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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形象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董向荣、王晓玲、李永春所著的《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韩
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最终研究成果，以中国重要的周边国家之一韩国为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分
析韩国人如何看中国以及形成这些看法的原因、韩国人的中国观对中韩关系的影响等。
研究包括文本分析、1000份问卷调查、30人焦点集团访问（FGI）、20人深度访谈（IDI）等主要内容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紧密结合，全面分析和挖掘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在目前中国国内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中，尚没有对某一对象国进行如此系统的分析的著作问世，特别
是在问卷调查方面，《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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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向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韩国政治外交。
著有《韩国起飞的外部动力》、《列国志?韩国》、《南韩：创造奇迹》等专著，在《当代亚太》、《
国际经济评论》、《当代韩国》、《世界历史》等刊物上发表韩国相关文章多篇。

王晓玲，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韩国社会、中韩关系。
著有《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发表《中韩人际关系网结构比较研究》等论文多篇。

李永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东北亚国际政治，发表
《2010年韩国政治热点问题剖析及展望》等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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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关于国家形象的田野研究，主要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焦点集团访谈
等。
一些国外调查机构的跨国问卷调查影响较大，成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受欢迎程度的重要参考。
比如，皮尤研究中心、盖洛普公司、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BS）等机构和项
目组，常常在多个国家同时进行调查，调查数据在国际上、在中国学术界的引用率很高，也有不少学
者直接以这类调查数据为基础展开研究。
比如有学者基于皮尤调查中心2005年春季在全球16个主要国家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使用定量研究方
法探讨世界民众对美国和对中国看法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反美和亲中是否相关取决于中国以何种
身份出现：当中国被视为经济崛起国时，越亲美的被访者越对中国有好感；当中国被视为军事崛起国
时，越反美的被访者越对中国有好感；当中国被直接视为一个整体概念时，越亲美的被访者越亲中。
这一发现说明，中美两国的国家形象重合之处大于冲突之处②。
另有学者根据“2006～2008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认为东南亚的陆地国家，如越南和泰
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比海洋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更正面。
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总体而言好于美国，但不及日本。
海外华人对中国的看法比其他族群更正面。
而在学校接受英语教育，平时也使用英文的人群，对中国的印象相对较差。
东南亚的穆斯林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也相对较差③。
中国国内媒体也有联合对方国家媒体进行联合调查的先例，调查结果公布后，在舆论上有不小的影响
。
比如，《嘹望东方周刊》与《读卖新闻》合作，连续多年进行两国民众态度调查。
2010年的调查报告认为，两国公众在回答“如何评价目前的中日关系”的问题时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日本、方面接受调查者中，有九成选择了“不好”和“不太好”；接受调查的中国公民中，亦有八
成对当下的中日关系给出负面评价，认为不好的人占81%。
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的问题上，只有38%的日本人选择了“正面影响
大”，49%的日本人选择负面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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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中国学者首次走出国门就国家形象问题展开的专项调查。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学界在了解世界、研究世界、影响世界方
面迈出的坚实步，意味着中国对世界的了解从被动的接受和吸收跨入了主动探索研究的新阶段。
一手的调研，可靠的信息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象征，也是我们研究世界、观察世界、了解世界的基石
。
我们相信，主动探索的世界，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一个迅速发展的中国，一个令人不安的中国，一个充斥着假冒伪劣商品的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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