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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从战略高度为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指

明了方向。研究以《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为研究样本，采用语料库和语义网络分析的方法，

提出以生成话语、构建语料库、创新表达、提升话语权四个维度为着力点，形成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媒介话语的整体建构路径。研究发现：在话语脉络上，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继

承了中国卫生外交历史上的国际主义话语、平等话语和团结话语。在话语搭配上，报道采用

了共同体、疫情防控、团结合作、倡议理念的主题搭配。在话语网络上，报道反映了中国全

球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立场，塑造了推动全球卫生治理的贡献者形象。在话语实践上，报道一

方面对接国内疫情防控政策，展现了中国卫生外交的转型，另一方面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挑

战西方主导的健康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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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ident Xi Jinping's concept of a global community of health for all has strategically guided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Taking relevant reports from the

People's Daily as a research sample and employing corpus and 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o focus on four dimensions: discourse generation, corpus construction,

expression innovation, and discourse power enhancement, to form an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path

for the media discourse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of health for all.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terms of

discourse context, the concept inherits the internationalist, egalitarian, and solidarity discourses



from the history of China's health diplomacy. In terms of discourse collocation, the reports use the

themes of community,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olidarity and cooperation, and the

initiative concept. In terms of discourse network, the reports reflect China's globalist and

multilateral stance, shaping the image of a contributor to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In terms of

discourse practice, the reports, on the one hand, connect with domestic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ies, show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health diplomacy, and, on the other hand,

break the Western discourse monopoly, surpassing the Western-dominated health discour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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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

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并

且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2022）。

可见加强健康传播不仅是形势所迫，更是大势所趋，健康传播不仅和医学、公共卫生密切相

关，而且和国际政治也密切相关，和执政党宗旨、人民幸福密切相关。习总书记向国际社会

发出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不仅针对新冠疫情防控提出了中国立场和中国方

案，表达了中国以发展中大国的身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合作的意愿，而且进一步从战略高度

为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指明了方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习近平在全球抗击新冠

疫情过程中提出的重大倡议，契合了各国通过合作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现实需要，旨在更好

地预防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维护人类的基本价值生命健康。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为中国话语的国际表达，是国家重要的话语范畴之一，探究它的



媒介话语建构对完善国家传播话语体系、争夺国际舆论场话语权、促进国际话语认同有着重

要意义。建构全球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国话语，其重要性就在于挑战西方中心主义及其新自

由主义的垄断性话语，以期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健康的结构性不平等的现状，从而体现出提升

人类整体健康水平的先进性。

由此，本文以《人民日报》关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报道为研究对象，采用语料库话

语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的方法，探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媒介话语建构。

二、文献综述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作为贡献于全球健康传播的新方案，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国

内学者对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理论渊源、价值意蕴等

方面开展的学理性研究。学者们从医学、政治、卫生外交、哲学等多重维度进行了阐释。二

是从构建路径、面临挑战与时代意义等方面开展的实践性研究。学者们从体系、制度、法律

等探索这一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方法路径，还从实践困境、理念困境等方面作出了深入分析。

从新闻传播领域看，相关研究尚属初步阶段，多聚焦于如何有效进行国际传播活动。许

静利用国际战略传播的框架，提出加强该理念国际传播的具体建议（许静，2022）。任孟山

探讨了在该理念框架下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策略及其面临的障碍（任孟山，王琳，2021）。

宋春生则细化了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具体实施路径，以促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宋春

生，2022）。甄红菊回顾了外国学者如何解读和传播中国的健康与卫生治理经验（甄红菊，

郭鹏，2022），而潘登梳理了构建该理念国际传播的主要途径（潘登，2020）。

总体上看，新闻与传播领域对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研究关注度相对不足，研究空

间还需拓展。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探讨，而缺乏足够的实证分析。特别是新闻报道作为

研究对象的深入分析尤为缺乏，且大多数研究倾向于探索理念的国际传播，忽视了国内传播

的深度和广度。

因此，本研究采取实证研究，以《人民日报》关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报道作为研究

样本，并自建语料库，以探究国内媒体如何呈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话语。本研究旨在弥

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提供对该理念在国内媒体中的更深入理解，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

价值的基础。

三、研究设计

话语建构需要在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上搭建一幅理论图景：纵向厘清思想根源，在时间

脉络上梳理话语演变逻辑；横向建构话语的理论形态，既包括宏观的多维理论构成，也包括

具体的话语实践阐释（刘涛，冯梦瑶，2023）。本文探究中国主流媒体对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的媒介话语建构，从话语脉络、话语形式、话语实践三个维度加以把握。具体而言，话语

脉络关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话语在历时结构上的理论演进问题，话语形式是话语内容的表

达方式，话语实践侧重话语的社会影响。由此，本文在在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上研究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的媒介话语。

国家通过主流媒体建构符合国家战略和利益的话语。《人民日报》是我国主流媒体的典

型代表，在重要议题上对国内媒体有规范与引导作用。本研究借助 Python工具，抓取“人民

日报数据库”中全文提及“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报道，样本选取时间为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共计 640篇报道，剔除非直接相关的报道，比如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仅作为背景提及一次的报道，最终筛选出 151篇报道，自建语料库。

为了加强批评话语分析的科学性和实证性,有语言学家将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引入批评话

语分析,从而产生了“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当语料库应用于批评话语分析时,语料库

分析不仅能展示话语中无法一目了然的现象,还能揭示出乎研究者预料之外的文本隐含内容。

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突破了传统研究文本数量小以及主观性太强的局限,所以成为当

前话语分析的新动向（邵斌，回志明，2014）。

本研究使用 TF-IDF算法提取关键词。由于单独以词频来研究词的重要性时，容易忽视

掉一些在特定时期下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词，TF-IDF 结合了词频计算公式和反文档频率的计

算公式，可以评估某个字词对于一篇文章的重要性，能够提取更有代表性的词语（王景中，

邱铜相，2015）。本研究采用 Gephi软件制作语义网络图，语义网络分析不仅考虑关键词的

文档频率，还注重这些关键词间的联系，从而能够更好地揭示关键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谭荧，

张进，夏立新，2019）。

四、媒介话语体系建构路径

媒介话语体系是参照一定规则、依循一定路径而形成的话语符号总和。在厘清其内涵与

框架的基础上，通过遵循话语收集、话语整合、话语传播与话语应用的话语体系建构流程，

以生成话语、建立语料库、创新表达、提升话语权四个维度为着力点（季翊,冯浩达，2022），

将提升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话语体系的传承力、解释力、传播力与影响力作为基本目标，形

成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话语体系的整体建构路径，如图 1所示。



图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话语体系建构路径

首先，通过探究历史话语的变迁，旨在形成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历史传承力。

话语不是静态的语言表达，而是与社会文化环境紧密交织，形成复杂的表达实践。作为中国

卫生外交的关键组成部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话语经历了丰富的历史演变。通过构建专

门的语料库来审视这些变迁，本研究不仅追溯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话语的历史脉络，还增

强了话语体系的连续性和架构的完整性。

其次，通过建构语料库，来增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话语体系的解释力。话语内容作为

话语体系的核心，对话语体系建构的过程与效能起决定作用。研究聚焦于话语内容的精炼与

深化，通过细致解析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核心概念，确保话语内容兼具内核性与实践性，

从而有效地阐释中国卫生外交的精神意蕴和实际意义，并为全球卫生治理提供坚实的文化和

价值基础。再次，通过创新话语表达，来提升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话语体系的传播力。话语

体系征召丰富的话语资源，肩负塑造国家形象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使命，这有赖于话语体系

的有效传播。研究将该话语体系置于时空双维的文化语境中，构建一个全面的传播坐标系，

以时间轴纵览其历史发展，以空间轴横跨国内外的传播领域。这种系统性的表达不仅展示了

其时代意义，还强化了其在国际与国内的广泛传播力。



最后，通过提升卫生话语权，来扩大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影响力。通过清晰、

内容丰富的话语表达系统，全面展示中国卫生外交的历史根基和价值理念，深化中国在全球

卫生治理中的参与。本研究有意识地在多国、多机构及多种场景中推广这一话语，增强中国

在国际卫生领域的话语权和实际影响力，促进全球卫生发展的合作与交流。

五、话语脉络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话语是中国卫生外交的核心范畴之一。中国卫生外交经历了四个阶

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改革开放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话语继承了国际主义话语、平等话语、团结话语，具有历史传承性。

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卫生外交的核心话语是国际主义话语，主要受到革命话语的

影响。新中国的卫生外交行动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50年代，在抗美援朝期间为朝鲜军民提供

医疗卫生服务，还为蒙古、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捐赠医疗物资。该阶段卫生外交的核心话语

是国际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话语，主要受毛泽东影响，中国发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

人道主义的精神，通过卫生援助来支持无产阶级斗争，支援被压迫民族的革命。

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国卫生外交的核心话语是平等话语，主要受到政治话语的影响。

在 60年代，中国将卫生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大到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对非洲输出

医疗卫生人才和援建卫生设施。随着 70年代中国调整外交战略，我国卫生外交迎来重要转

折点，重新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融入了国际卫生体系。该阶段卫生外交的原则是周恩来提

出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该阶段卫生外交的核心话语是平等话语，中国坚持所有

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不以卫生援助为筹码干涉他国内政，真诚帮助发展

中国家走向独立发展和自力更生。

在改革开放阶段，中国卫生外交的核心话语是合作话语，主要受到经济话语的影响。改

革开放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国家建设，卫生外交也进入调整反思阶段，改变了以

往规模过大、承诺任务过重的单向卫生援助，调整为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双向卫生合作。

该阶段卫生外交的原则来自三个重要的文件：赵紫阳提出的“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2011

年版和 2014年版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该阶段的话语可以总结为合作话语，中国继续为

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卫生援助，还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卫生交流，参与主体和合作方式更为

多元，不仅为全球卫生合作贡献切实行动，还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王昱，刘培龙，2017）。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卫生外交的核心话语是健康话语，回归生命本质。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该阶段卫生外交

的原则来自 2021年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英



文翻译是“A Community of Health for All”，是对 1978年世界卫生大会《阿拉木图宣言》所提

出的“人人享有健康”（Health for All）这一战略目标的进一步响应和提升[2]22。该阶段的话语

可以总结为健康话语，中国将卫生健康当做人类未来发展的目标，而非外交和国际对抗的工

具，践行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六、话语形式

(一) 高频词排名

表 1 2020年到 2022年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报道的前 20个高频词排名变化

排名 2020年高频词 2021年高频词 2022年高频词

1 疫情 疫情 中国

2 抗疫 疫苗 全球

3 新冠肺炎 合作 疫情

4 合作 中国 疫苗

5 国际 抗疫 合作

6 中国 全球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7 全球 中方 青蒿素

8 疫情防控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9 疫苗 新冠肺炎 抗疫

10 中方 发展中国家 国际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国际 新冠疫苗

12 抗击 主席 共建

13 人类命运共同体 多边 疟疾

14 一带一路 新冠疫苗 治理

15 共建 一带一路 多边

16 公共卫生 溯源 人权

17 主席 全球抗疫 倡议

18 挑战 共建 新冠肺炎

19 联合国 世卫组织 主席

20 社会 联合国 发展中国家

词频是语料库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数据类型，它能帮助人们辨别最基本的语言特征,这

些特征往往包含话语的意义。在专用语料库中,我们可以从词频统计中获悉语料库的总体词

汇分布情况。本研究使用 TF-IDF算法提取年度关键词，统计某个词频的在不同年份的排名

变化，如表 1所示，从微观层面揭示话语背后隐藏的意图。

三年来《人民日报》对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报道，一开始作为领导人的发言致辞出现

在媒体报道中，与领导人外交出访活动紧密联系。随着中国的疫情防控逐渐积累了自身经验

和方案，媒体对此的关注程度大幅提升，议程关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内涵与实

用价值，尤其是将理念叙事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突破了外交活动报道的局限，媒体议程呈现

为实用可行的全球健康治理方案。



三年来《人民日报》对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报道的前 20个高频词重合度较高。每年

都会出现的高频词有：“疫情、抗疫、新冠肺炎、合作、国际、中国、全球、疫苗、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共建、主席”，强调的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大倡

议，以实际行动援助中国疫苗、推进国际抗疫合作，持续助力全球抗疫。高频词“中国”的排

名从第 6位上升到第 4位再上升到第 1位，《人民日报》强调中国的国家属性，体现出国家

话语的建构。高频词“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排名逐渐上升，从第 11位上升到第 8位，再上

升为第 6位，显示媒体议程逐渐重视该理念。高频词“全球”的排名从第 7位上升为第 6位到

第 2位，中国提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着眼于全球公共卫生，中国研发的疫苗作为

全球公共产品来弥合全球免疫鸿沟。

在 2020年和 2021年，《人民日报》高频词都出现了“一带一路”，中国与各国开展中医

药的交流合作，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亮点，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共建“健

康丝绸之路”的倡议。在 2020年和 2022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年报道前 20位的高频词，

体现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始终秉持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

在 2022年，“青蒿素”、“疟疾”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不仅限于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还拓展到了其他疾病领域。《人民日报》还强调“人权”，中国面对世纪疫情，实

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人道主义行动，人人充分享有人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二) 话语搭配

表 2 2020-2022 年《人民日报》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报道的核心话语搭配

序号 主题 关键词

1 共同体 中国（1319）、全球（649）、国际（637）、国家（541）、世界（410）、各国（350）、

中方（319）、发展中国家（216）、联合国（183）、多边（178）、组织（170）、

非洲（94）

2 疫情防控 疫情（829）、抗疫（309）、新冠肺炎（253）、疫情防控（127）、病毒（113）、

推动（320）、提供（299）、支持（296）、加强（245）、构建（239）、应对（197）、

抗击（168）、治理（133）、贡献（131）、推进（130）、战胜（124）、努力（86）、

力量（85）、能力（84）

3 团结合作 合作（700）、发展（625）、疫苗（479）、共同（334）、共建（166）、维护（156）、

携手（138）、建设（134）、团结（120）、经验（114）、援助（108）、双方（99）、

物资（92）、公共卫生（91）、行动（91）、论坛（87）

4 倡议理念 人民（339）、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225）、我们（187）、人类（178）、健康

（150）、一带一路（147）、人类命运（138）、安全（136）、理念（133）、倡

议（102）



搭配是语料库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以辛克莱（Sinclair）为代表的语料库驱动搭配研

究，搭配或短语序列逐步替代单个词语研究，并逐步形成意义单位理论，搭配的价值不仅仅

在于选择某一单个词语的词义，而在于搭配中的词语共同创造意义（李文中，2019）。为了

深入挖掘“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报道中核心主题词的语义搭配特征,我们统计出关键词词表，

括号中的数字为高频词的频次，结合研读新闻文本归纳为四类主题搭配（表 2）。由此以搭

配为核心，扩展分析围绕该搭配形成的完整意义单位，分析蕴含在该意义单位中的态度倾向，

进一步分析意义单位之间的关系，从而分析整个语篇的意义。

1. 共同体主题搭配

《人民日报》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报道中构建了共同体主题搭配，形成了国家内部、

发展中国家到世界三个层次的共同体。首先是国家内部的共同体，高频词“中国”“中方”作为

倡议的提出者和施动者，突出了中国的主体性，在认知议程上彰显了国家的优先地位。其次

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体，“各国”“国家”“非洲”常与“发展中国家”搭配，体现了中国在

卫生领域积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比如对阿联酋、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启动疫苗

技术转让和合作生产。最后是建立了中国与世界的共同体，报道中的高频词“全球、国际、

世界、多边、联合国、组织”的搭配表明，中国提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与联合国、

世界卫生组织等全球抗疫合作，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将中国与全球连接成命运共同体，坚持

真正的多边主义，符合世界的利益和期许。

2. 疫情防控主题搭配

《人民日报》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报道中采用了疫情防控主题搭配。高频词“疫情、

抗疫、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病毒”，与“提供、支持、加强、构建、应对、抗击、治理、贡

献、推进、战胜”等高频词的搭配，显示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紧迫性，中国通过各种措施

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包含了战争隐喻，将新冠肺炎疫情看作“没有硝烟的战斗”。这实

现了广泛的情感动员，与英雄中心叙事相结合，淡化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对社会秩序的冲击

（陈阳，周思宇，2022）。“努力、力量、能力”等高频词显示中国锻炼提升公共卫生事件的

应急处置能力。

3. 团结合作主题搭配

《人民日报》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报道中采用了团结合作主题搭配，“合作、疫苗、

物资、援助、行动”等高频词显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物资援助、医疗支持、疫苗援助和合

作，“经验、论坛、携手、共同”等高频词搭配还显示出中国在多个论坛推广防控和治疗的经

验，阐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比如报道中提到的 2020世界和平论坛、2020“欧洲伙



伴”媒体合作云论坛、博鳌亚洲论坛 2021年年会、疫苗合作国际论坛等论坛，习近平主席和

其他领导人呼吁全世界建设更紧密的卫生合作伙伴关系。

4. 倡议理念主题搭配

《人民日报》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报道中构建了倡议理念主题搭配。《人民日报》在

其关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报道中，巧妙地构建了多种倡议的联接。其中，《人民日报》

强调了健康丝绸之路的概念，这一概念源于“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了健康合作和共享。这种

联系揭示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之间的互补性，强调了在全球范围内促进

健康和医疗资源的流通和合作的重要性。此外，《人民日报》也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突显了一个更广泛的理念，即全球人类共享着共同的

命运和责任。这意味着在卫生和健康领域的合作不仅仅关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全球性的

挑战，需要共同努力应对。

(三) 话语网络

图 2 2020-2022 年《人民日报》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报道的话语网络图

根据图 2的话语网络，“中国、全球、疫情、发展”是主要的词汇节点。首先，关键词“中

国”与词汇如“作出”“积极”“贡献”“推动”“发展”和“构建”等密切相关。这一联系反映了中国在

抗击疫情方面的积极行动，以及其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方面的领导地位。此外，“中

国”还与“全球”“各国”“国家”等抽象概念词汇紧密相联，显示出中国坚定支持全球主义和多

边主义的立场，倡导基于多边主义的卫生合作。

其次，关键词“疫情”与词汇如“合作”“团结”“抗击”“疫苗”等形成关联。这突显了合作抗



击疫情的重要性，以及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方案在实际问题中的应

用价值。

关键词“习近平”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突显了报道的政治属性，将理念与国家领导人

和外交场合高度联系在一起，强调了中国领导层对这一理念的重视和支持。

最后，关键词“发展”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表明报道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置于

现代化发展框架中。这强调了这一理念促进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有意淡化搁置意识形态冲突。

报道强调以健康领域的合作为基础来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符合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全人类

生命健康和共同利益的重要责任。

总体上看，《人民日报》将中国构建为多边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是推动全球

卫生治理和参与全球卫生合作的贡献者，描绘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与中国逐渐增长的国家

实力相匹配。

七、话语实践

《人民日报》关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话语实践体现为媒介的共意动员，即媒介依据

理性的意识形态或合理的诉求，为集体行动构建正当性，对接疫情防控政策，推动卫生外交

转型，促进全球卫生合作，挑战西方健康话语秩序。

(一) 对接疫情防控政策，推动卫生外交转型

一方面，《人民日报》关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报道对接国内疫情防控政策，达成社会

共识。话语的有效传播往往是价值理念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共鸣、成为行动共识并凝聚为社

会发展动力的重要手段。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话语对接了国家的防控政策和卫生外交战略，

强化了政治认同。

另一方面，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展现了中国卫生外交的转型，强调了负责任的大国身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工作重心始终集中在现代化建设上,中国外交的任务也一直是为国内

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卫生外交一度作为外交的工具和手段。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后，以相互合作与援助为主要形式的卫生外交成为外交工作的重心（张清敏，2020）。卫

生成为了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成为了卫生外交的核心理念。中国向

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为世界抗疫提供中国方案，充分展现大国风范。这也在二十大

报告中有所体现，中国的身份定位发生了微妙、具有显著意义的变化，八次提到“大国”身份，

仅有一次提及“发展中”国家身份（张清敏，2022）。《人民日报》关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

报道传达了大国意识、大局意识和大国担当，反映了中国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立场，塑造了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的国家形



象。

(二) 促进全球卫生合作，挑战西方健康话语秩序

长久以来，中国作为“他者”在西方话语权主导的国际舆论场中面临着困境，在卫生援助

方面被质疑“疫苗外交”，在病毒溯源方面被阴谋论攻击，在卫生制度方面被质疑不透明，国

外主流媒体涉华报道总体呈现出“病毒武器化、疫情政治化、地域污名化、中国妖魔化”的倾

向（黄蔷，2021）。《人民日报》相关报道回应了西方对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质疑，展现

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合作的真诚意愿。全球健康话语一直以来都不是封闭、单一的叙述

文本，而是各类意识形态话语交锋的场域。《人民日报》在全球健康传播领域设置议程，邀

请多元话语主体进入话语场域，将中国的融通性理念展示给全世界。

而且，《人民日报》相关报道有潜力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挑战西方主导的健康话语体系。

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西方中心主义占据主导地位，“选择性的初级卫生保健”将健康看

作是一种在市场环境中提供的商品，取代了阿拉木图宣言中的“健康是所有人拥有的一项权

利”，“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的话语取代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话语。西方中心主义、

特别是全球化以来新自由主义扩张所导致的社会结构性不平等，才是造成卫生资源分配不平

等真正的原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是构建全球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国主张，其重要

性就在于挑战西方中心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的垄断性话语，强调了全球卫生的公共性和人类

命运的紧密联系，试图为全球卫生治理提供新的话语路径。

八、结语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国倡议和

中国话语。本研究以《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为研究样本，采用语料库和语义网络分析，从话

语脉络、话语形式、话语实践这三个维度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话语图景。在话语脉络

上，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继承了中国卫生外交历史上的国际主义话语、平等话语和团结

话语。在话语形式上，从高频词排名变化可以发现媒体关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内涵

与实用价值，作为实用可行的全球健康治理方案来推广，从话语搭配上可以发现相关报道采

用了共同体搭配、疫情防控搭配、团结合作搭配、倡议理念搭配。从话语网络上可以发现，

相关报道反映了中国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立场，报道将中国构建为推动全球卫生治理和参

与全球卫生合作的贡献者。在话语实践上，相关报道一方面对接国内疫情防控政策，展现了

中国卫生外交的转型，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另一方面积极回应西方舆论质疑，打破西方新

自由主义话语的垄断，挑战西方主导的健康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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