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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媒体在信息化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应秉承公平、公正、客观的原则．在２０２０年，媒体的报道引导着大
众对新冠疫情的认知和对不同国家防控能力的认识．本文借助搜索引擎收集了２６万余条中西方媒体对十个国家
疫情情况的报道，分析结果显示，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疫情时，消极文章比例明显偏高；报道美国疫情情况时，新闻
特征与其他国家有明显差别．与此同时，较西方媒体，中方媒体在报道不同国家情况时，与实际疫情有更高的一致
性，态度更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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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全球范围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对各国经济、社

会等方面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场全人类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体制、国情
和社会文化，应对疫情的方式、举措也有较大差异．
在各国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媒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公开、及时地公布疫情相关的各项数据，能让公众对
疫情现状有客观的认识；积极、高效地宣传抗疫措
施，能提高大众的自我保护能力；全面、广泛地传播
疫后扶持政策，能指导困难群体度过难关．此外，公
平、公正地报道各国疫情，能提高媒体本身的公信力，
督促政府提升效能、增强服务水平，履行社会职能．

从新冠病毒发现至今已有半年，国内新冠疫情
得到了有效遏制，国际疫情形势仍十分严峻．但是西
方媒体的一些报道认为中国抗疫以“宣扬价值、贬低
事实”为叙事逻辑，制造了大量抹黑中国的虚假新闻
和攻击中国的疫情话语，散播“中国经济崩溃论”、
“中国制度缺陷论”、“中国负责论”、“中国阴谋论”、
“ＷＨＯ偏袒中国论”等言论，对中国的国际声望、中
国人民的抗疫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１］．面对西方国
家的疫情现状，中方有报道认为，疫情防控是对国家
制度与治理能力的深刻检验，然而在这个时候，西方
的一些政客还在忙着“甩锅”和党争，由此导致了抗
疫的低效和无序［２］．

基于这一现象，为比较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疫
情情况时是否存在偏见及中西方媒体在疫情相关
报道中的公正性，我们广泛收集了双方媒体对中
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韩国、印度、俄罗斯、英国、
新加坡、日本共十国的２６万余条疫情相关报道．其
中中方报道以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为主，西方报
道以ｆｅｅｄｓｐｏｔ①给出的主流媒体发布的文章为主．
双方的文章均受众广泛，影响力较大．

公正的媒体报道应与国家的疫情情况一致，疫
情情况越严重，报道情感应越消极、越负向．因此，我
们通过情感分析来衡量中西方媒体的公正性．我们
使用业界广受认可的情感分析工具ＶＡＤＥＲ②计算
西方媒体英文报道的情感分数和情感极性．经调研，
没有理想的无监督方法对中文文章进行情感分析，
因此，我们人工标注了该部分文章的情感极性．

首先，我们通过多种方式，比较分析了西方媒体
报道中国疫情的新闻特征．随着疫情的发展，西方媒
体对中国疫情情况、国家应对措施等方面关注度不
断增加．在参与对比的十个国家中，多项疫情指标显

示，中国并不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但西方媒体报道
中国疫情的新闻情感分数，在所观察的任何时刻均
低于其他国家．当疫情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时，不同
的西方媒体机构报道新闻的情感分数差距较大，虽
然有正向肯定情感，但大部分仍以负面否定为主．整
体来看，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新冠疫情时带有偏见
性的负面倾向．

其次，我们使用描述疫情情况的多种通用指标
对十国的疫情严重性和核酸检测情况进行排序，用
该序列和中西方报道中积极情感文章比例的排序进
行相关性比较，来衡量哪方媒体的报道更公正．多个
基于序列距离和同／逆序对数的指标均表明，相较于
西方媒体，中方媒体的报道与疫情实际情况更贴近，
态度更客观．

本文第２节主要调研新冠疫情下，研究媒体、民
众行为的相关工作；第３节将简要介绍本文工作所
需数据集的收集方法和预处理方式；第４节基于数
据集，进行中西方媒体对各国疫情报道的情感分析；
第５节将关注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疫情的情况；第６节
将从多个角度对中西方媒体的公正性进行评价比较；
最后对整篇文章总结并进行未来研究工作的思考．

２　相关工作
新冠疫情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不同

领域的研究者们应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疫情相关
的各个方面进行细致分析，辅助政府制定有效的措
施，帮助医疗机构高效救治，为大众提供一定的心理
支持．

新冠疫情限制了人的出行，导致民众花费更多
的时间使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微博、微信等社交媒
体获取信息，因此，分析受疫情影响的用户行为是十
分重要的，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数据支持．Ｌｉ等人［３］

对微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疫情发生后，民众整体上
有更负面的情绪，更加关注自己及家人的健康，忽略
休闲娱乐、朋友感情等方面的事情．Ｃｈｅｎ等人［４］对
ｔｗｉｔｔｅｒ数据进行分析，将疫情相关的推文划分为
１２个主题，并分析了随时间的推移，ｔｗｉｔｔｅｒ用户在
使用标签（Ｈａｓｈｔａｇ）的变化情况，为其他研究者分
析疫情下ｔｗｉｔｔｅｒ用户的关注焦点、情感变化等方面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Ｌｉ等人［５］对微博和ｔｗｉｔｔｅｒ进
行对比分析，发现当确诊数增加时，两个平台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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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倾向于发布更多的内容，此外，作者还分析了导
致民众出现生气、厌恶、害怕、高兴、悲伤、惊讶等情
绪的主要疫情事件．

除了上述对博文本身特征的研究外，也有一些
工作关注于与疫情相关内容的传播特点．Ｌｉ等人［６］

提出了疫情衍生出的防疫建议、政府举措、捐款捐
物、情感支持、寻求帮助、质疑监查、辟谣等七类与民
生相关的信息需求，并分析了每类信息需求的情感、
标签（Ｈａｓｈｔａｇ）、发布人信息等特征，对决策者查
找、解决民生问题提供了帮助．Ｇａｏ等人［７］发现由疫
情引发的抑郁症和焦虑症等精神问题与经常接受社
交媒体上的信息存在关联．

在疫情期间，大众倾向于使用搜索引擎获取疫
情相关的新闻、病症、治疗等信息，对搜索引擎的分
析能够更好地理解大众的关注重点、信息需求等行
为．Ｙｅ等人［８］通过分析中文搜索引擎的查询日志来
理解个体用户和不同地域人群在疫情背景下的查询
意图，对发生类似流行病后搜索引擎的优化提供了
指导．Ｒｏｖｅｔｔａ等人［９］借助Ｇｏｏｇｌｅ搜索引擎分析了
意大利不同地区人民搜索疫情相关内容的热度．

与上述工作相比，我们对中西方媒体的文章进
行情感分析，得到报道不同国家疫情情况的情感排
序，将该序列与描述不同国家疫情严重情况、核酸检
测情况的序列进行一致性分析，来比较中西方媒体
的公平、公正性，对大众理性看待疫情文章提供相对
客观的指导，减少媒体报道的误导性．此外，我们还

重点关注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疫情报道的特征，随着
疫情的发展，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关注热度持续升高，
情感差距越来越大，但整体情感分数仍低于其他国
家，与中国的疫情现状、应对措施存在偏差．

３　数据集
本文广泛收集传播性强、影响力大的新闻，进行

情感分析，从而客观比较中西方媒体对不同国家疫
情的报道情况．在西方媒体方面，我们收集了１０５家
媒体机构的新闻报道①；在中国媒体方面，考虑到微
信公众号文章在民众中传播广泛，引导性强的特点，
因此我们的报道数据收集于微信公众号平台②．我
们借助搜索引擎获取与各国疫情相关的新闻报道集
合，然后在该集合中，通过判断新闻中是否存在该国
名和疫情相关的关键词进行二次筛选，从而得到一
份质量较高的数据集．具体步骤如下：
３１　报道收集

在新闻收集过程，我们使用了国际版必应搜索
引擎③收集西方报道，使用搜狗搜索引擎④收集中方
报道．通过把各国疫情相关的词语作为查询词输入
到搜索引擎（西方报道的检索范围限制在有代表性
的西方媒体机构中，名单见表１），并根据搜索结果
收集新闻的标题、内容、发布时间、发布机构等关键
信息．其中，使用的查询词包括以下三种类型（西方
报道的搜索中使用查询词对应的英文）．

表１　西方媒体机构名单
媒体名称

ｐｅ．ｃｏｍ ｎｙｐｏｓｔ．ｃｏｍ ｈｕｆｆｐｏｓｔ．ｃｏｍ ｗｏｒｌｄｔｒｕｔｈ．ｔｖ ｍｉａｍｉｈｅｒａｌｄ．ｃｏｍ 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ｒｉｂｕｎｅ．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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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ＣＯＶＩＤ１９＋国家名称”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１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

病毒命名为“ＣＯＶＩＤ１９”，因此，用ＣＯＶＩＤ１９和某
个国家名称组成的关键词进行搜索，能够获得有关
该国疫情的新闻报道．

（２）“新型冠状病毒＋国家名称”
在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１日之前，新冠疫情已经在一

些国家蔓延，在新冠病毒没有正式命名之前，新闻媒
体多会使用“新型冠状病毒”（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报道疫
情，因此，我们也收集了该关键词相关的新闻．

（３）“核酸检测＋国家名称”
目前，核酸检测（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ｔｅｓｔ）是确诊新冠

肺炎的最优标准．在面对新冠疫情时，国家采取的核
酸检测方案也是衡量该国保障民生能力的重要角
度，核酸检测相关的新闻能够反映出该国应对疫情
时的实力．
３２　数据处理

基于第一步，我们收集得到了中西方媒体对不
同国家疫情的相关报道，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
性，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一定的预处理，主要包括：
３．２．１　新闻筛选

我们对收集到的新闻集根据新闻发布时间和新
闻内容进行二次筛选．首先删除了发布时间早于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日与疫情无关的新闻，主要依据是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日，《柳叶刀》披露首位确诊病例［１０］，
此时，新冠病毒还未引起广泛重视，同月２６日，第一
例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住院救治，新冠肺炎开始进入
大众视野．选择以１１月１日为过滤数据的时间点，
也为分析西方媒体报道疫情在中国发生前后的情感
变化带来方便，筛选后的新闻集可分为两部分：第一
部分发布于疫情未被广泛认识前，时间为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和１２月中上旬，属于西方媒体对中国日常报
道的范围；第二部分发布于疫情开始后，时间为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至新闻收集时间点（２０２０年５月），
属于西方媒体对中国新冠疫情情况报道的范围．

新闻内容方面，我们在借助搜索引擎获取西方
媒体报道某国新冠疫情新闻集的基础上，筛选出标
题或正文中存在病毒（ｖｉｒｕｓ）或ＣＯＶＩＤ相关的词
语，并同时存在该国国家名的所有新闻，认为此类新
闻构成的集合是报道该国疫情的新闻集．若此类新
闻中还存在政府字样，则认为构成的新闻集与该国
疫情、政府均相关．后续的探讨，我们将主要关注此
两类数据集（报道该国疫情的新闻集合；报道与该国
政府、疫情同时相关的新闻集合）．

３．２．２　情感分析
我们对新闻的情感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分数和

情感极性两部分．在中文报道中，我们尝试了多种学
术界无监督情感分析算法和商用的情感分析ＡＰＩ，
均与我们理想结果差距较大，因此我们采用人工标
注的方式，对收集到的新闻进行三类别的情感标注．
首先，我们招募了两名标注者对１００篇新闻（在每个
国家中随机选取１０篇）进行试标，除了标注情感外，
还需给出标注的确信度（确定或不确定两个级别）．
试标结果表明，两个被试的标注一致性高达９４％，
标注不一致的新闻属于两个标注者的确信度均为不
确定的情况．通过试标可以看出，本新闻集的情感标
注是一个简单任务，因此，我们采用两轮标注的策略
进行情感极性的判断．我们先招募了两名标注者对
所有新闻集进行标注，完成后，筛选出确信度中存在
不确定标签的所有新闻数据集由第三名标注者进行
二轮标注，通过投票的方式来确定最后的情感极性．
多名标注者进行两轮标注的策略能尽可能地减少标
注者的主观认知偏差带来的影响．经过调研，在英语
类文本、无监督的情感分析方法中，ＶＡＤＥＲ方法被
业界广泛认可，它是一种基于情感词词库和语法规
则进行文本情感分析的方法．其中，情感词词库由七
千余常用情感词构成，每个情感词由十人人工标注
了的它的情感极性及强度．除情感词外，ＶＡＤＥＲ方
法会考虑文本的连词、程度词、否定词、标点等各种
句法规则，进而计算文章的情感．该方法根据每条新
闻的内容，会给出－１（表示最消极）到＋１（表示最积
极）的情感分数，同时，会给出积极、中性、消极三种
类别的情感分类．我们采取与中文试标相同的策略，
随机抽取了英文数据集中的１００篇新闻进行人工标
注．与标注的结果相比，ＶＡＤＥＲ算法所给出的情感
标签的准确率为７１％．本文通过比较西方媒体对不
同国家疫情的报道情感，来研究西方媒体报道中国
疫情情况时是否存在偏见，尽管ＶＡＤＥＲ算法的准
确率相对不高，但考虑数据规模和我们的研究问题，
采用此算法对报道不同国家情感的比较是公平的．
３．２．３　重复新闻

对于某些新闻，不同的媒体机构会进行转载，因
此，在不同机构中收集新闻时，会存在２０％左右的
重复数据．我们用ＳｉｍＨａｓｈ算法［１１］将此类新闻检
测出来，发现该类新闻情感分数普遍较低，负面倾向
较为严重．在疫情全球化的背景下，读者会更关注恐
慌、担心等负面情感的新闻，驱使媒体机构对该类新
闻多次转载，获取流量．如果我们采用去重后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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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进行分析，则是认为每条新闻的影响力是均等的，
实际上，重复的新闻被多家媒体报道，传播广泛，影
响力大，易形成铺垫效果，与大众情感的相关性更
强［１２］．因此，本文的分析没有对重复的新闻进行删
除，考虑了新闻的受众范围．

４　中西方媒体对各国疫情的报道
通过ＶＡＤＥＲ算法，我们可以比较西方媒体报

道各国疫情时的情感分数、情感分数方差、情感类型
分布三部分内容．根据我们的标注数据，我们可以比
较中方媒体报道各国疫情时的情感类型分布．
４１　西方媒体对各国疫情的报道

按照数据处理部分的方法，得到西方媒体报道

不同国家新冠疫情新闻的统计信息如表２所示．其
中情感分数平均值可视化如图１所示，由图可以看
出，西方媒体在报道美国新冠疫情时，报道的情感得
分是积极正向的．而报道有效遏制疫情发展的中国
时，措辞是最消极的．与国家相关和与政府相关的新
闻对比可以看出，当新闻描述涉及到任何国家政府
时，西方媒体的描述均会更负面一些，其中涉及印度
政府时，报道的情感分数下降最多．同时，我们发现与
政府相关的报道中，存在较高的重复率．上述现象表
明西方媒体对政府在疫情中表现关注度高，并持有批
判的态度．我们把报道某个国家的新闻集去重后，正
如我们在数据处理部分中所提到的，该国的情感分
数会上升，说明重复的新闻一般都是消极的，这与负
面新闻易于吸引受众和广泛传播的特性有关［１２］．

表２　西方媒体报道不同国家新冠疫情新闻的统计表
与国家相关的所有新闻
数量情感均值（标准差）

与政府相关的新闻
数量情感均值（标准差）

去重后，与国家相关的所有新闻
数量情感均值（标准差）重复比例／％

去重后，与政府相关的新闻
数量情感均值（标准差）重复比例／％

中国２１８２０－０．２６５（０．８２０）１０４４９－０．３５４（０．８３２）１８２１９－０．２４９（０．８２２） １６．５０ ８４３６－０．３２７（０．８３７） １９．２７
西班牙９０３３－０．１８０（０．８６５） ５６５３－０．２４８（０．８６９）７０７３－０．１６５（０．８６４） ２１．７０ ４３１１－０．２４６（０．８６９） ２３．７４
意大利１５６０３－０．１７８（０．８５５） ８５０８－０．２９１（０．８５５）１２６７２－０．１５６（０．８５４） １８．７８ ６６５０－０．２６６（０．８６１） ２１．８４
美国２２３９５ ０．０４４（０．８８２）１０８４０－０．０４８（０．９０６）１９４５６０．０５６（０．８７９） １３．１２ ９２５２－０．０２１（０．９０７） １４．６５
韩国 ２９８２－０．００９（０．８５７） １８６１－０．０８９（０．８８１）２２８８０．００６（０．８５６） ２３．２７ １４０３－０．０２５（０．８９１） ２４．６１
印度 ７１０８－０．０９７（０．８８２） ４４４９－０．２３６（０．８７２）５７１８－０．０６４（０．８８２） １９．５６ ３４６２－０．２０２（０．８７９） ２２．１８
俄罗斯５７８９－０．２１１（０．８６０） ３２２９－０．３０５（０．８６１）４６９３－０．２０８（０．８６０） １８．９３ ２５４６－０．２９２（０．８６６） ２１．１５
英国 ９９１４－０．０２９（０．８８４） ６８７５－０．１０３（０．８９５）７８５８－０．０１６（０．８８３） ２０．７４ ５３７０－０．０８８（０．８９５） ２１．８９
新加坡５４０５－０．１７１（０．８７６） ３３５２－０．２４０（０．８８９）４１２８－０．１６２（０．８７０） ２３．６３ ２５３７－０．２２３（０．８８８） ２４．３１
日本１１０１５－０．１３９（０．８６６） ６２７９－０．２６６（０．８６１）８９０６－０．１１７（０．８６６） １９．１５ ４９０１－０．２４０（０．８６５） ２１．９５

图１　不同的统计类型下，西方媒体报道不同
国家的新闻情感分数的均值柱状图

接下来，我们对西方媒体报道十个国家时，不同
新闻情感类型比例分布进行比较，如图２所示．新冠
疫情是一场全球灾难，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和
经济发展，对世界各国均造成了负面的影响．由图２
可以看出，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疫情的新闻中消极比
例是最高的，其次是俄罗斯．除报道美国相关新闻

外，西方媒体对其他国家的报道都是消极类的新闻
数量大于积极类的新闻数量，但美国目前的确诊人

图２　西方媒体报道不同国家时，新闻情感类型比例分布图

数为全球第一，我们总结了西方媒体报道美国疫情
时的三个特性：（１）与美国疫情相关的新闻报道数
量达到了２．３万条，为十国之首，因此积极类新闻数
量大于消极类这一结论是多数媒体共同作用的结
果，由偶然性造成的概率极低；（２）与美国疫情相关
新闻的情感分数标准差最大，表示西方媒体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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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疫情情况时，不一致的新闻数量较多，对疫情的
真实情况可能存在较大争议；（３）我们发现报道美
国疫情新闻的重复率仅为１３．１２％，远低于其他国
家的平均水平．前面我们提到，从其他国家的数据来
看，广泛转载的重复新闻多为存在恐慌、担心等负面
情绪的新闻，但此类新闻在报道美国疫情时存在的
比例明显比其他国家更低，与其他国家疫情新闻传
播的特征有较大区别．
４２　中方媒体对各国疫情的报道

我们人工标注得到的中方媒体对各国疫情报道
的统计信息如表３所示．该表主要比较了数据集中，
文章和公众号两个维度的特征，其中“广泛传播的文

章”是指同一文章在同一国的报道中出现了５次以
上，“发文量占总量２０％的公众号”指按照发文数量
从多到少对公众号排序，累计其发文量占到总量
２０％的公众号集合，该集合内多为对一个国家疫情
关注度高的主流媒体号．结合所有统计数据来看，中
方媒体对中国、美国、印度的疫情情况较为关注．标
注数据集的不同情感类型的分布情况如表４所示，
积极情感的文章比例较高的国家有中国、日本、新加
坡．受限于搜狗搜索引擎的展示策略，我们收集的中
方媒体报道的规模相对较小，因此我们不对该数据进
行细致分析，主要用于生成中方媒体报道各国疫情
的情感排序，进而比较中西方媒体的公平、公正性．

表３　中方媒体报道不同国家新冠疫情新闻的统计表
文章
总数量

去重后
文章数量

重复文章
比例／％

广泛传播的
文章数量

广泛传播的
文章比例／％

公众号
总数量

发文量
占总量２０％的
公众号数量

发文量
占总量２０％的
公众号比例／％

发布１篇
文章的公众号

数量

发布１篇
文章的公众号的
比例／％

中国 ７９６ ３７０ ５３．５２ ２７ ３．３９ ７４９ １１３ １５．０９ ７１６ ９５．５９
西班牙７５７ ４２３ ４４．１２ ５ ０．６６ ４７２ ７ １．４８ ４１２ ８７．２９
意大利２９４ ２５２ １４．２９ ２ ０．６８ １８８ ６ ３．１９ １５２ ８０．８５
美国 ６１３ ３５６ ４１．９２ １３ ２．１２ ５３９ ４９ ９．０９ ４９６ ９２．０２
韩国 ４３４ ３６２ １６．５９ ８ １．８４ ２８６ ９ ３．１５ ２４２ ８４．６２
印度 ２６３ ２３１ １２．１７ ６ ２．２８ ２０５ ７ ３．４１ １８６ ９０．７３
俄罗斯６０９ ３３１ ４５．６５ ５ ０．８２ ４１２ ４ ０．９７ ３５９ ８７．１４
英国 ６２８ ４７２ ２４．８４ ９ １．４３ ４５５ １５ ３．３０ ３８８ ８５．２７
新加坡４４２ ３５３ ２０．１４ ３ ０．６８ １９４ ３ １．５５ １５４ ７９．３８
日本 ６０１ ４１３ ３１．２８ １０ １．６６ ４０８ １４ ３．４３ ３３７ ８２．６０

表４　中方媒体报道不同国家时，不同情感类型新闻的
数量和比例分布表

国家 积极类（比例） 中性类（比例） 消极类（比例）
中国 ３８１（４７．８６％） １９６（２４．６２％） ２１９（２７．５１％）
西班牙 １４７（１９．４２％） ７７（１０．１７％） ５３３（７０．４１％）
意大利 ７３（２４．８３％） ３８（１２．９３％） １８３（６２．２４％）
美国 ２８（４．５７％）　 ６５（１０．６％）　 ５２０（８４．８３％）
韩国 ８３（１９．１２％） ８４（１９．３５％） ２６７（６１．５２％）
印度 ３１（１１．７９％） ２０（７．６０％）　 ２１２（８０．６１％）
俄罗斯 １１９（１９．５４％） ３５（５．７５％）　 ４５５（７４．７１％）
英国 １６０（２５．４８％） ６８（１０．８３％） ４００（６３．６９％）
新加坡 １４６（３３．０３％） ８３（１８．７８％） ２１３（４８．１９％）
日本 ２３１（３８．４４％） ８６（１４．３１％） ２８４（４７．２５％）

５　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疫情情况
本节我们将首先比较西方媒体在不同阶段报道

中国疫情时，新闻特征的变化情况，然后以不同国家
疫情爆发的时刻为起点，比较其后的４５天内，西方
媒体的报道是否对中国存在负面偏见．
５１　报道中国疫情情况的特征

首先，我们关注了中国新冠疫情发生前后，西方
媒体报道与中国相关新闻的数量和情感分数的变化
情况，如图３所示．

图３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０年４月，西方媒体报道中国
疫情相关的新闻数量和情感分数变化折线图

在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中上旬，我们收集到的新闻数量
较少，但是可以看出，整体的情感分数在中性上下徘
徊，２０１９年１月中旬，新冠病毒开始被大众认知，此
时，西方媒体对中国发生的疫情充满恐惧和猜疑，发
布的新闻极其负面，其情感分数处于整个疫情阶段的
低谷．同时，有关中国新冠疫情情况的新闻数量在不
断攀升．１月下旬，随着人们认识到该病毒存在人传
人的特点，且传播速度很快，同时，武汉执行了封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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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此时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数量达到一个小高
峰，情感分数依然处在低谷．中国政府迅速采取了有
效的抗疫举措，疫情在中国逐渐得到控制，西方媒体
对中国新冠疫情情况报道的情感分数在逐渐回升．

按照新冠疫情大事记①的划分方法，我们将中
国新冠疫情情况划分为四个阶段，此外重点关注武
汉封城和解封两个阶段，在不同阶段西方媒体发布
新闻的情况如表５所示．

表５　西方媒体报道中国不同阶段疫情情况表
阶段 描述 时间 情感分数 情感分数标准差
爆发期 日增确诊病例迅速上升 １．２１～２．４（１５天） －０．４３０ ０．７２５

初步控制期 日新增确诊病例较前日下降 ２．５～２．１８（１４天） －０．３４０ ０．７６３
缓和期 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量下降 ２．１９～３．１０（２１天） －０．２８２ ０．８０９
平台期 日新增确诊病例逐渐归０ ３．１０～４．２７（４９天） －０．１８８ ０．８５５
武汉封城 ＼ １．２３～１．２７（５天） －０．４７８ ０．６９０
武汉解封 ＼ ４．８～４．１２（５天） －０．１４０ ０．８６４

从爆发期到平台期，新冠疫情在中国逐渐得到
控制，西方媒体发布新闻的情感分数值也在逐渐升
高，表示西方媒体对中国新冠疫情的报道具有一定
的客观性．

最后一列情感分数标准差的值越大，表示该阶
段中不同新闻情感分数的差别越大，标准差的值越
小，表示该阶段中不同新闻的情感分数越一致．同样
关注从爆发期到平台期的时间轴，却发现标准差
也在变大，表示当疫情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的时候，
不同的西方媒体机构报道新闻的情感分数却差距较
大，虽然有正向肯定情感，但大部分以负面否定
为主．

在武汉封城后的五天内，西方媒体发布的新闻
情感分数很低，标准差小，对数据集分析发现，大多
数西方媒体对疫情感到恐慌，对中国采取封城的抗
疫举措不理解，认为中国侵犯自由人权，并怀疑中国
公开的资料不完整，在有意误导世界．
５２　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我们将一个国家累计确诊人数超过１００人看作
是疫情爆发的信号，重点关注西方媒体对某个国家
疫情爆发后的４５天内新闻报道的情感分数及其标
准差的变化．为方便对比，此处选择了其中具有代表
性的六个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印度、美国、英国和
西班牙．

从情感分数平均值的变化来看，如图４所示，西
方媒体对中国新冠疫情的报道持续向好，但是报道
中国新冠疫情的新闻情感分数，在任何时刻均低于
其他国家．不考虑中国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的因素，
在疫情爆发后的四十五天内，依然存在部分国家确
诊总人数、日增确诊人数、死亡总人数、日增死亡人
数大于中国的情况，据此可以看到，相同情况下西方
媒体对中国的疫情报道存在偏见．

图４　从疫情爆发开始，西方媒体报道各国疫情相关
新闻情感分数变化的折线图

从情感分数的标准差来看，如图５所示，中国国
内疫情刚开始爆发时，大多数的新闻都对中国发生
的疫情情况有着消极的描述，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有一部分新闻媒体会客观、积极地报道中国的疫

图５　从疫情爆发开始，西方媒体报道各国疫情相关
新闻情感分数标准差变化的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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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现状，但多数媒体对中国疫情仍然存在恐慌，对中
国政府进行指责，或发布其他类别的消极报道．其他
国家在疫情爆发后的４５天内，新闻情感分数的标准
差相对较大，可能是因为新闻报道对该国疫情时有
益有弊，描述更全面、更综合造成的．

６　中西方媒体公正性对比
疫情发生在不同国家导致的确诊数、死亡数能

够反应出该国疫情的严重程度，政府的应对措施，医
疗水平等，此外，核酸检测的数量、核酸检测的覆盖
率能反应出政府对国民生命健康的重视程度，应对
疫情时的财力支出能力等．一个公正的媒体应客观
描述疫情情况，所报道的文章情感与确诊数、死亡数
和核酸检测数存在关联．当然，媒体报道的情感和疫
情的情况并不是简单的线形关系，媒体报道受到社
会、政府、流量等众多外界因素的影响．本文对中西
方媒体报道不同国家疫情的文章进行情感排序，将
该序列与描述不同国家疫情严重程度、核酸检测情
况的序列进行一致性分析（包括两个序列的距离和
同／逆序对的比较）．这种分析方法仅依赖于对各国
疫情报道的情感排序，受数据规模的影响较小，是一
种粗粒度但较为客观的比较方式，具有较高的说服
力．我们收集西方报道的时间是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４日，
收集中方报道的时间是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双方媒体
报道的情感与收集各自新闻时的疫情情况比较，是
一种公平、合理的比较方式．本章将介绍我们采用的
疫情情况通用评价指标、疫情情况排序和新闻情感
排序的一致性评价指标，并进行中西方媒体公平、公
正性的比较．
６１　疫情情况评价指标

本文使用广为接受的评价指标来衡量疫情情
况，主要包括确诊数、死亡数、核酸检测数及考虑各
国人口数量后的标准化指标．确诊数、每百万人确诊
数、死亡数、每百万人死亡数能够反应一个国家疫情
的严重程度，这４个指标越高，表示该国的疫情越严
重，公正媒体报道的情感应越消极．检测数、每千人
检测数能反应一个国家在疫情方面的科研能力、医
疗配备、国民保障力度等综合国力，这２个指标越
高，表示该国对疫情的防控工作越到位，对国民的生
命健康越负责，公正媒体报道的情感应越积极．
６２　序列一致性评价指标

本文采用序列距离和同／异序对两类粗粒度的
指标，衡量不同国家疫情指标排序和中西方媒体报

道中情感排序的一致性．
６．２．１　序列距离指标

如示意图６所示，我们可以得到反映十个国家
疫情情况的指标排序，同样，根据中西方媒体对十国
疫情报道的新闻集，可以得到积极类新闻比例由大
到小的媒体情感排序，然后计算出每个国家在两次
排序中的位次差值Δ犚犪狀犽，并以此设计序列距离类
指标，来衡量序列之间的差距．

图６　序列一致性评价示意图
（１）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系数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系数是无参数的等级相关系

数，取值范围ρ∈［－１，１］，负数表示两个序列负相
关，正数表示正相关，绝对值越大，相关性越强．具体
计算公式如下，其中犖为比较的样本数量，此处为
国家数量１０．

ρ＝１－
６∑｜Δ犚犪狀犽犻｜２
犖（犖２－１） （１）

（２）最大值
在两次排序中，位次变化越大，表示媒体报道该

国疫情的情感与疫情实况存在的差距越大．为避免
单个国家位次变化带来的偶然性，本文的最大值指
标为位次变化排名前三的平均值．

（３）平均值、方差
位次变化的平均值和方差能够反映媒体在报道

不同国家疫情时，情感与实际情况的整体差别．
６．２．２　同／逆序对指标

上述距离指标是序列（ｌｉｓｔ）级别的比较，本部分
介绍对（ｐａｉｒ）级别的比较方法．

（１）逆序数
首先，此处定义疫情指标排序下的国家顺序为

原始序列，情感排序后的序列相较于此序列存在的
逆序数的数量，即为该指标．

（２）ｋｅｎｄａｌｌ秩相关系数
ｋｅｎｄａｌｌ秩相关系数用来比较同序对（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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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ｉｒｓ）数和异序对（ｄｉｓｃｏｒｄａｎｔｐａｉｒｓ）数之间的差距，
取值范围和特性与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系数一致．具体
计算公式如下，其中犖亦为参与比较的样本数量１０．
犚＝２（＃犮狅狀犮狅狉犱犪狀狋犘犪犻狉狊－＃犱犻狊犮狅狉犱犪狀狋犘犪犻狉狊）犖（犖－１） （２）
６３　报道行为比较

在上述６个疫情指标下，对报道情感排序和疫
情指标排序的一致性进行比较，结果如表６所示．为
了减少中西方媒体数据集规模不同带来的偏差，本
文采用了秩相关系数等一系列粗粒度的评价指标，
此外，以中方媒体报道的新闻数量为基准，我们在西
方媒体新闻集中对十个国家多次随机采样出相同
规模的数据，一致性的比较结果与表６有相同的数

量趋势．这一随机采样的方法显示出我们所采用
评价指标的鲁棒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侧面说明了
中方媒体的数据规模已能够获得基本稳定的报道情
感排序，双方媒体的比较是客观的．在表６中，关于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和ｋｅｎｄａｌｌ两个秩相关系数比较，确诊数、
死亡数相关指标的升序排列与积极情感比例降序排
列的一致性数值越大，检测数相关指标的升序排列
与积极情感比例降序排列的一致性数值越小，说明
媒体的报道越客观，其余指标的判断方法与之相反．
观察全表可以发现，在不同的疫情情况描述指标下，
采用不同的一致性评价方法，中方媒体均比西方媒
体要更加公平、公正、客观，报道内容与实际疫情更
贴切，态度更客观．

表６　中西方媒体对各国疫情报道的情感与不同疫情指标的关系表
确诊数

中方 西方
每百万人确诊数
中方 西方

死亡数
中方 西方

每百万人死亡数
中方 西方

检测数
中方 西方

每千人检测数
中方 西方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０．５２７ ０．１１５ ０．４４２－０．０７９ ０．４３０－０．２２４ ０．３７０－０．０５５－０．２８３０．１００ ０．２００ ０．６００
最大值 ４．３３３ ６．０００ ５．３３３ ６．３３３ ４．６６７ ７．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６．６６７ ６．０００５．０００ ４．６６７ ３．６６７
平均值 １．８００ ２．８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６００ ２．４００ ３．４００ ２．６００ ３．４００ ３．５５６２．８８９ ２．６６７ １．７７８
方差 ７．８００１４．６００ ９．２００ １７．８００ ９．４００ ２０．２００１０．４００ １７．４００ １７．１１１１２．０００ １０．６６７ ５．３３３
ｋｅｎｄａｌｌ ０．４２２ ０．１１１ ０．３３３－０．１１１ ０．２４４－０．１５６ ０．２４４－０．０６７－０．２７８０．０５６ ０．１６７ ０．４４４
逆序数 １３ ２０ １５ ２５ １７ ２６ １７ ２４ ２３ １７ １５ １０

７　结论与未来工作
本文收集了中西方媒体对十个国家疫情报道的

２６万余条新闻，为研究者分析双方媒体的特征提供
了充足的数据支持．通过情感分析，比较了中西方媒
体报道不同国家文章情感和疫情真实情况的一致
性．在不同疫情指标下，多个一致性指标均说明相较
于西方媒体，中方媒体的报道与疫情实际情况更贴
近，文章更客观．从新冠病毒发现至今，中国政府不
惜一切代价来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国内
新冠疫情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国际疫情形势仍十分
严峻．因此，本文对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疫情时是否
存在偏见进行探究．分析报道中国的情感特征后，我
们发现西方媒体的报道整体存在一定的客观性，但
与报道其他国家疫情相比，却存在明显的偏见．此
外，我们注意到西方媒体在报道疫情情况严重的美
国时，新闻集的情感分布、重复新闻的比例等新闻特
征与其他国家有明显差别．

在我们目前的工作中，分析了中西方媒体报道
各国疫情新闻集中的情感、数量、重复率等信息，除
此之外，中西方媒体对不同国家疫情关注的热点问
题，新闻的真实性，以及新闻中的谣言检测都是值得
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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