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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on the results of 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232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a university in Beijing participa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Analyses of the mixed-form survey data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More than half of 
the participants held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and the Chinese, and 2) They believed that 
China and the Chinese had many problem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s China develops fast and 
has mor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world, foreigners come to know more about China and the Chi-
nese. Based on the findings, some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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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收集了来自北京某大学232名国际留学生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数据分析显示，超

过一半的留学生对中国和中国人持有好感，认为中国的很多方面令人欣喜；同时，也有很多留学生认为

中国存在很多问题，认为不少中国人吵闹、不讲礼貌等。这些结果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

交流的增多，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也越来越多。据此，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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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作为一个和平发展的大国和强国，中

国在各个领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和中国人在其他国家人心目中的印象如何也一直为学者所关注

[1]-[9]。其中，尤以新闻媒体报道中的印象研究居多[5] [7] [9]。 
Adoni 和 Mane [10]认为，现实存在有三种方式：客观世界、反映客观世界的象征存在(如艺术品、文

学、媒介等)和主观存在，而个人的主观现实取决于他/她与“此时此地”的距离。由于不了解中国或长期

持有的偏见，这些研究显示外媒对中国的报告总是负面多于正面[1] [2] [5] [7]-[9]。例如，李新[7]分析了

两篇针对中国 50 周年国庆庆典的外媒报道，指出由于西方记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所以他们在涉华报道中得出反应自己观点的主观结论。周宁[9]选取美国东部、西部和中部较有影响力的

四家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为样本，以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为抽样时间跨度，共随机抽取 616 篇以“China (中国)”或“Chinese (中国的)”为主

题的文章，运用新闻社会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从报道主题、词汇偏见、信源选择、写作手法和冷战思维

这五大方面对以上四大日报涉华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作者发现，这些报道多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描绘或解

读中国及在中国发生的事，带有自己的主观意识和偏见，因此有失客观、公正。Huang 和 Leung [11]认为，

西方媒体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经常持有偏见，将之描绘成坏人。他们针对外媒对发生于 2003
年的 SARS 报道分析显示，他们把中国描绘成坏人，而对越南的描绘比较正面，作者认为这是由多种原

因造成的。Peng [3]分析了《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在 1992~2001 期间对中国的报道。纵向和横向

对比分析显示，虽然两份时报在此期间对中国的报道提高了，但整体仍是负面的报道偏多。为研究不同

国家对中国的国家印象，Xie 和 Page [5]向 35 个国家的民众发放了问卷。结果显示，影响其他国家对中

国国家印象的因素是该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因而，穷国或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比经济发达国家的

民众更有可能对中国持有好的、正面的印象。 
随着我国高校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来中国高校留学读书的国际留学生越来越多，以学习汉语为目的

的来华学生在其中始终占据很高比例。随着他们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对中国、中国

人和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看法也会不断调整，但针对此课题的研究却不多，甚至对他们关于中国和

中国人已经有哪些了解、抱着怎样的态度等了解甚少。此类的信息搜集多零星散见于教师的个人经验，

缺乏整理归纳。这样的研究现状，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效果无疑会产生不利影响。这正是本研究的目

的。笔者希望本研究结果能促进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师生和普通民众树立和展现良好的中国国家和民众

形象的自觉，避免主动的文化传播和沟通中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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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研究对象。232名北京某高校的国际留学生(汉语进修生)参与了本研究，他们的具体信息如表 1所示。

他们基本上都是双语或多语人士(包括汉语)，在该高校学习半年或一年的汉语。其中认为自己的汉语水平

非常好、好、一般和差的人数分别是：55 (23.7%)、60 (25.9%)、72 (31%)和 45 (19.4%)。 
研究工具。本研究根据文献自制了一份混合形式的调查问卷，共包含以下信息：背景信息、汉语水

平自测、汉语学习动机、与中国人的交往、对中国人的印象、对中国的看法。本问卷既有选择题，也有

李克特量表问题，也有开放式问答题。对中国的看法主要由以下方式获得数据：1 题李克特量表问题(1~7，
表示“喜欢”的程度越来越高)和 3 道开放式问答题：“中国的哪些事令你高兴”、“中国的哪些事令你

苦恼”和“对中国的整体看法”。对中国人的看法主要由以下方式获得数据：1 题李克特量表问题(1~7，
表示“喜欢”的程度越来越高)和 1 道开放式问答题：“对中国人的整体看法描述”。 

3. 研究结果 

3.1. 对中国的看法 

统计结果显示，研究对象对中国是否喜欢的平均数为 5.81 (标准差为 1.31)，远远高于该量表的平均

分 4 分，意味着超过一半的研究对象喜欢甚至非常喜欢中国。同时，他们对中国的具体看法如表 2 所示(数
字为持该看法的人数及占全体被试的百分比，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 

3.1.1. 正面看法 
如表 2 所示，很多被试认为中国有很多令其喜欢或感兴趣的东西，如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快速发展

的经济、丰富且美味的饮食、便利的交通、友好的人民、辽阔的土地、有包容性，等等。较有代表性的

是下面摘自被试的回答，如“中国的文化有传统，还有很长的历史”(男，韩国)；“中国有很多名胜古迹

和历史遗物，有旧式的建筑物，还保留着它们当年的面貌”(男，美国)；“中国经济有前途，有光明，中

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男，韩国)；“中国国土面积广大，各地区都有独特的地域特征、固有的

文化传统，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还是保存下来民族特色的风俗”(男，日本)；“中国在中华思想基础上，

能够包容其他民族的多元文化、甚至各个人的不同观点”(男，韩国)；“中国幅员广阔，有很多不同的体

验，如沙漠体验等，而且每天都有新奇的事物发生”(男，沙特阿拉伯)。 
此外，很多被试认为“中国很美，建筑美，风景美”(女，智利)、女性地位高、普通话好听、在中国

(很)安全、基础设施(很)好、生活方式健康等。如，一位韩国女留学生写到“在亚洲国家中，中国是唯一

实现男女平等理念的国家”；一位日本女留学生认为“标准的普通话像音乐好听”；一位美国男留学生

评论到“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实施少数民族优待政策，从而社会政治情势很稳定”。 
与此同时，有些留学生指出，“中国学校的运动环境很好，实现体育的大众化”(男，加拿大)；“北

京是个奇妙的城市，它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旅游景点”(男，古巴)。 

3.1.2. 中性看法 
中性看法指被试对中国持有的客观、不带主观情感色彩的看法。这些看法包括：中国人口多、面积(很)

大、少数民族多、风俗习惯地区差异大、菜式繁多、贫富差异大、有很多首饰与礼物、中文是世界上使

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可讨价还价。较有代表性的评论如下：“中国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人”(女，日本)；
“中国很大，想旅行的地方太多”(男，韩国)；“中国有五花八门的菜，每天都吃新的菜”(男，加拿大)；
“中国个个地方的风俗习惯都差很多”(女，俄罗斯)；“中国有无穷无尽的变化潜在力”(女，塔吉克斯

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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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earch object (N = 232) 
表 1. 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N = 232) 

来自地区 性别 年龄 语言背景 

亚洲 欧洲 美洲 非洲 男生 女生 范围 平均年龄 双语 多语 

101 54 41 36 123 109 
18~33 25.3 

93 139 

43.5% 23.3% 17.7% 15.5% 53% 47% 40.1% 59.9% 

 
Table 2. International students’ view of China (N = 232) 
表 2. 留学生对中国的看法(N = 232) 

正面看法 中立看法 负面看法 

1) 历史悠久(143/61.6%) 
2) 文化悠久(130/56%) 
3) 很多历史古迹(112/48.3%) 
4) 饮食丰富、味美(110/47.4%) 
5) 经济发展速度快(98/42.2%) 
6) 交通(很)方便(87/37.5%) 
7) 人们友好(85) 
8) 发展水平高(83/35.8%) 
9) 幅员辽阔，有很多不同的体验(76/32.8%) 
10) 女性地位高(51/21.98%) 
11) 有包容性(48/20.7%) 
12) 感觉安全(43/18.5%) 
13) 中国(很)美(43/18.5%) 
15) 基础建设(很)好(40/17.2%) 
14) 普通话(很)好听(39/16.8%) 
16) 生活方式健康(39/16.8%) 
17) 物价便宜(38/16.4%) 
18) 有魅力(38/16.4%) 
19) (很)现代(36/15.5%) 
20) 城市(很)有活力(35/15.5%) 
21) 夜生活非常棒(21/9.1%) 
22) 天气很好(19/8.2%) 

1) 人口众多(131/56.5%) 
2) 面积很大(127/54.7%) 
3) 菜式繁多(110/47.4%) 
4) 少数民族多(89/38.4%) 
5) 贫富差异大(67/28.9%) 
6) 风俗习惯地区差异大(56/24.1%) 
7) 交通严松不一(35/15.1%) 
8) 变化潜力大(32/13.8%) 
9) 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29/12.5%) 
10) 可讨价还价(28/12.1%) 
 
 
 
 
 
 
 
 
 
 
 
 
 

1) 环境污染(141/60.8%) 
2) 交通拥挤(102/43.97%) 
3) 行为举止不好(82/35.3%) 
4) 服务不好(77/33.2%) 
5) 贫富差距(56/24.1%) 
6) 官僚主义(55/23.7%) 
7) 商品质量低(47/20.3%) 
8) 卫生条件差(39/16.8%) 
9) 交通标志不是很明显(18/7.8%) 
 
 
 
 
 
 
 
 
 
 
 
 
 
 
 

 
同时，一位韩国男留学生指出中国的交通有时严、有时松，如“交通规定在二环以内太严格，而在

三环以外有时候太随便”；一位比利时男留学生认为“人们生活水平比较高，但是农民和外地人的收入

比城市还低”。 
对美国留学生克里斯而言，“北京是一个很迷人的城市，有很多独特的古代和当代的特质。作为中

国的一部分，或许作为中国未来的一个整体标志，北京的确大有潜质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地位，不止作为

零八年奥运举办的城市而已。北京是一个文化，学术和工业的中心，但它同时面临着大约十八个挑战。

这些挑战，带来影响甚大的后果，包括史无前例的缺水情况，城市发展到了瓶项位置，以及可怕的环境

资源滥用。…”。同时，克里斯认为，“中国传媒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一套见解，和我在现

实中观察到的并不相同。这对中国年青一代影响甚大。观察大部分中国的广告和宣传，我认为某些公司

营造的普遍的或中国人渴望的‘生活方式’是很有趣的。在广告中，许多中国演员们和模特儿们看起来

很西化，其行为也很西化。但有时，我会怀疑这种广告和传媒的有效性。因为，他们正代表着一种自相

矛盾的议论：在我看来，很明显地，大部分中国人根本不是像媒体塑造的那样生活，这是完全正常的，

可以理解的。…但在中国，出现这些很西化的广告，则表示广告商在向中国人推销西化生活方式。现在，

很可能这些西化广告只是受西方媒体的影响，但这可能反映了这些广告商认为中国特别是年青一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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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追求的生活同西方的那一套等同。然而，西化的概念，由某种类型的服装到室内设计，其实都跟

中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大相径庭。不论是中或西的文化是好还是坏，问题仍然是，中国人，尤其是年青一

代，如何在西方和本土媒体具分歧的影响中有自己的一套？”。 

3.1.3. 负面看法 
如表 2 所示，有很多被试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服务不好、贫富差距、官

僚主义、商品质量低、卫生条件差、交通标志不明显等，他们认为这些会带来不好的后果。下面是一些

较有代表性的评价，如“城市环境不太好，特别是大气污染，空气不新鲜”(男，新加坡)；“中国人民之

间的贫富差距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男，韩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以经济价值的名义，破

坏许多有传统文化价值的遗址”(女，法国)；“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但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的传统

生活方式逐渐消失”(女，德国)；“中国首都北京交通标志是不明显的，比如地铁一、二号线站名真难找，

陌生的地方开车时应当按照交通标志，但是看起来地名介绍标志不合理或者不存在。地名介绍标志应该

根据不认识的人的看法来设计”(男，韩国)。 

3.2. 对中国人的看法 

统计结果显示，研究对象对中国人是否喜欢的平均数为 5.67 (标准差为 1.45)，远远高于该量表的平

均分 4 分，意味着超过一半的研究对象喜欢甚至非常喜欢中国人。同时，他们对中国人的具体看法如表

3 所示(数字为持该看法的人数及占全体被试的百分比，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 

3.2.1. 正面看法 
如表 3 所示，很多被试认为中国人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如友好、乐于助人、友善、大方、好客、实

在、尽责、认真、有耐心、尊重他人等。较有代表性的是下面摘自被试的回答，如“这儿的人们很友好，

包括酒店人员和其他人，他们都非常和气地帮助我”(男，缅甸)；“虽然有时不愿意主动与外国人说话，

但我发现当我努力和中国人交流时他们都很友好、热情。特别是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如街边小

贩、黑车司机等”(男，俄罗斯)；“总的来说，我喜欢中国人积极帮助我改善我的汉语。如果我说错了，

他们会指出我的错处，对我的汉语学习有很大帮助”(男，英国)；“一位中国学生的友善行为改变了我对

整个中国人的负面印象”(女，韩国)；和“我觉得中国人的优点就是实在。他们一大早就出来就会把自己

的事情都做好，我想我能明白中国的发展为什么这么迅速了”(男，智利)。 

3.2.2. 中性看法 
中性看法指被试对中国人持有的客观、不带主观情感色彩的看法。这些看法包括：大多数中国人很

匆忙、对其他国家有兴趣、有交新朋友的热切渴望。最典型的是来自法国的一位男留学生的评论，“…
使人惊奇的文化上的相似度，那就是人们想交新朋友的热切渴望，这种相似度连在欧洲也是不常见的”。

同时，很多留学生都注意到中国的出租车司机们很爱讲话。 

3.2.3. 负面看法 
如表 3 所示，有很多被试指出了中国人不好的一面，如吵闹、没礼貌、服务不好、不遵守秩序和规

则、不讲卫生、歧视黑人、欺诈外国人、想法狭隘等。下面是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评价，如“很多人没礼

貌，如挤、推人后也不道歉”(男，韩国)；“有很多人以比原价高出很多的价格向外国人销售东西，把我

们外国人当成钱，这使我感觉很不好”(女，德国)。一位来自欧洲的留学生(国籍不详)认为，很多中国人

的行为举止和服务不好，“比如随地吐痰、出租车司机拒绝载客，办公室里的有些人对自己的领域一点

也不熟悉，回答不了问题；总体上就是很糟糕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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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International students’ view of China (N = 232) 
表 3. 留学生对中国人的看法(N = 232) 

正面看法 中立看法 负面看法 

1) 友好、乐于助人、友善(145/) 
2) 大方、好客(132/) 
3) 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126/) 
4) 实在(100/) 
5) 老师很好，很尽责(100/) 
6) 认真(98/) 
7) 有耐心(95/) 
8) 坦率、有礼貌(88/) 
9) 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86/) 
10) 坚定，果断(79/) 
11) 厚道(68/) 
12) (很)有包容心(68/) 
13) 有幽默感(55/) 
14) 心胸开阔(50/) 
15) 工作效率高(50/) 
16) 人们愿意聆听你说话(48/) 

1) 大多数人(很)匆忙(131/) 
2) 对其他国家有兴趣(1018/) 
3) 有交新朋友的热切渴望(98) 
4) 出租车司机们很爱讲话(95/) 
 
 
 
 
 
 
 
 
 
 
 
 
 
 

1) 吵闹(116/) 
2) 服务不好(110/) 
3) 没礼貌(107/) 
4) 不讲卫生(103/) 
5) 不遵守秩序和规则(92/) 
6) 把外国人看成是“钱”，欺诈外国人！(90/) 
7) 很多中国人只说中文(59/) 
8) 歧视某些外国人(40/) 
9) 想法(较)狭隘(37/) 
10) 缺乏灵活性(23/) 
 
 
 
 
 
 
 

 
来自非洲的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歧视有色人种，如“最让我沮丧的事情就是中国人不是很愿意和非亚

洲人说话或交朋友”(男，南非)。一些来自韩国的留学生也认为中国人“区别对待白人与其他亚洲外国人，

我曾亲身体验到种族、性别歧视”(男，韩国)。 
同时，一些留学生认为不少中国人“想法较狭隘，不能思考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女，德国)、“缺乏

灵活性”(男，巴西)。此外，很多中国人只会说中文令不少留学生觉得失望。 

4. 讨论与结论 

本文通过混合方式的调查问卷收集了来自北京某大学 232 名国际留学生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数

据分析显示，超过一半的留学生对中国和中国人持有好感，认为中国的很多方面令人欣喜，如悠久的历

史和文化，便利的交通，丰富且美味的饮食、友好且好客的人民、辽阔的土地、有包容性等等。在中国，

他们可以获得“便宜的食物和全新的体验，游览名胜，认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男，意大利)；可

以“学到许多文化差异，思维方式；在这里教书、学汉语是个很好的经历”(男，英国)。因此，他们觉得

“在中国过得很愉快，真的真的是来对了”(男，缅甸)。同时，需注意的是，也有很多被试认为中国存在

很多问题，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服务不好、卫生条件差等；认为中国人吵闹、没礼貌、不讲卫生等。

这有的是客观原因(如人口众多等)造成的，有的是多年的陋习(如随地吐痰、随处抽烟)，有的是社会发展

或转型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管是何种原因，这些问题需要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努力，在对外交流中，作

为国人先做到正视这些不足，并坦诚接受外界的批评，抛开所谓的“面子”，就是改变的第一步，只有

这样才会出现一个更加美丽、更加和谐、更有魅力的中国。 
现有研究显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和越来越多

的外国人来中国旅游、学习或工作，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也日益趋

于客观、公正(李新 2005)，而不同于以往西方媒体中对中国长期持有的负面偏多的报道[1] [2] [5] [9]。我

们的调查结果也佐证了这一点。这也进一步说明经济发展、国际交流和合作对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了解很

重要[5]。 
此外，本研究中的研究对象克里斯的评论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即我们的主流媒体所倡导的主流文

化必须有明确而稳定的导向。这个导向应该是以中华文化和文明为核心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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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其他国家或文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在我们积极融入世界力求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不丧失

自己，有真正的自信和包容，才能赢得尊重和信任。同时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来自韩国留学生的评论“一

位中国学生的友善行为改变了我对整个中国人的负面印象”。可见友善不仅无国界，更能有助于消除其

他国家或种族的人对中国或中国人长期持有的刻板印象或偏见。因此，为改变其他国家或种族的人对中

国人的看法、提升中国人的自身素质，我们需要切实地自我反省，改掉不讲卫生、不讲礼貌的陋习，发

扬友善、宽容、积极认真的良好品德，拓宽视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上下同心，团结一致，共同努力

提升中国和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的结果主要来自于问卷调查，未免过于单一。为更好地了解国际留学生对中

国和中国人的看法，今后的研究需要从不同角度收集数据(如访谈、日记等)。同时，正如时代在发展一样，

中国和中国人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那么留学生对中国及国人的看法是否也在变化？一批又一批的

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核中国人的看法是否有某些共性？什么因素会改变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这些

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课题，也是将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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