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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亭：在守正创新中持续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1-06-04   作者： 浏览量：103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及国际传播能力建设。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简单明了地概括了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手段和任务。这项任务的内涵经历2013年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延展，并在习近平总书记调研中央级主

流媒体的重要讲话和指示中得以丰富完善，逐步形成了从拓宽国际传播主体、打造外宣旗舰媒体、构建中国

话语体系，到实现“四力”传播效能目标的完整体系。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有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讲

话，是近年来对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目标和内容最完整、最系统、最集中的概括和阐述。当前，将“加

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议题，有其现实性、急迫性和针对性。

从现实性看，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外宣传工作，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外宣工作与外交主旋

律同频共振。虽然经历了“一边倒”“一条线”“不结盟”“伙伴关系”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但是外宣

工作的参照系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进入21世纪，外交主旋律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稳步提升。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相继取得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和决战脱贫攻坚的决定性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成果，通过积极

提供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彰显了自身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世界秩序变革的能力。因此，形成与

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加强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的现实需求。

从急迫性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

对当前全球治理的逻辑提出了挑战。西方国家的部分政客在国际舆论上制造一些污名化言论抹黑中国，误导

公众认知、形成刻板印象、遏制中国发展。在“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中，中国的国际传播仍然存在着

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仍然存

在“发不出声音，讲不清道理，得不到理解”的困境。因此，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高中国故事的能见

度、认知度、认可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一项极具急迫性的工作。

从针对性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逐步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国际媒体集群，开展国际舆论引

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了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不过与在

国际舆论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议题的定义能力和价值观的输出能力等方面还有待提

升。如以媒体传播的能力来看，西方媒体对全球性事务报道呈现出及时多元、观点充沛的特点，他们对事件

的迅速反应有助于其优先获得话语权。相较之下，中国的媒体在全球传播的格局中虽然呈现出迅猛发展势

头，但是在国际大事解读、观点和话语多元化方面有待加强。以媒体传播的效力来看，西方媒体的议题在全

球的能见度、扩散度和影响力上都更具优势，是全球信息和观点的主要来源，在全球媒体的报道框架中起着

一定的主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些媒体所传播的积极正面的行动和声音就很难在全球传播空间中

产生预期的影响。因此，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注重实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提出了“一个战略传播体系”和“五个力”的建设

目标，即“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

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这是对当前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作全新的顶层设计和研

究布局。在这个顶层设计之下，习近平总书记阐释了五个方面的具体任务，分别是诉诸表达阐释的中国话语

和中国叙事体系构建；诉诸价值引领的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宣介；诉诸民心相通的多元人文交

流活动的开展；诉诸传播效能的传播策略和艺术的运用；诉诸筑牢根基的组织领导、能力培养、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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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这些都为下一步的研究和实践提出了新的课题。未来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以下六项工作需要持续推进。

一是转变国际传播逻辑。应强调从“观念传播”转向“传播观念”，前者是以我为主的传播，使用各

种渠道，讲自己想说的内容；后者是以需求为出发点，洞察受众的偏向和喜好，说受众听得进的内容。

二是树立“顶天立地”理念。“顶天”是指回应战略传播的需求，做好顶层设计，为中国主张、中国

智慧、中国方案的传播提供丰富的理论和知识准备；完善国际传播的全球化布局，构建适当的传播体

系。“立地”是指具体的传播议题应贴近普通公众生活，传播话语应贴近受众理解习惯，让中国主张、中国

智慧、中国方案的宣介既有理论高度，又有情感温度。

三是制定精准传播策略。应面对不同国家的内部环境，找准价值意义的契合点和内容渠道的贴合点，

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因势利导，构建分区域、分众化、精细化、定制化的精准传播策略。

四是拓宽传播渠道路径。应积极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路径。中国外宣媒体要关注全球事务，持续

积极发声，表达立场态度，占领舆论高地，吸引国外媒体的转载和引用，扩大传播的影响力；中国企业要利

用走出去的机会，开展跨文化融合活动，在树立企业海外品牌形象的同时致力于民心相通的工作；中国智库

要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各国智库专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谋求观点的海外传播；学术界应当从学

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开展学术交流活动，通过与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联合举办研讨会、开办讲座等方式传播中

国声音。

五是构建多元话语方式。政府发言人代表官方发声，多使用官方话语体系；智库以全球共同关注的问

题为研究导向，以预示未来人类世界的困境与危机并提出积极对策为依归，就需要多使用学术话语达到彼此

角色认同和愿意开展对话的效果；意见领袖则需要重视人格化传播，突出个性的话语，传播的内容会更容易

得到共鸣和认同。

六是结合受众讲好故事。应充分考虑跨文化传播的特殊性，提供当地受众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内

容。如传播“一带一路”倡议需契合项目建设所在国家民众的需求，讲述如何带动经济发展、造福当地就业

的故事，突出其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利好，让抽象和宏大的理念直指人心，让更多人愿意主动聆听、理解并最

终受惠。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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