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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多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从愿景到行动发展迅速，并且受到了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本研究

选取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自2015年至2023年12月间刊登的21篇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作为研

究样本，运用语料库的方法和可视化软件Gephi，对收集到的文本进行索引行分析和共现分析。本研究

发现，《纽约时报》对“一带一路”的话语建构积极、中立与消极并存。本文使用Python对收集的文本

进行处理，使用nltk库对文本进行分词、词形还原，并识别词组，去掉其中的停用词。对预处理结果进

行词频统计，从中筛选出前100个关键词。对关键词进行共现计算，得到词共现矩阵，再使用Gephi绘图。

根据得到的关键词图谱进一步分析《纽约时报》围绕着“一带一路”的报道背后所呈现的国际关系与局

势，研究发现这些报道背后隐含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国与非洲、美国、欧洲、印度之间的关系都

是这些报道关注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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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more than a decade,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developed rapidly from vision to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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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has received wide media atten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study selects 21 reports on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ublish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which is the US mainstream 
media from 2015 to 2023 as research samples. And then this study uses corpus based methods 
and visualization software Gephi to conduct concordance analysis and co-occurrence analysis of 
collected texts. The concordance lin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how that there are positive, 
neutral and negative meanings implied in these reports. This article uses Python to process the 
collected text, and uses the nltk library to segment the text, restore word forms, identify phrases, 
and remove stop words. And then this research conducts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on the 
pre-processing results and selects the top 100 keywords from them. Next, the research performs 
co-occurrence calculations on the top 100 keywords to obtain a co-occurrence matrix, and then 
use Gephi to draw the keyword graph. By further analyzing the keyword graph, it can be found 
that reports related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the New York Times imply complicated in-
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ituation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India are the focus of these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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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3 年提出的，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关注，该倡议的目的在于与沿线多个

国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以经济为纽带，推动沿线国家的经济交流与政治互信。这一倡议在中外媒体平

台都有着较大的关注热度，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不同国家媒体有着不同的立场，中国媒体大

多从经济角度出发，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可以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政治、文化

等或各领域的发展；而外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既有正面报道，也有负面报道，一些媒体从政治与

安全视角出发，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中国扩大势力范围、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战略。本研究将聚焦于

2015 年以来《纽约时报》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和网络分析工具 Gephi，使

得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关注报道中体现出的话语特征和话语背后的国际关系。 

2. 理论基础 

对话语的分析长期以来以定性研究为主，这种定性研究方法因偏重主观性和缺乏代表性而遭到部分

学者的批评。使用语料库的方法可以扩大实证基础，减少研究者本身会带有的偏见。Baker & McEnery
提出了值得用语料库方法的几条理由：其一，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更可信、更大规模的基础，结果昭然若

揭。其二，语料库分析可以更巧妙的方式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果。诸如主题字、搭配词和检索行分析等

技术有助于更详细地了解语言在使用中的功能。其三，语料库分析可以揭示真正令人惊讶的发现，这与

我们的预期截然不同[1]。 
数据可视化是快速认识、深入了解数据集的捷径，相对于列表，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示数据内容，挖

掘数据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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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纽约时报》作为美国具有代表性的报纸，是美国国家精英报的代表，长期以来是国际新闻界的标

杆，拥有良好的国际公信力。本研究通过 LexisNexis 数据库收集 2015 年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纽约时报》

含有 One Belt One Road，Belt and Road，Silk Road 的报道，共 274 篇。初步分析发现报道大致分为两类：

一种是主题报道，即“一带一路”作为文本的主要内容；另一种为素材报道，即“一带一路”仅作为文

本素材被提及。在此基础上，为了保证话语分析的深入和聚焦程度，同时确保样本的代表性，笔者从这

些文章中抽取 21 篇不同年份的，主题关联度较高的报道建立语料库。本研究将使用语料库分析软件

WordSmith Tools6 对收集的文本进行索引行分析；并通过词频统计，在词频统计表中筛选出前 100 个关

键词，导入 Gephi 软件进行共现分析，得到关键词图谱。 
研究问题主要涉及三项内容： 
1) 《纽约时报》对“一带一路”倡议呈现出怎样的态度？ 
2) 《纽约时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主要关注哪些问题？ 
3) 《纽约时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体现了怎样的国际关系及局势？ 

4. 实证分析 

4.1. 索引行分析 

索引分析是语料库语言学的核心，因为通过它可以让我们看到文本中许多重要的语言型式[2]。索引

行能够让我们观察到围绕“一带一路”的上下文信息，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围绕“一带一路”的语

义韵，以帮助我们认清话语的本质。在语料库语言学领域，语义韵是指关键词(Key word，即节点词 Node 
word)的典型搭配词在其语境中营造的语义氛围[3]。一般而言，语义韵可分为积极、中性与消极三大类。 

 

 
Figure 1. Concordance lines of “One Belt, One Road” 
图 1. “一带一路”的索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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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在报道外国新闻时依赖于政府的视角和“解读方案”，国际报道是新闻报道中政治影响最强烈

的领域，同时，外交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新闻报道。媒体平台已成为对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

的不同叙述的战场，所有媒体都戴着他们的“本国眼镜”[4]。因此，《纽约时报》在架构“一带一路”

相关新闻时往往采用“以美国为中心”的叙事框架，虽然对“一带一路”有积极和中性的话语表征，但

也存在许多消极表征。“以美国为中心”是指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心，根据美国的社会规范及价值观

标准来解读。根据图 1“一带一路”的索引行可知，《纽约时报》对“一带一路”的话语建构，不仅是

一种语言上表征意义的实践，更是一种社会实践，通过意义符号的建构投射出作为“他者”的中国，塑

造了西方视野下的中国的国家形象。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度支持和全方位

参与。《纽约时报》中对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报道构建了中国互利合作的经济形象与开放包

容的政治形象，采用较为客观的态度，报道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各国的互利合作情况，塑造了

中国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形象和值得发展中国家信赖的大国形象。比如关于意大利和法国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态度的报道。2019 年 3 月 29 日，意大利不顾美国、德国和法国等传统西方盟友的阻挠与质疑，

与中国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成为 G7 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这一合作文

件的国家。随后，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合作有条不紊地展开。这一倡议在意大利的顺利推

进离不开意大利国内对于该倡议的接受与认可。法国在即使许多西方国家持谨慎态度的情况下，对“一

带一路”倡议表示了较为正面的态度，欢迎中国的投资。欧洲作为“一带一路”的终点，如果能够参与

到其中来，将受益于这一倡议所带来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运输物流升级等，并可以促进欧亚之间

的互联互通。中立的报道采取较为客观谨慎的态度对“一带一路”进行评价。如一篇题为：中国的“一

带一路”倡议是殖民主义吗？的报道。首先，该报道否认了中国是殖民主义。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不仅是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也塑造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体现了中国倡导和平，互利繁荣和多文

化的包容。同时，该报道也提出要从多方面独立评估“一带一路”的各个项目。其中那些消极的报道则

对中国在他国进行的投资活动进行无理诘责，比如将“一带一路”倡议看成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认为此计划是中国借助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争夺世界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在这些媒体人看来，

中国为一些欠发达国家提供发展资金贷款就是为他国制造“债务陷阱”，甚至鼓吹“中国威胁论”，将

我国的经济活动过度政治化，使得中国的国家形象遭到污名化。 
对“一带一路”的索引行分析表明美国主流报刊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积极、中立与消极

并存，同时流露出一种复杂的心态与不安的心情，这是一种对中国经济、政治日益强大后威胁其自身经

济利益的不安。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海外影响力的持续扩大，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有所转变，

一些报道能够正确看待近年来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肯定中国对世界做出的贡献，但由于固有偏见和刻

板印象的存在，仍有不少媒体会进行不实的报道，污名化中国的国家形象。媒体是塑造国家形象的主要

载体，这种对于某个国家的国家形象的解读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了解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在进行

与中国有关内容报道时的传播方式以及态度理念有利于我国根据国际形势调整对外政策，进而塑造良好

的国际形象。 

4.2. 共现分析 

使用 Python 对收集的文本进行处理，使用 nltk 库对文本进行分词、词形还原，并识别词组，去掉其

中的停用词，图 2 为上述预处理过程。对预处理结果进行词频统计，从中筛选出前 100 个关键词，对关

键词进行共现计算，得到词共现矩阵，具体过程见图 3 和图 4。最后使用 Gephi 绘图，得到的结果见图

5，图中点不同的颜色是模块化后不同类的结果，点的大小是词频，线的粗细是词共现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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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re-process 
图 2. 预处理过程 

 

 
Figure 3. Co-occurrence calculation 
图 3. 共现计算过程 

 

 
Figure 4. Result of word frequency (top 30) 
图 4. 词频统计结果(前 3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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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Keyword graph 
图 5. 关键词图谱 

 
通过关键词图谱中共现关系度较高的关键词可以发现： 
《纽约时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尤为关注其背后体现的国际关系，中国是“一带一路”倡

议的提出者，“China”成为了图谱中词频最高的关键词，“Africa”、“America”、“Europe”、“Italy”、

“India”这些都是图谱中所呈现的共现关系度高的关键词，由此说明国际关系是《纽约时报》关注的焦

点。 
“一带一路”倡议使得中非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推动中非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自 2013 年提

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是中非合作发展的核心内容。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上，37 个国家以

及非洲联盟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谅解备忘录[5]，而且非洲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向海外投资

的主要目的地，已有 40 个非洲国家获得中国的基础建设贷款。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建设为非洲经济

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下体现的中国与美国、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2019 年 3 月 29 日，意

大利不顾美国、德国和法国等传统西方盟友的阻挠与质疑，与中国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谅解备忘录，成为 G7 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这一合作文件的国家。随后，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

框架下的合作有条不紊地展开。许多西方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持谨慎态度，但法国表示了较为正

面的态度，欢迎中国的投资。欧洲作为“一带一路”的终点，如果能够参与到其中来，将受益于这一倡

议所带来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运输物流升级等，并可以促进欧亚之间的互联互通。美国则持有担

忧、怀疑的态度，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 TPP 协定，实际上是美国希望遏制中国

的发展，防止中国重新书写贸易规则。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它们之间的竞争日益

激烈，“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使得中国在美国传统势力范围内的

经济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全球基础建设和经济方面的领导力不断增强，但这同时也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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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的风险。 
印度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也值得关注。在 2023 年召开的上合理事会上，除了印度之外，其

他各成员国都明确表示了对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支持，并表示将继续推动该项目的发展与完善。印

度总理莫迪强调虽然“一带一路”对于促进成员国之间贸易往来具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但同时也要

注意尊重他国主权。其话外之意就是暗指“一带一路”波及到了印度的利益。事实上，在“一带一路”

项目刚开始推进的时候，美国和印度是反对态度最强烈的两个国家。美国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一带一

路”将极大地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联系，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而印度暗中与中国较劲，希望通过

美国和西方各国的帮扶，成为所谓的国际大国。 
安全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体现在中国人民在巴基斯坦的安全问题。中国与巴基

斯坦的合作帮助了巴基斯坦，在这一合作过程中，有不少中国人民常驻巴基斯坦，在“一带一路”建设

的最前线奉献自己，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巴基斯坦国

内宗教部族势力、地方分裂势力和犯罪团伙等交织，国际恐怖势力的渗透，使得巴基斯坦恐怖袭击较为

活跃，加上一些恐怖分子认为中国在巴基斯坦建设的项目触及其利益，尤其是“中巴经济走廊项目”，

对恐怖分子而言，袭击中国项目与公民既能向政府施压，造成广泛的影响，又能对项目进程造成厌恶与

破坏。因而尽管巴基斯坦政府对中巴经济合作持积极态度，但是中国人民在巴基斯坦的安全仍是个令人

担忧的问题。 

5. 结论 

本文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将结合，基于语料库分析软件 WordSmith Tools 和可视化软件 Gephi，关

注《纽约时报》对“一带一路”的报道，从索引行分析和共现分析两方面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纽约

时报》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积极、中立与消极并存，这些报道背后体现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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