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在非洲的舆论环境及非洲媒体对
中非关系发展的影响

①

———以尼日利亚为例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士 吴传华

【内容提要】 尼日利亚是非洲的重要国家，传媒业较为发达，与世界各国媒

体交流广泛。尼日利亚媒体涉华报道主流正面、积极、有利，为中尼、中非关系发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尼媒体也出现了一些关于中国和中非关系消极、负

面甚至不实的报道。对此，我应与尼媒体携手，采取综合措施，努力推动中尼媒体

交流朝着高水平、深层次、多形式方向发展。
【关键词】 尼日利亚 媒体 中尼关系 中非关系

中国有句古话叫 “众口铄金”，意思是

舆论的力量非常强大，即使金属都能被融

化。当今世界的媒体，作为有组织、系统化

的舆论宣传机构，以其极大的信息量、极快

的传播速度和极广的传播范围，左右着人们

的思想和行为，推动着人类社会进步，影响

着世界局势和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说，舆

论的力量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从事传媒业

的记者们甚至被称为 “无冕之王”。
中国与非洲的历史交往和传统友谊源远

流长。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 1956
年埃及作为非洲国家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

交，揭开了中非关系的新篇章。50 多年来，

中非友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

验，总体上健康、稳定、顺利发展。进入
21 世纪，中非双方正在为建设政治上平等

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

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而共同努力。毫无疑问，

中非关系能够顺利发展，取得今天来之不易

的伟大成就，中非传统友谊深入人心，在新

世纪又开新花、结新果，中国和非洲的媒体

在其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的、积极的和建

设性的作用。在众多非洲国家、特别是撒哈

拉以南非洲国家中，尼日利亚作为非洲人口

最多和传媒业相对发达的国家，其媒体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
一、尼日利亚媒体概况

尼日利亚是非洲重要国家，面积 92 万

平方公里，人口约 1. 4 亿 ( 2006 年全国人

口普查数字) ，为非洲第一人口大国，拥有

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

位居世界前列。尼日利亚传媒业相对而言较

为发达，在非洲国家中可以说名列前茅，新

闻自由度也较高，媒体以私营为主。尼日利

亚国家电视台 ( Nigerian Television Authori-
ty，NTA) 成立于 1976 年，1997 年起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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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送电视节目，总部设在首都阿布贾，在全

国各州设有分台，号称是非洲最大的电视网

络。广播电台有: 尼日利亚联邦广播电台
( Federal Radio Corporation of Nigeria，

FRCN) 主要负责对内广播; 尼日利亚之声
( Voice of Nigera，VON ) 主 要 负 责 对 外 广

播，使用英、法、阿拉伯、豪萨、斯瓦希里

等多种语言。尼日利亚通讯社 ( News Agen-
cy of Nigeria，NAN) 成立于 1976 年，总部

设在首都阿布贾，在国内各州设有分支机

构，在伦敦、纽约和约翰内斯堡派有常驻记

者，与世界各大知名通讯社签有新闻交换协

议，其中包括我国的新华社。尼日利亚报刊

种类比较多，发行量较大的日报约有 20 余

种，周报有 10 余种，其中最具影响力和知

名度的报纸有 《今日报》 ( This Day) 、《卫

报》 ( The Guardian) 、 《抨击报》 ( The
Punch) 、《先锋报》 ( Vanguard) 、《每日信

报》 ( Daily Trust) 、《领导者报》 ( Leader-
ship) 和 《尼 日 利 亚 论 坛 报》 ( Nigerian
Tribune) 等。需要说明的是，尼日利亚同

众多非洲国家一样，由于电视仍然不普及和

报纸过于昂贵等原因，对于广大普通民众而

言，收听广播是他们最主要的媒体信息来

源，也就是说单从受众人数而言，广播电台

是尼日利亚的第一大媒体。
二、尼日利亚媒体涉华报道情况

总体来看，尼日利亚媒体涉华报道的主

流是正面的、积极的、有利的。随着中国国际

地位的日益提升和中尼、中非关系的快速发

展，尼日利亚媒体越来越关注中国，涉华报道

几乎每天都有，涵盖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
外交、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和中尼、中非关系

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政治方 面，一 年 一 度 的 中 国 “两 会”

日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尼日利亚媒体都会

予以关注和报道。五年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

国代表大会备受世人瞩目，在 2007 年中共

十七大时，尼日利亚媒体予以高度关注，发

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今日报》用了两个

版面的篇幅对十七大会议召开情况和中国未

来 5 年发展部署进行了全面报道，有的媒体

还对尼日利亚执政党人民民主党 ( PDP) 向

中国共产党致贺信事进行了报道。①

经济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

发展成就及 “中国速度”无疑是尼日利亚

媒体报 道 的 重 中 之 中，大 到 “十 二 五 规

划”，小到人民币汇率波动，都受到了及时

关注和报道。盛赞中国改革开放和日益繁荣

富强的文章不时见诸报端，如主流报纸之一

《每日信报》曾发表题为 《中国: 改革 30
年后》的文章，积极评价中国坚持改革开

放 30 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② 另一主流报纸

《先锋报》曾发表题为 《从 60 周年国庆看

中国》的文章，对中国建国 60 周年、经济

发展和城市建设均给予高度评价，提出非洲

应当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③

社会、文化等方面，从中国大力减贫、
扶贫到坚决防腐、反腐，从中国武术到中国

春节，都频频出现在尼日利亚各类媒体上，

反映了中国在非洲和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与日

俱增。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当 2007 年中国

司法机关依法判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原局长郑筱萸死刑后，尼日利亚媒体纷纷予

以报道，积极评价中国政府的反腐决心和力

度，有的媒体直接建议尼日利亚政府应当派

员到中国学习反腐经验，以严惩本国的涉

腐、涉贪官员。
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如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期间，尼日利亚大多数媒体秉持公正立

场，反对将体育和政治挂钩，反对将奥运会

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联系在一起，支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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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Day，28 October，2007.
Daily Trust，22 December，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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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举办奥运会。《今日报》、《卫报》、《领导

者报》、《抨 击 报》等 主 流 媒 体，分 别 以
《开幕式的魔法》、《中国统治的产生》、《北

京奥运会: 一个成功的故事》、 《尼日利亚

能像中国一样》为题，报道北京奥运会的

盛况，称赞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积极评价

中国在奥运会上取得的骄人成绩和体育事业

的成功，并希望尼日利亚有朝一日能够做到

像中国一样。① 同样是在 2008 年，中国汶川

大地震发生后，尼日利亚媒体普遍对中国人

民持同情和关心态度，支持中国抗震救灾。
《卫报》专门刊发题为 《中国面对地震灾

难》的评论文章，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特

大地震灾害面前反应迅速、处置得当、措施

有力，认为尼日利亚政府应当向中国学习应

对自然 灾 害 和 处 理 突 发 事 件 的 经 验。② 此

外，各媒体还对时任总统奥马鲁·亚拉杜瓦

亲自到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进行吊唁并向

中方捐款 200 万美元进行了报道，体现了尼

日利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深厚情谊。
中尼、中非关系方面，从日益频繁的中

非高层互访，到蓬勃发展的中非经贸合作，

特别是一些重大合作项目，再到日益兴起的

中非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非洲媒体都予

以越来越多的关注。2006 年 4 月胡锦涛主

席访问尼日利亚期间，该国各大媒体围绕中

国国家主席来访、中国发展、中尼和中非关

系进行了密集报道，其中尼日利亚国家电视

台 ( NTA) 对胡主席在国民议会联席会议

上发表题为 《为发展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

系而共同努力》的演讲进行了全程直播，

引起热烈反响。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在非洲的

影响力日增，尼日利亚媒体大多持欢迎态

度，支持非洲国家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

作关系。《今日报》刊登 《不用惧怕中国》
的文章，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举

足轻重，而且没有霸权企图，发展对华关系

为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增加了贸易机

会，应当成为非洲国家实现对外贸易和国际

交往多样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尼日

利亚论坛报》刊发题为 《尼日利亚密切与

中国的经济联系》的评论文章，积极评价

中尼经贸合作不断拓展和加深，认为这符合

双方利益。④ 《卫报》刊发 《中非关系真相》
的文章，指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背景下，中

国为非洲发展提供了公平合作的机会，中国

无疑是非洲真正的朋友。⑤

所有上述之类的报道，占当地媒体和舆

论的主流，有助于尼日利亚人民了解一个真

实的中国、一个真正的中国，有利于促进中

尼和中非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尼日利亚媒体上也不时出现

一些关于中国和中非关系的消极、负面甚至

不实 报 道。例 如，所 谓 “中 国 威 胁 论”、
“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中国资源掠夺论”
等对非洲来说是舶来品的东西，传到非洲后

在当地媒体上就没有间断过，尼日利亚媒体

也不时冒出一些类似论调。此外，还出现过

一些虚假报道，如 2006 年尼日利亚一家知

名报纸发文称，中国某公司负责人在尼日利

亚触犯了法律，但为了逃避惩处，竟然在中

国大使馆的帮助下潜逃出境。再如，2007
年当尼日利亚南部产油区尼日尔河三角洲形

势处在最危险、最敏感的时期，某媒体报道

称尼日利亚军方使用中国提供的武器和舰艇

镇压该地区武装势力，导致该地区最大的武

装组织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 ( MEND)

发表声明称，若报道属实，将会对中国在尼

日利亚境内的目标发动报复性袭击。但事实

很快就证明，这完全都是无中生有、捏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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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虚假报道。还有一些错误的失实报道，

如在西藏拉萨 “3·14”打砸抢事件发生期

间，有尼日利亚主流媒体发表 《中国与西

藏问题》、《西藏: 良知上不断流血的伤疤》
等报道和文章，照抄西方反华势力恶意攻击

中国的论调，把西藏说成是中国的殖民地、
中国军队入侵西藏等，这显然是缺乏历史知

识、严重失实的。另有一些片面扩大、肆意

炒作的报道，如中国向联合国备案、在联合

国监督下向苏丹出售的少量武器被拿来反复

炒作; 再如有媒体把一般性的领事问题或经

济纠纷上升为中国人歧视非洲人、排挤非洲

人，容易激发民族情绪，造成不良影响。此

外，在经贸领域，有关中国向非洲大量输出

假冒伪劣商品、扰乱当地市场秩序，中国企

业挤垮非洲民族工业、加剧当地失业率等报

道频频出现，有的相对客观公正一些，有的

则直接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中国身上。诸如

此类的报道虽然不占主流，但给中非关系带

来的负面影响往往是很大的， “众口铄金”
的舆论影响力不断发酵。

三、涉华负面报道形成的原因

尼日利亚媒体是非洲大陆媒体的一个代

表，或者说是一个缩影。中国在尼日利亚的

舆论环境可以折射出中国在整个非洲的舆论

环境，总体来看还是有利的，但同时面临越

来越多的 “杂音”和外界干扰。对于非洲

媒体上出现的涉华负面报道，有些是对中非

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反映，是中非

关系不断成长的 “烦恼”，有些则是外部势

力出于自身目的对中国和中非关系说三道

四、妄加评论甚至强加于人的结果，对此我

们应当理性地、有区别地看待，找出背后的

深层次原因，探寻可行的解决之道。
第一，中非人民之间的相互直接了解仍

然远远不够。与中国热、非洲热、中非关系

快速发展热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和非洲

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却远未跟上形势需要。

非洲广大民众，包括青年学生在内，关于中

国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零散的，甚至是过

时的。记得有一次去尼日利亚知名的卡杜纳

州艾哈迈德·贝罗大学 ( Ahmadu Bello Uni-
versity，简称 ABU) 进行文化交流，在该校

一个班里，问大学生有谁知道中国国家主席

的名字，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上来。中

国的老百姓对非洲也知之甚少，一提起非洲

往往只会想到贫穷、落后、战乱、饥荒、疾

病……这是很片面的，也不是与时俱进的;

还有就是如果遇到一个陌生国家，往往会把

它归入非洲国家之列，也说明我们对非洲缺

乏基本的了解。迄今为止，中非相互直接了

解仍仅限于双方一些相关的政府官员、学

者、记者、商人和留学生之间，对于有着
13 亿人口的中国和 9 亿人口的非洲而言，

这一数字比例是非常小的。可以说，中非之

间的相互直接了解仍远落后于中国与西方之

间。双方若没有了解，或者了解不充分，就

容易产生误解，也给第三方挑拨离间中非关

系带来可乘之机。
第二，非洲媒体涉华直接报道少，受西

方媒体影响大。据了解，在非洲 54 个国家

中，只有埃及、南非和肯尼亚三国在中国有

常驻记者。这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

陆、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完全不

符。这还说明了一个事实，即非洲媒体上的

许多涉华报道都不是直接出自非洲记者之

手，而是 “道听途说”来的，其中最主要的

信息源便是掌握当今世界话语权的西方媒体
( 据称国际新闻报道的信息源 80% 以上来自

西方媒体) 。“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

论”的始作俑者来自西方，长期掠夺非洲

资源、能 源 的 也 是 西 方，西 藏 是 中 国 的
“殖民地说”绝不是非洲媒体首创，带头恶

意炒作中国向苏丹出售武器的也不是非洲媒

体。但令人遗憾的是，西方某些媒体、某些
—01—

《亚非纵横》2012 年第 4 期




势力恶意攻击中国、抹黑中国的诸多报道都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非洲媒体，并不时见诸

报端，有时甚至是直接照抄照搬西方媒体的

报道和文章，无形中成了西方媒体的 “传

声筒”和 “扩音器”。颠倒黑白、混 淆 视

听、不负责任，这往往是一些标榜正义和自

由的西方媒体所作所为，从某种程度上说，

它们 简 直 就 是 “坏 蛋 广 播 公 司” ( Bad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也简称 BBC) 。说

到底，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攻击性、抹黑性报

道源于根深蒂固的 “西方中心论”，仍然把

非洲当成自己的 “后院”，把积极发展同非

洲关系的中国就视为 “闯进后花园的野马”
或者 “进入瓷器店的公牛”，对西方的利益

形成了 “威胁”。但无论怎样，正是由于非

洲媒体常驻中国记者少、涉华直接报道少，

才导致其对西方媒体的依赖大、受西方媒体

的影响大，可以说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第三，中国媒体的声音依然较弱。经过

多年艰苦努力，以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

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中国媒

体，致力于及时、客观、公正报道中非关

系，为促进中非相互了解、加深中非传统友

谊、推动中非关系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

是，由历史客观原因所决定，受语言障碍、
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中国还没有自己的世

界级媒体平台，无法掌握世界话语权和舆论

主导权。单从中国媒体与非洲媒体之间的合

作来看，可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合作领域

窄，合作方式少，相互影响小。此外，中国

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也还不尽人意，往往多

集中于政变、骚乱、极端组织、恐怖事件、
突发事件、灾害、疾病等负面新闻，而对于

非洲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则缺少全面、深

入报道。例如，如果想了解尼日利亚发展经

济的 2020 远景目标，南非的新增长路线，

肯尼亚的 2030 年远景规划，都很难在中国

媒体上找到有价值的报道。长此以往，会不

利于我们形成对非洲的正确和全面认识。
四、相关建议

要进一步改善中国在非洲的舆论环境，

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形象，推动中非关系的健

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增强中国的 “软

实力”，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的

事情要做。
从长远来看，需要中非共同努力，进一

步推动双方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交流

与合作，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相互学习对

方语言和文化，增强中非人民和社会各界相

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使中非友好具有最广

泛的社会基础，逐步减少通过第三方来了解

对方的弯曲之路。
从战略考虑，中国急需打造自己的世界

级媒体平台。对于这一点，非洲朋友也有共

识。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事实证明了西方媒

体欺骗世界的一些恶劣行径，尼日利亚最具

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每日信报》发表题为
《如果中国统治世界》的评论文章，批评西

方媒体在北京奥运会前后对中国带有恶意和

偏见的不实报道，同时提出中国作为世界大

国 需 要 打 造 自 己 的 全 球 化 媒 体 平 台 的

建议。①

当务之急，是要加强中非媒体之间高水

平、深层次、多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建立相

应的合作机制，扩大双方新闻交换协议，增

加双方新闻从业人员交流，鼓励投资传媒

业。让更多的中国媒体和记者走进非洲，加

强对中非关系的全面报道。把更多的非洲媒

体和记者请到中国来，鼓励支持非洲媒体在

中国设记者站、派遣常驻记者。由它们来直

接报道中国和中非关系，可在一定程度上消

除非洲媒体对我的误读，抵消仍掌握世界话

语权的西方媒体对我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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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An Initial Analysis of China's Suez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 in Egypt
AnChunying

To build economic and trade zones overseas isChina's new cooperation modal for foreign
investment． Chin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 in Egypt is a strategic choice made by both
countries on the basis of their resp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a long point of view，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cooperation zone to develop， look for profit modals and avoid
investment risks are keys for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frica's Media Environment for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 － African Relations———As in the case of Nigeria

WuChuanhua

As an important country in Africa，Nigeria has a developed media and enjoys wide exchanges with
the media of other countries the world over． The main stream of Nigerian media reporting on China is
positive and objective，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
Nigeria and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We should join hands with Nigerian media and adopt
comprehensive measures to ensure the media exchanges of the two countries to develop to a higher
level， more deeply and in multiple forms．

The Security Issue ofthe Chinese in Africa: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Risk Prevention Measures by Western Countries

LiuShiqi

China is at the initial stage in both mechanism and measures to protect her nationals and corporate
interest overseas． As a result， the mechanism and the measures are far from perfect． We have a lot
more to do to perfect the consular protection mechanism， raise the military capability to protect our
overseas interest， while the Chinese companies overseas should foster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the
locals and take CSR seriously．

The Evolution ofInternational Aid Theory and the Challenges
Confronted by International Aid toAfrica

ZhangYongpe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aid theory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s
two parallel development trend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livelihood of the broad masses， while
concern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ceiving countries． As the realities in Africa indicate，
international aid to Africa should be adjusted to such changes． In future， international aid to Africa
should put economic development first as well as make adjustment and reform in area selection，
capital input and aid forms．

—95—

《亚非纵横》2012 年第 4 期




RSUM
La Chine et l'Afrique

Une analyse préliminaire sur la Zone sino － égyptienne de Coopération
Economique et Commerciale de Suez

AnChunying

L'établissement de la zone de coopération économique et commerciale à l'étranger est la nouvelle
mode de coopération de la Chine pour invertir à l'étranger． La Zone sino － égyptienne de Coopération
Economique et Commerciale est une choix stratégique faite par la Chine et l'Egypte basée sur les
évolutions de leur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Sur les perspectives， l  amélioration de l 
environnement du développement de la Zone de coopération， la cherche la mode de rentabilité et
évitation de risques d  investissement sont les clés pour son développement durable．

L'environnement des médias africains pour la Chine et ses impacts sur le dé
veloppement des relations sino － africaines———l'exemple de Nigeria

WuChuanhua

Comme un pays important de l'Afrique， le Nigeria a un média développé qui échange largement
avec le média d'autres pays du monde． Les rapports sur la Chine du courant dominant du média
nigerian sont positives， objecifs et favorable． Le média du Nigeria a joué un rle important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relations sino － africaines． Nous devions coopérer avec le média du Nigeria et
prendre des measures intégrées pour faire progresser l'échange entre les médias des nos deux pays
vers un plus haut niveau ， de profondeur et de multiple formes．

Recherches sur l'Afrique

La question desécurité des Chinois en Afrique vue par les measures de la
prévention des risques des pays occidentaux

LiuShiqi

La Chine se trouve à l'étape initiale dans le mécanisme et les mesures pour protéger ses citoyens
et les intérêts de ses entreprise d'outre － mer． On peut dire que le mécanisme et les mesures sont
loin d'être parfaits． La Chine devrait établir un parfait mécanisme de protection consulaire et
renforcer la capacité militaire pour protéger nos intérêts d'outre － mer， en même temps les
entreprises chinois en Afrique devraient établir les relations amicales avec les peoples locaux et
assumer la Responsabilité Sociale des Entreprises．

L'évolution de la théorie de l'aide internationale et les défis que l'aide
internationale à l'Afrique fait face

ZhangYongpeng

Depuis le début du 21esiecle， la théorie de l'aide internationale sur l'économie du développement
montre la tendance de progressions sur deux voix: on attache de l'importance à la vie du people en
faisant attention a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s pays bénéficiaries de l'aide． La réalité des pays
africains indique que l'aide internationale à l'Afrique devrait être ajustée selon ces changements．
Dans le futur， l'aide internationale à l'Afrique devrait donner la priorité a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faire des ajustements et des réformes dans la choix de domaines， la débourse et la
forme d'a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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