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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这是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

国家级展览会。在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演讲，深刻剖析了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必

要性，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做了展望。他向人们传达了进博会秉承的理念和原则，诠释了我国的国家

形象。本文以语言学家沃达克(Wodak)的语篇历史分析方法为理论框架，从话语策略入手，对习近平在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演讲进行分析，探讨了习近平主席通过主旨演讲构建的国家形象，以及

中国国家形象是如何借助话语策略被构建出来的。研究发现，进博会演讲话语构建了一个积极正面、追

求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中国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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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November 5, 2018,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was held at the Shanghai national con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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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which is the world’s first import-themed national exhibition.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President Xi delivered a speech, which profoundly analyzed the necessity of 
advocating the co-construction, innovation and inclusiveness of an open world economy. To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s economy, an outlook on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was put forward, which conveys the ideas and principles of CIIE, thus interprating the positive na-
tional image of China. This paper makes an attempt to analyze Xi jinping’s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CII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 .Based on the dis-
cursive strategie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and how 
this image is constructed in the speech discourse. The research finding is that the speech dis-
course constructs a positive national image of China, which pursues mutual benefit, win-win co-
operation, inclusive and enterp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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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日益密切，国家形象得到了

各国的高度重视。作为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国家形象具有强大的品牌效应，它不仅能

够提高本国民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影响整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声誉[2]。因此，世界各国大

都将国家形象构建作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战略[3]，积极建构国家形象，以适应时代要求，推

动本国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期，让世界更好地走进中国、了解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近年来，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引起各个学界的关注。在知网中输入关键词“国家形象建构”进行检

索，发现关于该方面的研究集中在传播学、语言学、政治学等方面。在传播学领域，雷晓艳[4]利用报道

框架对《华尔街日报》建构的中国形象及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形象多是负面形象；吴献

举和张昆[1]分析了国家形象的内涵和特征；孙发友，陈旭光[5]从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对“一带一路”话

语构建的国家形象进行分析；在语言学方面，尤泽顺[6]从国家形象修辞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习近平主

席演讲中的平民化话语风格对中国形象的构建作用。邵颖[7]指出互文性策略在国家形象的构建中起到重

要作用。张虹[3]运用“指示原则”对习近平在 70 届联大上的演讲进行分析，指出演讲者将中国构建成有

担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汪徽和辛斌[8]具体对美国媒体报道进行分析，探究隐喻对于构建中国形象的

作用，指出美国媒体把中国构建成负面形象。 
由上述综述可知，传播学主要从内容分析法和议程设置理论等宏观角度对国家形象的建构进行分析。

语言学主要从语篇的字词句等基本单位出发，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国家形象。二者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分

析涵盖多个方面。然而，以“进博会”为切入点进行分析的目前还没有。因此，本文将以 2018 年习近平

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演讲为语料，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出发，运用其中的语篇历史分析法，对其构建的

中国形象进行分析，丰富国家形象和进博会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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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语篇历史研究法源于 Ruth Wodak 和她的研究小组，是他们对奥地利社会中的种族歧视现象进行分析

发展而来的。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流派，语篇历史分析法认为话语分析应从三个维度展开：语篇的

主题；语篇的话语策略；语篇实现主题和话语策略的语言手段[9]。其中，话语策略的分析尤为重要。“策

略”是指为了达到特殊的社会、政治、心理或语言目的而对实践进行的有计划和意图的社会实践[10]。“话

语策略”是语言系统的具体运用方式，是指语体和文本在实际运用中的意义[11]，主要体现在语言结构组

织的不同层面上。在话语历史分析中，Reisigl 等提出了五种语篇策略[9]，分别是所指策略或提名策略、

谓语指示策略、辩论策略、视角化、框架化或语篇再现、强化策略与淡化策略。 
本文将着重从所指策略、谓语指示策略、辩论策略和强化策略对习近平在进博会开幕式上的演讲进

行分析，旨在更好的解读语篇策略在其中的运用。 

3. 话语策略分析 

语篇策略原则来讲就是帮助实现目的的语言方法[11]。本节将从所指策略、谓语指示策略、辩论策略

以及强化策略四个角度出发，对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开幕式上的演讲语篇进行分析，旨在回答以下问题：

进博会开幕式的演讲话语构建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国家形象？以及该形象是如何借助话语策略在演讲语篇

中被构建的？ 

3.1. 指称策略 

指称策略是对成员分类的一种策略，如将一个人划为属于自己一方或者属于对方，以此来构建和再

现社会活动者[11]。指称策略往往用于选择凸显该群体或个体的某种形象，是理解其身份建构的关键[12]。
分析发现，该演讲语篇主要通过名词对成员组成和所提到的不同事物进行构建。除了对社会行为者的命

名之外，指称策略也体现在对物体或者事件的命名中。通过分析语料可发现，这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和进

博会两个事件的指称上。 

3.1.1. 对中国的指称 
1) 中国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中国将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中国将始

终是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中国将始终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 
2)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 13 亿多人口的大市场，有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在演讲中，国家领导人用“推动者”“动力源”“大市场”等不同的名词短语对中国这一主体就行

修饰，把中国的形象具体化。在上述例子中，中国不仅被指称为“第二大经济体”，还是“世界经济增

长的动力源”，向人们塑造出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中国形象。同时，中国还具有“贡献者”这一特

征，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积极主动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彰显出一个乐于奉献、高度负责的大国

形象。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推动者”和“贡献者”，绝不是自己独享经济成果，而是致力于国际合作和

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自己的力量。 

3.1.2. 对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指称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

上一大创举。 
2)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由中国主办，世界贸易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和众多国家共同参与，不是中国

的独唱，而是各国的大合唱。 
此外，习近平在演讲时还对世博会这一主体进行了指代。“世界上第一个”“创举”说明了进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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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意义，中国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积极主动的贡献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愿意拓展

市场，分享商机和经验。“大合唱”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谋求共赢发展的形象的具体体现。因此，进

博会这一“主场外交”的平台把中国展示给世界，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 

3.2. 述谓策略 

述谓策略是指给社会行为者、物体、现象、事件、过程及行动赋予属性的语言方式，其语言实现形

式主要包括：积极的或消极的评价性语言；明确的谓词、名词；明确的比较级、明喻、暗语等其他修辞

手法[9]。这一策略的运用，可以看出语篇对社会活动者的态度，通过谓语成分的修饰语看出对社会活动

者是正面的赞扬还是负面的贬低[11]。在进博会的演讲中，这一策略主要体现在谓语动词、比较级和隐喻

三个方面，话语生产者使用大量积极的谓语成分来构建中国的国家形象。 

3.2.1. 谓语动词 
1) 第三，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中国将加快出台外商投资法规，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

系……中国将尊重国际营商惯例，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2) 中国将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同相关国家一道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搭

建更多贸易促进平台，鼓励更多有实力、信誉好的中国企业到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深化生态、科技、

文化、民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为全球提供开放合作的国际平台。 
在提到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时，语篇多采用诸如“共商共进共享”“推进”“搭建”“鼓励”等

正面评价性词语，阐述了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具体行动，赋予了中国政府积极正面的形象。根据韩礼德的

及物性理论来看，物质过程表示做某事的过程。演讲语篇作为一种具有劝说性的文本，物质过程占了大

量篇幅。在例上述例子中，“营造”“推进”“鼓励”“提供”“搭建”构建了中国勇于担当的形象，

在提升自己经济实力的同时，积极带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全球发展提供开放合作的平台。 

3.2.2. 明喻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没有风狂

雨骤，那就不是大海了。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

旧在那儿！经历了 5000 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 
在这一段落中，习近平把“中国”比作广阔无垠、坚定不移的“大海”，把当前面临的挑战，如“美

国加征关税”比作“狂风暴雨”。虽然其会“掀翻小池塘”，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但“不能掀翻大

海”，这彰显出中国的底气和定力，构建了一个有信心、有能力去面临风险和挑战的国家形象。同时，三

个“在那儿”明了中国具备的坚实的发展基础，彰显了中国敢于直面困难、积极努力迎接挑战的实干精神。 

3.3. 论辩策略 

论辩策略是演讲者在证明或者质疑某些声明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所采取的一些逻辑推理方法[13]。语篇

历史研究方法运用的辩论策略包括以下辩论题目：有用，无用，定义，危险或威胁，羞辱，公正，责任，

累赘，财务，事实，数字，法律或权利，历史，文化，滥用。对这些题目进行分析，可以证实文本中的

正面和负面的描述[11]。习近平的演讲语篇主要从有用、威胁、事实、数字四个方面对中国政府的形象进

行了构建。 

3.3.1. 有用 
有用策略是指如果该行为能够给人们带来好处，那么人们就应该去执行它[14]。在这一方面，进博会

的演讲主要对中国致力于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发展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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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顾历史，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立足当今，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

复苏的现实要求。放眼未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 
2) 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 
在例(1)中，习近平主席运用一组排比句，论证了“开放合作”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

重要性。而进博会以“新时代，共享未来”为主题，着力于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表明了我国积极顺应

历史发展潮流，愿与各国共建共享自己发展成果的大国风范。 

3.3.2. 威胁 
在辩论策略中，以危险为论题的惯用语句是指如果某个行为有危险，那么应该采取行动来避免这些

危险[14]。习近平主席在演讲过程中阐述了当今世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1) 世界经济深刻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

受到冲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风险挑战加剧……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2) 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也遇到了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一些领域不确定性有

所上升，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增多，一些领域风险挑战增大。 
上述句子中，“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波折”、“受到冲击”、“风险加剧”说明我们所

在的社会充满挑战，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同样遇到了“矛盾和问题”。这更能说

明在这样的局势背景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只有大家同舟共济才能解决问题。因此，面临这

些内外部的挑战，中国正式问题，毫不退缩，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该策略的应用，

一方面表现出了中国善于审时度势的眼光，同时也体现了中国胸怀天下的时代格局。 

3.3.3. 事实 
以事实为论题的策略是指，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因此更应该采取一定的决定或行动[14]。习主席立足

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局势，作出以下推断： 
1) 各国削减壁垒、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就能打通血脉；如果以邻为壑、孤立封闭，国际经贸就会气

滞血瘀，世界经济也难以健康发展。 
2)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

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 
正如上述句子所言，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

后。“孤立封闭”、“弱肉强食”只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包容普惠、开放合作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

路。以上论断一方面表明了中方对于某些不正义行为所持有的态度，另一方面印证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

相处原则。中国一直以来秉持和平发展的理念，一如既往地遵守国际秩序，构建出一个追求和平发展、

谋求开放共赢、强而不霸的国家形象。 

3.3.4. 数字 
以数字为论题的惯用语句是指如果该语句中的数字能够证明具体行为，那么该行为就应该被执行或

禁止[14]。 
1)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7%，其中第三季

度增长 6.5%，符合预期目标。全年粮食产量可望保持在 1.2 万亿斤以上。城镇新增就业 1107 万人，提前

完成全年目标。 
2) 预计未来 15 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 30 万亿美元和 10 万亿美元。 
3) 中国已经同 137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签署 197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在习近平的演讲中，一方面，这些具体化的数据表现在经济方面，如“6.7%”“6.5%”“3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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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10 万亿”展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为参会各国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另一方面，

“1.2 万亿斤”、“1107 万人”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于人民群众的关怀。在国际合作方面，“137 个国家”、

“30 个国际”、“197 份合作文件”说明“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国积极主动帮助其他国家。

习近平主席用真实精确的具体数据对中国当前取得的成绩和未来的行动进行描述，使得演讲更为生动而

且具有说服力，刻画了一个自信、开放、负责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3.4. 强化策略 

强化策略可以使讲话者对事实的认识程度得到确认或改变，从而加强语篇的言语作用[11]。强化策略

可以通过重复来体现。 
1) 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 
2) 中国发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长期稳中向好

的总体势头没有改变。 
习近平在演讲中多次使用排比句来对中国的发展现状和中国的谋决心进行描述。在例(1)中，三个“没

有改变”论证了中国健康稳定的发展局面，“中国推动……的脚步不会停滞”的重复运用加强了语气，

诠释了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坚定立场，中国要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决心。中国一方面鼓励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另一方面积极开拓国际

市场，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并融入全球化进程，展现了我国开放包容的国际精神风貌。 
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话语和社会文化之间存在辩证关系：话语生产是一定的社会现实的反应，反过

来，话语又能参与社会现实的构建[15]。外交话语亦是如此，它是一定时期中国国家政策和价值取向的反

应；同时，国家领导人或者外交部通过论坛、白皮书、外交演讲等话语形式进行传播，影响人们对中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因此，国家形象的建构至关重要。中国只有建构自己的外交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向

国际社会宣传中国道路和中国外交，履行一个新兴大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16]。 

4. 结语 

本文以语篇历史分析法中的语篇策略为基础，从指称策略、述谓策略、辩论策略和增强策略四个方

面切入，分析了进博会主旨演讲所构建的中国形象。分析结果显示，习近平运用指称策略，展现了中国

互利共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象；在述谓策略的应用上，中国这一主体被赋予了积极的评价，其

兼济天下、致力于全球共同发展繁荣的大国风范得以彰显；辩论策略从益处、威胁、事实和数字四个方

面，为习近平的演讲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体现了中国审时度势的眼光和胸怀天下的格局，构建了一个强

而不霸、高度负责的经济大国形象。强化策略的应用，向人们呈现出中国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国际精

神面貌。这些形象贯穿于演讲的始终，并通过进博会这一平台传递给各个国家，推进了新时期中国国家

形象的建构和对外传播，有利于世界更加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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