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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中国日报》对外报道的农民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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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依据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检索高频词和索引行搭配，分析《中国日报》英文报道塑造出的农民形象，并结合

其传播过程分析其语言运用的不足，为我国媒体农民形象的对外传播提供策略建议。研究表明，《中国日报》客观真实地

再现了农民的社会形象，反映了中国农民勤劳肯干、积极乐观、智慧致富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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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形象是指“人们所持有的关于某一事物的信念、观念

与印象”（Koltler, 2001）。农民形象是指与农业生产活动

相关的人群的外观、性格和行为特征，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

主观感受，也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农业发展情况。新时代以

来，党和国家一直在落实贯彻“三农”政策。作为我国国家

形象的重要组成要素，农民形象的对外立体化媒介呈现能够

向世界展示我国“三农”工作的真实成就。然而，当前农民

形象的对外传播现状研究并未受到重视。因此，本研究将借

助语料库对新时代以来《中国日报》英文报道进行话语分析，

探讨其塑造出的对外农民形象，并结合其传播过程分析其语

言运用的不足，进而为我国媒体农民形象的对外传播提供策

略建议。

2 文献回顾

农民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他们生活和命运直接关系

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随着中国国际形象受到的关注不断增

多，有关中国农民形象塑造的研究也日益增加。毛梦杰（2021）
[1] 指出，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的迅速发展，为农民表达自我、

展现形象提供了重要的传播平台，构建了新的农民形象。但

在农民形象的建构过程中，也出现了建构主体的媒介素养不

足、建构内容的文化观念落后以及建构形式单一粗陋等问

题。毛玉荣（2022）[2] 通过对新时代以来乡村纪录片中塑造

的农民形象进行梳理，总结乡村纪录片中农民形象的建构现

状。何燕青（2023）[3] 讨论了新农民形象的构建对于新中国

成立与构建爱国统一战线的巨大意义。武亦文（2023）[4] 介

绍电视媒体所构建的农民形象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结

合具体电视栏目，指出电视媒体要及时解读和宣传最新的涉

农政策，真正发挥电视媒体服务农民的职责。王怡菲，袁晗

颖（2024）[5] 以 10 家主流媒体的公众号文章为例，报道突

出了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背景下，党和政府的政策扶持对农

民生活的明显改善。

通过上述研究不难看出，部分报纸、电视、短视频对

于农民形象的塑造局限于特定农民群体不全面，且对外形象

传播研究较少，不利于国外受众形成对于中国农民形象的正

确认知。为此，我们通过语料库文本定量分析，通过高频词、

关键词和索引行提取等功能分析《中国日报》英文报道塑造

出的农民形象，并分析其成因，预期为中国农民形象的对外

传播提供参考。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语料

《中国日报》是一个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级英文日报，同

时也是国家重点新闻网站和综合性新闻媒体，是目前我国被

境外转载最高的媒体，被公认为中国最具权威的英文刊物，

其反映的中国农民形象最具代表性。因此，本文选取《中国

日报》（China daily）2012 年到 2023 年的有关“农民”的

新闻报道，共 272 篇，作为研究语料，考察其所塑造的中国

农民形象与背后的原因。

3.2 理论框架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是一

种研究话语事件和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之间关系的社会学方

法，强调理解语言运用中的价值观。批评性话语分析关注社

会问题，以社会的、文化的实践和结构为出发点，把焦点对

准语言，不是为语言而语言。此外，对话语结构不仅仅是描

述性的，它更是解释性的。[6] 话语不仅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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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而且反过来对于包括人们的信念、观念和印象等在内的

意识形态产生反作用，成为介入社会过程的力量。从这个意

义上讲，《中国日报》报道中的“农民”话语不仅受制于当

今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且直接参与建构中国农民形象。

本研究旨在依据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探讨《中国日报》三农

报道话语所塑造的中国农民形象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原因。

3.3 研究步骤与方法

研究步骤包括语料库建设与语料的话语分析两个过程。

首先以“farmer”“villager”和“rural residents”为关键词

在 China Daily 网站搜集 2012 年到 2023 年间关于农民的英

文报道，建立语料库，进而利用 AntConc 软件对语料进行分

析，提取分析高频实词及索引行方面的语言特征，揭示《中

国日报》农民报道话语所塑造的中国农民形象，并结合社会

文化语境分析其成因。

4 结果与讨论

4.1 高频实词

高频实词的反复使用可形成读者经由思考整合形成的

关于中国农民的整体形象。提取语料中位居前 20 的高频实

词，对其进行分析发现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涉及

农民的收入问题，即政策、科技、信息等能否给农民团体带

来可观的收入。新闻中大量出现“income”（第 13）“yuan”

（第 10）等高频词，说明经济收入对农民群体来说是至关

重要的一环，也国家农民工作的首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各级党委要把“三农”工作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促

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类主要参透对农政策方面。

对于农民来说，真正可以促进农业发展的方法只有政府的支

持，“development”（第 13）“updated”（第 18）“government 

（第 19）体现出农业的坚实发展根本离不开好的政策支撑，

从党中央“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的战略部署就可

以看出。

4.2 索引行分析

检索提取《中国日报》农民相关报道中排名前十的高

频搭配实词（见下表），结合索引行进行分析，探讨其搭配

关系形成的中国农民形象。

farmer 搭配的高频实词

序号 高频实词 频率 序号 高频实词 频率

1 smallholder 2890 6 interests 940

2 rights 2540 7 increase 590

3 raising 2140 8 income 310

4 people 1610 9 help 290

5 land 1610 10 better 100

结合索引行内容分析发现，“smallholder”“rights”“land”

等词说明土地仍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最基础的物质条件。更好的保护农民对土地享有的

合法权力，使农民在土地上享有稳定的使用；并且反映出国

家对小农及农民土地权利问题的重视，关注农民的权力和利

益保护，提高农民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raising”“people”“help”等词展示出政府的为民情

怀，扶持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扩宽农民增收渠道。不断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展现出农民的受惠者形象。

“interests”“increase”“income”“better”等词展示

出农民利益与权利不断提高，收入的增加等等大幅改善农民

的生活。索引行的分析发现，这些词语主要体现出国家永远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贯彻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农民的权利和地位的提高及收入的不断增加，

这不仅体现了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也展现了农

村全面小康社会的美好景象。

综上所述，《中国日报》在报道中突出显示了对农民

权利、土地问题、经济发展、社会支持、政府帮助、以及人

民体验等方面的关注，不仅向世界传播中国农民形象，也展

示了国家在农业政策和农民权益保护方面的努力。

5 中国日报中的中国农民形象成因

分析结果可知，《中国日报》对农民报道大多集中在

农民权益、农民收入、经济发展、政策支持、农民福利上，

反映出《中国日报》对农民的重视。《中国日报》反应了中

国农民勤劳肯干、积极乐观、智慧致富的形象。《中国日报》

中农民形象成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 一， 国 家 三 农 政 策 的 支 持。 从 主 题 高 频 词

“reform”“system”可以看出国家对三农政策的重视与扶

持。三农政策主要目标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促进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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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农民福利。三农政策对农民的好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推动农业现代化。通过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为农民创造更多的经济收

益和就业机会。改善基础设施。政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的投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根据李小夏、赵秀凤 [7] 的

研究，乡村振兴和网络扶贫融合发展的农村电商模式是农村

发展新模式，鼓励农民发展新型经营主体，有助于推动农村

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

第二，农民收入的提高。从高频主题词的分析中，

“income” “increase” “raising”等多次出现。其说明农

业得到重视，农民收入也稳步提高。政府提供财政资金和政

策支持，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前景变好，

农民也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农民积极乐观投身于农村建

设，带动农村发展。

第三，中国农民形象的另外一个成因是受农民福利水

平提高的影响。从高频主题词“better”“interests”，我们

可以分析看出对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和保障农民利益的关切。

这反映了《人民日报》对农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关注。

最后，《中国日报》记者的策略、方法、态度的应用对

于中国农民形象有着直接影响。新闻记者负责将第一时间、

第一手的资料和信息客观、及时、有效地传递给受众，保证

公众的知情权。在公众舆论中起到引导作用，传递真实客观、

及时有效的新闻信息，引导公众舆论发展方向。从语料库关

键词研究收集来看，《中国日报》有关农民报道用词准确，

客观。农村不断进步发展，记者积极投入农村相关报道，真

实反映农民形象。

6 结语

本文采用语料库方法，从高频词、主题词、索引行分

析的应用，对《中国日报》所塑造的农民形象进行分析研究。

研究发现，《中国日报》中农民形象主要表现为勤劳、积极、

朴实、智慧。这一形象的形成不仅与中国三农政策和中国文

化价值观有关，而且也与记者报道语言应用相关。需指出的

是，本研究仅从语料库层面的语言特征角度探讨了《中国日

报》英文报道所塑造的中国农民对外形象。未来中国农民形

象研究还可从《中国日报》文本中具体句法结构应用、叙事

策略和语义韵等角度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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