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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中国跨国企业的典型代表华为公司为研究对

象ꎬ 通过统计和总结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墨西哥主流媒体 «宇宙

报» 的涉 “华为” 报道特征ꎬ 考察拉美地区这一重要媒体在当前

复杂情况下建构的华为企业形象及其同中国国家形象的关联性ꎮ 研

究发现ꎬ 尽管在高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下ꎬ «宇宙报» 建构的

华为企业形象总体上仍是中立偏正面的ꎮ 这一结果首先得益于华为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国际化战略ꎬ 但更重要的是华为高度重视

企业形象塑造ꎬ 加强与当地媒体和公众的互动ꎬ 且主动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ꎬ 努力获得当地的 “社会许可”ꎮ 跨国企业是国家形象的海

外代言人和直接体现者ꎬ 华为形象的塑造从客观上有助于中国国家

形象的海外构建ꎮ 随着中拉务实合作不断扩大ꎬ 华为的经验无疑为

其他拉美中资企业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ꎬ 或将激励其坚持科技创

新、 增强企业形象的对外传播意识、 努力践行企业社会责任ꎬ 以及

巧用 “第三方” 讲好中国企业故事等ꎬ 进而促进中国向负责任的

全球创新领导者形象转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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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美国对中国发动 “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

战”①ꎬ 华为公司作为全球 ５Ｇ 产业的核心引领者首当其冲ꎬ 随后被美国商务

部列入管制 “实体清单”ꎮ 自此ꎬ 华为公司成为中美贸易争端的焦点ꎬ 暴露

于世界舆论的 “镁光灯” 下ꎮ 本文拟就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ꎬ 拉美主流媒

体对华为公司的报道以及华为如何建构自身的企业形象展开分析和讨论ꎬ
借以为其他拉美中资企业提供某种镜鉴ꎮ 之所以选取墨西哥媒体作为研究

对象ꎬ 主要基于如下三点考虑ꎮ 首先ꎬ 拉美是新兴经济体最集中的地区之

一ꎬ 近年来中拉合作升级给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带来巨大机会ꎬ
华为成为整个拉美地区获得 ４Ｇ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最多的企业ꎮ 其次ꎬ 墨西

哥是华为在拉美地区总部所在地ꎬ 也是华为在拉美的地区技术中心、 服务

中心和生产中心ꎮ 最后ꎬ 墨西哥同美国有着强烈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联系ꎬ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美贸易争端的利益相关者ꎮ 墨西哥主流媒体如何报

道处于这场争端浪尖上的华为公司ꎬ 无疑是华为企业形象的最佳检验场ꎮ
此外ꎬ 这种视角还能见微知著ꎬ 透过墨西哥观测华为公司在整个拉美地区

的企业形象建构ꎮ

一　 华为形象的媒体建构: «宇宙报» 涉 “华为” 报道特征分析

«宇宙报» 创刊于 １９１６ 年ꎬ 是墨西哥历史最悠久的全国性日报ꎬ 以报道

贸易消息著称ꎮ 根据墨西哥国家印刷媒体注册机构 ( Ｐａｄｒóｎ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Ｍｅｄｉｏｓ Ｉｍｐｒｅｓｏｓ) 的最新统计ꎬ «宇宙报» 平均期印数为 １３ ３４ 万份ꎬ 是墨西

哥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ꎮ 与此同时ꎬ «宇宙报» 还积极探索和推进传统纸媒

向数字化方向发展ꎬ 其网络版访问量在墨西哥位居第一②ꎬ 被评为墨西哥最受

欢迎的报纸ꎮ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为研究设定取样

的时段ꎬ 据此在墨西哥 «宇宙报» 上采集到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与 “华为”
相关的有效新闻样本 ２３５ 篇ꎬ 并着重从报道的规模与体裁、 版面分布、 消息

来源、 倾向性、 受众反馈等方面分析 «宇宙报» 的报道特征及其影响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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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道的规模与体裁

«宇宙报» 对华为给予了高度关注ꎬ 相关报道在时间与数量上呈现出事件

集中、 过程持续的特点ꎮ 同时ꎬ 在体裁上以篇幅较短小的消息为主ꎬ 重在传

达信息ꎬ 力求及时而全面ꎮ 图 １ 是参考时段 ２３ 个月期间ꎬ «宇宙报» 涉 “华
为” 报道数量按照时间 (月份) 的分布情况ꎮ 从图中可以发现ꎬ 第一个报道

高潮出现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围绕 “华为” 和 “美国” 主题正面展开的相关报

道共有 ２６ 篇ꎬ 报道主题主要指向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 加拿大警方应美国政府

司法互助即两国间引渡协议的要求ꎬ 对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

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实施逮捕ꎮ 第二个报道高潮则出现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单月报

道数量在这个月达到峰值 (６４ 篇)ꎬ 这主要是因为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美国商务

部工业和安全局 (ＢＩＳ) 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为由ꎬ 宣布将华为及 ７０ 家关联

企业列入出口管制 “实体清单”ꎬ 全面禁止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和美国公司向华

为销售产品ꎮ 从图 １ 可以清楚地看到ꎬ 除上述 ２ 个月份以外ꎬ 还有 ６ 个月份的

报道数量超过平均数 (约 １０ ２２ 篇)ꎬ 且主要都集中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之后ꎮ 由此

可见 «宇宙报» 将美国对华为实施禁令视作重大事件进行集中报道ꎬ 并在长达

半年的时间里持续跟进ꎬ 足以反映出 «宇宙报» 对该事件的关注程度之高ꎮ

图 １　 «宇宙报» 涉 “华为” 报道的时段与数量分布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绘制ꎮ

此外ꎬ 笔者还将报道篇幅按 ５００ 个词以下、 ５００ ~ １０００ 个词、 １０００ ~ １５００
个词以及 １５００ 个词以上为标准分为短篇、 中篇、 中长篇以及长篇四类ꎬ 并对

全部 ２３５ 个报道样本进行统计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 «宇宙报» 涉 “华为” 报道以

短篇为主 (占比 ６２ ９８％ )ꎬ 中篇为辅 (占比 ２６ ８１％ )ꎬ 中长篇 (占比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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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６６％ ) 和长篇 (占比 ２ ５５％ ) 报道较少ꎮ 对相关报道的体裁考察发现ꎬ
«宇宙报» 涉 “华为” 报道的体裁类型相对比较单一ꎬ 以消息为主ꎬ 评论为

辅ꎬ 有少量的特稿ꎮ 从图 ２ 可以看出ꎬ 消息是涉 “华为” 报道中最主要的体

裁类型ꎬ 占比 ７７ ０２％ ꎮ 这类体裁的报道文字简明扼要ꎬ 篇幅短小ꎬ 通常不会

深入挖掘事件的根源及相关问题ꎬ 但讲求信息的时效性与客观性ꎬ 着重于及

时、 快速地发布和传播最新的事实ꎮ 此外ꎬ 值得注意的是ꎬ «宇宙报» 中还有

３ ８３％的报道以特稿为体裁ꎬ 如 «这就是深圳: 诞生出华为的中国城市» «谁
是孟晚舟? 华为首席财务官被捕导致中美紧张局势加剧» «华为究竟是一家怎

样的公司? 华为为什么会卷入争端?» 等ꎬ 都是以较长篇幅ꎬ 通过深入、 详尽

的叙事ꎬ 将事态信息、 情态信息、 意态信息多层次地展现给读者ꎮ 相较于消

息类报道ꎬ 新闻特稿更强调可读性和故事性ꎬ 通常情况下ꎬ 作为特稿的题材

需要在热点、 深度、 争议、 关切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ꎮ «宇宙报» 以文

学性较强的特稿形式对华为进行深度报道ꎬ 一方面反映出华为是热点事件ꎬ
在墨西哥乃至整个拉美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ꎬ 能够满足读者的求知欲和好

奇心ꎻ 另一方面ꎬ 也说明墨西哥乃至拉美舆论在华为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并

没有 “一边倒”ꎬ 能够引发公众的广泛讨论ꎮ

图 ２　 «宇宙报» 涉 “华为” 报道的体裁分布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绘制ꎮ

(二) 报道的版面分布

从内容结构来看ꎬ «宇宙报» 倾向从 “科技” 和 “商业” 角度对华为进

行报道ꎬ “华为” 的企业形象与上述两个议题呈现出高相关性ꎮ 如图 ３ 所示ꎬ
在参考时段 ２３ 个月期间ꎬ 科技版是刊发 “华为” 报道最为集中的部分ꎬ 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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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样本总量的 ４４ ２６％ ꎻ 其次是财经版和国际要闻ꎬ 所占比重分别为 ２６ ８１％
和 ２４ ６８％ ꎮ 众所周知ꎬ 自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以来ꎬ 中美贸易争端已由设置国际贸

易壁垒逐渐升级为 ５Ｇ 时代的大国博弈ꎬ 美国动用举国之力封杀华为的系列事

件是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案例ꎮ 尽管国际关系、 国家竞争

等政治和社会因素对华为的影响日益突出ꎬ 但从图 ３ 可以明显地看出ꎬ «宇宙

报» 有关 “华为” 的报道仍主要分布在科技版及财经版ꎬ 充分反映了墨方最

为关注的内容焦点ꎮ 此外ꎬ 对墨西哥媒体和受众而言ꎬ 鉴于 “华为” 报道属

于具有全球重大影响力的涉外事件ꎬ 因此也频繁出现在国际要闻版ꎮ

图 ３　 «宇宙报» 涉 “华为” 报道的版面分布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绘制ꎮ

(三) 报道的消息来源

从信源分布上来看ꎬ «宇宙报» 涉 “华为” 报道的消息来源以外媒为主ꎬ
尤以英国媒体为甚ꎬ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墨西哥媒体在华为问题上与英方立

场有所趋同ꎮ “拉美文化本质上是在其殖民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 西

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混合文化ꎬ 或者说ꎬ 拉美是一个主要受西方思想和价

值观主导的地区ꎮ” “由于长期受到西方媒体的深刻影响甚至支配ꎬ 拉美媒体

总体上对西方媒体存在着信源依附ꎮ”① 事实上ꎬ 表 １ 的数据也充分地反映出

这一特征ꎬ «宇宙报» 有关 “华为” 的新闻报道中有 １３０ 条来自以西欧和美国

为主的 “始终的新闻制造者”ꎬ 占全部样本数量的 ５５ ３２％ ꎮ

—０２—

① 郭存海: «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 拉美的视角»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５５ － ５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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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宇宙报» 涉 “华为” 报道的消息来源

信源分布 基本介绍 消息数量

英国广播公司 (ＢＢＣ Ｎｅｗｓ)
英国广播公司旗下负责新闻节目的专门机构ꎬ 总部位
于英国伦敦ꎮ

４０

路透社 (Ｒｅｕｔｅｒｓ) 全球三大多媒体新闻通讯社之一ꎬ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ꎮ ３１

埃菲社 (ＥＦＥ)
西班牙半官方性质通讯社ꎬ 既是西班牙最大的通讯社ꎬ
同时也是西班牙语世界影响力最大的通讯社ꎬ 总部位
于西班牙马德里ꎮ

２４

法新社 (ＡＦＰ)
法国最大的通讯社ꎬ 同时也是仅次于美联社和路透社
的世界第三大通讯社ꎬ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ꎮ

２２

墨西哥国家通讯社 (Ｎｏｔｉｍｅｘ) 隶属墨西哥内政部ꎬ 总部位于首都墨西哥城ꎮ ６

美联社 (ＡＰ) 世界最大的通讯社ꎬ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ꎮ ５

秘鲁 «商报» (Ｅｌ Ｃｏｍｅｒｃｉｏ)
秘鲁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ꎬ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
的西班牙语报纸之一ꎬ 总部位于秘鲁利马ꎮ

２

合计 １３０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绘制ꎮ

值得指出的是ꎬ 通常情况下ꎬ “拉美媒体在国际新闻甚至国内重大政治经

济事件的报道中ꎬ 有一个被称为 ‘北上南下’ 的传统ꎬ 即使是发生在拉

丁美洲内部的事件ꎬ 也会由北美强势媒体先发布传媒产品ꎬ 然后当地主流媒

体再以类似的观点进行二次加工”①ꎮ 但通过表 １ 我们注意到ꎬ 在来自外电报

道的 １３０ 条样本中ꎬ 有 ７１ 条 (占比 ５４ ６２％ ) 出自英国媒体ꎬ 而来自美国乃

至世界最大通讯社美联社的报道仅有 ５ 条 (占比 ３ ８５％ )ꎮ 相较于美国以

“国家安全威胁” 为由对华为进行强力封杀ꎬ 同为 “五眼” 情报同盟成员的

英国尽管也收到了来自美国政府最严厉、 最直接的威胁ꎬ 但经过政治、 经济

及技术等方面利弊的反复权衡后ꎬ 无论是特蕾莎梅政府还是约翰逊政府都

表现出不同于美方的态度ꎬ 即试图在完全禁止和完全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５Ｇ 网

络建设之间寻找平衡ꎬ 最大限度地以技术手段缓解对华为在政治与安全方面

的担忧②ꎮ 鉴于此ꎬ 英国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在价值取向上也多以中立为主ꎮ
在此背景下ꎬ 拉美媒体在涉 “华为” 报道中一改对北美强势媒体的追随ꎬ 大

—１２—

①

②

万戴: «微观视角的中拉媒体传播———拉美社会的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与传播效果的文本研

究»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２７ 页ꎮ
参见刘晋: «英国对华为参与 ５Ｇ 建设的立场及其走势»ꎬ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ꎬ ２０１９ 年６

月 １０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ｉｓ ｏｒｇ ｃｎ / ｙｊｃｇ / ｘｓｌｗ / ２０２００７ / ｔ２０２００７１０＿ １０１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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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援引来自英国广播公司、 路透社等英国通讯社的报道ꎬ 在内容和倾向上与

所参照的媒体信息呈现出高度的趋同ꎮ 事实上ꎬ “即便是来自于外电的新闻信

息ꎬ 同样是经由报纸 ‘把关人’ 选择、 编排的结果ꎬ 属于报纸自身的媒体议

程的一部分ꎮ”① 因此ꎬ «宇宙报» 涉 “华为” 报道的信源分布在一定程度上

也反映出拉美主流媒体在华为问题上对英方立场的基本认同ꎮ
(四) 报道建构及其倾向性

通过对全部报道样本进行内容分析可以发现ꎬ «宇宙报» 在有关 “华为”
的报道中ꎬ 新闻议题设置相对固定ꎬ 引语使用上注意平衡多方意见ꎬ 总体价值倾

向以中立为主ꎬ 对华为在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和承担的角色多持积极肯定态度ꎮ

图 ４　 «宇宙报» 涉 “华为” 报道中的关联议题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绘制ꎮ

首先ꎬ 从报道中心化程度来看ꎬ 以 “华为” 为报道主题的有 １５３ 篇ꎬ 约

占 ６５ １１％ ꎮ 以 “华为” 为次要讨论主题的有 １８ 篇ꎬ 约占 ７ ６６％ ꎬ 这类报道

的中心议题并非 “华为”ꎬ 但将 “华为” 作为强关联信息ꎬ 以背景或参照的

形式提及ꎬ “华为” 内容比例大致占全篇的 １ / ３ ~ １ / ２ꎮ 另有部分报道 (占比

２７ ２３％ ) 仅仅是在报道其他新闻事件时提及 “华为”ꎬ 作为主要叙事的补充ꎬ
有的甚至以一句话带过ꎮ 对涉及 “华为” 但非 “华为” 主题的 ８２ 篇报道进行

相关性分析 (如图 ４ 所示) 发现ꎬ 在这些报道中ꎬ 尽管 “华为” 不是主要叙

—２２—

① 康秋洁著: «拉美媒体看中国: 墨西哥 ‹改革报› 中国报道研究»ꎬ 北京: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１３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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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对象ꎬ 但通常会在有关 “中美争端” “５Ｇ” “手机生产商” 以及 “中国制

造与中国企业” 等议题的讨论中被频繁提及ꎮ 鉴于 “华为” 与上述议题的高

度关联ꎬ 可以初步勾勒出墨西哥主流媒体对华为的基本定位: 中美贸易争端

中的 “核心关切”ꎬ ５Ｇ 领域的重要参与者ꎬ 全球知名的中国智能手机厂商ꎮ
为进一步分析 «宇宙报» 涉 “华为” 报道的立场与态度ꎬ 笔者以新闻报

道的内容和语气会使受众对 “华为” 做何种价值判断为标准ꎬ 将每篇报道归

为 “积极” “中立” 或 “消极” 三类ꎮ 对 «宇宙报» ２３５ 篇报道的统计分析

发现ꎬ 绝大多数的报道都呈中立倾向ꎬ 占比高达 ７４ ９％ ꎮ 这类报道以事件叙

述为主ꎬ 内容上注意平衡多方观点ꎬ 语气上无明显的倾向ꎬ 受众根据报道所

提供的信息难以对华为公司产生明确的价值判断ꎮ 此外ꎬ 还有 ２１ ７％ 的报道

为积极报道ꎬ 消极报道仅占 ３ ４％ ꎮ 为更加准确地了解墨西哥媒体在有关 “华
为” 的报道中对新闻议题的运用及其倾向性和使用频率ꎬ 笔者对以 “华为” 为

核心主题的 １５３ 篇报道进行统计分析ꎮ 如表 ２ 所示ꎬ 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ꎬ «宇
宙报» 以 “华为” 为主题的报道主要分布在 ５ 个不同的新闻议题ꎬ 出现次数最

多的三大议题分别为: “美国及其盟友对华为采取的行动” (３６ ６％)ꎬ “对华为

的描述” (２８ ７６％) 以及 “华为公司对美国制裁的态度与回应” (２４ １８％)ꎮ

表 ２　 «宇宙报» 涉 “华为” 报道的新闻议题与倾向性

新闻议题
报道中对 “华为” 的立场与态度

积极 中立 消极 百分比 (％ )

对华为的描述 (包括公司介绍、
产品描述、 营销活动描述等)

２５ １７ ２ ２８ ７６

美国及其盟友对华为采取的行动 ６ ５０ ０ ３６ ６０

华为公司对美国制裁的态度与回应 ５ ３２ ０ ２４ １８

中国政府对美国制裁的态度与回应 ０ ６ ０ ３ ９２

其他各方对美国制裁与华为的态度与反应 ６ ３ １ ６ ５４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绘制ꎮ

研究发现ꎬ 墨西哥媒体对 “华为” 报道的新闻议题相对固定ꎬ 有

７１ ２４％的报道都将 “华为” 放在美国或中美关系的语境中进行报道ꎮ 新闻事

实主要包括美国政府对华为实行各种限制措施ꎬ 华为公司、 中国政府以及国

际社会对此态度与回应等ꎮ 其中ꎬ 中立报道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倾向的报道ꎮ
这再次说明ꎬ 在涉及中美关系的议题上ꎬ 墨西哥媒体始终十分谨慎地保持着

中立立场ꎮ 事实上ꎬ 这种中立的价值倾向与墨西哥对中美两国的态度高度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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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ꎮ 根据拉美著名民调机构 “拉美晴雨表” (Ｌａｔｉｎｏｂａｒóｍｅｔｒｏ) ２０１５ 年以来的

民调数据ꎬ 中美两国在墨西哥的正面认知程度相当ꎬ 分别为 ５９ ５５％ 和

５９ ３３％ ①ꎮ 与此同时ꎬ 鉴于华为公司已经成为中美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之一ꎬ
墨西哥媒体基于本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及其国家利益ꎬ 报道时以事件陈述

和情况推进为主ꎬ 尽力避免带有主观性的批判分析ꎮ
此外ꎬ 如前文所述ꎬ 墨西哥媒体对 “华为” 的报道总体上以中立价值倾

向为主ꎬ 但唯一例外的是有关 “华为描述” 的议题ꎮ 其中ꎬ 积极倾向的报道

占总数的 ５６ ８２％ ꎬ 远高于中立 (３８ ６４％ ) 和消极 (４ ５４％ ) 倾向的报道ꎬ
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积极取向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 在这些报道中ꎬ 绝大多数

(８４％ ) 都是从科技角度对华为进行解读和评价ꎬ 尤其是在美国禁令影响下ꎬ
华为公司自主研发的鸿蒙操作系统、 麒麟 ９９０ ５Ｇ 手机芯片等引起了墨西哥媒

体和民众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ꎮ 由此说明ꎬ 就墨西哥乃至拉美市场而言ꎬ
华为品牌在技术标准、 产品质量等方面不仅具备较高的知名度ꎬ 还享有一定

的美誉度ꎮ 不同于美国媒体自中美贸易争端发生以来ꎬ 对华为报道的重心由

商业和经济角度迅速转向政治和国家关系②ꎬ «宇宙报» 从科技角度出发ꎬ 对

于华为企业形象的正面建构十分明显ꎮ
在引语使用情况方面ꎬ 笔者通过梳理全部样本ꎬ 将引语来源分为以下 ７

种类型: 华为官方、 中国政府、 美国政府、 美国企业、 专业人士、 公众以及

其他国家政府或企业ꎬ 不同类型引语来源占比情况如图 ５ 所示ꎮ 其中ꎬ 同一

篇报道中同一类型的引语来源反复出现只计作一次ꎮ
从图 ５ 不难看出ꎬ «宇宙报» 总体上呈现出平衡多方意见的特征ꎬ 这再次反

映出墨西哥媒体在涉及中美冲突相关事件的报道中十分注意各方立场的平衡和

印证ꎬ 尽可能地保证报道的客观性ꎮ 具体而言ꎬ 占比第一的引语来源来自经济、
科技、 媒体等各领域的专业人士 (３１ ４１％)ꎬ 华为官方 (２６ ２８％) 的声音则作

为第二引语来源ꎮ 同时ꎬ 鉴于拉美企业文化尤其强调企业家的典范作用③ꎬ 来自

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 (Ｒｅｎ Ｚｈｅｎｇｆｅｉ)、 副董事长徐直军 (Ｅｒｉｃ Ｘｕ)、 华为终端

—４２—

①

②

③

简单平均数由笔者根据拉美晴雨表 (Ｌａｔｉｎｏｂａｒóｍｅｔｒｏ)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数

据计算得出ꎮ
参见左铭瑶: «美国媒体报道中华为企业形象转变研究»ꎬ 载 «现代营销 (经营版)»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７９ － ８０ 页ꎮ
参见张贯之、 张芯瑜: «浅谈 “拉美式” 历史文化与拉美企业文化———以巴西石油公司为

例»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６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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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及消费者 ＢＧ ＣＥＯ 余承东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Ｙｕ)、 华为公司首席法务官宋

柳平 (Ｋａｒｌ Ｓｏｎｇ) 等华为高层领导的公开讲话被频繁引用ꎮ

图 ５　 «宇宙报» 涉 “华为” 报道的引语使用情况

注: 专业人士包括经济、 科技、 媒体等各领域机构代表或专家学者ꎮ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绘制ꎮ

(五) 报道的受众反馈

最后ꎬ 本文对 «宇宙报» 涉 “华为” 报道中的受众反馈进行分析和探

讨ꎬ 以期进一步了解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墨西哥媒体所建构的华为公司形象

及其映射的中国国家形象在当地受众中产生了何种影响ꎮ 研究发现ꎬ 不同于

新闻报道本身ꎬ 受众反馈中通常不会将 “华为” 作为中心内容ꎬ 而是由此展

开并延伸至有关中国国家形象以及中墨关系的讨论ꎮ 在价值取向的数量对比

中ꎬ 以消极或积极倾向的评论为主ꎬ 中立倾向的评论相对较少ꎻ 同时ꎬ 受众

的立场倾向表达更加直接和尖锐化ꎮ
具体而言ꎬ 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 «宇宙报» 涉 “华为” 的 ２３５ 篇报道总

计收到了 ２７３ 条有效评论ꎬ 根据其主题大致可分为经济、 政治、 科技和社会 ４
类ꎮ 通过分析受众的反馈可以发现ꎬ 一方面ꎬ 墨西哥乃至拉美民众对企业个

体的认知很容易上升为对中国国家的整体认知ꎬ 例如直接用 “中国手机” 代

指 “华为手机”ꎮ 另一方面ꎬ 在 “新殖民主义” 和 “东方主义” 等偏见思维

方式的影响下ꎬ 部分民众很容易将中国想象成一个对他国进行经济、 资源掠

夺和剥削的东方专制帝国ꎬ 并将这种负面刻板印象投射到对中国企业的态度

中ꎬ 例如部分民众偏见地认为华为 ５Ｇ 设备最终将被中国政府用于窃听与监

控ꎬ 继而成为中国 “操纵” 他国的工具ꎮ
事实上ꎬ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广泛应用ꎬ 普通公民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新

媒体这一开放式平台参与公共事务ꎬ 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单向信息传播模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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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ꎬ 使得信息传播能够真正实现双向互动ꎮ① 需要注意的是ꎬ Ｗｅｂ ２ ０ 时代的

网络舆论更易于聚合ꎬ 从而产生强大的社会影响力ꎬ 但由于网络舆论不可避

免地存在着参与过程无序、 网络诚信缺位等局限性ꎬ 使得各种理智的和非理

智的成分相互混杂ꎬ 中立的和极端的立场相互碰撞ꎮ 这给中国企业与国家海

外形象建设带来了重要挑战ꎮ

二　 华为企业形象的自我建构: 华为何为?

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ꎬ 纵使在中美贸易争端激烈的背景下ꎬ 墨西哥主流

媒体 «宇宙报» 上呈现的华为形象也并非如通常想象的那样负面ꎬ 相反却展现

了华为作为中国企业的科技魅力ꎮ 华为以科技创新引领全球 ５Ｇ 发展ꎬ 不仅树立

了 “以技服人” 的良好企业形象ꎬ 而且还成为 “国家名片” 和中国海外形象建

构的重要行为体ꎮ 华为何以能够 “大雪压青松ꎬ 青松挺且直”ꎬ 始终在墨西哥乃

至拉美地区保持坚挺的企业形象? 笔者认为主要源于华为公司以下作为ꎮ
(一)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国际化战略

对 «宇宙报» 的报道分析表明ꎬ 尽管美国多次以 “安全问题” 为由游说

并向其他国家施压ꎬ 呼吁加入美国 “封杀” 华为 ５Ｇ 的行列ꎬ 但墨西哥媒体在

涉 “华为” 的报道中仍试图寻找一条中间路径ꎬ 即强化从科技角度对华为进

行解读和评价ꎬ 同时避免过多触及政治议题ꎮ 综合来看ꎬ «宇宙报» 塑造的华

为企业形象总体上是中立偏正面的ꎮ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ꎬ 在政治与技术、 经

济之间ꎬ 墨西哥媒体及其受众对华为的政治关切相对退居其次ꎬ 这也充分地

反映出在数字经济时代ꎬ 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技术理性而非政治意识形态的角

度对跨国企业的形象作出评价和判断ꎮ
就拉美而言ꎬ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数据ꎬ 拉美有 ７２％ 的受

访民众都表示羡慕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②ꎮ «中国企业海外形象调查报告

２０１９拉美版» 中也显示有 ５９％的受访者提出最想了解中国企业在科学技术

创新方面的信息ꎬ 对中拉在科技创新尤其是信息技术领域的合作给予了高度

—６２—

①

②

参见齐亚宁: «公民新闻对社会舆论产生的影响»ꎬ 中国社会科学网ꎬ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ｓｎ ｃｎ / ｘｗｃｂｘ / ｘｗｃｂｘ＿ｘｗｌｌ / ２０１４０６ / ｔ２０１４０６１８＿１２１６２７６ ｓｈｔｍｌ?ＣＯＬＬＣＣ ＝２８６５１５７５９５＆[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１]

参见郭存海: «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 拉美的视角»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５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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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ꎮ① 而华为作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杰出代表ꎬ 随着其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

的竞争中跻身第一阵营并成为 ５Ｇ 时代的技术领跑者ꎬ 无疑最能够满足广大拉

美民众对于当下中国科技创新的认知需求ꎮ 但与此同时ꎬ 基于 «宇宙报» 受

众的反馈内容ꎬ 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ꎬ 拉美仍有部分民众将 “中国制造”
贴上低质廉价、 抄袭剽窃等群体负面标签ꎮ 当然ꎬ 这与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

对外文化传播往往过多依赖传统有关ꎻ 而事实上ꎬ 外国民众更关注当下的中

国及其最新发展ꎬ 比如新的科技和创新ꎮ②

(二) 重视企业形象的对外传播ꎬ 加强与当地媒体和公众的互动

基于对 «宇宙报» 涉 “华为” 报道的分析还可以发现ꎬ 该报对华为方面

言论的重视程度较高ꎮ 这客观上有利于华为增强对外传播的话语权ꎬ 帮助其

塑造一个全面、 立体的华为形象ꎮ 事实上ꎬ 华为能够做到 “话语权的自觉”ꎬ
与其长期的品牌塑造与全球传播策略密不可分ꎮ

第一ꎬ 过往的研究表明ꎬ “大部分中资企业都有意愿通过加强海外软传播

来提升形象ꎮ 但由于缺乏专业机构的指导ꎬ 缺乏专业人才的支撑等ꎬ 导

致不知道对谁传播、 传播什么内容以及采用何种传播方式ꎮ”③ 但华为公司提

供了一个例外ꎬ 其专门建立了公共及政府事务部ꎬ 拥有专业化的公共关系队

伍ꎬ 主要负责制订和执行公共关系业务策略ꎬ 建设和维护全球媒体渠道ꎬ 通

过舆情研判与企业声誉管理ꎬ 力求在东道国建立起和谐、 健康的商业生态

环境ꎮ
第二ꎬ 华为积极适应并融入拉美当地文化ꎬ 整合舆论资源ꎬ 主动及时发

声ꎮ 在 «宇宙报» 涉 “华为” 报道中ꎬ 华为官方的声音被频繁引用ꎬ 成为第

二引语来源ꎮ 观察这些言论可以发现ꎬ 面对美国政府对这家中国企业的全面

遏制和封杀ꎬ 华为官方的回应尽力淡化 “中国企业” 的身份ꎬ 避免以极富情

感宣泄的话语传播方式来煽动民族主义ꎮ 同时ꎬ 华为充分尊重拉美企业 “重
契约ꎬ 轻感情”④ 的文化特点ꎬ 从法律角度出发ꎬ 既回击美方质疑ꎬ 理智捍卫

自身正当权利ꎻ 又突出合规管理和合规文化等公司软实力ꎬ 努力塑造起一个

—７２—

①

②

③
④

参见徐豪: « ‹中国企业海外形象调查报告 ２０１９拉美版› 发布 拉美民众对中国互联网行业

认知度最高»ꎬ 载 «中国报道»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５２ － ５３ 页ꎮ
参见郭存海: «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 拉美的视角»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５６ 页ꎮ
张蒽: «提升中资企业海外软传播能力的思考»ꎬ 载 «开放导报»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４３ 页ꎮ
张贯之、 张芯瑜: «浅谈 “拉美式” 历史文化与拉美企业文化———以巴西石油公司为例»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６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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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 遵守各类政策法规及国际惯例的全球化企业形象ꎬ 力求获得墨西哥

乃至拉美社会和民众的广泛认可ꎮ 事实证明这一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ꎮ 根

据品牌研究机构 ＭＢＬＭ 最新发布的 «２０２０ 年墨西哥品牌亲密度报告»ꎬ 华为

排名首次进入前十名ꎬ 也是唯一一家上榜的中国品牌ꎮ① 此外ꎬ 华为还深度融

入和扎根当地文化ꎬ 在墨西哥制作的 «Ｈｕａｗｅｉ Ｍａｔｅ２０ ＡＩ» 荣获墨西哥 ２０１９
年艾菲广告奖金奖ꎬ 用当地受众 “听得懂” “愿接受” 的方式增进企业与消

费者之间的情感纽带和文化认同ꎬ 有助于建立起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ꎮ
第三ꎬ 华为充分发挥社交媒体的优势ꎬ 增进与媒体和公众的互动ꎮ 华为下设

专门化部门深耕社交媒体ꎬ 灵活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交互优势ꎬ 及时开展危机公关ꎬ
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ꎮ 就拉美地区而言ꎬ 华为在主流社交网

站推特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上开设西班牙语的官方企业账号 Ｈｕａｗｅｉ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éｒｉｃａ (华为拉

美) 和 Ｈｕａｗｅｉ Ｍｏｂｉｌｅ Ｍｘ (华为手机 墨西哥)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 两个账号分

别拥有 ６ １ 万和 １８ ６ 万关注者ꎬ 总计分别发布推文 ０ ４８ 万和 ２ ２ 万条ꎮ 研究发

现ꎬ «宇宙报» 中部分华为官方的声音就引自于此ꎮ
(三) 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ꎬ 努力获得当地的 “社会许可”
企业社会责任一般包括经济责任、 法律责任、 伦理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

四大层次ꎮ 基于对 «宇宙报» 涉 “华为” 报道的分析ꎬ 可以发现华为在墨西

哥媒体上着重展示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法律责任ꎬ 即强化企业自律ꎬ 严格合规

运营ꎬ 在受墨西哥当地政策法规约束的同时也善于以法律手段维护企业正当

合法权益ꎬ 但对企业在其他方面的社会责任形象的树立与传播不够鲜明ꎮ
事实上ꎬ 在经济责任方面ꎬ 目前华为在拉美地区已建立起三大供应中心、

三大培训中心以及一个全球服务中心ꎮ 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４ 年ꎬ 华为墨西哥公司

的本地员工聘用率高达 ９０％ ꎬ 不仅没有挤占当地民众的就业机会ꎬ 还间接为

墨西哥城创造了 ５０００ 个工作岗位ꎬ 实现纳税 １ 亿美金以上ꎮ② 在伦理道德和

慈善公益责任方面ꎬ 华为在拉美主要通过 “未来种子” 项目和 “ ＩＣＴ 学院”
帮助培养当地信息与通信技术人才ꎮ 目前ꎬ 华为已在 ８ 个拉美国家启动了

“未来种子” 项目ꎬ 通过给拉美年轻人提供赴中国访问和学习的机会ꎬ 推动知

识传播ꎬ 使更多的拉美年轻人在了解通信科技发展趋势的同时ꎬ 也更加了解

—８２—

①

②

Ｐａｌｏｍａ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ꎬ “ＭＡＲＣＡＳ ｑｕｅ Ｃｏｎｅｃｔａｎ ｃｏｎ ｅｌ Ｃｏｎｓｕｍｉｄｏｒ ＭＢＬＭ Ｍéｘｉｃｏꎬ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 ｓｕ Ｂｒａｎｄ
Ｉｎｔｉｍａｃｙ Ｓｔｕｄｙ ２０２０”ꎬ Ｃｏｎｅｘｉóｎ ３６０ꎬ ｍａｒｚｏ ６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ｅｘｉｏｎ３６０ ｍｘ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１２]

参见 «华为靠什么在墨西哥立足: 本土化经营当地员工占 ９０％ »ꎬ 海外网ꎬ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ｍ ｈａｉｗａｉｎｅｔ ｃｎ / ｍｉｄｄｌｅ / ３４５７９６ / ２０１５ / ０５２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８７８０１０１＿ 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０２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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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ꎮ 就墨西哥而言ꎬ 华为积极响应当地政府的数字化社区发展战略ꎬ 自

２０１５ 年起开始与墨西哥公共教育部合作ꎬ 从墨西哥公立大学中选拔学生参加

“未来种子” 项目ꎮ 在参加首届 “未来种子” 项目的 １３ 名学生中ꎬ 有 ３ 名已

加入华为并作为内部宣传大使ꎬ 宣传 “未来种子” 项目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

活ꎮ 同时ꎬ 还通过 “启航未来” 等项目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信息与通信技术

专业优秀学生给予更多的培训机会ꎮ① 此外ꎬ 华为还与墨西哥十几所大学合作

建立了 “学院”ꎬ 通过技术培训为当地学生提供华为信息与通信技术专业认

证ꎬ 近十年来已培养了 １ 万多名本地信息与通信技术专业人才ꎮ②

可见ꎬ 华为在拉美地区十分重视履行社会责任ꎬ 以促进企业与当地社会

的联动和可持续发展ꎮ 不过ꎬ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不足ꎬ 在 «宇宙报»
涉 “华为” 报道的受众反馈中ꎬ 诸如 “中国企业冲击墨西哥本国经济” “中
国企图 ‘操纵’ 墨西哥” 等对华偏见依然存在ꎮ

三　 华为的企业形象建构对拉美其他中资企业的启示

纵使在中美贸易争端的复杂背景下华为的企业形象仍傲然挺立ꎬ 这既源

于华为以创新为本的企业战略ꎬ 更源于华为主动作为、 积极构建企业形象的

努力ꎮ 华为形象的良好塑造客观上有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构建ꎬ 因为跨

国企业是国家形象的海外代言人和直接体现者ꎮ 华为在拉美主动构建企业形

象的努力为其他拉美中资企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ꎮ
第一ꎬ 坚持开放式科技创新ꎬ 努力以技术立足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拉美

主要国家重新将科技创新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ꎮ 基于此ꎬ 跨国企业

的技术优势对东道国决策的影响力持续扩大ꎬ 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则相对

减弱ꎮ 一方面ꎬ 在拉美的中国企业应当抓住历史机遇ꎬ 面向未来ꎬ 坚持靠技

术和创新取胜ꎬ 逐步摆脱拉美社会对中国企业泛政治化的标签定位ꎮ 另一方

面ꎬ 在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指引下ꎬ 拉美的中国企业还应当树立

利益共享的价值观ꎬ 密切与拉美当地科研机构的沟通合作ꎬ 让更多的伙伴具

—９２—

①

②

参见华为公司网站关于华为与墨西哥政府教育合作项目的介绍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ｕａｗｅｉ ｃｏｍ /
ｃｎ / ａｂｏｕｔ － ｈｕａｗｅｉ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ｗｉｎ － ｗｉｎ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ｓｏｃｉａｌ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ｓｅｅｄｓ － ｆｏｒ － ｔｈｅ － ｆｕｔｕｒｅ /
ｍｅｘｉｃｏ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５]

“Ｒｅｎ Ｚｈｅｎｇｆｅｉ’ｓ 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Ｍｅｄｉａ ｆｒｏｍ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Ｓｐａｉｎ”ꎬ Ｈｕａｗｅｉ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１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ｕａｗｅｉ ｃｏｍ / ｅｎ / ｆａｃｔｓ / ｖｏｉｃｅｓ － ｏｆ － ｈｕａｗｅｉ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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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利用数字技术共同发展的能力ꎬ 充分展示中国企业开放、 透明的 “合作者”
形象ꎬ 在拉美地区构建起更大的朋友圈ꎮ

第二ꎬ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ꎬ 积极展示 “负责任” 的企业形象ꎮ 切实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是提升和改善企业海外形象的重要路径ꎮ 尤其是对于诸如拉美

等新兴市场或发展中地区ꎬ“企业社会责任已提升到与创新同等重要的水

平”①ꎮ 作为中国海外形象的体现者和塑造者ꎬ “走出去” 的中国企业首先应

当严格遵守拉美各国的法律法规ꎬ 这既是跨国企业合规运营的基础和前提ꎬ
也是管控风险、 维护企业自身正当权益的重要手段ꎮ 不仅如此ꎬ 拉美的中国

企业还应当在经济、 慈善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主动承担和履行企业海外社会

责任ꎬ 秉承诚信经营、 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ꎬ 改变以利为重的功利形象ꎮ 同

时ꎬ 注重加强以企业社会责任为方向和主题的主动传播ꎬ 积极展示中国企业

在拉美的履约成果ꎬ 树立 “负责任” 的优秀企业公民形象ꎮ
第三ꎬ 从拉美当地文化出发ꎬ 全面提升企业的对外传播能力ꎮ 首先ꎬ 从传

受关系来看ꎬ 跨国企业海外传播尤其应当注意避免 “以我为主” “自说自话”ꎬ
而是要找准与拉美本地受众利益最密切的相关点ꎬ 充分尊重和考虑其认知逻辑

和思维方式ꎬ 及时有效地回应利益相关方的现实关切ꎬ 以此增强对企业的认同感ꎮ
事实上ꎬ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 “国际化” 都面临着 “来源国劣势”ꎬ 即企业仅仅是

因为来自 “中国” 就会遭遇利益相关国的歧视和打压ꎮ 针对 “来源国劣势”ꎬ 以

华为为例ꎬ 企业及时开展危机公关ꎬ 有意改变围绕 “中国企业” 身份 “以我为

主” 的单向叙事和情感立场ꎬ 通过组织身份变革塑造与来源国形象不同的差异化

身份 (如从 “中国企业” 变革为真正的 “全球化公司”ꎬ 从 “低端产品公司” 变

革为 “高质量产品公司”)ꎬ 进而降低甚至摆脱来源国形象的 “负面印记”②ꎮ
其次ꎬ 从传播的渠道和方式上来看ꎬ “随着近年来拉美国家中产阶级和青

年群体明显扩大ꎬ 拉美已经成为世界网民数量和社交网络用户增长最快的地

区之一ꎮ”③ 借鉴华为的发展经验ꎬ 拉美的中国企业应当充分重视媒体融合ꎬ
在用好属地传统媒体的基础上ꎬ 进一步发挥新媒体平台的有效作用ꎮ 一方面ꎬ

—０３—

①

②

③

张思雪、 林汉川、 唐方成: «创新还是社会责任? ———提升产品海外形象的关键»ꎬ 载 «科学

学研究»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ꎬ 第 １８６８ 页ꎮ
参见杨勃: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国际化双重劣势研究»ꎬ 载 «经济管理»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６７ 页ꎮ
李阳: «拉美媒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中拉媒体合作»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３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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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更多的社交媒体用户关注其品牌和服务ꎬ 以更加开放化、 透明化的姿态建

立起与消费者长期的双向沟通关系ꎮ 另一方面ꎬ 积极关注社交网络上关于其

品牌以及产品的舆论动向ꎬ 识别早期预警信号ꎮ 尤其是在危机事件中ꎬ 应由

专业化公关团队制订统一的媒体传播方案ꎬ 确保对外信息的一致性ꎬ 主动发

出中国企业自己的声音ꎬ 加强对受众的积极引导ꎮ
第四ꎬ 用好中国驻拉美的媒体ꎬ 讲好 “中国企业故事”ꎮ 在对 «宇宙报»

的研究中发现ꎬ 该报有关中国企业华为的报道中有超过半数的样本都来自外

电消息ꎬ 没有一条直接采用中国通讯社或媒体的报道ꎮ 由此可见ꎬ 拉美地区

对中国企业乃至国家形象的认知仍主要依靠国外媒体的 “他塑” 来建构ꎮ 但

事实上ꎬ 仅在墨西哥城实现落地的中国媒体就有新华社拉美总分社、 人民日

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及 «今日中国»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ｙ) 拉美分社等ꎮ 应当清

醒地看到ꎬ 就面向拉美地区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而言ꎬ 尽管中国媒体已经展

现出较为积极主动的姿态ꎬ 但传播效果仍不尽如人意ꎬ 尚未在拉美本土主流

媒体中形成显著影响力ꎬ “自塑” 力量还相对薄弱ꎮ 企业应当与中国驻拉美媒

体加强互动ꎬ 共同努力在拉美地区讲好 “中国企业故事”ꎬ 让中国的企业和媒

体从简单地 “走出去” 转变到 “走进去”ꎬ 全面展示中国企业与国家形象ꎮ
第五ꎬ 巧用 “第三方”ꎬ 构建和传播好拉美中资企业的海外形象ꎮ 研究还

发现ꎬ «宇宙报» 在涉 “华为” 报道时十分注重引用相关领域机构代表和专

家学者的意见ꎮ 以往研究也表明ꎬ “政府官方出面所做的国家形象 ‘宣传’ 往

往不易被认可”①ꎬ 而非政府机构或个人在传达信息和营销积极形象方面往往

能够取得更为理想的效果ꎮ 基于此ꎬ 中国企业要在拉美提高其美誉度和影响

力ꎬ 应积极与一些已经得到拉美乃至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组织或机构展开合

作ꎬ 强化第三方发声ꎬ 借其声誉提升传播效果ꎮ
(责任编辑　 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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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海忠、 李骅熹: «提升 “中国制造” 国际品牌形象的国家战略»ꎬ 载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２０４ 页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