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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德国主流媒体有关华为报道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进行内容分析，

挖掘德国政客、电信供应商和科技人员对华为的态度及其发展变化，分析其态

度转变的原因，为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市场提供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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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幻莫测，尤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之后，贸

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不仅对中国，而且对西方阵营的一些国家也

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中国企

业态度怎样？有无发展变化？背后深层动因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本文通过话语分析的方法，对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 online+ 和 Manager 

Magazin 从 2017 年至 2019 年 5 月对中国企业华为的观点进行分析，试图回答以

下几个问题：

（1）这两部媒体对华为的基本态度如何？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态度？

（2）这两个媒体内部在此期间是否有态度上的转变？为何会产生转变？

（3）这两个媒体之间对华为的态度是否有差异？为何会产生差异？

（4）在两个媒体中，不同角色（政客官员、科技人员、电信供应商）是否对

华为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如何？以及他们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观点？

近年来，批判话语分析在对外形象的应用的研究，从研究主题方面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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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学者研究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外媒眼中的中国政策和发展形象，比如对“中

国崛起”［1］，“中国经济”［2］，“一带一路”［3］，“中国梦”［4］。

关于中国特定企业在外媒中的形象方面的研究比较少见，只有少数几篇，如光

明和华为［5］［6］。

从词类研究的研究方法上看，运用语料库研究是一个新的趋势。除此之外，

研究角度包括比较传统的词汇语义方面，如新闻标题的分析［5］，高频词、搭

配网络［6］［4］及物性［8］；也有从更宏观的角度，如文章归一度、时态、

情态［1］、文本结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8］等。

纵观近年来批判话语分析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为了避免数据量少和定

性研究的缺点，他们将批判话语分析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其研究目标

大多只针对西方媒体对中国国家政策或中国的某一方面，缺乏针对中国具体企

业态度的研究。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研究的范围仅仅局限在英语国家，尤其

是美国，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背景下的欧洲北约成员国的态度怎样，又

有怎样的发展变化，这方面研究几乎没有。

1  理论基础

批判话语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福柯的话

语理论。批判话语分析特别重视语篇和复杂社会结构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

揭示语言、权利和意识形态的关系［7］［9］。

从福柯的定因（Dispositive）的角度出发，话语分析可以从话题的选择、材

料的选取、话语串的结构性分析、典型话语片段的详尽分析和概括性分析等方

面出发。本研究也将从媒体刊物对华为报道的话题和材料的选择分析媒体对华

为的态度，比如 Manager Magazin 其中一篇的句子就选择了华为的大楼全部是复

制世界著名大楼而无任何创新建造的主题，结合西方社会重视创新的特点就可

判定这些句子对华为是一种批判的态度。

Van Dijk 建议批评话语分析从宏观语义框架出发，关注现场意义，研究各种

“隐含的、非直接的”意义。现场意义包括词和假设等，如一篇报道中有句子

称华为企业是“Telekomgigant”或者“Telekomriese”，此二德语词把华为描述成“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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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庞然大物”的意向，而此意向在德语中有一种令人感到恐怖和危险的倾向，

所以也可以判断该词句对华为的态度也属于偏消极。

Fairclough 认为话语是符号的一种，是社会过程的一个成分，跟其他社会因

素存在辩证的关系，所以也应该关注符号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比如一部刊

物媒体可能代表着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探究媒体所代表的政党的意识形态，

也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考察话语符号。本文也将探究 Spiegel online+ 和 Manager 

Magazin 背后是否有政党支持以及其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

另外，Martin 和 White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之上发展的评价理论也是一个探究

媒体对某事物的态度的良好工具。评价理论探究包括作者或说话者对某项命题

或实体的感情、观点、态度或态势的表达［10］。评价理论包括三大系统：态度、

介入和级差。态度系统是核心，涉及说话者或作者对实体或命题的判断、情感

和鉴赏。如果报道中有句子说华为企业是安全的，这句则在表达一种积极的情感；

如果有句子说华为的屏幕设计的质量不令人满意，这句话则是在表达一种消极

的鉴赏。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 antconc3.2.4w 话语分析程序的 Word list 功能和 Concordance 功能

对自建语料库进行话语分析。

Word list 功能可以统计出每个词在一定量的语料中出现的次数，以此来确定

该语料的主题在多大程度上与所要统计的关键词相关以及语料所关心的话题是

什么；concordance 功能可以统计出该关键词前后若干词构成的语境，研究者根

据上述理论来判断该语境是呈积极态度、中性态度还是消极态度。通过统计一

篇文章的关键词前后语境所呈现的态度，便可知道整篇文章对关键词的基本态

度。例如：如果一篇文章中出现了 100 次关键词华为，其中 60 次出现在积极语

境中，20 次出现在中性语境中，20 次出现在消极语境中，那这篇文章对华为的

态度就属于偏积极的态度。

所谓积极语境，正如 Martin（2002）所言，是指那些“具有鼓舞和鼓励作用的话，

那些我们喜欢和使我们高兴前行的话”，例如：“据媒体报道，华为被允许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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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英国的 5G 网络”，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作为一个第三方国家（德国）的媒体，

完全有能力选择报道对华为的“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媒体很有可能只选择

可以代表自己（政治）立场的新闻来报道，所以如果综合上下文的语境和整个政

治环境，一个媒体报道了对华为有利的消息，那就能体现这句话对华为的态度如

何。这句话的下一句是“但是这个中国企业被排除在核心领域的技术之外”，这

句话的字面明显对华为不是好消息。所以，从语境来看，上一句有关华为所出现

的语境是一个比较中立客观的语境，所以关键词“华为”这次属于中性语境。其

他典型的中性语境的例子比如，关键词“华为”出现在一副华为公司图片的下方，

而该图片在上下文语境中无法解读出积极或消极的含义。

一个典型的积极语境的例子：“华为 Mate pro 10，这款手机应该比其他手

机更智能”。这是一个关于华为 Mate pro 10 的性能介绍的文章标题，整篇文章

在把华为与其他手机的各个方面做对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华为 Mate pro 10 更

智能。从上下文语境来看，这个标题中的关键词“华为”是出现在积极语境中的。

典型的消极语境，比如，“研究员 Holzmann 认为，华为与共产党的关系很关键，

华为与共产党的关系是不透明的”。结合当下西方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偏消极的

看法，关键词“华为”在本句处于消极语境中。

除了统计关键词“华为”在自建语料库中出现的语境情况外，本文还把着

眼点放在政客、供应商和科技人员等人的观点上，以探知他们对华为的观点。

自 建 语 料 库 是 从 2017 年 1 月 至 2019 年 5 月 的 明 镜 周 刊 网 络 版 Spiegel 

Online+ 和 Maganer Magazin 中选出若干与华为相关的报道。其中 2019 年的

明镜周刊 12 篇，Manager Magazin 12 篇，2018 年的明镜周刊 11 篇，Manager 

Magazin 7 篇，2017 年明镜周刊 1 篇，Manager Magazin 1 篇。

通过纵向分析每个媒体（2017—2019）的观点可得知在特定时期内媒体对

华为的观点以及变化；通过横向分析每个媒体在每年对华为的观点，可得知这

些媒体的观点是否具有差别。

3  数据分析

本章分别按 3 个年份，即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并结合上述方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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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分析 Spiegel Online+ 和 Manager Magazin 对华企业的态度及其转变。

3.1  2017 年

3.1.1  明镜周刊 Spiegel Online+

明镜周刊 Spiegel Online+ 在 2017 年关于华为收录的文章寥寥可数，只有一

篇。而这一篇是一位明镜周刊资深手机产品评论员 Matthias Kremp 发表的关于华

为 Mate pro 10 比其他手机更智能的文章。Wordlist 中出现的主要关键实词有：

Huawei（11 次）、China（9 次）、gut（8 次）、Intelligenz（7 次）、Kamera（6

次）。全文共出现关键字华为 11 次，其中 9 次出现在积极语境中，占 81.8%；

两次出现在中性语境中，占 18.1%。主要关注点是手机的性能。

3.1.2  Manager Magazin

在 2017 的 Manager Magazin 收录的文章中也只能找到一篇关于华为的文章，

即，Wolfgang Hirn 的关于华为在深圳附近的研究大楼的造型创意的报道，他声

称改造型毫无创意而是照搬欧洲的典型建筑如埃菲尔铁塔、牛津大学等的创意。

Wordlist 中出现的主要关键词有：China（9 次）、Europa（4 次）、Huawei（4

次）、Bauprojekt（2 次）、kopieren（2 次）。Hirn 是 Manager Magazin 的记者，

自从 1986 年以来，他就经常在中国写关于中国发展的文章。在这篇文章最后，

他用讽刺的口吻写到：但是中国人现在又取得进步了，看看华为，他们自己开

始建造类似欧洲风格的博物馆了。关键字“华为”在这篇报道中共出现 4 次，

皆出现于消极语境中。主要关注点是华为的创新问题，以办公楼为例。

3.2  2018 年

3.2.1  明镜周刊 Spiegel Online+

本研究从 2018 年的明镜周刊中选择了 11 篇与华为相关的文章。2018 年明

镜周刊关于华为的 11 篇随机报道中，共出现华为 162 次，其中出现在积极语境

中的有 52 次，占 41.2%；出现在消极语境中的有 36 次，占 28.6%。Wordlist 中

重要的关键词有：China（36 次）、USA（29 次）、Kamera（26 次），gut（24 次）、

gegen（23 次）、Meng（19 次）。可见 2018 年 Spiegel Online+ 在华为方面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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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是华为与美国的关系、孟晚舟事件以及华为手机性能本身的问题。纵览

所有 11 篇文章可知，科技人员和电信供应商对华为主要持积极态度。除此之外，

在与政治相关的领域，德国政府对华为趋于消极和摇摆不定的状态：Matthias 

Kremp 对华为手机一如既往持好评态度；德国 Telekom 的网页上写道，华为肯

定要参加德国的 5G 建设；电信供应商 Telefónica 认为他们只与被承认和可靠的

企业合作，华为就是其中之一；直到 2018 年末，德国政府内部出现了与美国不

同的声音，但十分微弱，主体还是趋向于对华为的不信任态度，11 月中旬一名

高级政府部门代表说道：他个人会非常谨慎考察华为，他会效仿澳大利亚的做

法——不用华为的技术在德国建设 5G 网络。2018 年 Spiegel Online+ 的关注点主

要集中在华为的技术本身和关于美国怀疑华为 5G 技术的安全问题两方面，即与

中国政府的关系和孟晚舟事件。

3.2.2  Manager Magazin

“华为”共出现 89 次，其中，36 次出现在消极语境中，占 40%；12 次出

现在积极语境中，占 13.4%。可见 Manager magazin 对华为的态度更多持消极态度。

Wordlist 中主要关键词有：USA（55 次）、China（53 次）、gegen（35）、Apple（34）、

Kamera（26 次）、Meng（26 次）。可见 Manager Mafazin 在 2018 年主要关注的

是华为与苹果（在商业上）的对比以及孟晚舟事件。在政治方面，这些报道对

华为的态度全部持消极的谨慎态度，而对华为在技术和价格方面的优势仅仅一

笔带过。例如：James Lewis，来自华盛顿的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确信华为为中国政府的利益服务并帮助中国政府进行间谍活动；

官方对华为 5G 含糊不清的解释“有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英国人很谨慎，只

能有限度地表明华为技术没有风险；当报道 Neil McRae 对英国移动网络公司总

裁对华为的看法“只有一个真正的 5G 供应商，那就是华为”时，他用到了动词

schwärmen，意为洋洋自得地夸夸奇谈，明显含有贬义。

3.3  2019 年

3.3.1  Spiegel Online+

2019 年，Spiegel online+ 的报道中共出现华为 127 次，出现在积极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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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 49 次，占 38.6%；出现在消极语境的有，36 次，占 28%。Wordlist 中的重

要关键词有：China（49 次）、USA（35 次）、EU（31 次）、Nato（17 次）、

Meng（13 次），Spionage（13 次）。从中可以看出，“华为事件”已成为中美

两国矛盾中的重点。根据最新的新闻媒体报道，华为问题已经上升到了国与国

之间的层面，Nato 和 EU 的介入是很好地说明华为问题确实已经成为一个大范围

的关注点而不只是个别国家的问题。孟晚舟事件仍在关注范围内。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各国仍怀疑华为有间谍行为。绝大多数关于华为的积极语境来源于科技

人员和网络供应商，技术人员对华为的态度依然是比较看好，他们关注点集中

在华为多大 5G 技术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对华为的态度依旧消极，但是德

国内部对华为的态度除了摇摆不定，还出现了更多对华为友好的声音，其中以

默克尔的发言为首，即华为不把信息交给政府就行，我们必须与北京商谈。另外，

基社盟的 Seehofer 也对华为持较友好态度，他不想与中国发生矛盾。德国外交部

长则认为核心部件不能使用华为的。总之，德国政府总体态度为不排除华为在

德国建设 5G 网络。北约秘书长认为，若使用华为，那北约内部的军事合作将会

受到影响。而默克尔很反感美国的作风，她坚持德国要自己制定标准来决定华

为是否可以参与德国 5G 建设。

3.3.2  Manager Magazin

2019 年 的 Manager Magazin 共 出 现“ 华 为”123 次， 其 中 出 现 在 积 极 语

境中的有 16 次，占 13%；出现在消极语境中的有 35 次，占 28%；其余出现

在中立语境中，占 59%。Wordlist 中的关键词有：USA（87 次）、China（75

次）、Meng（32 次）、EU（31 次），Sicherheit（18 次）。注意力仍然主要

集中在美国基于安全原因施压华为的态度和德国以及北约各国对华为的政策。

Manager magazin 在 2019 年也报道了默克尔对华为的态度，即不排除与华为合

作，但必须与北京政府商谈；也报道了英国反对完全放弃华为的政策以及新西

兰也要独立制定标准来确定是否华为可以参与国内的 5G 网络建设；还报道了

沃达丰对华为的态度：不使用华为，5G 起码要推迟两年。报道中，美国对华

为的态度依然坚定：如果德国使用华为建设国内 5G 网络，那美国会中断与德

国共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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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2017 年—2019 年两德国媒体对华为态度比例统计表

Table 1  The Attitudes of the two German Medium towards Huawei from 2017 to 2019

2017 2018 2019
P N P N P N

Spiegel 81.8% 0% 41% 28% 38.6% 28%
Manager 0% 100% 13.4% 40% 13% 28%

注：P= 积极态度，N= 消极态度

4  发现与讨论

从“华为”出现在的积极语境与消极语境的比例来看，Spiegel online+ 比

Manager Magazin 总体上更友好一些。从这两家媒体对华为的态度变化上看，

Spiegel Online+ 对华为的态度基本上没有变化。而 Manager Magazin 从开始的比

较鲜明的消极态度过渡到了 2019 年的弱化消极的态度，但整体上仍然属于消极

态度。技术专业人员如手机评论员、电信供应商对华为的态度从 2017 年到 2019

年一直保持积极的态度，看好华为的产品。政客的态度在 2018 年对华为的态度

基本属于防御姿态，2019 年出现更多对华为防御态度放缓的政客。

Manager Magazin的出版社的主要份额占有者是Manager Magazin Verlaggesellschaft，

其 其 他 份 额 的 占 有 者 是 Grüner+Jahr 和 Spiegel 集 团。 重 要 的 是，Manager 

Magazin 与 Spiegel 不同，Spiegel 以揭露政界内幕和社会弊端为使命，背后无特

定党派支持，有不偏不倚中立的名声，而 Manager Magazin 具有自由派的政治倾向。

德国自由派以德国自由民主党为代表，其主张是支持捍卫广大个人自由，尤其

反对过多国家干预和平均主义，曾提出口号“更少国家，够用就好”。可想而知，

德国自由民主党对中国的执政方式是持一种相对消极的批判观点，有惧怕中国

企业的成功会给自由党带来压力之嫌。这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 Manager 

Magazin 相对于 Spiegel 更对华为持批判性态度。

手机技术评论员和德国各个电信供应商对华为持积极的赞赏态度，其原因

也从报道中引用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得很清楚：华为的手机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确

实不比其他手机品牌差，甚至很多方面更优秀；在 5G 方面更是世界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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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供应商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政治的考量弱一些，在产品本身方面更敢

于说真话，所以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和赞赏，这足以说明华为 5G 无论在技术上还

是在价格上都是无可比拟的。

政客方面的趋势是，政府的态度由原先的十分摇摆不定转变到出现更多的

对华为友好的声音。这点必须联系当时的国际形势加以解释，因为政客考虑的

不仅是国内某个行业的发展，更要顾及全局。2017 年，无论是哪部刊物，关于

华为的报道都不多，说明华为那时还没有进入德国公众的眼中。到了 2018 年，

才出现了介绍华为是何种企业的报道。德国政客最初对华为的态度摇摆不定的

原因要从世界格局的大环境入手：首先，德国和美国属于北约阵营，德国与美

国共享相同的政治价值观，而且历史上也有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帮助德国重

振经济雄风，再有美国是德国极其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所以德国很多对外政

策也需要看美国的脸色；其次，华为的产品在价格和技术质量上表现优异，美

国政府认为华为有间谍嫌疑，加之中德两国的政治价值观不同，以及中国产品

以往在世界上的名声并不属于最好之列，所以德国需要在此等大事上衡量再三。

到了 2019 年，德国政界内部出现了更多对华为友好的声音，默克尔政府声称不

排除用华为技术在德国建设 5G 网络的可能，其原因需要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考

虑：①德国内部。德国政府需要听取德国电信供应商的声音，他们的声音不是

没有价值和分量；②华为本身。华为积极配合德国在波恩建立实验室检测华为

技术是否有窃取国家信息的可能，结果没有发现任何这种可能的和证据，而且

华为的 5G 技术处世界领先地位，价格也很有吸引力，如果放弃华为，德国会有

相当的损失；③德美关系走下坡路。这主要体现在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

主义正在抬头。早在 2014 年德国就开始发现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是个错误的决

定，而与俄罗斯合作才更符合德国的利益，所以跟俄罗斯进行了天然气能源合

作（北溪 2 号），但美国一直想要德国从美国进口天然气。2017 年中旬，特朗

普总统曾因为德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大，不满意德国卖到美国的汽车的数量，指

责德国人很坏，2018 年末美国政府便要调查美国的汽车进口，声称要对欧盟等

国收取汽车税。另外，2018 年 4 月，特朗普总统要求德国把军费提高到 GDP 的 2%，

这不仅可以减少美国的军事压力，也可以再发一笔军备财，而德国内部却不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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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德国内部传出考虑削减之前承诺的军费的声音，并考虑与法国建

立“欧洲军”，这也说明德国与美国的关系在走下坡路。默克尔总理在 2018 年

就多次谈到，欧洲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依靠美国了，欧洲必须依靠自己。德美关

系虽然不会马上完全走向冰点，但德国显然已经找到了寻找另外的合作伙伴的

充分理由——多边主义的全球自由贸易才更符合德国的利益。

5  结论

通过探知这两个德国主流媒体对华为的态度及转变的来龙去脉，现行研究

者可以以此为根据对世界格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进行某种程度上的预测，为

中国的跨国企业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发展策略。

本文通过话语批评分析的方法考察了德国主流媒体中的 Spiegel Online+ 和

Manager Magazin 从 2017 年到 2019 年 5 月对华为企业的态度（转变），其中主

要分析了科技人员、电信供应商和政客的态度。Spiegel Online+ 在此期间对华为

的褒贬比例基本没变，褒贬除了 2017 年之外基本徘徊在 4 ∶ 3 左右；Manager 

Magazin 对华为的褒贬比例从 2018 年的 1 ∶ 4 转变到了 2019 年的 1 ∶ 3，消极

态度略有减弱。科技人员和电音供应商的态度是积极的，认为华为是可信赖的。

政客从 2018 年的怀疑的摇摆不定的态度转变到了 2019 年的更为积极的态度，

甚至不顾美国的施压。

华为作为世界上著名的中国企业，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华为之所以如此出

众至少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原因，供华为继承者和其他企业学习：

第一，大型企业的出现离不开中国国内的庞大市场作为支撑，只有国内经

济繁荣发展，人民手里有钱，才能更好地支持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更好地抵抗

个别国家的打压。

第二，一些欧洲国家从对华为的怀疑态度到不排除态度，再到近些时的使

用华为技术建立 5G 网络的转变，这都离不开华为产品本身性价比优良的优势。

为了在国际上继续保持这种竞争力，国家应该进一步进行教育改革，（企业）

培养更多的优质创新型科技人才，这样才能为华为等企业在国际上立足提供坚

实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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