级政治领

域的利益捆绑，增进两国人民间的多层次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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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人民报》有关中国 “社论”的分析

时　间 内　容
越中关系总体定位

（有／无）

“历史问题”、

“东海”、“信任”

等词汇 （有／无）

２０００．１．１８ 越中建交５０周年 无 无

２００１．７．１ 中共建党８０周年 有 无

２００１．９．７ 中国总理李鹏访问越南 有 无

２００１．１１．３０ 越南总书记农德孟访问中国开始 有 无

２００１．１２．５ 越南总书记农德孟访问中国结束 无 无

２００２．２．２７ 中国总书记江泽民访问越南开始 有 无

２００３．４．７ 越南总书记农德孟访问中国开始 有 无

２００３．４．１２ 越南总书记农德孟访问中国结束 有 无

２００４．１０．７ 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越南 有 无

２００５．７．１８ 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访问中国 有 无

２００５．１０．３１ 中国总书记胡锦涛访问越南 无 有

２００６．８．２７ 越南总书记农德孟访华结束 无 有

２００６．１１．１６ 中国总书记胡锦涛访问越南开始 无 无

２００７．５．１５ 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访问中国 无 有

２００８．５．３０ 越南总书记农德孟访问中国开始 无 有

２００８．６．３ 越南总书记农德孟访问中国结束 无 有

２００８．１０．２０ 越南总理阮晋勇访问中国 无 有

２０１０．４．２６ 越南总理阮晋勇参加世博会 无 有

２０１０．７．１４ 立碑协定生效仪式 无 无

２０１１．１０．１２ 越南总书记阮富仲访问中国开始 无 无

２０１１．１０．１６ 越南总书记阮富仲访问中国结束 无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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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人民报》关于南海争端的报道

年份 次数 时间 内容

２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１　 １　 ５月２８日 外交部发言人针对中国禁渔令表态

２００２　 １　 ６月１日 针对中国禁渔令，申明主权

２００３　 ２
５月１７日 针对中国禁渔令，申明主权

１１月１日 就台湾在长沙驱赶越南渔船行为表态

２００４　 ３

３月２５日 就中国外交部对长沙的主权宣称表态

３月３１日 就台湾对长沙岛滩建设表态，要求不要使局势复杂化

１１月２０日 反对中国设立勘探台

２００５　 １　 １月２１日 要求中国处理渔业冲突

２００６　 ０

２００７　 ７

２月１５日 针对台湾实弹演习，重申对黄沙、长沙主权

４月１２日 针对中国外交部反对越南与ＢＰ合作，申明主权

９月１３日 就台湾在长沙三平岛的基础建设表态，申明主权

１１月１６日 坚决反对台湾在三平岛的建设

１１月２４日 中国在黄沙群岛的演习是对越南主权的侵犯

１２月４日 反对中国成立三沙市管理东海三个群岛

１２月１０日 就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９日部分群众在中国使馆游行事件表态

２００８　 ３

１月２５日 就台湾在长沙新建跑道试飞，表示坚决反对一切侵犯主权活动

２月３日 反对陈水扁访长沙三平岛，重申主权

５月６日 要求台湾放弃视察长沙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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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官方媒体的中国认知变迁分析 □　

２００９　 １３

１月９日 针对中国鼓励开发无人岛，重申主权

２月２０日 反对菲律宾将长沙的一部分归入其管辖，重申主权

３月１０日 就马亚西亚总理访岛屿，申明主权立场

３月１３日 反对菲 《领海基线法案》，重申主权

５月９日 就中国反对越南向联合国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表态

５月１７日 针对中国的禁渔令，重申主权

６月８日 建议中国不要干预越南渔民的正常作业

８月５日 要求中方释放渔民与渔船

１０月２２日 要求中国严惩对越南渔民实施粗暴行为的武装人员

１１月１７日 反对中方在永兴岛和赵述岛成立村委会的决定

１１月２８日 要求中国停止使东海形势复杂的行为

１２月１６日 反对中国多次抓捕越南渔民渔船，重申主权

１２月３０日 就中国通过 《海岛保护法》，重申主权

２０１０　 １０

１月５日 就中国公布 “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涉及黄沙群岛，申明主权

３月３０日 要求中方释放越南渔民

４月６日 中国派渔政船在长沙巡查是对越南主权的严重侵犯

５月７日 中国的禁渔令违反了越南主权，是无效的

５月８日 广奈渔民的渔船被中国违法扣留

５月９日 要求中国释放渔船渔民

５月２８日 要求各方不得使东海局势复杂化

８月６日 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并不再出现侵犯越南主权的行为

１０月１５日 越南要求中国配合寻找渔船渔民

１１月６日 中国地图上的九段线严重侵犯越南主权

—９１１—



　□ 当代亚太　

２０１１　 １８

１月２７日 中国地图上的九段线侵犯越南主权

３月４日 反对中国在长沙区域进行军事演习

３月１１日 反对中国侵犯越南主权

４月９日 要求中国停止对越南主权的侵犯行为

５月７日 就菲律宾向联合国要求废除九段线一事，申明主权

５月１３日 外交部发言人：在长沙组织选举是越南内部事务

５月１４日 针对中国禁渔令，申明主权

５月１４日 中国雷州渔政船巡查是对越南主权的侵犯

５月２０日 针对中国海洋局发布 “２０１１年中国海岛发展报告”，申明主权

５月３０日 就剪断电缆事件召开记者会，坚决反对中方侵犯越南主权

６月３日 要求中方停止阻碍越南渔民作业的行为

６月６日 越南律师协会关于中国剪断电缆事件的公告

６月６日 关于６月５日部分人聚集在中国使馆和总领事馆事件的表态

６月８日 越南油气协会关于中国剪断电缆事件的公告

６月１０日 反对中国故意剪断越南电缆

６月１３日 越南律师协会关于反对中国侵犯越南主权的公告

８月９日 反对中国地震局与法国合作进行勘探活动

９月１７日 就中国在南沙捕鱼情况及中国反对印越石油合作的表态

　　注：“东海”即中 国 的 “南 海”， “长 沙”即 中 国 的 “南 沙”， “黄 沙”即 中 国 的 “西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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