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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对外发行的历史自

1949年建国后就开始了，到1985年又

创办了专门对外发行的《人民日报•

海外版》。在60多年间《人民日报》

在海外的传播范围到底有多大？产生

了哪些影响？遗憾的是，限于海外传

播数据的缺乏，学界关于此方面的研

究成果一直不多。

衡量媒体传播范围的一个标志

是媒体到达率。媒体到达率原是传播

学中专门用来分析广告的收视效果用

语，是指特定对象在特定时期内看到

某一广告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率，即

已经实现的传播目标与预期市场之间

的百分比。这个词汇也被学界借用评

估报纸、杂志的传播效果。对于《人

民日报》这样一个具有半个多世纪海

外传播历史的“中国第一报”而言，

该报在世界各国图书馆的收藏数据就

是《人民日报》海外传播到达率的一

个确切标志，它体现了这份报纸在这

个国家的知名度，这种知名度包含了

办报宗旨、办报水平以及出版机构的

品牌影响等各种因素的认定。因此，

本文依据世界各国图书馆的收藏数

据，来尝试着分析研究《人民日报》

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

	面向海外传播的人群

特征

依 据 O C L C 的 数 据 库

和 日 本 C I N I I 数 据 库 ， 检

索出了《人民日报》的世

界图书馆收藏情况，研究

发现世界各国收有《人民

日报》（含网络版、纸质

版 ） 的 图 书 馆 数 量 有 2 6 5

家：美国最多，有146家；

其次是日本，有97家；澳

大利亚有9家；加拿大和英

国各有6家；荷兰1家。显

然，这个数据还不太全，

原因在于OCLC的图书馆

数据覆盖范围主要以欧美

地区的图书馆为主，俄罗斯和南美大

陆、阿拉伯地区尚没有联网数据。尽

管这些数据并不完全，却大体能够梳

理出《人民日报》通过图书馆系统所

服务的人群特征。这265家图书馆的

性质，决定了《人民日报》海外版

所面向的传播人群。

先看美国146家图书馆的性质以

及用途。美国有41个州的图书馆收藏

了《人民日报》，最多的州是加利福

尼亚州，达到20家图书馆。在146家

图书馆中，仅有加州山景城公共图

书馆、加州萨克拉门托公共图书馆、

旧金山公共图书馆等12家为公共图

书馆，其余134家均为大学图书馆。

134家大学图书馆可以分为两类，第

一类是设有专业东亚图书馆的大学，

专业收藏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

各国及非洲等地区的各类文献资料、

历史档案、手稿等，对于新中国出版

的各类图书、期刊、报纸，只要有学

术价值的，就一并收藏。《人民日

《人民日报》在海外的

传播与影响
文/何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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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其重要

性、权威性不言而喻，属于必须收藏

之列。这类大学图书馆有34家，如斯

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

佛大学、华盛顿大学等；第二类是开

设与中国相关专业的大学，图书馆收

藏《人民日报》等当代中国报刊的目

的，主要是为了相关专业的师生了解

中国之用，同时也有用来学习汉语，

这类图书馆有100家。

再看日本，日本97家收藏《人

民日报》的图书馆中没有公共图书

馆，仅有专业中国研究机构图书馆和

大学图书馆。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

类是专业中国研究机构的图书馆，

因为主要是从事中国研究，《人民日

报》等当代中国刊物是必须收藏的。

这3家分别是中国研究所图书馆（社

团法人）、东洋文库图书馆（社团法

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研究所

图书馆（特殊法人）；第二类是在大

学里设有中国研究机构的大学图书

馆，这类图书馆共有6家，收藏《人

民日报》的目的与第一类相同，如爱

知大学等；第三类是开设与中国相关

专业的大学，收藏《人民日报》的主

要目的，是为了本校师生了解中国、

学习汉语之用，如樱美林大学等，这

类图书馆共有88家。

在澳大利亚收藏《人民日报》的

9家图书馆中，只有澳大利亚国家图

书馆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其他8家

都是大学图书馆。这8家大学图书馆

中，莫纳什大学、墨尔本大学、昆士

兰大学、悉尼大学设有全澳大利亚著

名的中国学研究机构，专业收藏当代

中国出版的各种文献。其他4个是开

设了与中国相关专业的大学，图书馆

收藏《人民日报》，了解中国发展动

态、学习中文为其主要用途。

加拿大收藏《人民日报》的6家

中只有多伦多公共图书馆、沃恩公共

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其他4家为大

学图书馆。而大学图书馆中的不列颠

哥伦比亚大学设有加拿大最为著名的

中国研究中心，《人民日报》属于必

须收藏的中国报刊，其他3所大学属

于开设与中国相关专业的大学。

英国收藏《人民日报》的6家图

书馆都是大学图书馆。爱丁堡大学、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设有英国著名的中

国研究机构，尤其是伦敦大学亚非学

院设有英国最权威、馆藏量最为丰富

的东亚图书馆。《人民日报》属于必

须收藏的文献，而其他的4所大学开

设了与中国相关的专业，了解中国、

学习中文为其收藏的主要用途。

荷兰收藏《人民日报》的1家图

书馆是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位于阿

姆斯特丹，不仅收藏有德国社会民主

党的档案，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手

稿、书信和相片，1979年成为荷兰皇

家科学院的13个下属研究所之一，成

了官方的学术机构。收藏《人民日

报》主要是为了学术研究用途。

通过上述梳理可知，世界6个国

家的265家图书馆收藏《人民日报》

的主要用途为了解中国和进行学术研

究，也有一部分是为了学习中文。面

对的主要人群是大学教授、学者和

青年学生，极少部分是通过公共图

书馆系统被普通读者所借阅、浏览

（如图）。

值得注意的是，图中的公共图

书馆、专业中国研究图书馆和了解中

国、学习中文的大学图书馆，三者

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在欧美的公共

图书馆里，也设有专业东亚馆藏部

门，也面对相关研究机构的学者开展

服务，而专业研究中国的图书馆有很

大部分是由大学开设的，主要服务于

本校的相关中国研究机构。尤其是一

些大学图书馆也具有向所在社区居民

免费开发的公共图书馆功能。之所以

这样区分，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人民

日报》在海外传播的基本功能以及所

面对的人群特征。至此，可以得出的

结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收有《人民日

报》的265家图书馆中，仅有15家为

公共图书馆，比例为6%；有52家专

业研究中国的图书馆，比例为20%；

有198家为了解中国发展动态而且部

分具有学习中文的图书馆，比例为

74%。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人民

日报》在海外的传播范围主要以大学

校园、研究机构为主，经常面对的一

个读者群体就是大学教授、学术界的

专家以及部分学习中文、使用中文的

少数群体，而面向海外社会普通民众

传播中国信息的功能则不高。

	面向海外传播的历史阶段

上述《人民日报》所面向的海外

人群特征，是经过60多年的发展历程

才得以形成的，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四

图		世界265家图书馆的性质和收藏《人民日报》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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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建国后到“文革”

爆发前的17年，即1949至1965年。建

国初期中文报刊的对外出口，主要是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传播信息，并满

足海外华侨、华人以及港澳同胞对祖

国情况了解的需要。1956年、1957

年、1958年这三年是中文报刊对外

发行的最高峰，这主要是因为1954年

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之

后，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大幅

提升，海外华侨迫切需要了解祖国在

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的巨大变

化，中文报刊的需求量大幅增长，品

种逐年增加。按照国际书店的统计资

料，1958年对外发行的中文报刊在亚

洲达到568种，在欧美地区达到374

种。1958年全年累计，对外发行报纸

的份数为40万份，《人民日报》始终

位列出口的第一位。

第二个阶段：10年“文革”的

动荡阶段。“文革”爆发后，许多报

刊受到冲击，纷纷停办、休刊，因此

可供出口的中文书刊数量再次大幅减

少。如1967年出口目录的名单中仅有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

报》等15种；到了1970年，出口目录

上仅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红旗》杂志3种。这一时期的发行

量也不如“文革”前。根据国际书店

职工宋广浦的文章记载，1973年《人

民日报》的海外订户为每期1842份，

每期面向海外书店、机构批发数量为

3518份，合计每期仅为5360份。

第三阶段：1976年“文革”结束

直到1985 年的恢复阶段。“文革”结

束后，中文报刊出口又重新恢复，从

1973年的30种迅速增加到1979年的80

种，到了1980年出口种数达到了339

种，1985年达到793种。发行数量也

大幅增加，1979年的平均期发量达到

了11.7万份，是1973年的3倍多，1985

年达到14.9万份。1980年至1985年间

中文报刊对外发行的品种逐年增加，

但发行总量却并没有随着品种的增多

而增加，反而呈逐年递减趋势。《人

民日报》对外发行在1984年的期发行

量为2369份，1985年降低到2229份，

1986年为2238份，1987年则进一步降

低到2210份，这表明以《人民日报》

为代表的中文报纸在这一时期的世

界影响经过短暂恢复后又开始大幅

回落。

第四阶段：1985年《人民日报》

海外版创刊至今的深化阶段。1985年

7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使

报纸风格大大贴近了海外读者群。

1997年1月1日正式推出《人民日报》

网络版，网络版中有英文版、日文版

等多个外文版。网络版的访问量每

年以10倍的速度快速增长。尤其是自

2007年开始，《人民日报》海外版与

当地华文报刊采取合作办周刊、办专

版、随报发行等针对性措施，使《人

民日报》海外版的发行量迅速增加，

影响力大幅提升。

截至2012年，《人民日报》海外

版合办的周刊有4家：分别是与日本

《日中新闻》合办的《日本周刊》、

与奥地利《欧洲华信报》合办的《奥

地利周刊》、与匈牙利《欧亚新闻

报》合办的《匈牙利周刊》、与加

拿大《加华新闻》合办的《加拿大周

刊》。每日发行的专版有2个：《人

民日报•海外版》“巴拿马版”和菲

律宾版；择日发行的专版有3个：西

班牙专版、意大利专版、英国专版；

联合创办外文周刊2个：韩文版和日

文版；《人民日报•海外版》随外报发

行的有四家：美国《国际日报》、印尼

《国际日报 》、泰国《亚洲日报 》、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这些举措使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行到世界80多

个国家和地区，2008年在海外的周发

行量和日发行量净增30万份，取得了良

好的宣传效果和社会效应，大大提高了

《人民日报》在海外的影响力。

	《人民日报》的海外影响

《人民日报》经过60多年的对外

发行与传播，所取得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

第一，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

对于《人民日报》的依赖性增强，信

息传播载体的桥梁作用日益突出。以

印尼为例，很多华人都订两种语言的

报纸，一种是印尼文，一种是中文。

他们阅读中文与学习汉语的目的不仅

是要看懂中文报纸海外版，还要全面

地了解中国。很多印尼华人每天查阅

最多的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从

这些版面上不仅可以真实地了解中国

的风土人情, 还可以目睹中国最近几

年来各地的飞速变化。一些留学生

甚至根据海外版对中国情况以及区

域经济的介绍, 来选择读书的地点。

大多数印尼读者阅读《人民日报》网

络版，有些华裔家庭还专门下载海外

版的重要内容，进行分析、研究、保

存、传阅，以用于和中国大陆开展

经济贸易、投资办厂和旅游观光的

参考。

近些年，随着全世界汉语学习热的

升温，以《人民日报·海外版》为代表

的中文报刊也同时成为学习、阅读汉语

的“活教材”，孔子学院成为《人民日

报·海外版》的主要传播阵地。

第二，《人民日报》面向海外

华侨、华人读者群传播的日益深化，

带动了西方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的

收藏数量逐年提高，这样就形成了一

个稳定的大学、研究机构的读者群。

这个群体虽然人数比华侨、华人的数

量要少很多，但由于主要是专家、学

者、大学教授等高端人群构成，显然

其对于西方社会的影响力要大得多。

OCLC的数据纪录显示，265家

图书馆拥有的《人民日报·海外版》

均为网络版，载体性质为互联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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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美国的146家大学图书馆中，

收有1985年海外版创刊之前的《人

民日报》的图书馆，仅有圣地亚哥州

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托莱多大学3

家图书馆，其余143家图书馆普遍拥

有《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网络版，

有的还明确注明拥有1985年至2012年

这一时间段的纸质版。如伯克利大学

图书馆不仅收有1985年至1992年《人

民日报》的全部纸质报纸，同时拥有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网络版；匹

兹堡大学图书馆拥有《人民日报》

1985年至1988年、1991年的全部纸质

报纸，同时拥有《人民日报·海外

版》的网络版；纽约州的华盛顿大学

拥有《人民日报》1998年的纸质版，

同时拥有《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网

络版。可见，《人民日报》网络版要

比纸质版受欢迎，而1985年创刊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要比以前的报

纸受欢迎。这种变化除了网络版要节

省储存空间、满足日益增长的网络阅

读人群要求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面向海外华侨、华人的发行力度逐步

加大所带来的。

通过对《人民日报》在海外传播

的两个读者群的梳理，基本勾勒出了

这个“中国第一大报”在海外传播的概

貌。总体上看，《人民日报》的传播范

围和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但与欧美主流

大报相比，无论是世界图书馆收藏数量

还是对外发行量，都还有不小的差距。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构建和发展中国媒

体的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这

是一项具有针对性的关键之举。对于

《人民日报》而言，如何增强传播力和

影响力，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作者单位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这

一重要论述后，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

注，“中国梦”成为今年以来的“热

词”。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是近现代以来无数杰出的中

华儿女为之奋斗的精魂所依，是我党

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凝聚人心的内在

动力。作为党报，《重庆日报》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的部署，结合重庆实

际，精心策划、组织了关于“中国

《重庆日报》对“中国梦”的

民生解读
文/袁尚武		熊庆元

梦”的大型系列宣传报道，在社会上

引起积极反响。

从2013年4月17日开始，《重庆

日报》以每天2～4个版的规模，连续

推出《让梦想照进现实——中国梦的

民生解读》大型系列专题报道，以民

生的视角，解析“中国梦”的宏大叙

事；以个人梦想的小切口，展示民族

复兴的大命题。该系列报道推出后，

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许多读者反

映，他们被报道中人物所体现出的坚

定理想信念、不屈的拼搏精神所感

动，也对《重庆日报》以民生视角

报道重大主题这一做法给予了热情

的回应。

	发挥党报优势	率先引领舆论

如何宣传报道好“中国梦”？

《重庆日报》编委会多次召开选题

会，集思广益，达成共识。围绕“中

国梦”——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每

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策划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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