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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当务之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 (5 月 31 日) 时强调指出: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

声音, 展示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 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应当肯定的是, 按照中
央关于 《2009—2020 年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体规划》 的部署, 中国媒体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方面不断加大推进力度, 海外采编网络和传播平台迅速拓展, 营销能力明显改善, 在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
好中国声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长期以来, 由于历史、 现实的双重原因, 在国际舆论场上, 西方
话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西强我弱” 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此外, 与西方国家相比, 中国媒体在传播
观念、 传播技巧、 话语体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短板, 难以摆脱 “有理说不出” “说了传不开” 的窘境, 这与
我国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极不匹配。

在国际涉华舆论发生整体性变化的今天, 中国应当如何向国际社会讲好自己的故事, 进一步加强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

第一,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 在新的国际舆论环境下, 中国如何将自己的信息无障碍地传遍
全球, 扭转不利的涉华舆论并掌握话语权, 是所有对外传播主体面临的重要课题。 所谓话语权就是主导话
语的权力, 这个权力不是上天的赐予, 而是大国博弈的结果, 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 从历史上看, 一个国
家是否拥有话语权, 除了硬实力方面的因素之外, 还取决于它的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是否能够有效回答和
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 它的文化能否作为独特的存在而受到世人尊敬。 为此需要进行国家议题及
话语体系的开掘, 进行民间话语的建设, 利用中国经验这一丰富的语料库, 从人类共性、 共情的角度体现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在世界发展新态势和多样性的发展格局中求取最大公约数, 打造基于共
同价值观的话语优势。

第二, 提高议题设置、 引导能力。 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立足于以西方国家能够听得懂的话语介绍中国,
说明中国, 认为对方听懂了自然就会了解、 理解、 接受我们。 而当中国逐渐发展、 强大起来之后我们才发
现, 原来世界体系接纳中国是有条件的———希望我们改变原有的制度、 体制特性, 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中获得发展。 但现实情形是, 不仅西方国家的这一条件没有得到满足, 而且出现了令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情
形。 在此情境下, 西方世界开始以极大的努力试图将中国驱逐出世界体系, 针对中国进行遏制与打击也接
连发生。 由此看来,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已经不仅仅是用对方听得懂的话语说明中国的问题, 而是已经出
现新的屏障。 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不能一味跟着美国以及西方国家设定的议题跑, 不断重复攻击与
反攻击的模式, 而要努力突破传统的思维框架, 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和话语优势。 同时, 面对新的国际舆
论环境, 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研究、 研判, 深入了解美中关系的发展趋势, 在未来的大国关系或大国博弈
中掌握话语权, 变被动为主动。

第三, 提升国际传播素养。 在国际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 多元主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及其传
播素养的提升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际传播素养的提升, 具体体现在 “说” 与 “做”
两个方面。

首先是 “说” 。 2013 年以来, 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和国际会议上提出应在世界上努力构建 “人
类命运共同体” 的倡议。 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新形势下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目标与方向, 它要
求我们摆脱思维与叙事上的局限性, 站在国际化或全球化的高度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 充分体现 “人类命
运” 的 “共同” 性。

其次是 “做” 。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 所有涉外及 “走出去” 的机构 (与人员) 所从事的都是跨语言、
跨文化的工作, 需要对所在国宗教信仰、 政策法规、 社会习俗有所了解, 并且建立起个体与国家形象的关
联意识。 行为、 行动是话语及叙事体系的重要支点, 这方面的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程曼丽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