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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19年调查说明及主要发现

2019年6月至9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与
凯度集团合作开展了第7次中国国家形象全
球调查（2019）。本次调查在全球22个国家
开展，涵盖了亚洲（中国、日本、韩国、印度
、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欧洲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
牙、荷兰）、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墨西
哥）、南美洲（巴西、阿根廷、智利）、大洋
洲（澳大利亚）、非洲（南非）等不同区域
的公民。访问样本共计11000个，每个国家
500个样本。本次调查遵循定量研究方法，
采用在线问卷填答的方式，通过凯度集团的
全球样本库进行数据收集，并严格执行在线
调查的国际标准。

22国家

11000样本

500样本/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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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日本

德国

西班牙

俄罗斯

英国

加拿大

美国

墨西哥

巴西

阿

智利

根廷

法国
意大利

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

南非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荷兰

韩国

ROK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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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36-50岁

18-35岁
51-65岁

40%

23%

37%

50%

50%

性别 男女

初中及以下

高中/职业学校

大专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总体 发达国家

样本学历分布情况 （单位：%）

样本性别&样本年龄

发展中国家 中国

5

22

19

36

16

5

28

21

28

17

5

18

18

42

17

0

5

16

71

7



本 次 调 查 主 要 发 现

对“一带一路”
等中国理念和主
张的认知度提升
明显

中国整体形象好
感度继续上升 海外民众预期中国的

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
力将会持续增强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
认可度不断提升

中餐、中医药等中国
文化元素享有较高海
外美誉度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
得的巨大成就获海外
民众高度肯定

海外民众认为中
国未来应该优先
塑造“全球发展
的贡献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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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整体形象好感度继续上升
2019年，海外受访者对中国的整体印象为6.3分（满分为10分），较2018年提升0.1分；海外
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整体形象好感度较高，得分达7.2分，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图1  中国整体形象得分（1-10分） 图2  中国整体形象得分（1-10分）

2013 2014 2015 2016-2017 2018 2019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海外年轻受访者对中国整体印象评价更积极
分年龄来看，海外18-35岁受访者对中国整体形象打分最高，为6.6分，较2018年提升0.1分；
18-50岁海外受访者对中国整体印象评价略有提升。

海外18-35岁

6.6            6.5 6.3            6.2 5.7            5.9

海外36-50岁 海外51-65岁

4.9
5.1

5.9
6.2 6.2 6.2 6.3

7.27.1
6.96.9

6.7

5.8

5.0

5.5 5.6
5.4

5.3

第二部分：国家整体形象及影响力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2019               2018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2019               2018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20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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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对中国整体印象持续向好
对中国整体印象打分排在前五位的国家是：墨西哥（7.8分）、沙特阿拉伯（7.6分）、印度
尼西亚（7.4分）、俄罗斯（7.4分）和印度（7.4分）。对比2018年调查数据，印度替代智利
成为对中国整体印象评价最好的前五个国家之一。

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内政外交表现认可度提升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和国内治理的表现得分分别为6.3分和6.2分。海外发展中国家受访者
对中国全球贡献度、国内治理表现的评价高于海外总体水平且呈上升趋势，打分均达7.3分。
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巴西是对中国内政外交表现打分最高的3个国家。

图3  中国整体形象得分（1-10分） 图4  各国对中国国内治理表现打分（1-10分）

7.8          7.6           7.4           7.4           7.4            7.2           7.2           7.1           6.6           6.6            6.4           6.2 7.9              7.8              7.7               7.6              7.6              7.6              6.8              6.8              6.7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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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0

0.1  
0.2  0.1  0.4  0.3 -0.2

0.1
-0.1 0.5 0.0

0.2

墨西哥 印度尼西亚 印度 智利 土耳其 意大利

沙特阿拉伯 俄罗斯 巴西 阿根廷 西班牙 印度尼西亚 印度 智利 土耳其沙特阿拉伯

南非

南非

墨西哥 俄罗斯巴西 阿根廷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各领域表现认可度均获提升
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领域中，海外受访者最为认可的三个为：科技（66%）、经济（63%）
和文化（57%），与2018年调查结果保持一致。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在全球治理各领域表现的
认可均高于发达国家。受访者对中国在文化和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表现认可度提升幅度最大，
均上升4个百分点。
分年龄来看， 海外年轻受访者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科技、安全、政治、生态领域的评价较高。
对比2018年调查数据，海外受访者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各领域的表现认可度均有提升。

中国保持国际事务影响力
第二的位置
国际事务影响力位于前3的国家分别为：美国、
中国和英国。
美国和中国仍然保持较大国际事务影响力，英国
取代俄罗斯位列国际事务影响力前3名，德国位
列国际事务影响力第五名。

问题：请您为中国在下列各领域参与全球治理的表现打分 [选择7-10分占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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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全球治理表现认可度

美国

中国

英国

俄罗斯

德国

图5  国际事务影响力前五名国家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2019               2018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500个中国样本

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科技领域

经济领域

文化领域

安全领域

政治领域

生态领域

69
65

63 
60

57 
53

44 
39

42 
38

36 
31

68 
62

65 
60

58 
52

40 
36

41 
36

34 
28

64 
62

59 
61

54 
55

33 
33

33 
34

23 
24

54 
53

50 
51

48 
45

30 
28

27 
26

24 
21

66 
63

63 
60

57 
53

40 
36

39 
36

32 
29

81 
75

76 
73

66 
63

52 
45

52 
48

42 
38

1

2

3

4

5



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历史悠久、充满魅力
的东方大国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
负责任大国

  

倡导和引领地区共同
发展的负责任大国
（2019新增选项）

 

国家治理良好、社会
和谐稳定的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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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科技并肩成为海外受访者最期待中国发挥更
大作用的领域
超过五成的海外受访者期待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其选择比例均为52%。发
展中国家受访者最期待中国在全球治理发挥更大作用的领域是科技（67%）和经济（65%）；
发达国家受访者最期待的领域是经济（40%）和生态（39%）。

历史悠久、充满魅力的东方大国和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仍是中国最突出的国家形象
“历史悠久、充满魅力的东方大国”仍是海外受访者对中国的突出印象，选择比例为56%；
近半数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受访者对中国
国家形象的认同率更高；年龄越大的海外受访者，认为中国历史悠久、充满魅力的比例更高。

问题：您最希望今后中国在全球治理的哪些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单位%）

图7  对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期待 

问题：您认为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单位%)

图8  对中国国家形象评价最为集中的5个维度

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经济领域

科技领域

生态领域

政治领域

安全领域

文化领域

48 

48

50 

48

34 

24

26 

24

25 

24

26 

34

54 

48

53 

50

34 

24

28 

26

25 

24

24 

37

54 

48

50 

53

37 

22

28 

29

24 

27

19 

42

40 

36

38 

42

39 

20

24 

24

24 

23

20 

39

52 

48

52 

50

35 

23

27 

26

25 

25

24 

37

65 

61

67 

59

31 

28

32 

28

26 

27

27 

35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2019               2018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20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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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敬业仍是最突出的中国国民形象
海外受访者认为中国人“勤劳敬业（71%）”“集体主义（51%）”和“热情友善
（48%）”，发展中国家受访者对中国人的积极印象高于发达国家。

问题：您会如何运用以下各组词来形容中国人？(单位%)

图9  中国国民形象 图10  海外华人华侨形象

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勤劳敬业

集体主义

热情友善

诚信谦虚

开放创新

71 

71

51 

54

48 

47

45 

45

34 

32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2019               2018

华人华侨在当地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的认可度提升
海外受访者对华人华侨在当地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的认可度不断提升。

问题：您如何看待在贵国生活的华人华侨在当地社会发挥的作用？(单位%)

        积极                   一般                   消极        样本量：对华人华侨在当地社会发挥作用有所了解的受访者，9870海外样本 

66 

66

46 

52

41 

43

37 

39

29 

27

77 

77

55 

56

55 

52

53 

52

40 

37

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52

47

58

33

8

40

13

36

11



第四部分： 中国政治与外交形象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海外总体

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将引领新一轮全球化，
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多贡献

中国将受“逆全球化”风潮影响，
对全球治理贡献有限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
将会持续增强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
影响力可能会衰弱 

中国的社会治理和生态环境治理
将有明显改善 

中国仍将面临贫富分化、
环境污染等挑战 

中国将继续保持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地位

发达国家 发展
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预期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将会持续增强
海外受访者普遍看好中国未来发展形势，6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
力将会持续增强”，近半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将引领
新一轮全球化，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多贡献”。发展中国家受访者对中国未来发展形势持有
的乐观态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另外，海外受访者仍然关注中国面临的贫富分化、环境污染
等挑战。

问题：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未来发展？(单位%)

图11  中国未来发展形势 

全面从严治党、学习和创新能力强的中国执政党形
象愈发鲜明
海外受访者对中国执政党的印象主要集中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具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
力”，选择比例分别为38%和28%。与2018年调查结果相比，更多受访者对中国执政党有
所了解。分年龄来看，51-65岁的海外受访者对中国执政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选择比例最
高，为43%；年轻受访者则相对认可“学习和创新能力强”的中国执政党形象。

问题：您如何看待中国执政党？

图12  中国执政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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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47 42 53 47 49 46

363134

49 47 43

2725

61 62

26

61

34

47

26

61

19

25

53

36

37

32

54

23

17

62

32

58

19

69

12

33

44

19

28

50

17

24

53

18

19

61

本 次 调 查 主 要 发 现

海外总体2019 发达国家2019 发展中国家2019 海外18-35岁2019 海外36-50岁2019 海外51-65岁2019

海外总体2018 发达国家2018 发展中国家2018 海外18-35岁2018 海外36-50岁2018 海外51-65岁2018

具有很强的
组织动员能力

具有高度凝聚力

学习和创新能力强

得到民众支持

反腐败成效显著

全面从严治党



样本量：了解中国和本国关系的受访者，9765海外样本                  重要                   一般                   不重要

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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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认为中国发展道路对本国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受访
者增多
与2018年调查结果相比，有更多海外受访者认同“国有经济占主体”在中国发展道路中的
积极作用，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对本国的发展有借鉴意义”以及“能够解决一些国家发
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上升了2个百分点。

海外受访者评价中国发展道路主要为“国有经济占主体”（32%）和“中国快速发展的主
要原因”（30%）。

超过七成受访者认为本国和中国的外交关系重要
多数海外受访者认为本国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期待与中国关系更好地发
展。发展中国家受访者比发达国家更加看重本国与中国的关系。年龄越大的受访者，越认
为本国和中国的关系重要。

问题：您对中国发展道路有何评价？（单位%）

图13  中国发展道路评价  

问题：您如何看待贵国与中国的关系？（单位%）

图14  海外民众如何看待本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2019               2018

国有经济占主体
 

中国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融合了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对本国的发展有借鉴意义 

能够解决一些国家发展
中面临的共同问题

71

63

79

70
72 73

19
22 22

9 7

16

5

27

10

22

8 8



样本量：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受访者，1368海外样本                   2019                       2018

海外总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对个人的积极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对国家的积极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对全球治理的积极意义

发达国家 发展
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64

44

43

54 55
39

47

69 66
57 56 55 55

47
55

43
29 31

58 56
48 44 45 44

32 38

39
28 27

61
53 48

42 46
38 33 35

62

65 62
52 53

73 68 64 59
70

64
57

67

56
47 48

70
61 62

54
65

58 57 57

57
50 45

71
63 63

53

69
62

53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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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个人的积极意义认可度提升
六成以上的海外受访者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个人、国家、全球治理的积极意
义，对比2018年调查数据，选择比例均有提升。其中，对个人的积极意义方面，选择比例
提升了7个百分点。海外发展中国家仍高度认可该理念带来的积极影响，认可趋势逐年递增。

问题：您如何看待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单位%）

图1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评价

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积极评价明显提升
“一带一路”的海外认知度继续提升，达到23%，较2018年上升3个百分点。对“一带一
路”认知度排在前六位的国家依次为：印度（51%）、日本（47%）、韩国（41%）、
沙特阿拉伯（36%）、俄罗斯（33%）、德国（33%）。在对“一带一路”有所了解的受访
者中，有过半数的受访者认可其给地区和全球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一带一路”对个人
层面的积极意义认可度提升，海外年轻群体对“一带一路”评价更为积极。更多发展中
国家受访者认可“一带一路”对个人产生的积极影响，较2018年提升8个百分点，达到
61%。

问题：您如何看待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单位%）

图16  “一带一路”的积极评价 

  样本量：认知“一带一路“倡议的受访者，2406海外样本                   2019                       2018

海外总体

“一带一路”对个人
的积极意义

“一带一路”对国家
的积极意义

“一带一路”对地区和
全球经济的积极意义

发达国家 发展
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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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有助于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投资贸易合作

“一带一路”是有广阔前景
的全球性公共产品

有助于沿线国家政府间
的沟通与协调

有助于沿线国家和地区
人民间的友好往来与合作

有助于区域内金融合作
和资金融通

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获好评最为集
中的领域
在对“一带一路”有所了解的海外受访者中，四成以上的人认为共建“一带一路”“有
助于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42%）和“有助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
贸易合作”（40%），是“有广阔前景的全球性公共产品”（36%）。发展中国家比发
达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更为积极。

分年龄来看，18-35岁海外受访者更认可“一带一路”“建设进展和成效超出预期”以及
“惠及本国人民和我本人的生活”。

问题：您认为哪些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符合您的想法？（单位%）

图17  对“一带一路”的评价及想法

最为期待“一带一路”在贸易畅通和设施联通方面
发挥更大影响和作用
半数以上的海外受访者期待“一带一路”在贸易畅通和设施联通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和
作用，选择比例分别为54%和52%。海外受访者希望“一带一路”在贸易畅通方面能够
“带动中国与自己国家之间的经贸发展”（41%）以及“为本国企业海外发展创造平台
和机会”（30%），在设施联通方面“推进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36%）和“
形成更多连接国与国的交通运输网络”（35%）。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期待远
超发达国家，其中在政策沟通、民心相通、资金融通方面，选择比例达到发达国家的
两倍左右。

问题：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还将在哪些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和作用？（单位%）

图18  对“一带一路”的发展期待

  样本量：认知“一带一路”倡议的受访者，2406海外样本   样本量：认知“一带一路”倡议的受访者，2406海外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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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
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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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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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畅通

带动中国与自己国家之间的经贸发展

为本国企业海外发展创造平台和机会

设施联通

推进本国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形成更多连接中国与本国的交通运输网络

政策沟通

加深中国与本国的政治互信

促进更多中国与本国双边对话机制的建立

民心相通

创造更多支持中国与本国人民之间的往来机会

增加本国与中国之间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

资金融通

更多资金支持中国与本国的合作

货币间兑换/支付在本国更加便利



海外总体

“文明交流互鉴”对
个人的积极意义

“文明交流互鉴”对
国家的积极意义

“文明交流互鉴”对
全球治理的积极意义

发达国家 发展
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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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一带一路”的挑战主要来自地缘政治冲突和
政治制度差异
海外受访者认为推进“一带一路”中的挑战主要来自地缘政治冲突（19%）、政治制度
差异（16%）、贸易保护主义抬头（15%）、部分项目所在国局势不稳定（15%）和经
济制度差异（13%）。

问题：您认为“一带一路”推进进程中的困难主要来自以下哪些方面？（单位%）

图19  “一带一路”推进进程中的挑战 

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主张对个人、国家和全球治理
的积极意义获高度认同
在认知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海外受访者中，超七成的受访者认可中国提出的文明交流互
鉴主张对个人、国家和全球治理带来的积极意义。发展中国家受访者对文明交流互鉴的
积极影响认可度远高于发达国家。

分年龄来看，36岁以上受访者更加认可“文明交流互鉴”对个人、国家和全球治理带来
的积极意义。

问题：您如何看待中国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主张？（单位%）

图20  “文明交流互鉴”的积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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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0

7

 样本量：认知“一带一路”倡议的受访者，2406海外样本   样本量：认知“文明交流互鉴”的受访者，1702海外样本

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
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地缘政治冲突

政治制度差异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部分项目所在国局势不稳定

经济制度差异

文化制度差异

法律制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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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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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应对当前面临的全球
性挑战

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
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有助于构建和平安宁、共同
繁荣、开放融通的美好世界

顺应了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
大趋势

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
有重要意义

符合各国人民根本利益

普遍认为文明交流互鉴的主张有助于应对全球性
挑战
海外受访者普遍认可“文明交流互鉴”对全球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了解
“文明交流互鉴”的受访者认为这一主张“有助于应对当前面临的全球性挑战”（56%），
“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51%），“有助于构建和平安宁、
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美好世界”（51%）。发展中国家民众积极评价“文明交流互鉴”
的比例高于发达国家。

问题：您认为哪些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的评价符合您的想法？（单位%）

图21  “文明交流互鉴”的影响与评价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获得肯定
六成以上海外受访者认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成就，其中有高达77%的发展中国家
受访者认为中国70年来的发展成就是成功的。

图22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总体评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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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本量：认知“文明交流互鉴”的受访者，1702海外样本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成功                   一般                 不成功                  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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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
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问题：您认为70年来中国国家形象在本国整体上不断_____? (单位%）

图23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国家形象整体发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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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国家形象不断提升
63%的海外受访者认为中国国家形象在过去70年得到提升，其中发展中国家受访者持此
观点的比例高达80%。

问题：您认为未来5到10年中国应该优先塑造展示什么样的国家形象?（单位%）

图24  中国应优先塑造展示的国家形象 

中国“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形象备受期待
海外受访者认为，未来5到10年，中国应重点塑造和展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形象（31%）、
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形象（27%）和全球性的负责任大国形象（25%）。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提升                   基本不变                   减弱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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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

全球性的负责任大国

社会安定、人民安居、自由平等的国家

开放有活力的当代中国

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



海外总体（2019） 发达国家（2019） 发展中国家（2019）

海外总体（2018） 发达国家（2018） 发展中国家（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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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评价更为积极
本次调查显示，经济影响力排名前三的国家依次为美国（54%）、中国（35%）和日本
（17%）。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中国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获认可。对比
2018年调查结果，海外受访者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评价更为积极，其中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
家受访者更认可中国经济的发展。

问题：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怎样评价？

图25  中国经济影响力评价

中国企业为当地带来新的资金技术、增加就业机会
获更多认可
海外受访者认为中国企业能够给当地“带来新的资金技术”（37%）和“增加就业机会”
（34%）的比例有所增加。与此同时，认为中国企业“影响当地就业”（29%）以及“影响原
有的产业链平衡”（23%）的比例有所减少。

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受访者对中国企业给本地带来的机遇持有较高期待。

问题：您如何看待中国企业在贵国的进入与发展？（单位%）

图26  中国企业形象

第五部分：中国经济形象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带来新的资金技术

增加就业机会

增加政府税收收入

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升级改造

影响当地企业和本土品牌发展

影响当地就业

影响原有的产业链平衡

影响当地生态环境

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
经济发展作用有限

中国经济发展推动
全球经济发展

他国从中国经济发展
中获得了利益

中国乐于在经贸方面与
本国/他国开展合作，
共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

中国经济发展对他国
经济发展益处不大

中国独享经济发展成果，
不乐于在经贸方面

与他国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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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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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科技企业品牌熟悉度排名上升
海外受访者对中国品牌熟悉度排名前三的仍然是：华为、联想和阿里巴巴。与2018年相比，
百度、腾讯等互联网企业排名上升明显。

问题：请问您认识下列哪些中国品牌？

图27  中国品牌熟悉度排名 

排名   品牌                                                排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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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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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

联想

阿里巴巴

小米

海信

中兴

海尔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中国银行

百度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邮政

美的

青岛啤酒

UC Web

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海南航空

腾讯

北汽集团

上海汽车

+1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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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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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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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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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

中国一汽

广汽集团

京东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联通

苏宁

猎豹移动

中国人寿

格力

顺丰速运

茅台

国家电网

中国平安

同仁堂

中国石化

蒙牛

网易

伊利

美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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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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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20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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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
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质量问题

品牌认知度不高

售后服务不佳

价格过高

购买渠道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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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问题仍是中国产品在海外销售的最大阻碍
质量问题依然是阻碍海外受访者购买中国产品的主要因素，但相较2018年调查数据，选择比
例下降2个百分点；其次是品牌认知度不高（34%）和售后服务不佳（34%）。

图28  购买中国产品的阻碍因素（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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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500个中国样本                  2019                   2018                    

海外总体中国 发达国家 发展
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饮食（中餐）

中医药

武术

产品

自然风光

科技发明

传统历法、节日节气、生肖

书法绘画

孔子、儒家思想

服饰

建筑

音乐舞蹈

文化典籍

道教

曲艺杂技

文学作品

影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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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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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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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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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6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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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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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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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48 
53
25 
34
30 
35
2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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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中医药、武术仍是海外受访者认为最能代表
中国文化的元素
海外受访者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三个方面是中餐（53%）、中医药（47%）和武术
（43%），海外36岁以上受访者对此格外认同。与2018年相比，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科技发明
代表中国文化的占比增加3个百分点，达到27%。

问题：您认为以下哪个方面最能代表中国文化？（单位%）

图29  中国文化代表元素 

第六部分：中国文化与科技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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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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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2019                   2018                    样本量：接触过中国饮食文化的海外受访者，8397海外样本                2019                   2018                    

中国饮食文化享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
高达80%的海外受访者体验过中国饮食文化，体验后对中国饮食文化有较好印象的超过八成，
年轻受访者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评价好于年长人群。

问题：您是否接触或体验过中国的饮食文化（中餐）？（单位%）

图30  中国饮食文化接触和体验情况

问题：您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中餐）印象如何？（单位%）

图31  中国饮食文化印象（选择非常好和比较好占比）

81 81 78 78 7879
85 83 83 83 82 81



样本量：接触过中医药文化的海外受访者，3226海外样本                2019                   2018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2019                   2018                    

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海外受访者对中医药文化持有好印象
31%的海外受访者接触或体验过中医药文化，与2018年调查结果保持一致。在接触或体验过中
医药文化的海外受访者中，高达81%的受访者对中医药文化持有好印象。

问题：您是否接触或体验过中医药文化？（单位%）

图32  中医药文化接触和体验情况 

问题：您对中医药文化印象如何？（单位%）

图33  中医药文化印象（选择非常好和比较好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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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
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高铁

超级计算机

载人航天技术

探月工程

无人仓智慧物流

量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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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您是否了解以下领域的中国科技成就？（单位%）

图35  中国科技成就认知度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2019                   2018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认可度持续提升，高铁认知度
依然最高
68%的海外受访者认为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强，发展中国家受访者的认可度超过八成。在海外受
访者认知中国科技成就的领域中，高铁（44%）依然是认知度最高的中国技术，其次是超级计
算机（24%）和载人航天技术（23%）。

问题：您如何评价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单位%）

图34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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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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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2019                   2018                                    2019                   2018                    样本量：不太接触中国媒体的海外受访者，7645海外样本 

通过当地新媒体渠道了解中国的受访者比例上升
海外受访者主要通过“本国的传统媒体”（47%）、“使用中国产品”（46%）来了解中
国。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受访者通过“使用中国产品”（58%）、“本国的新媒体”
（41%）、“听了解中国的人说”（35%）和“中国在本国推出的新媒体”（21%）了解中国
的比例更高。

分年龄来看，新媒体和人文交流等渠道对海外年轻人影响更广泛。

问题：您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以下哪些方面？(单位%）

图36  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

海外民众接触中国媒体的主要障碍是“不知道应该
看什么中国媒体”
海外受访者不接触中国媒体的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应该看什么中国媒体”（30%）、“已经有
习惯看的媒体了”（20%）。

问题：您平时不太接触中国媒体的原因是什么？(单位%)

图37  海外受访者不太接触中国媒体的原因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           44 第七部分：信息接触渠道               43

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
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本国的传统媒体

使用中国产品

本国的新媒体

听了解中国的人说

与中国人的交往

中国在本国推出的传统媒体

中国在本国推出的新媒体

去中国旅游、工作、生活过

参加中国在本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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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信息接触渠道

不知道应该
看什么
中国媒体

已经有习惯
看的媒体了

中国媒体的
报道可信度
不高

话语表达方
式不地道，
看不明白

需要付费 节目种类少 不善于讲故
事，内容不
吸引人

形式不新颖



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第八部分：来华意愿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2019                   2018                    样本量：10500个海外样本                2019                   2018                    

中国科技、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信息仍最受关注
海外受访者最期望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科技、文化和经济领域信息，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
的关注度远高于发达国家受访者。

问题：您期望通过中国媒体更多地了解中国哪些方面的信息？(单位%)

图38  期望通过中国媒体了解的信息类别

发展中国家和海外年轻群体来华意愿持续上升
海外发展中国家受访者未来三年内有到中国计划的比例达46%。越年轻的海外受访者，未来三
年来华意愿越高。

问题：您在未来三年内有去中国学习、工作或者旅游的计划吗？（单位%）

图39  未来三年来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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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总体

北京

香港

上海

发达国家 发展
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样本量：未来三年有来华意愿的3195个海外样本                20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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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香港、上海仍是海外受访者来华主要选择的
城市
在未来三年内有来华意愿的海外受访者中，北京、香港、上海仍是选择最高的三个城市，且选
择比例较2018年调查均有提升。发达国家受访者选择上海的比例超过香港。

问题：您准备去哪些中国城市呢？（单位%）

图40  海外受访者计划访问城市前三名

游览人文景观、体验当地生活和欣赏自然风光仍是
吸引海外受访者来华的主要原因
“游览人文景观”（59%）、“体验当地生活”（49%）和“欣赏自然风光”（46%）是海外
受访者选择来中国的主要原因。

问题：您选择去该城市的主要原因是？（单位%）

图41  海外受访者来华原因

43

30

24

39

23

20

38

24

26

32

20

18

45

32

23

42

24

20

40

32

22

37

24

18

44

29

25

39

22

20

49

25

27

46

21

23

海外总体 发达国家 发展
中国家

海外
18-35岁

海外
36-50岁

海外
51-65岁

样本量：未来三年有来华意愿的3195个海外样本                20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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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前身为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 年，2017 年
改为现名，是国家专业智库。拥有百余人的在职研究团队和数十人的特约研究员队伍，
致力于当代中国与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翻译与对外话语体系、国际传播、世界舆情等
研究工作。

以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为特色，在全球传播战略设计与政策规划、国家形象塑造、国际
传播体系构建、对外传播效果评估、翻译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国际涉华舆情等研究领
域具有品牌优势与权威地位。基于涵盖全球主要媒体、专业出版物、智库和民意调查机
构的多语种信息源，编发20余种动态研究产品；连续多年发布国际涉华舆情年度分析报
告；策划编辑“中国关键词”“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书系在全球出版发行，主办
《中国翻译》《对外传播》等国家级专业期刊。

连续举办六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连续七年在全球范围开展中国国家形象调查；
连续多年发布中国企业海外形象调查报告；连续举办多届对外传播年度十大优秀案例评选；
多次举办国际智库论坛、双边和多边智库对话会；每年举办中国翻译协会年会、国
际传播高端翻译人才培训、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和全国口译大赛等品牌活动。

凯度集团

凯度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数据、洞察和咨询的公司。我们擅长于理解全球各地的人们是如
何思考、感受、购物、分享、投票和收看媒体的。我们是洞察人性需求的专家，也是不断
研发技术的团队。凯度在全球的30,000多名员工致力于帮助全球各行业的领军机构不断地
获得成功与增长。

调查方法
采用凯度集团覆盖全球各国的在线样本资源作为调查样本库，样本分布符合各国人口基本情况，
采样和问卷调查过程严格执行调查行业国际规范和标准，调查方法连续多年保持一致。

机构介绍

智库水准、
国际标准

全球覆盖、
持续追踪

权威首发、
专业洞察

前瞻视野、
开放共享

由中国高端智库与全
球知名调研集团合力
打造，遵循国际标准
执行全球调查。

国家形象全球调查：
包括中国整体形象、内政外交表现、
国际影响力、国民形象、政治形象、外
交形象、经济形象、文化形象、科技形
象等。

国内首个持续发布大
型中国国家形象调研
报 告 的 自 主 调 研 平
台，聚焦中国国家形
象与传播主题，内容
广泛翔实，观点客观
真实。

紧扣中国人、中国文
化、中国制造、中国
品牌、中国政府的国
际形象与传播的前沿
问题。学者和研究机
构可以申请获得调查
平台的原始数据，也
可以申请利用调查平
台开展与研究相关的
国内外调查。

自2011年持续对全球
主要国家、经济体和
文化区域的民众开展
深入调研。

中国品牌海外形象调查：
包括中国品牌在海外的认知度、
接受度等。

中国国家形象调查平台由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和凯度集团共同打造，旨在科学、
客观、系统、全面地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及时掌握海外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
活动的反馈，为有效提升中国国际传播效果持续提供深入的洞察和富有实操性的观点。中国国
家形象调查平台自2011年开始连续开展针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调查研究并发布相关成果。

平台特点

调查内容

连续跟踪内容：

定制部分内容：        本年度热点话题搭车调查；科学研究、市场研发委托调查。

第九部分：中国国家形象调查平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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