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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2北京冬奥会为背景，以《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等五种主流英语媒体的读者为对象，探讨主流英语报刊与读者

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读者在阅读主流英语报刊时具有一定的批判能力，但仍在阅读偏好、阅读动机、

阅读心理各方面受到刊物影响；读者的阅读属性与刊物倾向体裁、国别等关系密切。基于数据对比及相

关文献、内容分析，本研究针对国内刊物及读者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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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2020 Tokyo Olympic Games and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as the background, and 
taking readers of five mainstream English media including China Daily, CGTN, and The Economist as 
research subjec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stream English newspa-
per and reader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readers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critical ability when read-
ing mainstream English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but readers are still affected by them in read-
ing preferences, reading motivation, and reading psychology. Readers’ reading attribut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tyle, content, and nationalities of the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s. Based on data com-
parison and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content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do-
mestic journals and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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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

软实力”。2021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

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

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因此，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举足轻重。 
2021 年至 2022 年，2020 东京奥运会和 2022 北京冬奥会成为世界聚焦的中心。中外英语主流媒体亦

对其进行各种报道。而奥运会作为最高形式体育赛事，通过全球性范围的传播形式，引发许多舆论斗争

和政治意识斗争，西方敌对势力通过新闻媒体的渗透干预着国家政治生活和人民政治意识。薛伟指出，

体育话题泛政治化是西方舆论抹黑炒作的重点[1]。同样，周庆安也强调，西方媒体对于奥运会的报道体

现了彼此价值观的冲突，对于奥运这类对外传播事务，需要纳入公共外交的视野之中[2]。此外，随着互

联网的普及以及网络媒体使用者的增加，当前主流媒体主导作用受到较大冲击。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

如何增强主流媒体的主导作用，以削弱不良网络舆论对读者的影响，值得深思。 
可见，现阶段主流媒体面对的环境和局势愈发复杂，已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阵地，而

读者，即人民大众，则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因而，研究主流英语报刊读者阅读习惯和倾向对铸

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现实意义。 

2. 研究设计 

2.1. 理论框架 

2.1.1.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认知体系，由一

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及观点所构成，反映了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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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价值取向，并为其服务，成为其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思想的理论依据[3]。在新闻

报道中，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同时又是观念的产物。事实并没有价值特征，而新闻在报道事实时必然

包含着对事实的评价，反映着价值观的差异。主流媒体利用对事实的多样化转述，使读者在获取信息的

同时，为报道背后的政治立场和权力语言所影响。 

2.1.2. 读者画像 
王海刚(2021)总结出了读者画像模型，即将搜集来的读者信息划分为社会属性、心理属性、消费属性、

社交属性四个维度，分别对读者的个人信息、阅读心理、消费特点、阅读行为进行分析，把每个属性抽

象成“标签”，将读者形象具体化[4]。如表 1 所示，本文选用其中的社会属性和心理属性两个维度对主

流英语报刊读者进行研究。 
 

Table 1. The composition of reader portrait 
表 1. 读者画像构成 

社会属性 性别、年龄 受教育程度 职业、收入 

心理属性 阅读偏好 阅读动机 阅读心理 

2.2. 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理论框架，本研究围绕两个假设展开。 
假设 1：读者在阅读主流英语报刊时具有一定的批判能力，能注意到新闻报道的意识形态属性，从

而对刊物内容进行选择性的接受与批评。 
两场奥运会期间，中外主流英语媒体皆对两场赛事进行报道。2008 年，黄勤教授指出，新闻报道者

通过有目地、有选择地援引不同利益集团的典型话语，向读者再现和强化自己需要的声音[5]。诚然，在

此类报道中，新闻报道的意识形态属性亦不可避免，这对读者的批判阅读能力提出挑战。因此，面对纷

繁信息及各方新闻舆论引导时，如何兼顾主流报刊背后的政治立场及目的，进行甄别和筛选，读者应具

有一定的批判阅读能力，对阅读内容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假设 2：主流英语报刊依赖读者进行自身内容的筛选和优化，读者的心理属性等特征也受到刊物内

容的影响，二者相互影响、密不可分。 
欧震(2004)指出读者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读者是消费时代的发明，传统的文艺理论是关于作者的

理论[6]。在探讨主流英语报刊与读者今日之关系时，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亦可见一斑。一方面，主流英

语报刊用语言的方式传达本国的立场，势必对读者的阅读偏好、阅读动机、阅读心理等方面造成影响。

因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它从各种角度反映现实，再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纵影响社会过程[5]。而

读者作为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不能不受到所读刊物的作用。另一方面，读者作为阅读的主体，作为

当今消费时代主流英语报刊的受众，即消费者，亦对主流英语报刊的内容书写、形式选择、意识形态等

方面有一定的限制及影响。因此，研究组做出假设：主流英语报刊与读者，二者相互影响。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五种主流英语媒体的读者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文献分析法等，探讨主

流英语报刊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2.3.1. 研究对象 
经讨论，研究组对外刊读者的习惯与倾向在问卷星网站设计了线上调查问卷，并于 2022 年 7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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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8 月 6 日进行了深入调查。受调查者覆盖全国 23 个省，1 个自治区，均属 18~55 岁年龄段，包括学

生、专业人士、服务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多种职业，范围广泛，受调查者学历水平本科以上达到 94.21%。 

2.3.2. 问卷说明 
因本调查问卷的研究对象为主流英语报刊读者阅读习惯与倾向，故对有无阅读外刊习惯的受调查者

进行分流，设计了两套调查问卷，以求更加细致的结果。 

3. 研究结果 

3.1. 问卷整体分析 

通过调查，读者阅读新闻报道排在前三名的重点关注内容依次是世界新闻、娱乐、教育与科技。可

以看出，大多数人在阅读新闻报道时关注世界新闻较多，对世界发展状况和局势尤为关心。在两次奥运

会期间，随着奥运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相关报道也更易为读者关注。数据表明，在 380 位受调查者中，

有超六成的受调查者在阅读赛事报道时经常会遇到积极、客观的文章，同时，也有 15%的读者经常遇到

消极文章，可见在关于赛事的新闻报道上，背后的情感色彩值得注意。 

3.2. 读者分析 

3.2.1. 读者阅读习惯分析 
调查的 380 人中，有 143 人近期(2 月内)有阅读外刊的习惯，占比 37.63%，而 62.37%的读者则在近

期没有阅读外刊的经历。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43 名有阅读外刊习惯的受调查者中，98.61%的人都表示不会完全信任或不信

任主流媒体报道中的一切信息，可见大部分读者在阅读外刊时不会完全依赖外刊中的信息，会合理运用

自己的思辨能力去判断文章。同时，读者不易为消极报道所影响的比率为 97.9%。 
此外，研究组调取了有阅读外刊习惯且频率最高的一群特定对象，以了解分析高频率阅读外刊的读

者的具体阅读习惯和倾向。 
高频率外刊读者阅读外刊时关注的主要内容，按比例排序前三依次为：世界新闻、经济商业、教育

科技。对比非高频率阅读外刊的读者，高频率阅读者对娱乐的关注度明显下降，高频率外刊读者除世界

重要新闻外，关注经济商业类的更多。此外，虽有 81.82%读者倾向于阅读新闻评论类文章(如社论、评论

员文章、述评、思想评论等)，但数据表明，全体读者都能注意到背后的意识形态、情感态度，不被带偏。 
无外刊阅读习惯的受调查者在阅读赛事报道时经常会遇到的是积极、客观的文章，占比分别达到

67.93%和 62.87%。此类读者不易为消极报道所影响的比率为 97.05%。 

3.2.2. 各刊物读者画像分析 
依据王海刚(2021)的读者画像模型[4]，研究组先对五种主流媒体读者的心理属性之共性进行探究。 
首先，五种主流刊物读者的阅读偏好集中于世界新闻、娱乐、教育与科技、政治等几大领域。 
 

Table 2. Question10: Which field do you focus on when reading? (Multiple choice) 
表 2. 第 10 题：您在阅读新闻报道时一般关注什么内容？(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世界新闻 260 68.42% 

政治 200 52.63% 

经济、商业 15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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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教育、科技 205 53.95% 

艺术 147 38.68% 

体育 100 26.32% 

娱乐 214 56.32% 

健康 109 28.68% 

其他 9 2.37% 

 
由上表 2 显示，大多数人在阅读新闻报道时关注世界新闻较多，对世界发展状况和局势尤为关心。 
其次，五种主流刊物读者的阅读动机主要为：了解世界动态、关注民生、学习语言。 
 

Table 3. Question11: Which genre do you prefer when reading? (Multiple choice) 
表 3. 第 11 题：您在阅读时一般倾向于哪类体裁的新闻报道？(多选题) 

选项 比例 

新闻报道类(如消息、通讯、特写、专访、调查报告、新闻公报等) 77.11% 

新闻评论类(如社论、评论员文章、述评、思想评论等) 54.47% 

新闻附属类(如散文、杂文、诗歌、回忆录、报告文学等) 28.68% 

 
据表 3，大多数读者更倾向于新闻报道类题材的新闻报道，可见读者阅读新闻以了解实事、了解事

实为主，同时超半数读者也会阅读评论类文章。 
最后，对于五种主流刊物读者的阅读心理，大多读者拥有一定的客观分析能力。 
 

Table 4. Question14: Do you focus on ideology behind words when reading? (Multiple choice) 
表 4. 第 14 题：您在阅读外刊过程中是否有注意到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多选题) 

 从未注意 偶尔注意 有时注意 经常注意 时刻注意 

《中国日报》 0 12.96% 38.89% 33.33% 14.81% 

中国国际电视台 0 7.89% 36.84% 34.21% 21.05% 

《经济学人》 0 15.73% 39.33% 28.09% 16.85% 

《纽约时报》 0 7.94% 41.27% 33.33% 17.46% 

《卫报》 0 11.43% 42.86% 25.71% 20% 

《时代周刊》 0 5.13% 35.90% 41.03% 17.95% 

其他 7.69% 0 30.77% 38.46% 23.08% 

 
由上表 4 显示，99.3%的读者都对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关注(除去从未注意)。 
经过前文对五大英语主流刊物的读者分析，研究组已对各个刊物读者特征有了初步的了解。研究发

现，《中国日报》和《经济学人》的读者数量居前位，各占 75.52%、62.24%；其中，学生各占 74%和

60%。 
为得到更准确的读者特征，刊物区别等，我们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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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学人》和《中国日报》读者中的特殊群体——学生的阅读属性。 
2) 《经济学人》和《中国日报》读者的阅读属性。 
首先，对比新闻报道关注内容，新闻体裁等阅读偏好的调查结果，研究组发现两个刊物的学生读者

均会通过刊物了解国际时事，且涉及文章内容、形式广泛，此表现印证了其阅读动机与语言学习目的一

致。 
针对学生读者的阅读心理，研究组对刊物信任度和意识形态关注度进行数据分析：对刊物的意识形

态产生有意注意(时刻注意、经常注意)的读者，《中国日报》中占 44.57%，而《经济学人》中占 43.25%；

《中国日报》和《经济学人》读者对刊物的信任度(信任、完全信任)分别为 11.96%和 16.21%；此外，采

取中立态度的学生读者两刊物也均超过 74%。这证明了学生读者即使有语言学习的阅读动机，仍体现关

注意识形态的阅读心理。 
最后，针对《经济学人》和《中国日报》读者的整体阅读属性，研究组根据数据总结出以下对比表

格。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reading attributes of The Economist and China Daily readers 
表 5. 《经济学人》和《中国日报》读者阅读属性对比表 

 调查内容 《中国日报》读者 《经济学人》读者 

阅读偏好 
一般关注的内容 世界新闻、民生 

(娱乐较为突出) 
世界新闻、科教、政经 

(专业性较为突出) 

一般关注的体裁 报道类 > 评论类 评论类 > 报道类 

阅读心理 
对刊物信任度 一般 较高 

对意识形态关注度 较强 较强 

 
据表 5，研究组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英国《经济学人》的读者对刊物信任度高于《中国日报》

此类国内英文日报。 
国内读者是否对他国报刊更信任？读者在阅读主流报刊时是否受到了西方刊物的影响，从而导致其

信任度的降低？兼顾刊物特征以及读者画像分析，研究组进一步探究原因。 
对于刊物信任度的研究，首先明确前提：信任度“一般”并不意味着对刊物不信任，而是“中立”

“客观”的态度。其次，数据表明，对刊物意识形态“时刻注意”的读者，《经济学人》比《中国日报》

读者高 2.04%。这说明不同国别刊物本身会影响读者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关注程度。此外，《中国日报》

作为综合性报纸，其报道类的新闻体裁较多[7]；《经济学人》作为国际性新闻和商业周刊，重视集体声

音表达[8]。由此，刊物本身倾向的体裁及主题影响着读者的阅读偏好，读者对刊物信任度或与刊物本身

倾向体裁相关。这也印证了假设 2 中的读者会受到刊物影响的猜测。 

3.3. 刊物间对比分析 

为更加细致地了解各英语主流刊物的新闻报道习惯以及引导倾向，再次进行对比研究，试分析五种

英语主流外刊《中国日报》、中国国际电视台、《经济学人》《纽约时报》《卫报》带给读者的不同

感受。 
对比表 6、表 7 发现，对中国国际电视台和《卫报》的新闻报道表示不信任的读者尤其多，达到 11%

以上。而与此同时，也有达 20%的《卫报》读者信任新闻所报道的信息，《卫报》的新闻报道让读者们

产生了不一样的感受和分歧。另外，各刊物也都倾向于报道客观正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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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Question13: Do you believe in all information when reading? (Scale question) 
表 6. 第 13 题：您是否信任外媒媒体报道中的一切信息？(量表题) 

 完全不信任 不信任 一般 信任 完全信任 

《中国日报》 0 9.26% 76.85% 12.96% 0.93% 

中国国际电视台 0 13.16% 71.05% 13.16% 2.63% 

《经济学人》 0 7.87% 73.03% 16.85% 2.25% 

《纽约时报》 0 6.35% 79.37% 12.70% 1.59% 

《卫报》 0 11.43% 68.57% 20% 0 

《时代周刊》 0 7.69% 76.92% 15.38% 0 

其他 0 15.38% 76.92% 7.69% 0 

 
Table 7. Question15: Which kind of attitudes are the most common for you when reading? (Multiple choice) 
表 7. 第 15 题：您在阅读赛事报道时经常会遇到具有哪种情感色彩的文章？(多选题) 

 积极 客观 消极 从未注意 

《中国日报》 60.19% 72.22% 16.67% 5.56% 

中国国际电视台 60.53% 63.16% 26.32% 5.26% 

《经济学人》 56.18% 73.03% 19.10% 7.87% 

《纽约时报》 53.97% 68.25% 17.46% 11.11% 

《卫报》 57.14% 65.71% 17.14% 11.43% 

时代周刊 61.54% 66.67% 15.38% 5.13% 

其他 53.85% 76.92% 23.08% 7.69% 

 
通过刊物间的对比分析，再次印证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保持着一定的文章情感态度判断能力和批判

阅读能力，并对这类刊物进行甄别。 

4. 总结及建议 

4.1. 研究结论 

4.1.1. 主流英语报刊读者的批判能力 
数据表明，在接受调查的外刊阅读者中，99.3%的读者重视刊物的意识形态。考虑到阅读外刊是一种

有效的英语学习方法，针对 87.89%的学生读者，研究组也着重辨别了学习动机对意识形态关注能力的干

扰。但在《中国日报》和《经济学人》两个热门英语刊物的读者画像分析中，研究组发现：虽然大部分

学生在阅读外刊时更加注重精读其中单词的用法、句子的语序，但也并未忽略英语外刊的意识形态、思

想态度等问题。学生是青年，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和国家思想建设的中心，其批判意

识及对意识形态的关注能力恰恰证明了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意义。 

4.1.2. 主流英语报刊对读者的作用 
首先，倾向不同领域和体裁的刊物本身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动机和偏好。经过《中国日报》和《经济

学人》两个热门英语刊物对比发现，《经济学人》作为国际性新闻和商业领域重视集体声音表达的周刊，

其读者同样更倾向政治商业类方面，对新闻评论类体裁也更为偏爱[8]。而《中国日报》作为中国了解世

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其读者倾向于选择新闻报道类体裁。其次，读者的阅读心理也受刊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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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7]。伊格尔顿曾言，“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面对各个刊物背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权力语言，读

者在刊物信任度、意识形态关注度、受消极新闻影响程度等各方面均有不同。以保留自己的左翼立场的

《卫报》为例，研究数据表明，对《卫报》的新闻报道表示不信任的读者尤其多，达到 11%以上。研究

组也发现，《经济学人》读者对刊物的信任度高于《中国日报》读者，此类阅读心理的差别亦与刊物本

身特征紧密相关。 

4.2. 建议 

经过实证研究及分析论证，基于主流英语报刊对读者的作用，研究组提出以下建议，以期促进国内

主流英语媒体对读者的积极导向，增强中国主流英语刊物的国际影响力。 

4.2.1. 主流英语报刊国内读者 
针对主流英语报刊的国内读者，我们认为： 
1) 读者的阅读偏好受刊物自身倾向的领域和体裁影响。读者应意识到人作为阅读的主体，阅读刊物

时应保有明确的目标，主动选择阅读内容和体裁，而非被动接受刊物提供的信息。 
2) 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读者在阅读动机上各有不同。针对以语言学习为主要阅读动机的学生读者，

在关注语言这一载体时，更需要批判地看待语言所挟带的意识形态，谨防受刊物潜移默化影响。 
3) 读者在刊物信任度、意识形态关注度，受消极新闻影响程度等各方面均有不同。面对刊物背后的

政治立场和权力语言，读者需有思辨意识。针对消极报道的影响，读者应有意识地分辨其报道目的，进

行独立思考。 

4.2.2. 国内主流英语报刊 
研究组也同样对国内主流英语报刊提出看法： 
1) 报刊可否通过开创互动性栏目等方式，增加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一方面增进刊物的读者导向性，

另一方面也对读者阅读刊物时的主动性、积极性起到帮助。 
2)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宣传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需求日益增加，刊物是否可以在

部分栏目使用中英文加拼音的形式，以加强汉语影响力，兼顾外国汉语学习者的需求。 

5.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于读者阅读主流英语媒体的习惯与倾向。研究方法较单一，仅通过问卷的形式

分析读者的阅读情况，辅以刊物特征，对各英语媒体的报道情况展开研究，难以对读者与刊物的反作用

这一假设进行验证。事实上，舆论环境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既有显在的意见构成，也由潜在的

情感、表达方式、媒介报道方式构成[9]。未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继续从多角度入手，增加文献

分析、采访的质量与频次，使研究更加全面，以验证读者与报刊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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