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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英译在英美媒体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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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２０１２ 年“美丽中国”建设的提出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心地位ꎬ不仅丰富和发

展全球治理的理念内涵ꎬ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球在生态环保领域的合作与交流ꎮ 这一政策

的出台迅速得到了外国媒体的关注ꎬ对世界上许多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ꎮ 本文以英美两国媒

体报道为研究对象ꎬ结合语料库与批评话语分析方法考察“美丽中国”英译在英美的传播和接

受ꎮ 研究发现ꎬ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ꎬ英美媒体有关“美丽中国”报道所涉及的话题有同有异ꎬ
但在总体上持积极和中立态度ꎬ在支持该理念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ꎬ也表现出担心和疑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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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建设生态文明ꎬ关系人民福祉ꎬ关乎民族未来ꎮ
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ꎬ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ꎬ努力建设美丽中国ꎬ实现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ꎮ 建设美丽中国就是要按照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ꎬ秉持“既要金山银山ꎬ又要

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ꎮ 中国

梦的实现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ꎬ在发展经济的同

时ꎬ保护好生态环境ꎮ 建设美丽中国ꎬ有利于中国

的长远发展ꎬ也将助推全球可持续发展ꎬ更有助于

实现人类共同的梦想:保护美丽地球、建设绿色家

园ꎮ 地球的呵护需要全人类的努力ꎬ中国的生态文

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对全球生态治理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深远的影响ꎮ 然而ꎬ有些西

方媒体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报道存在“夸大”“混
淆概念”“操纵数字”等特征ꎬ通过新闻报道的强化

与弱化、话语置换与议题转移等策略ꎬ构建了中国

负面的环境形象ꎮ 在西方意识形态滤镜的笼罩下ꎬ
“美丽中国”传播遭遇的政治化歪曲ꎬ其传播之路布

满荆棘ꎬ遭遇诸多阻碍ꎮ 随着“美丽中国”建设的不

断开展ꎬ该术语的跨语传播逐渐被有些西方媒体接

受ꎬ针对“美丽中国”这一兼具政治与生态双重术语

的跨语传播和接受问题ꎬ现有相关研究较为缺乏ꎮ
为此ꎬ本文将以英美两国媒体有关“美丽中国”建设

的新闻报道为基础ꎬ结合语料库方法和批评话语分

析模型ꎬ考察“美丽中国”建设英译在英美主流媒体

中的跨语传播与接受ꎮ
目前ꎬ“美丽中国”这一术语的英译呈现多种形

式和内涵ꎬ采用直译方法的英译如“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Ｃｈｉｎａ’ ｓ Ｂｅａｕｔｙ” “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从意译理解的翻译如 “ Ｃｈａｒｍ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 Ａｍａｚ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Ｗｉｌｄ Ｃｈｉｎａ”ꎮ “Ｗｉｌｄ Ｃｈｉｎａ”ꎬ“Ｗｉｌｄ”有野生

的、自然的含义ꎬ“Ｗｉｌｄ Ｃｈｉｎａ”更侧重于展现中国自

然状态下的美丽风光、野生动植物等自然生态方面

的魅力ꎬ这是中英合拍纪录片«美丽中国»的官方英

文名称ꎬ由中央电视台与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联合

制作ꎬ 强 调 中 国 自 然 生 态 的 原 始 与 多 样 性ꎮ
“Ａｍａｚ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ꎬ“Ａｍａｚｉｎｇ”有令人惊叹、了不起之

意ꎬ“Ａｍａｚ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突出中国令人赞叹的壮丽山

河、伟大成就等ꎬ像央视出品的纪录片«厉害了ꎬ我
的国» 就用了 “ Ａｍａｚ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ꎮ “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强调自然景观与文化传统的双重

魅力ꎬ适合旅游或文化推广ꎮ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这种

译法较为常见和通用ꎬ强调中国景色之美、环境之

美等ꎬ在表述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理念ꎬ如生态文明

建设等情境中经常使用ꎬ例如“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 ( 美 丽 中 国 倡 议 )ꎬ “ Ｇｒ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 以 及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ｈｉｎａ”ꎮ 在政治与政策语境中的翻译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ꎬ对应中国共产党第十

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概念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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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目标ꎬ常见于政策文件和

国际宣传ꎮ 同时ꎬ通过查阅新华社«人民日报»和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海外版)ꎬ 两大主流媒体普遍采用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作为我国对外传播的官方英译ꎮ
本文以“美丽中国”官方英译“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探索

该术语对外传播的内在联系ꎬ以期为我国媒体对外

生态文明思想术语的翻译及传播工作的发展提供

一些参考ꎮ
一、“美丽中国”英译在英美媒体传播与接受

现状

(一)“美丽中国”英译在英美媒体的应用趋势

本文研究以 Ｆａｃｔｉｖａ 全球新闻数据库为主要研

究平台ꎬ以网络新闻语料库(Ｎｅｗ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ｂꎬＮＯＷ
Ｃｏｒｐｕｓ)为目的语参照库ꎬ以“美丽中国”官方英译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为检索项ꎬ提取出时间范围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间的英美两国媒

体报道ꎮ 经过统计ꎬ包含“美丽中国”英译的英美两

国主流媒体新闻报道的数量具体见表 １ꎮ

表 １　 “美丽中国”英译的英美主流媒体报道的应用

美国 英国

媒体
报道

篇数
媒体

报道

篇数

ＰＲ Ｎｅｗｓｗｉｒｅ ２５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 １３

Ｄｏｗ Ｊｏｎｅｓ Ｎｅｗｓｗｉｒｅｓ １５ Ｄａｉ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１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３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９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１２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７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２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６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１０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５

Ｕ－Ｗｉｒｅ ９ ＢＢＣ ４

Ｔｈｅ Ｂｏｓｔｏｎ Ｇｌｏｂｅ ６ Ｔｈｅ Ｓｕｎ ４

其他媒体 １５０ 其他媒体 １０３

合计 ２５２ 合计 １６４

由表 １ 可知ꎬ由于这一新兴理念出现时间不长ꎬ
英国、美国媒体涉及“美丽中国”生态文明新闻报道

的数量较为有限ꎮ 目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

个大国ꎬ两国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在加强ꎮ 相比之

下ꎬ美国媒体比英国媒体更关注“美丽中国”ꎬ特别

是美国主流媒体如 ＰＲ Ｎｅｗｓｗｉｒｅ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还有英

国主流媒体如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ꎬ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ꎬ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等都

有一定数量的新闻报道ꎮ 另外ꎬ从表 １ 可知ꎬ其他媒

体报道的数量占据比例较大ꎬ其他媒体主要是小众

媒体较多包括一些互联网新闻、非主流或地方媒

体、社交媒体等ꎬ可以体现出“美丽中国”传播的媒

体较为多元化、多形式和多模态ꎬ同时反映出“美丽

中国”在英美两国传播非主流媒体多于主流媒体ꎬ
在民间传播较为广泛ꎮ

必须指出ꎬ２０１２ 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ꎬ首次

明确提出“美丽中国”概念ꎬ强调将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ꎮ 我们以这个

时间为起点截至 ２０２４ 年ꎬ提取包含“美丽中国”官

方英译“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的索引行ꎬ对这些英译名的

应用频数进行分析ꎬ并从历时角度考察“美丽中国”
英译在英美主流英文媒体中应用的变化ꎮ 具体情

况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美丽中国”英译在英美媒体新闻报道中的应用变化

从图 １ 可知ꎬ英美两国主流媒体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对含有“美丽中国”
英译的报道在使用频数和发展趋势上呈现出不同

的历时变化特征ꎮ 从共时的角度看ꎬ译名“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在美国媒体报道中的使用频数高于英国ꎬ这
说明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生态建设发展关注度

最高ꎮ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ꎬ美国媒体报道中的使用

频数出现四个不同增长阶段ꎬ即第一阶段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ꎬ第二阶段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ꎬ第三阶段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ꎬ
第四阶段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ꎬ这四个增长高峰期正好对应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四个发展阶段ꎬ分别是 ２０１２
年ꎬ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美丽中国”
概念ꎮ ２０１５ 年ꎬ“美丽中国”建设纳入国家战略ꎬ被
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ꎬ首次成为国家五年计划的核心目标之一ꎮ
２０１７ 年ꎬ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美丽中国”纳入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ꎮ ２０２３ 年ꎬ全面推进阶段ꎬ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明确“今后 ５ 年是美丽中国建

设的重要时期”ꎮ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发布ꎬ细化三阶

段目标ꎮ 由此可见ꎬ中国政策的出台影响美国媒体

新闻报道的频数ꎬ美国媒体一直在关注“美丽中国”
建设的发展情况ꎮ 美国与中国一直在博弈中ꎬ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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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兴概念敏感度一直很高ꎬ自从 ２０１２ 年有关

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政策的密集出台ꎬ都可能引

发国际媒体的关注ꎬ成为媒体报道的触发点ꎮ 这里

要引起关注的是ꎬ２０２４ 年美国媒体新闻报道中的应

用频数达到最高峰ꎬ这期间美国与中国在绿色能源

与产业合作深化和拜登政府在推动绿色经济转型ꎬ
可能触使了美国媒体加大对相关领域的报道ꎮ

反观英国并没有表现出较高的热度ꎬ从图中可

以看出ꎬ英国媒体新闻报道数量整体基数较低ꎬ媒
体报道增长缓慢ꎬ反映出英国文化价值观更保守ꎬ
英国媒体可能更注重长期观察ꎬ同时也受地缘关注

度、媒体报道优先级差异影响ꎬ或与中英双边交流

的阶段性特点有关ꎮ 相较于美国ꎬ英国媒体更聚焦

中英经贸合作(如清洁能源投资)ꎬ倾向于将其归为

技术或经济成就ꎬ而非政策宣传ꎬ但整体表明“美丽

中国”外宣在西方主流媒体正逐步渗透ꎮ
(二)英美主流媒体对“美丽中国”的内涵认知

我们以“美丽中国”官方英译名为检索项ꎬ随机

提取英美两国媒体关于“美丽中国”新闻报道中的

索引行ꎬ分析这些索引行的对该术语的态度和看法ꎮ
１.美国主流媒体对“美丽中国”的内涵认知

中方认为ꎬ建设“美丽中国”就是要按照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ꎬ秉持“既要金山银

山ꎬ又要绿水青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ꎮ 中国梦的实现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ꎬ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ꎬ保护好生态环境ꎬ 但分析美国语料ꎬ我们

发现美国媒体报道对该术语核心内涵的理解呈现

出复杂的矛盾性ꎬ既有官方层面的负面标签与地缘

政治博弈ꎬ也有民间和学术领域的积极肯定ꎮ 在正

面报道上ꎬ如美国新媒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ｓｉｄｅｒ 在“美丽中

国”倡议中报道“森林和草原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

根本性、战略性意义” (“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ａｒｅ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 ”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ꎬ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ｔｏ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ꎬ这些报道客观地传播了习语的生态文明

思想ꎬ被有些新兴媒体所认同和接受ꎮ
然而ꎬ有些传统主流媒体对“美丽中国”建设持

怀疑态度ꎬ如 Ｎａｔｕｒｅ 杂志在谈论中国气候政策时提

到“‘美丽中国’战略将无法达到宣布的最新空气质

量目标” (“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ｃｌａ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ꎮ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报道ꎬ在“美丽中国”建

设中ꎬ中国在政策执行上往往滞后于高层政策宣示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ｌａｇ ｂｅｈｉｎｄ ｌｏｆ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ꎬ甚至还夸大说“环保项目

投资会降低市长的晋升机会”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ｌｏｗｅｒｓ ｍａｙｏｒｓ’ ｃａｒｅｅｒ”)ꎮ 可以看

出美国在质疑中国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ꎬ暗示中国

政府执行不力ꎮ 然而事实上ꎬ中国在环保方面有显

著成绩ꎬ比如提前完成气候目标ꎬ新增绿化面积占

全球的四分之一ꎬ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ꎮ 美国

在环境上问题上的虚伪ꎬ自己退出«巴黎协定»ꎬ拒
绝减排ꎬ却指责中国ꎮ 认为中国在推广太阳能、风
能等清洁能源的同时ꎬ仍依赖煤炭等高污染能源ꎬ
并暗示绿色转型中存在矛盾ꎮ 如美国 ＣＮＮ 报道

(“ Ｔｈｅｙ ｓｔｏ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ｍꎬ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 和 ＭＳＮ 报 道 (“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ｓ ａｂｏｕｔ ３. 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ｂｕｎ￣
ｄａｎｔꎬ ｃｈｅａｐ ｆｕ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ｓ ｓｅｃｏｎｄ －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ｅｒ ｏｆ
ｒｅｃｙｃｌａｂｌ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ꎮ 美国使用具有主观色彩、批
评性、负面性的报道ꎬ凸显话语背后的文化霸权色

彩ꎬ构建了中国的负面形象ꎮ 中国被西方媒体描述

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能源饥渴的巨人”“二氧

化碳减排的障碍”“国际气候谈判的背离者”等ꎮ 但

同时美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又依赖和中国合作ꎬ对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采取实用主义态度ꎬ尤其关注中

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ꎬ技术层面借鉴中国光伏、电
动汽车等经验ꎬ在 Ｄｏｗ Ｊｏｎ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ｗｓ 媒体

中 曾 报 道 (“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ｓａｙｓ ｋｅｙ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ｇａｓ 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ꎬ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
ｄｕｃ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ｍａｋｅｒｓ. Ｉｔ ｐｕｔｓ ｎｅａｒｌｙ ２
ｄｏｚｅｎ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ｉｔｓ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ａｓｋｅｔꎬ ｗｉｔｈ ｇａｓ ｐｌａｙ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ｐ １ / 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ｓｔ.”)ꎮ
可见美国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呈现出复杂的矛盾

性ꎬ既需借助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危机又不愿承认中

国发展模式的全球价值ꎮ 由于美国一直对中国持

有意识形态的偏见ꎬ质疑中国能否在经济增长与生

态保护之间取得平衡ꎬ认为“美丽中国”的愿景过于

理想化ꎬ更像是一种政治宣传ꎬ而非切实可行的战

略ꎬ在西方视角下被视为难以实现的空想ꎬ从而将

其贬低为“Ｇｒｅｅｎ Ｕｔｏｐｉａ”ꎮ 美国 ＣＮＮ 曾报道(“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ｓｅｔ 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 ｇｏａｌｓ ｆｏｒ ２０３５. Ｐａｒｔ ｏｆ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Ｘｉ’ ｓ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ｉ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ｓｔｒｏｎ￣
ｇｅｒ”)和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ｅｋｌｙ 报道(“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 ｇｏａｌｓ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ＧＤＰ Ｈｅｒｏｅｓ ｏｕｔ￣
ｄａｔｅｄꎬ ｂｕｔ ｍｏｒｅ ｔｉｍｅ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可以看出美国将自身的价值观强加于中国ꎬ对中国

特色的生态治理道路持否定态度ꎮ 例如ꎬ中国将生

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通过顶层设计推动

绿色转型的做法ꎬ被美国视为“政府过度干预”ꎬ进
而贴上“威权”标签ꎬ污名化为“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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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ｎｉｓｍ”ꎬ并曲解为“经济扩张的工具”ꎬ塑造“中国威

胁论”ꎬ担心中国强大ꎮ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这样报道过

中国:“中国不再在国际舞台上韬光养晦ꎬ而是正在

争取其应有的地位ꎮ” (“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ｂｉｄｉｎｇ ｉｔｓ ｔｉ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ａｇｅꎻ ｉｔ ｉｓ ａｓ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ｔｓ
ｄｕｅ.”)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本质上是霸权思维、
意识形态的偏见和竞争意识等ꎬ反映了美国试图通

过媒体操控维护自身霸权的战略意图ꎮ 而今ꎬ中国

通过实际行动推动绿色转型ꎬ正逐步打破西方话语

垄断ꎬ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获得越来越

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可ꎬ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ꎮ
２.英国主流媒体对“美丽中国”的内涵认知

在英国媒体报道中ꎬ英国媒体对“美丽中国”的
态度从早期的质疑逐渐转向多元ꎬ既有对政策执行

问题的怀疑ꎬ也有对成就和领导力的认可ꎮ 早期可

能更多怀疑ꎬ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环保成效的显现ꎬ
正面评价逐渐增多ꎮ 此外ꎬ部分报道可能带有西方

视角的偏见ꎬ如对政府透明度、公众参与度的质疑ꎬ
但也有客观分析中国成就的内容ꎮ 同时ꎬ英国媒体

也注意到中国在推动绿色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ꎬ
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地方政府的执行能

力等ꎮ 在政策的目标、部分实际成效以及经济影响

等方面得到了英国部分传统媒体的认可ꎬ如英国

ＢＢＣ 报道(“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ꎬ “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 ｂ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
Ｄｒｅａｍ ｃａ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ꎮ 英国媒体认为

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下ꎬ中国的未来前景光明ꎬ
美丽的“中国梦”能够实现ꎬ态度积极ꎬ可能认可领

导集体的能力和政策的可行性ꎬ对“美丽中国”持乐

观态度ꎬ经常将“美丽中国”视为“中国梦”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认为其不仅关乎环境ꎬ更涉及国家发展模

式转型与全球治理贡献ꎮ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Ｎｅｗ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报

道(“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ｏｃｋ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ꎬ提到环保股

受益于“美丽中国”政策ꎬ反映了英国媒体关注到政

策对经济的影响ꎬ尤其是环保产业的发展ꎬ可能认

为该政策具有经济推动作用ꎮ ＦＴ Ａｄｖｉｓｅｒ 报道

(“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ꎬ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ｔａｘ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提到“美丽中国”计
划强化环保法规ꎬ引入地方污染物税ꎬ显示英国媒

体关注到中国在环保方面的制度建设ꎬ态度较为

肯定ꎮ
不过ꎬ对“美丽中国”建设的质疑在英国媒体报

道中也同样存在ꎬ他们理解“美丽中国”涵盖环境、
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ꎬ并关注其对全球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ꎬ但英国媒体有更多的担忧ꎮ 如英国 ＢＢＣ
报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ａｔｃｈ ｕ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ｅｎｖｉｓ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ｕｎａｃｈｉｅｖａｂｌｅ.”)ꎬ
这表明英国媒体认为“美丽中国”建设需要政府的

行动与公众意识同步ꎬ否则目标难以达成ꎬ可能带

有一定的批评或担忧ꎬ认为政府可能在环保措施上

不够积极或有效ꎮ Ｒｅｕｔｅｒｓ 报道 (“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ｓ ｔｏｐ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ｐ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ｒｕｍꎬ
ｒｉｃｈ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ｂｅｅｎ ｆｏｒｃｉｎｇ ｂｉｇ ｐｏｌｌｕｔｅｒｓ ｔｏ
ｃｌｅａｎ ｕｐ ｏｒ ｒｅｌｏｃａｔｅ”ꎬ “Ｕｎ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ｌｙꎬ ａ ｍｉｄｓｔ ｔｈｅ
ｔｏｗｎ’ｓ ｄｗｉｎｄｌ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ｏｕｎｄ １００ꎬ０００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ｉｃｉｔ 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ꎮ 英国媒

体注意到中国在环保方面的行动ꎬ尤其是在经济较

发达地区ꎬ但也指出地方执行中的困难和公众的不

信任ꎬ显示出对中国政策的实际效果持怀疑态度ꎮ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报道(“Ｗ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Ｘｉ’ ｓ ａｉｍ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２０３５ꎬ ｗｅ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ｉｔꎬ
ｂｕｔ ｗｅ ｎｅ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ｉｍｅ. Ｗｅ ｗｉｌｌ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ｂｕｔ ｗｅ ｎｅ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ｉｍｅ.”)ꎮ 英国媒体在这

里态度比较矛盾ꎬ对“美丽中国”建设既有支持ꎬ也
有对时间和可行性的担忧ꎬ可能认为目标虽然积

极ꎬ但实施起来存在挑战ꎬ认为需更多时间落实ꎬ暗
示对执行速度的担忧ꎮ

二、“美丽中国”英译在英美两国媒体传播与接

受的反思

综上所述ꎬ两国媒体报道对“美丽中国”的态度

呈现出较为不同的态度ꎬ根据美国新闻报道ꎬ几乎

一半以上的新闻以中性和积极为主ꎬ而英国绝大部

分对中国持积极态度ꎮ
一方面ꎬ近年来ꎬ中国正在崛起ꎬ中国的经济正

在快速发展ꎬ综合国力正日益增强ꎬ国际地位提升ꎮ
而今ꎬ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上扮演举足轻重的

作用ꎬ展现出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与担当ꎬ这让全

世界的人民越来越认可和接受中国ꎬ对中国新的发

展理念更加认同ꎮ “美丽中国”的倡议是一项惠及

全球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中国重要举

措ꎬ有利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ꎮ 英美两国不乏有对

“美丽中国”客观而又正面的报道ꎬ尤其是英国媒体

大部分都持积极态度ꎬ主要聚焦于中国环境治理、
经济转型、制度创新及国际责任ꎬ反映出英国对中

国绿色发展路径的复杂观察ꎮ 总的来说ꎬ英美两国

都认识到了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创新、产业发

展和市场应用等方面的领先地位ꎬ越来越认可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ꎬ期待与中国更多的合作ꎬ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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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国家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ꎮ
另一方面ꎬ中国与英国、美国在发展历史、政治

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巨大差异ꎮ 英美一些媒

体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ꎬ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理念

存在偏见ꎮ “美丽中国”方案体现的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ꎬ与西方传统发展模式有

别ꎬ他们难以理解和接受ꎬ便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

无端质疑和负面解读ꎮ 近年来ꎬ美国与中国一直在

博弈中ꎬ美国出于政治目的ꎬ利用媒体对中国进行

抹黑和攻击ꎮ 美国一些政治势力出于政治目的ꎬ利
用媒体对中国进行抹黑和攻击ꎮ “美丽中国”方案

作为中国重要的发展战略ꎬ成为他们打压中国的目

标之一ꎬ通过媒体传播负面声音ꎬ试图误导国际舆

论ꎬ干扰中国的发展进程ꎮ “美丽中国”建设作为中

国重要的发展战略ꎬ成为他们打压中国的目标之

一ꎬ通过媒体传播负面声音ꎬ试图误导国际舆论ꎬ干
扰中国的发展进程ꎮ 事实上ꎬ“美丽中国”方案为全

球生态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ꎬ让世界认识到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可以协同共进ꎬ而非对立关系ꎮ
三、结语

本文利用语料库ꎬ依据批评话语分析理论ꎬ借
助 ＡＩ 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ꎬ研究“美丽中国”英译

在英美两国传播和接受ꎮ 根据研究资料发现ꎬ我国

主流媒体普遍采用“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作为官方英译ꎬ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ꎬ对应中国共产党第十

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概念ꎬ专
指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方面ꎮ 研究表明ꎬ“美
丽中国”英译在英美两国的传播较为多元化ꎬ多形

式ꎬ多模态ꎬ尤其在民间的一些小众媒体传播较为

正能量ꎬ但由美国政府操纵的主流媒体存在一些负

面报道ꎮ 通过美国四次报道的高峰期可见ꎬ美国一

直在密切关注“美丽中国”的政策动态ꎬ并且会持续

关注下去ꎮ 研究还表明ꎬ由于中国与英美两国在政

治制度、发展道路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巨大差异ꎬ
因而使得英美媒体对“美丽中国”的内涵认知ꎬ尤其

对“美丽中国”倡议的意图和政策执行力度的理解

存在一定的误解和偏见ꎬ但同时对中国的可再生能

源技术ꎬ新能源汽车技术ꎬ生态监测与评估技术等

有可供借鉴之处和合作之处ꎮ 鉴于此ꎬ中国一方面

应多考察新兴术语英译的跨文化传播与接受状况ꎬ
完善反馈机制ꎬ利于在今后的对外传播中自我调

节ꎬ使整个传播系统处于更为良好的可控状态ꎮ 另

一方面要加大对新理念的宣传力度ꎬ全方位地、科
学而又客观地传播好“美丽中国”这一新理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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