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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国际关系理论出发，分析了国家形象在国家利益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然而在西方媒体中，中国

的国家形象多属负面，此一现实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指出，海外华文传媒

能够发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积极作用，中国应继续重视海外华文传媒的运用，使之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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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和平崛起”、西方的“中国威胁论”等概念同时出现在国际政治的主流话语中时，关于

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课题也同时进入政府、学术界和媒体的议程。中央外宣办和国务院新闻办主任

曾一度改由前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蔡武担任，任用资深外交干部担任对外宣传部门的第一负责人，

体现了中国在和平崛起时代，对外宣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思维方式的转换。学术界关于中国国家形象

的研究也十分火热。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以“国家形象”为关键词进行搜索，2003－2009 年间的结

果有近 400 篇；而用百度（baidu）搜索关键词“中国”和“国家形象”，结果多达六万多个。由此

可见，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牵系政府、新闻传播学和国际关系学界等几个方面的

热点问题。本文将从国际关系理论出发，来分析海外华文传媒在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中的作用。 

一、国际关系理论与国家形象 
所谓国家形象，按照研究该问题较早的中国学者管文虎先生的定义，即是“国家外部公众和内

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各项活动及其成果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是国家力量和民族

精神的表现与象征，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无形资产。”[1]孙有中则对此进行

了更具体的描述，认为要注意避免将国家形象等同于综合实力，国家形象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综

合国力，但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实际状况，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塑造的。[2]关于国家形象

的评价，存在两个评价向度：一个是现代性向度上的物质形象，另外一个是情感向度上的道义形象。[3]

国家形象提升问题是一个跨越新闻传播学和国际关系两个学科的问题。从传播学角度来研究国家形

象提升问题的成果已经非常丰富，而从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众多与国家形象有

关的论述，它可成为现有国际传播研究的有益补充。 

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对国家形象中的威望价值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威望政策是国

际关系中的一个固有因素，如同人渴望拥有好的声誉一样，国家也有这样的需求，因此，国家的一

项重要任务“就是努力使别人心目中关于自己社会地位所形成的印象，即使不超过，至少也要忠实

地代表实际情况。”[4]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得别国对自身的实力印象深刻，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政策手段

则主要是通过外交礼仪和军事力量的炫耀。 

爱德华·卡尔关于国际政治中宣传和舆论作用的论述也体现了对国家威望问题的重视。[5]宣传能

够产生对敌人的心理攻势，从而将自身的实力用放大的形式传递给对方，自身“形象”中蕴藏的“威

望”有可能达到使对手丧失士气的目的。就连以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而闻名的约翰·米尔斯海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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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就是“赢得民心”,“是相互依存时代重要的国家利益所在”。[3] 

国家形象也是国家软权力（又译软力量）的一部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军事力量被视作是

国家的真正力量，而现在，权力的定义不再强调昔日极其突出的军事力量和政府。技术、教育和经

济增长因素在国家权力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即约瑟夫·奈所说的对硬权力的重视已经开始让位于

软权力。[6]由于软权力更多地与国家的文化、国际制度等联系在一起，它给军事力量薄弱的国家提供

了一条参与国际政治竞争的非物质途径。对软力量的重视自然应当受到国际政治参与者的重视。奈

之所以提出软权力学说，其出发点是为美国的利益计谋，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军事强国，仅仅靠军事

实力也不能包打天下，对于其他军事力量处于弱势的国家来说，增强软权力是一项值得重视的工作。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关于国际制度与国家声誉的研究也赋予了国家形象

的理论含义。他认为，参与国际机制的有关政府之所以能够遵守制度规范，是因为它们不想确立坏

的先例，或者它们不想使自己的声誉陷入危险之中。即使违反规则也不会有强加的惩罚性的后果，

政府仍然害怕“因为自己对规则的违反可能促使其他政府也会去违反规则”，而“违反规则得到的坏

的声誉的成本，会使违规者付出具体的代价”，[7]这种代价就是，在未来的国际机制参与中，声誉不

佳者要付出难以达成协议的代价。 

建构主义同样参与到对国家形象的论述中来。温特关于身份与利益的分析就与国家形象的构建

有着直接的联系。[8]（282-288）个人身份，是由自行组织、自均衡的结构建构的。国家是有着实质属性的

行为体，它有着自身的形象，即国家形象。个人身份是其他身份，如类属、角色和集体身份的基点

或平台。类属身份是一种社会类别，如同人在外貌、行为特征、价值观、经历等方面具备共性，他

们则具有相同的类属身份一样，国家若具有相似的“政权类型”（regime types）“或”国家形式“（forms 

of nations），他们就算是具有相似的类属身份。角色身份是后天实践中依据情势确立的，国家间的共有

观念决定彼此是朋友还是敌人，同时也就建构了角色身份的类型。集体身份是通过认同实现的，它

依赖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来实现，但在内涵上却高于前者。如华人国家属于类属身份，但这些国家

如果没有实现利益上的认同，他们还没有获得集体身份。集体身份是国家间关系的高级形式，也往

往被现实主义者批评为幼稚。集体身份的持有者会“具有互斥自身文化的利益”，“集体利益意味着

行为体把群体的幸福本身作为目的，这样就帮助行为体克服困惑利己主义者的集体行动难题”。[8]（423）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重新结合理论来解析国家形象提升的国际关系内涵。现实主义理论语境中

的国家形象是实现外交和军事的一种工具与手段，即运用威望来达到对外交往的目的；新自由主义

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说，认为建立积极的声誉是国际行为体之间展开合作的必然趋势，也是国

际制度对于参与其中的行为体的内在要求。[9]国际制度因此成为国家展示国家声誉或曰信用的舞台，

同时，声誉反过来能够增进国家利益，这就促使国家增加国家实力，维护国际道义。在两个衡量向

度上增进国家形象。而在建构主义的理论视野中，国家形象实际上与“自我－他者”观念认同，类

属身份的获取，角色身份的实现，乃至集体身份的大同设想都联系起来了。从这些理论的分析可以

看出，国家形象是一个关乎国家利益的问题，因此，中国如何提升国家形象，如何运用包括海外华

文媒体在内的所有媒体为国家利益服务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学术问题。 

二、西方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中国的国家形象，主要是通过媒体反映出来的，在外国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也常被刻板化地

加以反映。不过，对中国国家形象影响最为迅速和直接的仍然是媒体，因为它更贴近普通民众的日

常生活，所以关于当前中国的国际形象可主要从媒体中去寻觅。 

由于不可能对众多西方国家的媒体报道进行过于繁琐的列举，关于中国在西方媒体的印象，本

文仅选择美国和英国的主要媒体作为代表来进行总结。 

何英的《美国媒体与中国的形象》一书，是目前国内最为全面的一部关于中国在美国媒体中形

象的专著。这本书是这样总结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的：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特别是 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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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基本内容是以负面为主，在美国公众中树立了一个威胁美国安全利益的

中国形象。[10] 2008 年，在中国即将举行奥运会前的一段时间里，围绕西藏“3·14”暴力事件，火炬

传递过程中的是是非非，CNN 主持人辱华事件，西方媒体针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接二连三，一度引起

中国民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从相德宝对英国的泰晤士报实证分析，[11]我们可以发现，英国媒体的报道特点与美国也有很多

的相似之处。在关于中国的经济报道上，美化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在政治方面，妖

魔化中国，认为中共领导的是一个“专制政权”；在社会问题方面，丑化中国的报道占据主导地位；

在文化报道方面，倾向于神秘化中国，带有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思维烙印。 

施爱国也从东方主义理论的视角对美国的中国形象进行了专题研究。由于冷战后时代美国需要

新的对手和敌人，文明冲突论出台，人为地建构了西方和非西方的政治与文化分野。也为想象的敌

意与矛盾划出了交汇的边际。“长久以来，西方在寻求和取得世界霸权的历程中一直是通过建构和想

象一个负面的非西方来界定自己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的”。[12]（127）“中国威胁论”和“新黄祸论”

在美国重新出现，中国在西方社会构造了一个崛起又令人生畏，充满危机又令人担忧的形象。中国

有时被认为是一个负责任的、正在积极寻求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国家，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威权特

色，人权状况又总是以负面的形象投射到西方人的心理视野。“从整体上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

中国形象，的确仍一如既往地陷入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之间摇摆”。[12]（142）从这一描述可以

看出，相比 20 世纪 80 年代而言，中国现在已经更多地被赋予了负面的色彩。 

在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中国威胁论”也颇有市场，它们同样抱着既想接近中国，与中国合作，

实现相互利益的一面，但也受到国际社会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对中国的崛起存有疑虑。

“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位以及和平崛起的发展模式，规制中国需要谋求域内市场的整合和构筑以自身

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13] 消除中国威胁论，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有着十

分迫切的战略意义。 

三、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海外华文传媒的作用 
从本文介绍的国外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以及《联合早报》所转载的外电中关于中国的负面报

道，[14] 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占据传媒话语霸权的格局中，中国的形象并不理想。因此，提出提升

中国在新世纪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课题。这是由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和国际战略目

标决定的。 

为建设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平事业，中国需对外展示良好形象；要回应和消除“中国威胁论”，

中国必须提升国际形象，增强自身在国际社会的亲和力；从传扬中国悠久文明，让世界正确、客观

并全面了解中国的目的出发，中国也要改善国际形象。[15]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中国传媒大学

已经将它纳入其 211 工程课题，依据该课题组的建议，中国的国家形象定位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6] 

（1）继续保持蓬勃发展的经济形象，同时树立积极进取、勇于解决问题的经济形象（保持威望）； 

（2）改变包含不良因素的政治形象，树立勇于负责的、透明公正的政治形象（改善认知）；（3）

改变力量强大且“令人担忧”的军事形象，确立和平、强大的军事形象（保持威望）；（4）继续保

持博大精深、富有魅力的文化形象，同时树立现代与传统和谐融合的文化形象（软权力）；（5）继

续强化和平发展的大国外交形象，进一步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威望）；（6）改变社会、法律问

题多、政府的参与度低的社会形象，树立民主公正、和谐发展的社会形象（改善认知）；（7）改变

不良的环境形象，树立关爱人类环境，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形象（参与国际合作）；（8）继续坚

持中国自己的人权观，同时塑造广泛地、切实地尊重人权的人权形象（促进认知）；（9）改变不良

的医疗卫生形象，努力树立不断改进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不断加强广大人民医疗保障的、积极健康

的医疗卫生形象（人权和认知）；（10）继续强化中国人勤劳勇敢的传统形象，同时不断树立中国

人开放、现代、富于合作与竞争精神的新形象（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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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文第一部分的理论分析，不难发现，这 10 个初步的定位的出发点大体可以归纳为现实主

义（如 1、2、3、5）、新自由主义（4、7、10）和建构主义（6、8、9）。 

虽然中国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是负面的，但是，中国也有软力量上的优势，约瑟夫·奈认为中

国的软力量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统艺术、时装和烹饪；2、大量的海外华侨华人；3、近

年来在国际上颇受欢迎的电影以及体育明星；4、外交政策与外交方式。[17]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国重要

的文化和经济资源，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对于中国的侨务和统战工作，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都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改善中国形象方面，海外华文传媒可以发挥重要作用。2001、2003、2005 和 2007 年，由国务

院侨办属下的中国新闻社牵头，已经连续举行四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通过邀请全球华人传媒的

经营管理者到中国参加论坛，不仅交流了华文传媒经营发展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这些海外华人传

媒工作者有机会亲身见证中国的发展成就，明了祖籍国的合情合理的需要。这些经历和见证能激发

他们客观、真实报道中国和服务祖国的热情。海外华文传媒对于改善中国在海外华人中的形象的作

用不可忽视。其作用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客观报道中国，消除“中国威胁论”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视野中，大国被认为存有进犯的预谋。一个大国为了获取权力不但要

牺牲他国利益，而且会不惜代价阻止对手获得权力。因此，当权力隐约出现有利于另一国的变化时，

大国会极力捍卫均势；而当有可能出现有利于本国的变化时，它就会抓住机会，想方设法打破平衡。[18]

将这一结论用于分析中国崛起对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影响时，“极力捍卫均势”的将是现存

其他大国（如美国），而伺机“想方设法打破平衡”的自然就被认为是中国了。中国自身实力带来的

威望中包含着令外界担忧的成分，这就是为什么遏制中国崛起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息过的根本原因。 

海外华文传媒分布范围广，数量大，充分做好海外华文传媒的工作，让海外华文传媒工作者了

解中国，有助于它们发出中国的声音，从一定程度上抗衡西方话语霸权中的“中国威胁论”。如凤凰

卫视常务副行政总裁崔强 2005 年 9 月在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中国的和平崛起

既是华人媒体的机会，也是华人媒体的责任，华人媒体需助和平崛起的中国发出自己声音。华人媒

体应向外展现中国真实、理性的信息，作为华人媒体和华文华语媒体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把中国

追求和平共赢的理念，真实客观地报道出来，特别要向海外的朋友们做出全面准确的介绍。[19]在消

除“中国威胁论”方面，海外华文媒体有着独特优势，语言上接近，文化上有着认同的基础，故而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新闻价值与议程设置方面发挥与西方媒体抗衡作用。[20] 

（二）宣传中国的国际制度合作者角色，拉近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距离 

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的形象好坏主要体现在它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态度上，但依据该理论，

在中国与美国共同参与的国际合作中，两国必然产生相对获益与绝对获益的矛盾，只要中国实力上

升，接近某个美国可容忍的限度的“节点”时，破坏制度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危机时刻总会到来，美

国很难把中国的强大和接近看作是盟友的壮大，并因之“感到欣慰”，对相对获益的担忧极可能导致

放弃共同受益的合作，并且导致基欧汉所言“决定性权力的转移”[21]，即中国和美国必然因利益纠

葛而成为国际制度的破坏者。 

事实上，中国近年来不仅积极加入包括 WTO 在内经济组织，而且在全球反恐等关系国际安全的

重要事务上都表现出积极合作的态度。2008 年 9 月以来，肆虐全球的经济危机爆发，中国也积极采

取应对措施，参与到包括 G20 国会议在内的旨在解决这一危机的行动中来，体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

象。中国不仅不是国际制度的挑战者，而且是国际制度的积极合作者和建设者。在这一过程中，中

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随着海外华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他们的利益也与中国息

息相关，只有维护中国继续和平发展的环境和机遇，广大华人现有的利益才能得到巩固和加深，因

此，“中国机遇”需要化作一种中国形象，这就需要华文传媒的参与并进行积极的宣传报道。海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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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传媒多多参与到中国报道中来，维护中国的合作者形象，可以沟通中国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心理与

认识距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海外华侨华人的事业进步都能起到积极作用。 

（三）澄清制度与文化误读，让海外了解中国 

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中，国家形象的好坏取决于对方到底是被看作是朋友还是敌人。中美两国关

系在冷战后的改善能否说明中美能够建立起高度的集体身份认同呢？在温特所列举的用来解释处于

洛克世界里的国家，施行亲社会的安全政策，推动集体身份形成的四个变量中，[8]（429-452）中美之间渐

渐形成“相互依存”，可以培养“共同命运”感，甚至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但是中美

两国缺乏较为关键的“同质性”。当前中美关系可以看作是洛克无政府文化状态下，大国对异质的、

相对弱小国家的容忍而不是真正的集体身份认同。众所周知，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制度上的差别，

在处理包括政治参与、人权问题在内的众多事务上目前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些问题导致西方媒

体中中国的负面形象长期难以消除，也是导致中国崛起仍然难以引起西方认同和接受的一个主要原

因。从近年来的新闻报道和学者研究可以发现，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含有不少渲染和误读的成分已

是不争的事实。在去年西藏“3·14”事件上，西方媒体采取的就是“他者化”的新闻报道框架。[22] 

即便是海外华侨华人，他们中不少人也对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文化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误区。这

个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人不是第一代华侨华人，他们缺乏对中国的认识与了解；即使是第

一代华侨华人，如新移民，远离中国多年，他们的认识可能因为居住环境的变化而失去对中国原有

的真切感。他们也需要及时更新对发展中的中国的认知，只有他们拥有健康、准确的对中国的认识，

才能发挥向世界传递中国正面形象的作用。在中国的对外传播力量仍处于较为弱势的情形下，运用

好海外华文传媒来消除误读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海外华文传媒通过向居住在海外的广大华侨华人群

体进行客观、真实的报道，有利于他们认识一个更加全面和真实的中国，也就是说，要在一个充满

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的西方媒介环境下，首先要尽力让这些与中国有着血脉与文化联系的华侨华人

正确认识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扮演宣传和谐中国的角色。中国要化解西方对中国

的某些敌意和误解绝非一日之功，但借助数千万华侨华人的作用，这一对外传播工作定可积沙成塔。 

四、结语 
在历届华文传媒论坛上，中国的影响贯穿始终。2005 年论坛的主题是“全球‘中国热’中的海外华

文媒体”，主办者希望借此向世界传递中国和平发展的信息，表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意愿。主

管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国务院新闻办官员也公开表示，邀请华文传媒工作者到中国开会，目的都是

为了向一切关注中国情况的友人介绍中国，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消除对中国的疑虑、误解、推

动中国与世界各地区的友好交流与合作。而在 2007 年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类似于“实现

社会和谐，建设美好世界”这样明显带有中国特色的口号已经进入了此次论坛上通过的《成都宣言》

中，提升中国形象，维护中国利益的意图正逐步通过华文传媒论坛反映出来。2009 年 4 月，在安徽

省，还举行了“海外华文传媒与安徽崛起”的国际论坛，2009 年 9 月，第五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将

在上海举行，届时，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家中文媒体高层将与国内主要新闻机构领导及

媒体负责人展开“头脑风暴”，探讨金融危机下华文媒体的生存发展，探讨华文媒体在上海世博会中

的作用和角色。由此可见，海外华文传媒与中国国家利益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在走向深入。 

总之，在关乎国家利益的中国国家形象问题上，海外华文媒体可以大有所为，中国政府应该继

续加强与海外华文传媒的合作，推动其客观报道中国，运用海外华文传媒，提升中国形象的路径是

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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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Chinese Media and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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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rtant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image in national interests will be analyzed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vertheless, China’s image is mostly negative in the coverage of many western media, which is very 

unfavorabl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its national interests. On the basis of such analysis, it is argued that overseas Chinese media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image, and that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value the use of overseas Chinese 

media for the promotion of its own national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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