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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 “双十一”的全球媒介叙事特征：一项基于

西方与非西方媒体报道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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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西方保护主义盛行、全球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 国 经 济 的 动 能 和 韧 劲 在 消 费 领 域 的 表 现 尤 其

显著，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以其突出的业绩屡现报端，成 为 世 界 经 济 舆 论 中 的 重 要 角 色。在 此 时 代

背景下，作者从国际财经新闻报道切入，探究全球信息从非西方到 西 方 的 流 动 现 象，从 经 济 舆 论 发 展 趋 势 为

讲好我国经济故事献计献策。作者基于２０１８年阿里巴巴 “双十一”购物节的国际新闻报道，以新闻框架分析

和语料库分析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比检视西方媒体和非西方媒 体 的 报 道 特 点。研 究 发 现，非 西 方 媒 体 此 次

报道表现体现出较高的专业度和深度，为构建国际经济舆论的平衡 格 局、打 造 媒 介 “命 运 共 同 体”提 供 有 效

依据，以期为世界经济注入正能量，为我国对外经济传播探寻有效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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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０日，香港亚洲时报网站专文报道 《中国继续引领世界市场》称，从世界主要股

票指数变化趋势看到中国经济的正面溢出效应，并强调了消费部门对资本市场的直接影响①。党的

十九大报告首次强调了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从体制与机制的高度和经济决策的层面强调消费的地

位，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力②。在世界经贸局势紧张加剧的阴云下，我国经济

的韧性与活力令世界瞩目，其中消费领域的表现格外亮眼，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力③。
在电子商务领域，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７日，全球巨头亚马逊决定关闭中国电商业务，将不再与中国国内

电商直接竞争。阿里巴巴作为网上零售业龙头，屡创消费奇迹的同时，在科技、媒体、贸易、公益

等领域也精心布局，发展态势强劲，成为国际财经报道的重要题材。

２０１７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提出世界进入 “后西方”时代④。为了探索 “后西方”时代国际经济

传播趋势，探寻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国际经济舆论中的具体位势，本研究基于２０１８年

阿里巴巴 “双十一”购物节的新闻报道，构建全球媒体报道语料数据库，以对比分析的视角，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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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和非西方媒体报道的新闻框架特点，为讲好我国经济故事提供策略参考。

一、文献回顾

（一）从非西方国家到西方国家的信息流动

从全球媒介的视角看，信息从非西方国家到西 方国 家的 “逆向流动”（Ｃｏｎｔｒａ　Ｆｌｏｗ）［１］，是国

际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前瞻性和解释力［２］（Ｐ２９５）。有学者以沃勒斯坦的世

界体系作为理论依据，聚焦３２家国际知名媒体间的互引关系，开展了社会网数据分析，得出诸多

重要结论：一方面，英美媒体仍然占据国际媒体互引网络的中心；另一方面，中 国 媒 体 已 经 走 出

“边缘”，逐渐向 “中心”靠拢，但在 “影响有影响力的媒体”方面仍显不足；西方媒体对国际信息

流动的主导格局正遭遇挑战［３］。在国际传播研究的宏观系统中，这类研究为 “逆向流动”这一概念

提供具体细节，形成从理论到实证的学理性连接。
英文 传 播 学 期 刊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在２０１９年４月 刊 中，集 中 探 讨 了 “全 球 南 方”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视域下的数据流动与社会分层，“全球南方”即为 “非西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
的指代，强调对 “全球南方”的媒体研究必须要从去殖民化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ｚｅ）的视角展开［４］。从后

殖民主义角度出发，部分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一方面让研究面向国际化，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西方国

家的特权，长久以来，西方传播学一直 “拒绝或无视”来 自非 西 方 的 视 角 和 声 音［５］。而 金 砖 国 家

（ＢＲＩＣＳ）的崛起，无论是从经济或政治的 角 度，都 正 在 挑 战 西 方 范 式 在 全 球 秩 序 中 的 主 导 地 位。
金砖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正为学界进一步探讨去西方中心化的国际传播提供多元化的视角和解决方

案［６］。
在近年研究文献中，有学者关注到尼日利亚与斐济两个正在向民主国家转变的发展中国家以及

当地的新闻事业发展，并得出非西方国家媒体业随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而日新月异，同时也因权力

结构而受限［５］。对新加坡媒体的研究认为，该国以积极开放的姿态成为国际化城市的范本，《联合

早报》《海峡时报》等都在世界范围内享有较高声誉［７］。新加坡媒体系统与其社会一样，虽根植于

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理想却又受到严格的政府规制，极具融合 （Ｈｙｂｒｉｄ）特色［８］。
有学者采用历时性研究模式，研究美、英、法、德四国１６家报纸引用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新

闻报道，从区域、国家和媒体三个层面展开，以报道倾向为内容分析的主要维度，得出一系列辩证

性结论：作为一个群体，西方媒体并不是一个扁平的诠释共同体。一方面，以 地 缘 政 治 因 素 为 前

提，他们的对华报道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双边关系、国家利益和党派倾向都是影响报

道态度的重要变量；另一方面，这种特征上的分化并不影响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华报道的立场仍

以负面为主。在方法层面，该研究详细描述了框架分析时对报道倾向的标注方式，对本研究亦有较

大借鉴意义［９］。
（二）新闻框架对比：基于地缘政治视角的分析思路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戈夫曼 （Ｅ．Ｇｏｆｆｍａｎ）提出 “框架”（Ｆｒａｍｉｎｇ）理论，以考察人们将客观

事实呈现为主观想法的具体机制［１０］（Ｐ６，３８－３９）。到９０年代，恩特曼 （Ｒ．Ｅｎｔｍａｎ）对媒体框架的信息

选择功能进行了进一步阐释，从媒体实践的特定维度和具体层面为切入点，考察新闻报道的舆论影

响与社会功能，体现了新闻研究的结构化和思辨性［１１］。对于国际传播研究来说，出于对意识形态

和各国国情差异的考虑，对不同国家的媒体报道进行新闻框架对比分析，是一条重要的路径。通过

考察西方与非西方媒体的报道异同，不仅能分析意识形态不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传播状况，更能从

微观层面观察信息流动的具体趋势，为重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提供实证依据，国内外学者在此领

域均有一系列探索。

—５１１—

钱晶晶，等：阿里 “双十一”的全球媒介叙事特征：一项基于西方与非西方媒体报道的对比研究



有学者将半岛电视台与ＣＮＮ、ＢＢＣ对同一题材的报道进行横向对比，发现在题材层面，半岛

电视台十分擅长利用自身地缘优势和驻地记者提供的第一手素材，从中东这一国际热点新闻多发地

第一时间发出高质量报道［１２］；在受众策略层面，半岛关注本地区观众的收视喜好［１３］；在尊重新闻

专业技巧的基础上，半岛一直在代表中东地区发声，构建着本地社会和文化的新闻框架［１２］。有学

者从危机传播和国际关系的角度切入，对美国和巴基斯坦两国主流媒体所使用的反恐合作报道框架

进行了对比，通过归纳题材、报道侧重、数量等方面，发现两国媒体的反恐 报道 框 架 存 在 较 大 冲

突，以美国媒体为主的情况仍较为严重，强调当前研究现状与媒体实践存在较大差异［１４］。
从研究宗旨上看，很多国内学者还是采取了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研究取向，多为中外媒

体对相同或类似题材的报道对比，如通过对比 《洛杉矶时报》和 《人民日报》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的报道，发现我国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并讨论得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诸多

建议［１５］；有学者对比了十年间中、美两家媒体框架下的上海形象，发现 《纽约时报》和 《中国日

报》对不同题材 有 不 同 的 报 道 特 点，突 出 文 化 共 通 性 和 认 识 差 异 性［１６］；还 有 学 者 从 标 题、导 语、
段落、语言等技术角度，量化对比分析新华社和美联社的报道特征，发现新华社较为注重信息量，
在简洁性和可读性方面有提升空间［１７］。

（三）财经新闻的国际传播意义

财经报道是本研究的语料基础。经济信息的流动，对新闻研究具有重 要 意 义，它 既 与 千 家 万

户、国计民生密切相连，又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与繁荣的 公 共管 理 与政 府决 策［１８］。对于国际舆论研

究，财经新闻作为主要题材，已经展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相关性和重要性［１９］。比如，有研究通过对

比中、西方媒体过去十年间对东非经济的报道发现，中、西方新闻媒体普遍强调非洲大陆蕴含的无

限机遇，且积极态度随时间推移而日盛。但同时发现，相较中方，西方媒体更多强调东非共同体潜

在的经济结构风险，这可能会进一步影响非洲向国际社会传递自己的声音以及经济发展形象的树

立［２０］。
在世界信息传播秩序亟待调整的新形势下，新的国际经济格局需要新的国际舆论格局来支撑，

非西方国家集群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打破西方媒体的主导性话语

强势，建立有助于促进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发展，促进全球经济信息的 “逆向流动”。
（四）消费社会、“外部性”与国际舆论 “再平衡”
对阿里巴巴的顶级ＩＰ——— “双十一”购物节的国际财经新闻报道，是本研究的语料来源。目

前，国内学者对 “双十一”的研究普遍以传播社会学视角为主，关注其为何能从面向青年群体 的

“光棍节”发展为全民消费狂欢：有学者聚焦其社会化购物行为本身，研究了意见领袖对大众消费

的影响，并用鲍德里亚的消费主义理论解构网络消费的蔚然 成 风［２１］；有学者则针对 “双十一狂欢

夜”晚会进行研究，认为其整合了消费、娱乐、游戏等激发网民参与的重要元素，开创了媒介融合

背景下的新型营销模式，认为网民作为社交平台上的 “劳动者”，不断被激发和参与到这场消费狂

欢中［２２］；还有学者从意义建构的角度切入，则认为不同类型媒体与对利益共享、商业话语、行业

调查等题材有不同侧重的呈现，传媒业的新闻实践与意识形态、商业资本与民众消费不断互动与博

弈，不断建构和转换 “双十一”的意涵［２３］。
累积近年来的发展优势，阿里巴巴早已 从 我国 电商 巨头 迅 速进 化 为 一 个 横 跨 消 费、金 融、技

术、媒体等多行业的综合性商业帝国，推动从财务投资转为战略投资的系列 “转向”［２４］。在一系列

由阿里主导的投资并购 中，成 立 电 商 资 讯 门 户 Ａｌｉｚｉｌａ、收 购 《南 华 早 报》、入 股 第 一 财 经 和 《财

新》、投资优酷等，阿里巴巴在资讯、社交、视频、影业等媒体行业进行了一系列雄心与审慎兼具

的生态布局。无独有偶，亚马逊和日经新闻社分别以收购 《华盛顿邮报》和 《金融时报》的惊人手

笔，纷纷加入这波由互联网企业唱响的跨境媒体收购潮［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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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企业的跨境投资是其 “在空间中的制度和权力延伸过程”［２５］（Ｐ１２），
如传媒大王默多克通过跨国收购，已部分控制欧、美、亚、澳等地区的众多市场化媒体，并由此影

响这些地区的媒体话语走向。阿里收购 《南华早报》，是基于非市场化逻辑考量，重视新闻媒体对

社会的强大 “外部性”影响所致，从而期望可以 “解决不平衡的舆论结构”［２６］（Ｐ１２１），为日益融入世

界、表达中国企业的声音储存机制性潜能。
（五）方法论的尝试：内容分析与语料库统计的结合

新闻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领域，而新闻报道作为公开的鲜活语料，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

对象，能集中体现跨学科研究特色。许多学者在进行媒体报道研究时，有效将语言学的批判性话语

分析、语料库统计工具与传播学的内容分析法相结合。有学者对比了 《中国日报》《纽约时报》等

五家国际媒体对 “两会”的报道，将语料库大数据的方法应用到新闻框架分析中，通过高频词生成

关键词，根据其关键值 （Ｋｅｙｎｅｓｓ）再进一步归纳主题词。研究发现，国内媒体对 “两会”进行了

大幅正面报道，而西方媒体的焦点则集中在 “经济”、“污染”和 “民生”等议题上，呈现的中国形

象通常是片面而消极的［２７］。有学者基 于 语 言 学 的 批 评 话 语 分 析，聚 焦 新 闻 生 产 过 程 和 语 言 本 身，
对媒体话语及其折射的意识形态进行深入分析［１２］。还有学者结合语料库和历时性批判性话语分析，
探索 《南华早报》的国家认同框架近１０年的变迁，基于卡方统计结果，为情感态度倾向和信源的

对比提供统计学依据［２８］。以上文献结合新闻传播学与语言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对本研究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假设

面对海量文本，从总体研究设计的层面看，本研究以新闻框架分析作为主要研究路径，从框架

分析的主题 （Ｔｈｅｍｅ）、态度倾向 （Ｔｏｎｅ）和报道信源 （Ｓｏｕｒｃｅ）三个维度展开。从具体的测量工

具看，本研究结合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分析和语言学研究的语料库统计，以期有效结合质化和量化两

方面的数据，希望能降低新闻研究中文本分析的主观性。本研究通过语料库关键词生成、检索的功

能，确定报道主题及信源分布，并辅之以人工编码，结合传统的内容分析法来分析报道的情感态度

倾向。最后，综合上述各项分析结果，对样本库中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和探讨。
（一）研究设计

１．数据收集。为确定西方和非西方媒体报道 “双十一”购物节的时间节点，本研究首先用彭

博终端，以 “Ａｌｉｂａｂａ”和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　ｏｒ　ｓｐｒｅｅ”或 “ｓｉｎｇｌｅｓ　ｄａｙ”为检索词，对报道数量集中

趋势进行前测，发现密集报道期为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９日至１１月１３日。参考已有文献的取样模式［２９］，
本文采用一个月为数据收集时间区间，具体为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０日至１１月１１日。

据此，本研究基于道 琼 斯Ｆａｃｔｉｖａ新 闻 数 据 库，以 “Ａｌｉｂａｂａ”和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或 “Ａｌｉｂ－
ａｂａ”和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ｓｐｒｅｅ”或 “ｓｉｎｇｌｅｓ　ｄａｙ”，时 间 区 间 选 取 为 一 个 月———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０日 至

１１月１１日”，检索返回５８６篇新闻报道、研究报告等，经过去重和低相关度文本删减，最终获得

１０３篇样本、７１　９７７词次的自建小型语料库。

２．文本分类。基于对媒体所 在 国 的 地 缘 政 治 特 征 （是 否 为 Ｇ８或 金 砖 国 家）、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综合考虑，本研究将样本分为 “西方媒体报道”与 “非西方媒体报道”
两大类［３０］，前者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色列、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媒体，
共５４篇；后者包括：中国、印度、越 南、菲 律 宾、马 来 西 亚、印 度 尼 西 亚、新 加 坡 等 国 家 媒 体，
共４９篇。其中，新加坡由于其特殊的 “城市国家”性质和语言、文化传统的特殊性，本研究将其

算作非西方国家。综合其他类似研究的样本选取标准［１５］，这两大类样本数量相近，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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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分析工具。作者在分析报道主题时，选择语料库软件ＡｎｔＣｏｎｃ［２７］，参照ＢＮＣ通用语料库，
生成关键词词表，并基于关键词的关键性 （Ｋｅｙｎｅｓｓ）及具体语境，归纳出新闻主题词，对报道主

题进行有效判断。
在分析报 道 信 源 时，利 用 ＡｎｔＣｏｎｃ的 关 键 词 检 索 功 能［２８］，使 用 了 节 点 词 “ｓａｉｄ”、 “ｓａｙ”、

“ｓａｙｉｎｇ”，并基于已有的信源统计分类，辅以人工复核［３１］。

４．分析依据及信度检验。对于报 道 的 情 感 态 度 倾 向，本 文 分 为 “相 对 积 极”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相对中立”（Ｎｅｕｔｒａｌ）以及 “相对保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三个维度，并设置了情感态度倾向编码

表［９］［１９］：（１）若观察新闻报道对双十一购物节较为认可并多用褒义词，则设为相对积极，编码为

１；（２）若较不认可，则为相对保留，编码为２； （３）若进行中立评价，不掺杂记者的主观判断，
则设为相对中立，编码为０。本研究由两位经过培训的英语专业研究生担任编码员，编码员之间的

信度Ｋａｐｐａ系数为０．８４７［３２］（Ｐ４１），达到要求，可继续进行分析。
（二）研究假设

出于数据统计需要，基于研究目的和文献回顾，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１：西方媒体与非西方媒体在报道 “双十一”时报道主题不同。

Ｈ２：西方媒体与非西方媒体在报道 “双十一”时态度倾向不同。

Ｈ３：西方媒体与非西方媒体在报道 “双十一”时所引信源不同。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西方与非西方媒体报道主题对比

本文先通过Ａｎｔｃｏｎｃ软件生成高频关键词表 （如表１所示），在剔除虚词、人称代词和ｂｅ动词

后，本文截取了词频和关键值 （Ｋｅｙｎｅｓｓ）均在１００以上的前３５个关键实词。

表１　西方与非西方媒体 “双十一”报道关键词表

Ｒａｎｋ　 Ｆｒｅｑ　 Ｋｅｙｎｅｓ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

１　 ７８８　 １　０１０．１　 ０．０２１　７ ｄａｙ
２　 ５６８　 ７２４．０４　 ０．０１５　７ ｙｅａｒ
３　 ５３０　 ６８７．８　 ０．０１４　６ Ａｌｉｂａｂａ
４　 ５３０　 ６７４．７２　 ０．０１４　６ Ｃｈｉｎａ
５　 ５１５　 ６５５．２６　 ０．０１４　２ ｓｉｎｇｌｅｓ
６　 ４７５　 ６０３．３９　 ０．０１３　１ ｓａｌｅｓ
７　 ４７３　 ６００．８　 ０．０１３　１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８　 ３３６　 ４１４．０５　 ０．００９　３ ｏｎｌｉｎｅ
９　 ３１８　 ４００．１８　 ０．００８　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１０　 ２９５　 ３７０．４７　 ０．００８　２ ｓａｉｄ
１１　 ２９１　 ３６５．３　 ０．００８　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２９０　 ３６４．０１　 ０．００８ ｅ
１３　 ２８０　 ３５１．１　 ０．００７　８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１４　 ２７３　 ３４２．０７　 ０．００７　６ ｍｏｒｅ
１５　 ２３６　 ２９４．３５　 ０．００６　５ ｅｖｅｎｔ
１６　 ２１８　 ２７１．１６　 ０．００６ ｔｈａｎ
１７　 ２１７　 ２６９．８７　 ０．００６ ｎｅｗ
１８　 ２０６　 ２５５．７１　 ０．００５　７ ｌａｓｔ
１９　 １９６　 ２４２．８４　 ０．００５　４ 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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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Ｒａｎｋ　 Ｆｒｅｑ　 Ｋｅｙｎｅｓ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

２０　 １９１　 ２３６．４１　 ０．００５　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１　 １７４　 ２１４．５５　 ０．００４　８ ｆｉｒｓｔ
２２　 １６７　 ２０５．５６　 ０．００４　６ ｗｏｒｌｄ
２３　 １５９　 １９５．２８　 ０．００４　４ ｒｅｔａｉｌ
２４　 １５０　 １９４．２８　 ０．００４　２ Ｔ－ｍａｌｌ
２５　 １４９　 １８２．４５　 ０．００４　１ ｍａｒｋｅｔ
２６　 １４５　 １７７．３２　 ０．００４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２７　 １５０　 １７５．９４　 ０．００４　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２８　 １４９　 １７４．６８　 ０．００４　１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２９　 １４２　 １７３．４７　 ０．００３　９ Ｆｒｉｄａｙ
３０　 １３９　 １６９．６３　 ０．００３　９ ｍｉｌｌｉｏｎ
３１　 １３６　 １６５．７８　 ０．００３　８ ｇｌｏｂａｌ
３２　 １３４　 １６３．２２　 ０．００３　７ ｂｌａｃｋ
３３　 １３２　 １５３．１２　 ０．００３　７ ｂｒａｎｄｓ
３４　 １１８　 １４２．７４　 ０．００３　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３５　 １０２　 １２２．３　 ０．００２　８ ｇｒｏｗｔｈ

通过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功能回归到关键词所在语境，根据含义归纳出７个揭示新闻主题的主题词，

分别为：“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介绍”（ｓｉｎｇｌｅｓ／ｄａｙ／ｏｎｌｉｎｅ／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ｂｌａｃｋ／Ｆｒｉｄａｙ／Ｎｏ－
ｖｅｍｂｅｒ）、“双十一销售额”（ｓａｌｅｓ／ｂｉｌｌｉｏｎ／ｍｉｌｌｉｏｎ／ｆｉｒｓｔ）、“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①、
“阿里巴巴公司及 其 竞 争 对 手 介 绍” （Ａｌｉｂａｂ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ｕｐ／ｎｅｗ／ｇｒｏｗｔｈ／ｌａｓｔ）、 “中 国

２０１８年经济、政治形势”（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ｙｅａｒ）、“跨境电商服务”（ｗｏｒｌｄ／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ｔａｉｌ／ｇｌｏｂａｌ）、
“商品质量与其他隐忧”（Ｔ－ｍａｌ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ｂｒａｎｄｓ）。基于这７个主题词，量化统计其在

全部１０３篇样本中的分布情况，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西方与非西方媒体 “双十一”报道主题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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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者注：高频关键词如表１所示，在语料库中的呈现为 “ｅ”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通过共现语境，归纳出新闻主题词

为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即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



统计得出，西方媒体重视 “双十一销售额” （２７．７％）①、 “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介绍”（２４．１％）
与 “中国２０１８年 经 济、政 治 形 势”（１２．９％）。与 西 方 媒 体 一 样，非 西 方 媒 体 同 样 关 注 销 售 额

（３２．７％），但不同的是，非西方媒体更侧重 “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２６．５％）和 “跨境电商服务”
（１８．４％），Ｈ１被验证。

通过进一步分析主题词，研究发现，西方媒体 “双十一”报道主题框架有如下特点：

１．普遍关注巨额销量。在５４篇新闻样本中，２２篇新闻都以销量打破记录作为标题，普遍认为

阿里作为电商巨头目前仍无人取代，京东、拼多多、苏宁等对阿里不具威胁。

２．普遍否认 “双十一”的影响力。西方媒体报道以介绍为主，但不太承认其国际影响力：如

新西兰媒体报道约７６％的 本 国 消 费 者 从 未 听 说 过 “双 十 一”；美 国 媒 体 Ａｄｗｅｅｋ的 标 题 直 接 否 认

“双十一”在美国的发展前景，认为亚马逊 “Ｐｒｉｍｅ　Ｄａｙ”、黑色星期五 “Ｂｌａｃｋ　Ｆｒｉｄａｙ”和电子产品

购物节 “Ｃｙｂｅｒ　Ｍｏｎｄａｙ”已经为本国消费者提供了充足的消费资源。

３．部分媒体特别关注２０１８年中国经济、政治形势。西方媒体，如日经新闻将中国电子商务发

展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相结合，但报道方向却发生偏 离，多 次 强 调 阿 里 的 国 际 购 物 平 台 Ａ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
（速卖通）展现出 “全球野心”，违背了对国际电子商务报道的初衷，带有较为强烈的政治色彩。

４．从媒体国别角度来看，在此次 “双十一”报道中，西方媒体主要报道表面化的事实，总体

报道主题、结构选取较为单一，部分媒体对华的刻板印象在报道中体现明显。如美国 《时代周刊》
就认为 “双十一”的惊人销量是因为：首先，比起亚马逊，阿里有中国市场的人口优势；其次，中

国消费者在岁末年终有 “送礼需求”。法新社ＡＦＰ则通过描绘 “双十一”期间快递员的生活，侧面

批评中国社会对底层劳动人员缺乏关爱和保障，从而带出西方 “人权论”。芬兰媒体ＳＴＴ甚至将人

民币货币单位 “元”（Ｙｕａｎ）错写成日本货币单位 “円”（Ｙｅｎ）。但值得一提的是，日经的几篇报

道均体现出较高的水平———其关注视角独特，能够从宏观层面向国际读者介绍我国经济和零售业发

展，重视对我国公共管理议题和高层决策的讨论，该媒体的报道动机需要讨论，但其记者的专业水

准却值得肯定。
通过主题词进一步分析，非西方媒体在报道 “双十一”时：

１．普遍关注巨额销量，详细介绍阿里市值波动、中国经济大环境情况、中美贸易摩擦、阿里

内部结构变动如马云卸任和竞争对手动态。

２．特别关注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强调报道科技与服务在 “双十一”十周年之际的最新应用及

进展，如 “云监测”、“ＡＲ沉浸式购物体验”、“人脸识别支付”等。同时，非西方媒体强调 “新零

售”概念、未来网络营销与线下实体经济的合作所带来的诸多可能，以及如何高效利用社交媒体进

行吸引特殊消费群体。另外，重视报道 “智慧物流”，如人民日报、中国网关注人工智能服务 “双

十一”物流以及精准预测消费者喜好，阿里依托云数据实施 “智慧仓储”，建设 “无人仓”；京东无

人机配送等 “新 玩 法”。越 南 资 讯 门 户 网 站Ｉｎｔｅｌｌａｓｉａ着 重 报 道 阿 里 物 流 （菜 鸟 裹 裹）、移 动 支 付

（支付宝）和互联网金融服务 （蚂蚁金服）等领域的优势，认为其对中国偏远地区及乡村振兴、对

东南亚电子商务及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３．关心跨境电商服务。东南亚媒体重点关注该 地区 最大 的 电商 平 台Ｌａｚａｄａ （来赞达）被阿里

收购后的 “双十一”首秀表现。马来西亚媒体Ｔｈｅ　Ｓｔａｒ认为 “来赞达”的引入以及 “双十一”折

扣对刺激东南亚各国消费影响显著。新加坡媒体 《海峡时报》重点关注 “双十一”购物节 “出海”
及其后备保障———物流和金融方面的新发展。巴基斯坦媒体Ｐｒｏ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ｉ介绍，阿里２０１８年收购

—０２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该统计结果为图１所示报道主题出现频次占该组报道样本总量的百分比，下同。



该国电商Ｄａｒａｚ，促进当地经贸发展，此外，该国媒体普遍关注巴基斯坦努力参与全球经贸合作，
该国政府期待阿里巴巴成为其商品出口的 桥梁。越南媒体关注阿里的科技创新服务和跨境投资格

局。

４．从媒体国别角度来看，非西方媒体已逐渐抛开对 “销量数字”的依赖，深挖其背后的行业

和地区发展。《南华早报》全面、深刻分析 “双十一”对相关产业影响，如其庞大的物流对就业影

响、生鲜销售能够支农扶贫等。新华社提到云南增开高铁为 “双十一”期间本地特产增销速递 护

航，强调电商对扶助偏远山区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的积极意义；《环球时报》（英文版）比较了我国几

大电商平台的优势，强调阿里巴巴所独具的战略高度，通过 “双十一”链接 “一带一路”沿线国以

及金砖国家，如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上海日报》（英文版）则重点聚焦 “双十一”中的时尚元

素、消费趋势和金融机制支持；《中国日报》报道阿里发射 “天猫国际号”卫星，力图实现 “双十

一”期间线上线下实时互动，更计划打通航天业和电子商务业，扶持空间技术和无人驾驶技术。作

为 “混溶型”媒体代表，新加坡媒体认为 “双十一”改变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该国

的产业结构等。
（二）西方和非西方媒体报道倾向对比

考查报道倾向对比时，本研究使用卡方列联表检验 “媒体国别”和 “情感态度倾向”两个变量

间的关联强度。总体上来看，西方与非西方媒体相对中立的报道数量较多 （如表２所示）。从各变

量对比来看，西方媒体持相对保留倾向比例显著高于非西方媒体，而非西方媒体持相对积极倾向报

道的比例则显著高于西方媒体———西方与非西方媒体的报道倾向具有显著差异 （χ
２＝１０．７６３，ｐ＝

０．００５＜０．０１），Ｈ２被验证。

表２　西方与非西方媒体 “双十一”报道情感态度倾向列联表

媒体国别
情感态度倾向

相对积极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相对中立 （ｎｅｕｔｒａｌ） 相对保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合计 （频数）

西方媒体 １０　 ３０　 １４　 ５４
非西方媒体 ２２　 ２３　 ４　 ４９

合计 （频数） ３２　 ５３　 １８　 １０３

χ
２＝１０．７６３，ｐ＝０．００５＜０．０１

具体而言，绝大多数西方媒体报道倾向呈现出两极化趋势：

１．部分媒体持保留态度，强调 “中国威胁论”、“人权论”。如日经新闻无视中国电子商务近年

来的发展 及 科 技 进 步，营 造 出 假 货 泛 滥、物 欲 横 流、环 境 污 染 的 负 面 社 会 形 象，倾 向 用 Ｇｒｅｅｎ
Ｐｅａｃｅ等环保ＮＧＯ言论质疑阿里采用环保外包装实现企业社会责任 宣 言 的情 况。以色列媒体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认为，“双十一”是数字时代消费主义泛滥的表征，缺乏历史积淀和人文关怀。在

话语层面，某些西方媒体还出现了抬杠式言 论，如ＣＮＢＣ的报道中出现 “双十一销售额折算成美

金并不多”的评价，让观众不得不对其报道视角和水准产生质疑。

２．部分媒体持积极态度。澳洲独立媒体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赞扬 “双十一”是全球最大网络购

物节，碾压其他购物节，展现出我国在世界零售市场中的实力与优势。部分英国媒体认 为 “双 十

一”及 “Ａ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速卖通）对英国出口和物流均有积极影响。新西兰媒体鼓励当地企业积极

参与 “双十一”营销。美国媒体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关注中国先进的移动支付形式在国外市场的运用。
对比来看，非西方媒体报道的倾向特征主要为：

１．总体较为积极，东南亚媒体尤为突出。印尼媒体ＬＫＢＮ　Ａｎｔａｒａｇ关注该国从政府到民间对

“双十一”的支持，认为通过阿里收购 “来赞达”能为本国出口打开上升通道。马来西亚媒体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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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ｒ强调 “双十一”在东南亚乃至全球市场中的的巨大影响力。越南Ｖｉｅｔｎａｍ　Ｎｅｗ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则关

注该国物流业作为新兴产业参与 “双十一”，当地企业纷纷选择与阿里蚂蚁金服合作，服务整个东

南亚市场。越南 媒 体Ｉｎｔｅｌｌａｓｉａ全 面 报 道 了 阿 里 近 年 来 在 “双 十 一”中 展 现 的 科 技 创 新 服 务 及 在

“汇通达”中体现的投资格局。

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态度积极，关注本国表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媒体认为，阿里巴

巴等电商发展与 “一带一路”大平台为该国贸易提供深入合作、共同发展的机遇，希望快速建立对

华投资以及商品出口通道等。印度媒体在报道主体部分着重强调本国电商平台购物节的表现，积极

追求印度在国际电子商务发展中的话语权。

３．也有一些相对消极的声音。新加坡 《海峡时报》则提醒公众注意网购资金安全，并引用咨

询报告数据表示同质化购物节的泛滥已让消费者感到疲倦。
（三）西方和非西方媒体报道信源对比

研究问题三旨在通过信源判断样本报道是否展现平衡、全面的信息 （如图２所示）。

图２　西方与非西方媒体 “双十一”报道被引消息源分布

作者使用卡方列联表检验 “媒体国别”和 “被引消息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联强度，发现西方

和非西方媒体对 “双十一”的报道在信源使用方面具有显著差异 （χ
２＝１７．４１５，ｐ＝０．０１５＜０．０５），

Ｈ３被验证。
在检索词共现语境中，本研究进一步发现西方媒体的主要信源特征为：

１．较多引述消费者个人的消 费 和 生 活 经 历，呈 现 中 国 电 商 发 展 的 “隐 形 负 面 框 架”。法 新 社

（ＡＦＰ）通过报道消费者不辨产品真伪、淘宝假货泛滥的现象，试图强调中国对知识产权和企业商

标保护不够。澳大利亚媒体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Ｃｏａｓｔ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则间接转述消费者遭遇提价打折以及各种花哨

的 “凑单”方式，直接批评 “双十一”让消费主义蔚然成风。也有部分西方媒体引述专业人士，体

现消费的重要性，说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国内消费没有较大影响，并提出虽然阿里财报受大环境

影响略显惨淡，但消费者购物热情不减。

２．常将阿里巴 巴 现 任ＣＥＯ、 “双 十 一”创 始 人 张 勇 （Ｄａｎｉｅｌ　Ｚｈａｎｇ）作 为 主 要 信 源。他 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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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ＢＣ的采访谈及创设 “双十一”的初衷及其内涵，被多家媒体直接引述。对马云 （Ｊａｃｋ　Ｍａ）的

引述在报道中的比重逐渐降低。

３．主要信源是零售商、物流提 供 商 等。由 于 西 方 媒 体 较 关 注 本 国 及 本 地 区 产 品 的 “双 十 一”
销量，品牌高管常成为信源，如日经新闻引用零售商Ｃｒｉｔｅｏ亚洲区总经理Ａｌｂａｎ　Ｖｉｌｌａｎｉ，认为 “双
十一”是零售业的宝贵机会，需 提 前 备 战。新 西 兰 媒 体 则 采 访 该 国 护 肤 品 牌Ｅｓｓａｎｏ的 外 贸 经 理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ａｄｓｄｏｎ，引用其对该品牌 “双十一”期间日均销量猛增２０倍的预测。英国媒体Ｌｏａｄｓｔａｒ
采访物流商Ｙｏｄｅｌ中国区总负责人，表示阿里全球布局步伐加快，“双十一”已为国际物流商带来

巨大红利。
从信源整体上看，非西方媒体偏好采用政界及专业人士的意见。从信源数量和分布看，非西方

媒体采用各方声音，信源较为均衡，能更全面地刻画报道对象：

１．转述习主席 与 南 非、越 南、菲 律 宾 等 国 领 导 人 会 面 的 谈 话 以 及 领 导 讲 话 较 多。迪 拜 媒 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ｔｒｅｅｔ在报道 “南非电国际跨境电商选品展会”时，引述２０１８年６月习总书记到访南非时

强调中国政府支持南非进行科技、金融建设，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让中国企业走出去。《环球时

报》引述对巴基斯坦总理的采访。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则专访卡塔尔总理。

２．多引用本国在物流、金融领域的企业家对 “双十一”为本国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入阐述。《中

国日报》采访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专家及行业研究员，认为阿里发射卫星更多的是营销噱头，并

不能对用户购物及物流业产生即时性的影响。《环球时报》则引用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及资深互联

网分析师的意 见，对 近 年 来 国 内 几 大 电 商 的 购 物 节 营 销 策 略 变 动 进 行 分 析。新 加 坡 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ｉｍｅ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则将瑞银资产管理亚太区负责人看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电子商务发展作为信源。

３．引用普通消费者作为信源时覆盖面广，包括多年龄层段 （２０岁到６０岁），多职业类型 （会

计师、教师、公司文员、自由职业者、退休职工等等），来自全国 各 地 （从 一 线 城 市 到 三 线 城 市，
从内地到香港）。

４．值得指出的是，西方主流媒体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ＣＮＮ、ＣＮＢＣ仍 然 是 非 西 方 媒 体 主 要 的 新 闻 消

息来源。
（四）阿里巴巴自有媒体平台的报道特征

阿里巴巴自有的媒体表现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发 现 之 一。阿 里旗 下 专 设 的 电 商 信 息 平 台 Ａｌｉｚｉｌａ
在此次 “双十一”期间初露锋芒，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叙事维度提供了第一手资讯。宏观方面，实时

更新阿里的 “战绩”；微观方面，从入驻品牌和商家在备战 “双十一”购物节期间发生的故事作为

切入点，Ａｌｉｚｉｌａ讲述了天猫已成为成熟的Ｂ２Ｃ平台，不仅为全世界的销售商带来无数机遇，更赋

予了中小企业 和 新 兴 产 业 发 声 的 机 会。同 时，Ａｌｉｚｉｌａ也 为 海 外 企 业 走 进 中 国、适 应 中 国 提 供 了

土壤。
透过阿里铺设的平台，与 “双十一”几乎同时诞生的 Ａｌｉｚｉｌａ聘请多位资深财经记者不断丰富

文中的信源，企图摆脱公关稿的窠臼，成为更有新闻价值的电商资讯门户网站。但是，从本次 “双

十一”期间的两篇报道来看，Ａｌｉｚｉｌａ仅以个别入驻天猫商家的体验作为信 源，或 单 纯 强 调 “双 十

一”期间整体销量数字，并没有展现其他角度的观点。从报道的全面性和平衡性上看，Ａｌｉｚｉｌａ的报

道还有提升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２０１５年就被阿里收购的 《南华早报》在报道 “双十一”这场 “自家”活

动时，并无明显溢美之词，而且其报道质量和数量均高于其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非西方媒体。报道

内容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受贸易环境影响由 “出口”转 “内需”，到国内消费市场结构中女性经济

的异军突起，再到向受众详细介绍阿里巴巴近年来推行的 “新零售”对电商生态的影响，体现出较

高的报道专业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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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东西方 “混溶”特例：新加坡媒体的报道特征

近年来，新加坡对 “一带一路”等中方领衔的全球化倡议展现出积极姿态①。 “双十一”作为

两国经贸往来的重要契机，新加坡媒体对其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
在本研究样本库中，共有８篇新加坡媒体的报道，涉及四大主题，分别为：“中国电子商务的

发展”（３７．５％）、“跨境电商服务”（３７．５％）、“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介绍”（１２．５％）和 “商品质量

与其他隐忧”（１２．５％）。具体而言，新加坡媒体Ｔｅｃｈ４Ｔｅａ和Ｃｈａｎｎｅｌ　ＮｅｗｓＡｓｉａ主要关注阿里 “双
十一”的全球性，如其旗下 “来赞达”的营销手段和面对东南亚本土电商Ｑｏｏ１０和Ｓｈｏｐｅｅ的竞争

策略。另一媒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ｉｍｅ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的两篇报道中，一篇关注 “双十一”对本地物流以及电

商股价的影响，另一篇则援引法新社，聚焦 “双十一”中的假货问题。《海峡时报》的三篇报道则

关注 “双十一”在新加坡的发展，对国民消费、生活习惯的影响，并关注电子支付的安全性。
从态度倾向看，新 加 坡 媒 体 呈 现 出 中 立 偏 积 极 的 特 点， “相 对 中 立”占５０％， “积 极”占

３７．５％。多数媒体，如 《海峡时报》等都肯定了 “双十一”对新加坡电商、贸易及物流业的带动作

用。但仍有媒体 （如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ｉｍｅ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由于假货和环境问题 （１２．５％），对 “双十一”持

保留意见。从信源看，与非西方媒体类似，新加坡媒体引用信源较为丰富：（１）公司高管的决策信

息，以体现东南亚市场竞争激烈程度；（２）不同职业和年龄消费者的网购体验；（３）当地券商分析

师的意见，为投资者提供电子商务相关的资产配置组合思路。作为非西方媒体的代表之一，新加坡

媒体的报道体现出较高的专业水准。

四、研究结论

（一）非西方 “自我书写”的重要素材：“双十一”报道对比的国际传播意义

阿里巴巴的线上零售奇迹，作为举世瞩目的 “媒介事件”［３３］（Ｐ２５５－２５６），已成为非西方国家制造业

实力和消费内驱力的象征之一。近年来，继收购 《南华早报》后，阿里巴巴对 “速卖通”的建设和

对 “来赞达”的收购体现了在全球范围 战 略 投 资 布 局 的 思 路。从 我 国 财 经 媒 体 人 熟 悉 的 “吸 引 外

资”、“模式引进”进化到 “对外投资”、“商业模式输出”，成为非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中重要的

“自我书写”题材，对当前我国国际经济传播研究和实践均具有较为显著的意义。
从国际传播的研究趋势看，一方面，通过媒介全球化，西方国家将不断扩张其普世价值和现代

性，在客观上加深了全球传播中的信息鸿沟和价值依附。另一方面，依靠文化传承、经济发展和战

略再调整，非西方国家正大力发展自己的对外传播机制建设和国际媒介话语表达，力争从被代表的

“他者”进化到主动发声的 “自我”传播主体［３３］（Ｐ２６７－２７６）。
基于财经新闻报道的特殊性，对经济发展的媒介呈现更倚重于对事实的忠实再现，更凸显新闻

媒体作为社会镜鉴和舆论公器的作用。阿里巴巴 “双十一”持续创造的商业奇迹，不仅展现了对企

业本身巨大的 “外部性”价值，更将我国作 为 世 界 消 费 市 场 的 潜 力 一 次 次 放 到 国 际 舆 论 的 中 心 位

置。经济报道中数字蕴含的力量，让在西方商业实践中大行其道的 “黑色星期五”、“圣诞大血拼”
成为边缘性话题，“双十一”、“６１８年中促”等成为国际零售史的主要书写者之一，中国一次次成

为从国际经济信息流动的源头。
（二）平衡、全面、深度：非西方媒体报道的客观尺度

从国际传播的实践层面看，非西方媒体在此次 “双十一”的报道中表现得可圈可点。本研究的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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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华网：《中国与新加坡力拓 “一带一路”合 作 新 空 间》，ｈｔｔｐ：／／ｓｇ．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８－１１／１１／ｃ＿１１２３６９６２７５．
ｈｔｍ，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框架分析从报道主题、引用信源和报道情感态度倾向这三个层面入手，对西方媒体和非西方媒体报

道展开对比分析。从量化统计结果看，非西方媒体报道在平衡性、全面性和挖掘深度方面整体优于

西方媒体。具体来看，无论是我国媒体，还是阿联酋、新加坡、越南媒体，非西方媒体报道涵盖内

容范围广阔，主题多样，采访对象与主题直接相关，信源较为丰富并具有较高权威性和专业度。另

一值得注意的媒体子群则为 “阿里系”媒体，旗下富有影响力的媒体 《南华早报》以其全面深入的

内容和不偏不倚的态度，体现了其作为媒体的强大正面 “外部性”特征。
反观西方媒体集群，西方媒体报道信源较为单一、信源不够权威。美国媒体关注 “双十一”的

新闻点都较为表面化，如总体销量、最受欢迎的商品、奢侈品，以及与 “黑色星期五”的对比等。
可以看出，以西方主要零售节日为主体的预设式报道角度、以西方商业实践准则为标杆的刻板评价

尺度以及就事论事的扁平化话语表达特点，是此次西方媒体报道的重要群体性特征。这再一次体现

了西方媒体在国际经济舆论领域失衡的报道格局。
从此次 “双十一”国际报道的 “同台竞技”可以看出，从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看， “双十一”

报道不仅成为非西方媒体 “自我书写”的重要素材，非西方媒体集群对 “双十一”的报道也体现了

其技能和水准，非西方国家不再是被书写、被代表的对象，西方国家把持国际话语权和舆论导向的

旧格局正面临挑战。
（三）打造平衡的国际经济舆论格局：我国对外经济传播的发展路径探索

西方媒体和非西方媒体的区隔是本研究的基础分析单位，值得从国际财经报道的角度进行思辨

性探讨。在对华报道上，西方媒体的整体立场和情感态度一贯以负面为主。本研究聚焦 “双十一”
购物节，通过对西方媒体和与非西方媒体 的 报 道 进 行 对 比 分 析 发 现，这 种 基 于 政 治 经 济 集 群 利 益

的、对非西方国家发展的负面报道现象的确较为普遍，即便在国际财经报道中也是如此。
“双十一”不断刷新零售业记录，成为国际新闻报道的重要对象。基 于财经 报 道 的 本 质 特 征，

不管是西方媒体还是非西方媒体，必须忠实、全面地反映其庞大规模和客观影响，如总零售额、年

增长率、订单量、活跃用户数量、ＡＰＰ订单量、物流单量、海外市场销量、海外供货商出货量等，
不能以意识形态偏向为转移。除了上述数据外，通过对消费者、供货商、渠道商、物流商及行业专

家的采访，本研究还发现，大部分民众对 “双十一”持肯定态度，一定程度上中和了对消费者 “劳

动化”角色的批判，驳斥了外媒有关过度消费、资本侵略等传统报道框架。
在经济报道领域，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平衡格局日渐式微，国际贸易的 “命运共同体”

正在催生国际财经舆论新格局的各种可能性。“双十一”报道向世界展现了一个重要事实：以多年

来的工业发展布局为支持，以制造业的全产业链发展为基础，消费成为我国国家及地区经济最有力

的内驱因素，对提高品质、提升体验、鼓励创新、拉动就业有巨大而积极的作用，阿里巴巴的国际

化发展和布局使得这一趋势更为明显。通过此次的 “双十一”报道对比研究，证实了消费对我国经

济的有效拉动作用，更证实了我国经济的 “外溢”效应和惠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客观效果。“双十

一”已成为综合、宏观的对外经济叙事题材，为我国对外经济传播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既对当前国际经济舆论不平衡有很强的

解释力，更催生了对国际传播中非西方媒体 “自我书写”的迫切需要。在贸易冲突、“五眼联盟”、
技术封锁的严峻形势下，我国的对外经济传播工作应着重强调经贸领域的 “命运共同体”，着力构

建国际经济舆论从非西方到西方的 “再平衡”格局；同时大力团结非西方国家媒体，争取打造媒介

领域的 “舆论共同体”，进一步讲好中国经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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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晶晶，等：阿里 “双十一”的全球媒介叙事特征：一项基于西方与非西方媒体报道的对比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