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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理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民心特点，并找到有效的合作交往模式，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实施的重大问

题。但是，由于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且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如原苏联影响、欧美国家殖民、宗教传统等）

异常复杂，传统的分析方法往往难以奏效。该研究结合文化心理学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利用社交媒体Twitter数据来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自我表征特点（独立性或个人主义），并建立自我表征与社会信任（普遍信任、特殊

信任）的预测模型，以探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合作交往的行为模式，即：自我表征是独立，还是互依；

人际关系偏好是陌生人之间的普遍信任，还是熟人间的特殊信任。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在自我独

立性这一个人主义文化指标上存在较大的变异，且主要受欧美国家殖民历史和当地宗教传统的影响；此外，针对陌生

人、外国人的普遍信任与针对家人、熟人的特殊信任，可以通过个人主义指标来预测。总之，“一带一路”沿线的文

化是多样的，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产生的海量语料库快速计算其个人主义指标，并以此来建立自我表征与社会信任的预

测模型。该研究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区域的“民心”特点、探索当地合作交往的行为模式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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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撑“一带一路”建设
S&T Boost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1 背景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亚欧非大陆及附近

海洋的区域合作倡议，也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

重要举措。因此，理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

“民心”特点，并找到有效的合作交往模式，是关系到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实施的重大问题。本研究结合文

化心理学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利用社交媒体 Twitter 数据

“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与合作交往模式
探究：基于社交媒体大数据的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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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民众的自我表征特

点（独立性或个人主义），并建立自我表征与社会信任

（普遍信任、特殊信任）的预测模型，以探究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合作交往的行为模式，即：自我

表征是独立，还是互依；人际关系偏好是陌生人之间的

普遍信任，还是熟人间的特殊信任。

1.1 区域战略与地缘困境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

实施给国家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经济发展贡献

主要增量甚至贸易顺差[1]；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要与

相对陌生的伊斯兰文明密切交往，还要面临原苏联地区大

小国家以及欧美传统势力范围南亚、南海诸国的审视或挑

战[2]。“一带一路”沿线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且地缘政

治、经济、文化因素（如原苏联影响、欧美国家殖民、伊

斯兰教等）异常复杂。具体而言，在纳入本研究中的“一

带一路”沿线 69 个国家或地区中（含中国香港、中国台

湾①，见电子版附表 1），曾经被欧美国家殖民过的有33

个，曾经在苏联阵营或势力范围的国家有31个，这两大集

团都曾经有过自己强有力的历史传统和游戏规则。即便是

这两大集团以外且相对独立的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28

个国家，也有17个曾被欧美国家殖民以及5个曾属苏联势

力范围。在后殖民国家或地区，如印度、菲律宾等部分南

亚或南海诸国，至今仍与原宗主国保持着微妙的联系，中

国主权范围内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也因为英国、美国的殖

民、“保护”或干涉，而一直麻烦不断。

可以说，“一带一路”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大一统

式的对话，抑或“中央之国”与周边小国的附属关系，而

是地缘复杂、文化多样的众生起舞。在历史上，苏联曾遭

遇重大挫折，不过俄罗斯（苏联主要继承者）仍然对传统

势力范围耿耿于怀，在军事、政治上仍然有影响力；欧美

国家因为民族独立运动和西方经济衰落而不得不临时抽

身，尤其是美国保守主义抬头、海外能源依赖减少使得其

开始缓慢退出亚洲，但是欧美国家对亚洲已经造成了深

远影响，且日本、印度等大国也在谋求新的发展空间；苏

联、欧美之外，伊斯兰世界在崛起，在其与苏、美对抗背

景下产生的恐怖主义呈蔓延、扩散趋势，这些也势必会困

扰中国的内政和外交[3]。

在此背景下，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地域的“民

心”特点，探究当地合作交往的行为模式，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然而，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

的文化还相对比较陌生，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常常是“中

央之国”的心态，对周边国家不关心；鸦片战争之后，

才开始放眼看世界，但是对欧美国家过于关注甚至是依

赖，以致对欧美国家之外的国家不在乎、不了解[4]。在

现实的国际关系中，由于对周边国家的文化缺乏系统研

究，使得中国在周边关系中麻烦不断；在新的“一带一

路”倡议推动下，中国涉入原苏联和美国的传统势力范

围，但是对当地的文化没有全面认识，对如何与当地建

立有效合作关系准备还不充分。

1.2 区域文化与合作交往

文化是影响区域合作、经贸往来的重要因素，例如

个人主义者更愿意与他人建立经贸合作关系，而集体主

义者的经贸合作意愿相对较低，并且在交易对象的选择

上更偏好熟人或内群体成员[5]。因此，分析“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点，是了解当地“民心”、探

究交往合作模式的有效切入点。在此，文化心理学为我

们了解国家或地区文化差异的概念框架——这其中讨论

最多的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概念，前者强调自我与他人

之间的独立性（independence），后者强调自我与他人之

间的互依性及对群体的归属或依从性[6]。

经济生产、政治历史、宗教信仰等因素均会影响个

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形成。以往关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研

究发现，强调世俗纲常的农耕文明（如中国儒家的礼制

传统）追求关系和谐，易强化集体主义；而强调理性精

① 截至本文投稿时，“中国一带一路网”显示的合作国家有 66个，加上中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本研究纳入分析的“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或地区共 69 个，中国之外的主权国家名单详见：https://www.yidaiyilu.gov.cn/info/iList.jsp?cat_id=10037&cur_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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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海洋文明（如古希腊的逻辑传统）突出分析思维、

易强化个人主义[7]。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即

便在同一文化（西方/东方）内部，也存在很大的文化差

异。例如，随着城市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

文化会越来越倾向于个人主义，中国或美国均如此[8,9]。

在美国，越晚加入联邦的州越具有独立开拓的精神，其

个人主义分数也越高[10]。在宗教信仰层面，继承性宗教

（如犹太教、伊斯兰教）更注重家庭关系和教区实践

（如子女继承其父母的宗教信仰、去寺庙礼拜等），信

众的集体主义较高；而皈依性宗教（如基督教新教）更

注重个人的信仰和选择，与家庭关系和教区实践没有必

然关系，信众的个人主义较高[11,1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涉及多种文化形态，

经济发展水平亦有分别，如东欧、西亚地区较为发达，

而南亚、中亚地区相对落后；有政治历史的差异，如曾

经依附苏联或欧美政治集团，以独立民族身份参与国际

事务的时间不尽相同；也有宗教信仰的差异，如东欧的

基督教，西亚、中亚的伊斯兰教，南亚的印度教、佛

教，东亚、东南亚的儒教（或儒家）、佛教。考虑到上

述众多复杂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可能会

存在显著的文化心理变异；同时，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

是经济生产、政治历史、宗教传统等多个因素的复合

体，很难用某一个因素对一两个区域进行简单的横向比

较[12]。因此，本研究将对“一带一路”沿线 69 个国家

或地区（含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的文化变异性进

行多因素分析，而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政治或宗教等单

一因素的效应。此外，在文化变量的选择上，本研究聚

焦于个人主义的核心要素（自我独立性）；由于集体主

义常常泛指个人主义之外的所有文化，价值目标含混不

清、难以准确测量，暂时不做考虑[13]。

采用文化视角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

民众进行心理分析，有利于我们对当地的“民心”特点

有相对科学的把握和判断，进而以有效的行为模式发展

经贸合作与政治互信。例如，在自我表征上越倾向于

个人主义的文化，则自我表达或个性解放价值观（self-

expression or emancipative values）越强，在合作交往中

就会越看重自治精神和权利平等[14]。在人际与群际关系

层面，与文化、合作交往密切相关的是社会信任，倾

向于信任对方，才有经贸合作的意愿，进而维系关系

的成本才会降低。大量证据表明，集体主义社会更强

调裙带关系，因此小范围的家人、熟人之间的特殊信

任（particularized trust）较高；而个人主义社会的裙带

关系较弱，更大范围的、陌生人之间的一般信任关系

（generalized trust）较高[15]。后者更常见于不同国家或地

区、宗教等异质文化群体之间的交往，对于现代社会区

域内的经贸合作与政治往来尤为重要[16]。

1.3 分析路径与大数据优势

区域文化的大尺度分析，以往多依赖于跨文化

的抽样统计调查，如联合国的国别统计年鉴、盖洛普

（Gallup）的民意测验。但是由于这些调查内容涉及经

济、政治、文化、卫生等众多因素，对心理变量，尤其是

每一个具体领域的测量相对粗糙，使用经过系统验证的测

量工具不多；心理学家也发起了一些全球性调查，这其

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英格哈特（Inglehart）的世界价值观

调查，但是由于其独立于官方和商业机构，工作量巨大

且资源有限，每次最多也只能调查 60 余个国家，每个国

家 1 000 余人，其样本量及样本的代表性值得商榷[17]。更

重要的是，有很多心理变量深深嵌套于文化结构当中，

受社会赞许性的影响，或者融于集体无意识中，很难通

过统计调查的形式让作答者准确地主观报告[18]。

随着信息科学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抽

样统计调查无法做到的全样本、快速运算、网络分析均

已成为可能。大数据不仅可以提供一个海量、及时的数

据集，而且通常是用户自主生成的数据，是用户行为痕

迹的精确记录。同时，还可以用图形对数据结果进行可

视化的呈现，采用数据挖掘和数据建模，对某个问题或

领域进行预测性分析。此外，对大数据的抓取和管理可

以通过计算机来自动完成，不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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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大大节省了社会调查的成本[19]。

近年来，研究者针对 Twitter 和 Facebook 等著名社

交媒体网站上海量用户数据的集中挖掘，已经形成了一

套对网络时代个体真实生活及相应认知、情感、行为的

有效测量和预测体系[20]。例如，利用 Twitter 平台开展的

政治意向、心理幸福感等的研究说明了网络数据对用户

心理特征进行计算的可行性。研究者通过 Twitter 用户

共 9 664 952 条内容的语义分析，提取了一个 6 维的公共情

绪剖面图。将公共情绪与美国股市震荡、国际原油价格、

美国总统选举以及感恩节这些重大媒体事件或流行文化事

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公共情绪的社交媒体大数据分析系

统也能成为某些社会和经济指标的有效预测平台[21]。

2 研究问题与分析思路

文化作为人类行为的深层结构，已深深嵌套在语言

习惯与自我表达中。近年来，关于语料库的分析发现，

如果一个社会的语言习惯更多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如

“我”），则表明这个文化有更高水平的个人主义或独

立自我[22, 23]。

本研究通过对社交媒体 Twitter 内容的心理特征分

析，计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个人主义指

标，自我独立性；通过与世界价值观（WVS）数据库②

中自我表达或个性解放价值观与社会信任指标的相关，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行为价值观进行预

测。WVS 是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价值观和信仰进行调查

研究的项目，研究范围覆盖 60 个国家或地区，数据收集

的时间跨度为 2010—2014 年，目前的样本量为 90 350。

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 34 个，男性 43 391 人

（48.1%），女性 46 868 人（51.9%），年龄跨度为 16—

99 岁，平均年龄（42.05±16.48）岁。

假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在个人主义指标

上有显著的区域内变异，同时，个人主义与个性解放、

社会信任显著相关。在此相关模型基础上，对“一带一

路”沿线 69 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关系或合作交往模式进

行预测。处理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合作交往模式预测流程

3 方法

3.1 个人主义指标

本研究使用的 Twitter 数据产生于 2013 年 8月2日—

2013 年 10月15日。根据 Twitter 中的国别信息筛选出“一

带一路”沿线  69 个国家或地区的  2 137 002 个用户，

Twitter 量 10 763 183条。其中包含在 WVS 数据库的“一

带一路”国家或地区 32 个，且同时具有完整社会经济学

信息的国家或地区（如人均 GDP、基尼系数、城市人口

比例）有 28 个。

我们对 69 个国家或地区的 Twitter 分别统计单数第一

人称代词的频率与 Twitter 字数的比例作为个人主义的指

标。具体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Twitter 中单数第一人

称代词（I，me，my，mine，myself）使用比例越高，则

认为其个人主义（自我独立性）越高[23]。

3.2 个性解放与社会信任

个性解放指数包含以下 4 个变量：① 自治，包含 3 个

跟儿童教养目标有关的条目（“独立”“想象力”“不

② 详情请见：www.worldvaluessurvey.org。

社
会
媒
体
大
数
据

文化心理特征
训练模型

合作交往模式预测

模型

WVS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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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选中 1 项即得 1 分，总分为 3 项加权平均分；

② 平等，包含 3 个与男女平等有关的条目（“就业机会

平等”“男女收入平等”“女性经济独立），1—3 点

计分（“同意”=1，“不同意”=3），反向计分后，

得分越高越倾向于权利平等；③ 选择自由，包含 3 个跟

异常行为接受度有关的条目（“同性恋”“堕胎”“离

婚”），1—10 点计分（“完全不能接受”=1，“完全能

接受”=10），得分越高表示越倾向于自由选择；④ 言论

自由，包含 3 个跟话语权重要程度有关的条目（“社区

发言权”“政府决策发言权”“言论自由保障”），选

中 1 项即得 1 分，总分为 3 项加权平均分③。

社会信任分为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通过对不同交往

对象的信任度来评估。普遍信任的对象为“第一次见面的

人”“与自己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其他国籍的人”；特

殊信任的对象包括“家人”“邻居”“熟人”[24]。量表采

用1—4点记分（“非常信任”=1，“非常不信任”=4），

反向记分后，得分越高表明社会信任度越高。

3.3 分析思路

首先，以单数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比例（自我独立

性）作为指标，来计算“一带一路”沿线 69 个国家或地

区的个人主义分数，并进行归一化处理，获得“一带一

路”沿线个人主义的分布情况。然后，为了获得“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个性解放及社会信任情况，提

取 WVS 数据库中 28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

个人主义得分（自我独立性），并计算它们对个性解放

指数（自治、平等、选择、表达）、社会信任度（普遍

信任、特殊信任）的关系。

进而，以个人主义为自变量、社会经济学变量为控

制变量（如人均 GDP、基尼系数和城市人口比例），

对个性解放与社会信任指标创建线性回归预测模型。由

于模型样本量较小（n=28），此处采用留一法交叉验

证。假设有 n 个样本，将每一个样本作为测试样本，其

他 n−1 个样本作为训练样本。循环直到每个样本都被当

作一次验证数据为止[25]。

4 结果

4.1 个人主义的地区差异

如图 2 所示，“一带一路”沿线 69 个国家和地区

的个人主义存在显著的地区变异，其中，自我独立性最

强的 3 个国家分别是格鲁吉亚、新西兰、越南；自我独

立性最弱的 3 个国家分别是印度尼西亚、科威特、沙特

阿拉伯。自我独立性最高的国家或地区（格鲁吉亚）的

分数，是自我独立性最低国家或地区（沙特阿拉伯）

的 16 倍。所有 69 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我独立性或个人主义

得分详见电子版附表 1。

为了进一步分析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及

宗教等因素对个人主义的影响，以个人主义（自我独立

性）作为因变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人均 GDP、基尼系数、城市人口比例）作

为控制变量，首先进入回归模型方程，然后以政治历史

（“加入联合国时间”“是否为原苏联阵营或势力范

围”“是否曾被欧美国家殖民”）、宗教信仰（“伊斯

③ 变量分数的计算方式详见：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Contents.jsp。

图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民众个人主义（自我独立性）分布
图中蓝点的面积表示个人主义原始分归一化处理后的分布指数大
小，面积越大则个人主义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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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是否为主要宗教”）等因素以及交互项为自变量，

建立分层回归模型。

结果如表 1 所示，上述 3 个经济因素对个人主义的预

测效应均不显著；在政治、宗教因素中，欧洲殖民历史以

及欧洲殖民与伊斯兰信仰的交互项对个人主义有显著的预

测效应，加入联合国的时间、原苏联影响、伊斯兰教信仰

的主效应以及原苏联影响与欧洲殖民、原苏联与伊斯兰的

交互效应不显著。即：曾经被欧美国家殖民的地区，其个

人主义得分高；曾被欧美国家殖民且主要信仰伊斯兰教的

国家，其个人主义得分低。因此，根据三大政治集团的

影响范围，可将“一带一路”沿线分成 3 个区域：① 后

殖民国家或地区，如新西兰、新加坡，其文化以个人主义

文化为主；② 有被殖民历史的伊斯兰国家，如沙特阿拉

伯、印度尼西亚，其文化以集体主义文化为主；③ 原苏

联所属和未被欧美殖民过的国家，如乌克兰、哈萨克斯

坦，其文化介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

4.2 个人主义与个性解放、社会信任的相关模型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个人主义指标作

为自变量，人均 GDP、基尼系数、城市人口百分比为

控制变量，个性解放指数（自治、平等、选择、表达）

和社会信任（普遍信任、特殊信任）分数为因变量进

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和 3 所示，个人主义对普遍信

任、自治、平等有显著正向关联，而与特殊信任、选择

自由、言论自由的关系不显著，即：个人主义越强的国

家或地区，其普遍信任越强，越倾向于自治、平等价值

观。

4.3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个性解放、社会信
任的预测

以 Twitter 数据计算出的个人主义指标为自变量，以

GDP、基尼系数、城市人口百分比作为控制变量，通过

线性回归对 WVS 数据库中 28 个“一带一路”国家或地

区的6项行为指标创建预测模型。模型结果显示对普遍信

任和特殊信任的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显著相关，相

关系数分别为 0.52（p=0.01）和 −0.51（p=0.01）。结果

表明，以个人主义作为自变量，对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

进行预测的模型效果有一定的可信度。

我们将预测模型应用于不包含在 WVS 数据库中的

其余“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预测它们的普遍信任和

表 1    经济、政治、宗教因素对个人主义（自我独立性）的回归模型

模型
方程 1 方程 2

β t β t

（常量） 2.83** −0.12

人均GDP −0.15 −0.88 −0.04 −0.27

基尼系数 −0.02 −0.13 0.05 0.34

城市人口比例 −0.02 −0.09 −0.07 −0.43

加入联合国时间 0.03 0.22

欧美国家殖民历史a 0.79 2.71**

原苏联阵营或影响a 0.58 1.84

伊斯兰教信仰a 0.10 0.29

欧美国家殖民×原苏联b −0.15 −0.89

欧美国家殖民×伊斯兰b −0.70 −2.53*

原苏联×伊斯兰b −0.16 −0.60

a 计分方式为（“是”=1，“否”=0）
b乘积项表示2个变量的交互作用（二者同时符合=1，其中一项符合或两项都
不符合=0）。

* p < 0.05, ** p < 0.01

表 2   个人主义（自我独立性）与自治、平等、选择自由、言论自
由的回归模型

模型
自治 平等 选择自由 言论自由

β t β t β t β t

（常量） 1.74 2.57* 1.13 1.93

人均GDP −0.19 −0.81 −0.03 −0.14 0.10 0.40 0.07 0.26

基尼系数 0.26 1.38 −0.23 −1.29 −0.19 −0.90 −0.08 −0.37

城市人口比例 0.19 0.84 0.42 1.96 0.23 0.90 0.26 1.01

个人主义指标 0.39 2.22* 0.48 2.94** 0.31 1.60 0.13 0.66

 *p < 0.05，** p < 0.01

表 3   个人主义（自我独立性）与普遍信任及特殊信任的回归模型

模型
普遍信任 特殊信任

β t β t

（常量） 9.12*** 16.13***

人均GDP 0.52 2.51* 0.13 0.46

基尼系数 −0.15 −0.88 0.14 0.59

城市人口比例 0.21 1.01 −0.08 −0.31

个人主义指标 0.33 2.08* −0.12 −0.59

*p < 0.05，***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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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信任的分数。将 WVS 包含的“一带一路”国家或地

区数据与预测得到的结果进行整合，从而得到“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分数，其分

布情况如图 3 和 4，具体得分详见电子版附表 2。

图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普遍信任”分布情况
图中蓝点的面积表示普遍信任原始分归一化处理后的分布指数大
小，面积越大则普遍信任越高

图 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特殊信任”分布情况
图中红点的面积表示特殊信任原始分归一化处理后的指数大小，面
积越大则特殊信任越高

5 讨论

5.1   “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差异与“民心”特点

本研究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 69 个国家或地区

的 Twitter 数据进行大样本取样，快速计算出了当地的个

人主义指标（自我独立性），并建立了自我表征与社会

信任的行为预测模型，说明利用社交媒体大数据进行区

域内的文化特点与合作交往模式进行探究是可行的。

具体而言，我们还通过综合考察经济水平、政治

历史与宗教信仰等因素，发现欧美国家殖民历史是个人

主义最大的影响因素；通过与 WVS 行为指标的回归分

析，还发现个人主义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更看重自治、平

等，对陌生人有更高的普遍信任。通过个人主义指标

与 WVS 数据库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行为指标

建立的预测模型，可以有效地预测其他“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或地区的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分数，即个人主义

越高，其越依赖于陌生人之间的普遍信任，而较少依赖

熟人之间的特殊信任。

结合文化心理学与大数据技术，相对完整地理清

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民心”特点，这是

传统社会调查无法在短期内做到的。通过多因素分析，

在“一带一路”沿线盘根错节的经济、政治、宗教因素

中，发现欧美国家殖民对个人主义自我表征的影响最为

显著，这也是以西方学者主导的东西比较研究和全球研

究所忽视的[2,15]；此外，欧美国家殖民的伊斯兰教国家

个人主义最低，例如同样是后殖民国家或地区，信奉基

督教的新西兰和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自我独立性得分较

高，而信奉伊斯兰教的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自我独立性

得分较低。这提示我们应重视“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

特异性，尤其欧美国家殖民（实质是基督教的扩张）和

伊斯兰教信仰是影响文化差异的两个重要因素。

5.2   “一带一路”沿线的3种合作交往模式

分析“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心理特征，最终是

为了探索有效的合作交往模式。根据上述结果，可以

将 69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分成 3 类：① 欧美

模式。非伊斯兰的后殖民国家或地区，如新西兰、新加

坡，其行为更多具有个人主义特点，需要重视他们的自

我独立性和陌生人关系；② 伊斯兰模式。信仰伊斯兰教

的后殖民国家或地区，如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其

行为更多具有集体主义特点，需要重视他们的自我互依

性和熟人关系；③ 苏联模式。原苏联所属和未被欧美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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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过的国家，如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其行为特点介于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最新的国际经贸合作为例，印度、新加坡、新

西兰等后殖民国家或地区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最早和最积极的支持者——在“一带一路”

沿线的  38  个（总共  57  个）AIIB 创始成员国中，后

殖民特征与申请加入时间顺序的斯皮尔曼等级相关

达 −0.41（p <0.01），即后殖民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时

间更早。

文化特点之所以与合作行为模式有逻辑的关联，是

因为合作交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文化烙印的自我

表征与社会关系的产物。具体而言，个人主义与自治、平

等、普遍信任存在正向关联，这是因为个人主义强调自我

的自主权利和非依附性，要求公平竞争和对外开放[2,4]。

有效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亟须了解沿线国家或

地区的文化和行为价值特点，而本研究为中国了解不同

国家或地区民众的个性特点提供了心理依据。例如，尊

重自我独立性较高的国家对自主权利的重视以及他们自

治、平等规则的诉求。同时，个人主义与社会信任的关

联，也为中国如何与当地人建立合作关系提供了参考。

例如，中国在与个人主义较高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时应

重视陌生人之间的普遍信任；相反，与个人主义较低的

国家合作时应重视家人、熟人之间的特殊信任关系。

6 总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是多样的，

本研究通过社交媒体产生的海量语料库快速计算其个人

主义指标，并以此建立相应国家或地区自我表征与社会

信任关系的预测模型。本研究有效弥补了传统社会调查

统计的局限，并相对完整地刻画了“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或地区的“民心”特点与合作交往模式；同时也为文

化心理与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并为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比如建立适合当地国情的交往模

式）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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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highly stressed that national character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across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or 

areas.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method is often unworkable, because of the vast territory, multiple nations, and the complexity of geo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along “Belt and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big data analytics, the present 

research was an attempt to explore cultural and cooperative patterns along “Belt and Road”, using the individualism index (independent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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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ependent self construal) based on the Twitter dataset and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social trust (generalized vs. particular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ism among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or areas, which are mainly explained by the variation of 

their colonial histories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Furthermore, generalized trust (related to strangers and foreigners) and particularized trust (related 

to family and acquaintances) a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by individualism on Twitter. In conclusion, the current findings demonstrate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self construal and social trust across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or areas, suggesting that the new approach based on 

social media should be concerned in exploring national characters and behavioral patters in this reg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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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个人主义指标（自我独立性）及社会经济学变量a

国家或地区 个人主义 人均GDP 基尼系数 城市人口比例 加入联合国时间b  欧美国家殖民c   原苏联阵营或范围 主要信仰伊斯兰教

阿富汗 0.023647 1 876 27.8 52.8 1946 0 1 1

阿尔巴尼亚 0.021858 9 913 34.5 55.4 1955 0 1 0

阿塞拜疆 0.009528 16 593 33.7 54.1 1992 0 1 1

巴林 0.005811 41 932  88.7 1971 1 0 1

亚美尼亚 0.013098 7 473 31.3 83.2 1992 0 1 0

孟加拉国 0.016792 2 843 32.1 40.0 1974 1 0 0

白俄罗斯 0.015646 17 085 26.5 75.9 1945 0 1 0

不丹 0.024408 7 168 38.1 25.5 1971 1 0 0

波黑 0.025012 9 580 36.2 39.5 1992 0 1 0

文莱 0.023852 70 535  76.6 1984 1 1 1

保加利亚 0.018318 16 022 28.2 73.3 1955 0 1 0

缅甸 0.023411  37.9 1948 1 0 0

柬埔塞 0.026797 2 955 36.0 33.0 1955 1 0 0

中国 0.019976 11 805 42.1 70.4 1945 0 1 0

克罗蒂亚 0.022044 20 024 33.7 58.4 1992 0 1 0

捷克 0.016309 28 148 25.1 73.1 1993 0 1 0

东帝汶 0.019912 2 039 31.9 64.5 2002 1 0 0

埃及 0.006849 10 050 30.8 52.3 1945 1 0 1

爱沙尼亚 0.013658 25 775 36.0 67.7 1991 0 1 0

格鲁吉亚 0.034322 8 254 42.1 53.3 1992 0 1 0

中国香港 0.019503 51 656 53.7 100.0 1945 1 0 0

匈牙利 0.016039 22 821 31.2 70.3 1955 0 1 0

印度 0.022330 5 090 33.9 31.5 1945 1 0 0

印度尼西亚 0.003652 9 673 38.1 32.3 1950 1 0 1

伊朗 0.005973 16 023 38.3 72.3 1945 0 0 1

伊拉克 0.018558 14 979 30.9 59.2 1945 1 0 1

以色列 0.016158 31 318 39.2 92.0 1949 0 0 1

哈萨克斯坦 0.015821 23 807 29.0 53.4 1992 0 1 1

约旦 0.013761 10 212 35.4 47.9 1955 1 0 1

科威特 0.003518 74 181  98.3 1963 1 0 1

吉尔吉斯斯坦 0.008358 3 121 33.4 64.1 1992 0 1 1

老挝 0.022435 4 800 36.7 52.7 1955 1 1 0

拉脱维亚 0.007505 21 329 34.8 67.5 1991 0 1 0

黎巴嫩 0.017154 14 046  87.5 1945 0 0 1

立陶宛 0.025122 24 813 37.6 66.6 1991 0 1 0

马其顿 0.013574 11 889 43.6 63.0 1993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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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 个人主义 人均GDP 基尼系数 城市人口比例 加入联合国时间b  欧美国家殖民c   原苏联阵营或范围 主要信仰伊斯兰教

马来西亚 0.012831 23 419 46.2 73.3 1957 1 0 1

马尔代夫 0.008933 11 455 37.4 44.9 1965 1 0 1

摩尔多瓦 0.018914 4 542 33.0 86.7 1992 0 1 0

蒙古国 0.007635 10 757 36.5 54.3 1961 0 1 0

黑山 0.011136 14 293 28.6 63.6 2006 0 1 0

尼泊尔 0.012377 2 176 32.8 24.8 1955 1 0 0

新西兰 0.028558 33 714 36.2 86.2 1945 1 0 0

阿曼 0.007125 38 835  76.7 1992 1 0 1

巴基斯坦 0.013396 4 476 30.0 56.9 1947 1 0 1

巴勒斯坦 0.010053 4 498 35.5 44.6 1 0 1

菲律宾 0.014581 6 365 43.0 67.7 1945 1 0 0

波兰 0.010255 23 175 32.7 60.6 1945 0 1 0

卡塔尔 0.005015 133 395 41.1 99.1 1971 1 0 1

罗马尼亚 0.022599 18 515 27.4 54.2 1955 0 1 0

俄罗斯 0.013411 25 144 40.1 73.9 1991 0 1 0

新加坡 0.025944 78 046 46.3 100.0 1965 1 0 0

沙特阿拉伯 0.002095 48 963 45.9 82.7 1945 1 0 1

塞维利亚 0.008836    0 0 0

斯洛文尼亚 0.017753 27 350 31.2 49.8 1992 0 1 0

斯洛伐克语 0.022082 25 844 26.0 53.9 1993 0 1 0

斯里兰卡 0.021678 10 242 36.4 18.3 1955 1 0 0

韩国 0.011071 34.1 60.6 1991 1 0 0

叙利亚 0.006875 35.8 30.2 1945 1 0 1

塔吉克斯坦 0.025849 2 460 30.8 32.0 1992 0 1 1

泰国 0.007484 14 915 39.4 53.2 1946 0 0 0

中国台湾 0.015490  33.6  1945 1 0 0

土耳其 0.009021 18 265 40.0 72.4 1945 0 0 1

乌克兰 0.015817 8 338 24.6 78.0 1945 0 1 0

土库曼斯坦 0.017293 13 555 40.8 74.8 1992 0 1 1

阿联酋 0.010219 62 056  85.0 1971 1 0 1

乌兹别克斯坦 0.015048 5 002 36.7 56.9 1992 0 1 1

越南 0.027695 5 122 35.6 65.8 1977 1 1 0

也门 0.010606 3 663 37.7 15.9 1947 1 1 1

a 本文中所列社会经济学变量是指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14》公布的2013年度数据，包括人均GDP，基尼系数和城市人口比例；但是由于基尼系数缺失值较
多，缺失的部分使用CIA World Factbook数据代替
b 由于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主权同属于中国，因此其加入联合国的时间统一记为1945年
c 除以色列和原苏联下属的共和国，几乎所有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都有被欧美侵略或殖民的历史，但是本文所列的被殖民国家或地区仅指那些完全
失去主权或与宗主国签订“保护国”协议的国家或地区

（续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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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 普遍信任 特殊信任

 阿富汗 2.078405 3.213883

 阿尔巴尼亚 2.071172 3.236679

 阿塞拜疆 1.8325 2.8305

 巴林 2.4193 2.9285

 亚美尼亚 1.7898 3.2417

 孟加拉国 1.976409 3.23438

白俄罗斯 2.1764 3.2127

 不丹 2.027689 3.22389

波黑 2.071988 3.225612

 保加利亚 2.111102 3.243137

 柬埔塞 2.054034 3.214909

 中国 1.9247 3.2941

 克罗蒂亚 2.122475 3.240818

捷克 2.15239 3.247687

 东帝汶 2.042197 3.236153

 爱沙尼亚 2.2462 3.3076

 格鲁吉亚 2.2231 3.3225

巴勒斯坦 1.7428 3.1817

中国香港 2.3028 3.2797

 匈牙利 2.099774 3.256786

 印度 2.2537 3.2876

 印度尼西亚 1.835164 3.278611

 伊朗 1.943787 3.293079

 伊拉克 1.9628 3.4261

 以色列 2.137306 3.28569

 哈萨克斯坦 2.2302 3.2876

 约旦 2.083 3.3892

 科威特 2.2514 3.3731

老挝 2.043405 3.23605

 拉脱维亚 1.987921 3.282933

国家或地区 普遍信任 特殊信任

 黎巴嫩 2.2386 3.0024

 立陶宛 2.170905 3.246865

马其顿 1.970333 3.279245

 马来西亚 1.8836 3.2095

 马尔代夫 1.91812 3.270427

 摩尔多瓦 2.070973 3.251242

 蒙古国 1.919346 3.275358

黑山 2.014326 3.256591

 尼泊尔 1.903103 3.239914

 巴基斯坦 1.8969 3.2303

 菲律宾 2.0508 3.1874

 波兰 2.3161 3.1522

 卡塔尔 2.3936 3.448

 罗马尼亚 1.8325 2.905

俄罗斯 2.1087 3.245

 新加坡 2.4048 3.3054

 沙特阿拉伯 2.02625 3.338205

斯洛文尼亚 1.9809 3.1863

斯洛伐克语 2.170133 3.226288

 泰国 1.8821 3.2093

 斯里兰卡 2.008319 3.225662

 塔吉克斯坦 2.060941 3.206154

 土耳其 2.0857 3.3976

乌克兰 2.3053 3.302

 土库曼斯坦 2.043741 3.270281

 埃及 2.0098 3.6435

乌兹别克斯坦 1.7715 3.4253

 越南 2.122395 3.22661

 也门 1.7536 3.4041

附表 2   “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普遍信任、特殊信任

注：此表格仅包含5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因为有10个国家或地区在社会经济学变量（GDP、基尼系数、城市人口）上有缺失值，所以未能纳入预测
模型。这10个国家或地区为：文莱，缅甸，吉尔吉斯坦，新西兰，阿曼，塞维利亚，韩国，叙利亚，中国台湾，阿联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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