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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

    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与这

五大“力”密切相关。我在法国担任上海文汇
报常驻记者长达二十多年，对中国形象在法

国的构成与这五大“力”之间的关系，有着非
常深切的体验。可以说，我们这五大“力”有长

有短、有大有小、有强有弱。
比方说，中华文化感召力非常强，几乎是

中国形象亲和力中正面形象的主要核心内

容；与此同时，中国形象亲和力也存在着有待
提升的一面，与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传播影

响力密切相关；而国际舆论引导力，我们基本
上处于守势。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大力提升这

五大“力”，才能真正构建习总书记所提出的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以个人为主有利传播
我在法国时亲身体验的一个事实是，法

国人认识的中国形象基本上由法国媒体构

建，中国媒体自身直接在法国所做的一些宣
传，基本处于“小众消费”水平。主要原因就在

于法国民众已经深受其媒体影响，认定中国
“官方”媒体都是“宣传”，都是“假新闻”，因此

根本不愿意观看、阅读和收听。反倒是一些个

人的节目、自媒体节目等倒能够获得法国人
的关注，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无论国际传播影响力也好、中国话语说
服力也好、国际舆论引导力也好，都有三大要

素在起着关键性作用：一是拥有强大语言能
力和政治文化素养的人才；二是在海外传播

过程中要有一定的空间，让我们的学者、记者
能够充分利用己之所长，更好地为国家发声；

三是对国际舆论环境要有专业的研究和掌
控，才能提出有说服力的话语，来引导国际舆

论走向。
话语权不会自动降临。我们必须记住，得

道多助失道寡助，而要“多道”，舆论战就是一
道必须迈过去的坎。培养一批有着强大语言

能力和政治文化素养的海外传播人才，关键
是要知道如何来选择合适的人选、进行合适

的组建，并知道如何恰到好处地来使用。
我在法国遭遇过的一场最艰难的大舆论

战，就是 2008年围绕着北京奥运而展开的。
当时法国一批反华势力想在奥运问题上搞臭

中国，因此当奥运火炬传递到巴黎时，一场声

势浩大的抵制北京奥运的

示威便在巴黎铺开了。我非
常清楚地记得，当天我应邀

到法国电视台参加一场收
视率极高的辩论节目，来辩

论北京究竟有没有资格举办奥运。由此我开

始了在几乎所有法国电视台为中国申辩的历
程，目的只有一个：为北京奥运声张正义。

除我以外，当时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
曲星、凤凰卫视常驻巴黎记者、留学生等也都

曾接受法国媒体的邀请发声。我认为，法国总
统萨科齐最后在舆论压力下还是决定前来北

京参加奥运开幕式，这些声音是起到了一定

作用的。

这个例子证明，构建一支发挥五大“力”
的人才队伍是完全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种

构建以个人、以才华为主，而不是以人数、以
规模为主。几个人能够应邀到西方媒体上说

和做的事，可能比一批人在“小众消费”水平
的媒体上“自娱自乐”的效果要好太多。

我在法国的经验也证明了另一点，即中
国国家的亲和力与中国人个人的亲和力是密

切相关的。西方人比起中国人要相对“个人主

义”得多，我在法国时用法语撰写了一本有关
中国人的书《与你一样的中国人》，出版两个

月后再版，证明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样，当
我出现在法国电视台上时，我的个人“亲和

力”就与“中国形象亲和力”密切结合起来。而
在这种背景下，我谈到中国时，便成为某种意

义上的“中国话语说服力”了……

新闻舆论引导要专业
国际舆论引导力则是需要专门打造的，

我认为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值得研究和探

讨。法国 2007年大选时，作为总统候选人之

一的萨科齐认为，要当选就一定要促使法国媒
体倒向反对外来移民，以吸引极右翼选民。他

便组成一个班子，每天设计一或几个新闻话题，

抛出来吸引媒体关注，引导媒体朝着他的政
治纲领方向报道。他当选后总结时认为，这一

舆论引导策略的成功，是他当选的重要因素。
今天，我们要改善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

也必须建立一支专业的新闻舆论引导队伍，
对国际舆论环境进行专业化的研究和掌控，

及时提出有说服力的话语，引导国际舆论朝

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重复西方概念易吃亏
在我们的海外传播过程中，因重复西方

创建的概念而吃哑巴亏的例子值得关注，因

此必须打造带有中国印记的新概念、新范畴、
新表述。

比如西方因为有选举便自封为“民主国
家”，硬给中国套上一顶“选举原罪”的大帽

子。将西式“民选体制”国家说成“民主体制”，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次新冠疫情非常充分

地印证出，西方政体的主导力量不是“民”，而

是“资本”。而中国是一个真正以“民”为天的
国家，只是中国政权的产生不是使用西式的

选举方式而已。
又比如，“外宣”在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

中是一个负面用词，而“对外传播”是一个中
性词。我们就应该用“对外传播”来逐渐取代

“外宣”，这也是一种新概念。
这样的表述，我们应该逐渐地、长期坚持

不懈地创造下去，直到创出一整套中国的、符
合中国事实和历史的话语体系，这样才有可

能打破西方对全球的话语霸权。

必须打赢这场舆论战
我认为，今天中国与西方正在进行的实

质上是一场舆论战。我们必须打赢这场舆论

战，才能使中国和世界的未来走向休戚与共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打赢这场战争，一是我们的新闻专业
人员和学者要有更高的职业道德素养和业务

专业水准。职业道德素养指的是我们要有打

舆论战的心理准备和奉献精神、牺牲精神，只
有真正拥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才能有打赢这

场舆论战的勇气和信心。至于业务专业水准，
则是指我们必须了解、理解西方，懂得如何有

效反击西方才能有效。
比如，当西方提出中国正在新疆进行“种

族灭绝”的世纪谎言时，我们仅仅反驳说“假
的”是不够的。必须针锋相对地指出，其中有

着某些势力试图通过炒作新疆问题来挑起中
国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矛盾的深层次意图……

这样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反驳并批倒这个世纪
大谎言。

要打赢这场战争，二是国家要全力支持
主流媒体人和学者在全球媒体上发言。同时

也一定要懂得，他们都会用自己的语言、自己
的表达方式、自己的理解来发言。我们一定要

认清楚哪些主流媒体人值得我们信任、值得
我们支持，去全力应对这场舆论战。

五大“力”与三大“新”都是新的提法，内
涵很深，具有非常实际的工作指导意义。关键

在于，我们要研究如何将其化为实践。

提升五大“力”
打造三大“新”

    5月 31日下午，中

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
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

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

重要讲话。总书记的论断告诉

我们，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
力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

时代之后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
提出的必然要求。这个新的时

代方位迫切要求通过建设有效

的国际传播能力，将中国在发
展中取得的经验与世界共享，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形成惠及全世界

的知识体系。借助更加有效的
国际传播，提升中国的对外发

声能力，让中国的发展经验，以
及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惠及

全人类，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
体，做出更加有效的贡献。

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就当下而言，也是为应对

新冠疫情这一人类共同威胁贡
献中国智慧所必须达成的目

标。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国际体系力量对比

经历深刻变化，以新冠疫情为
典型代表的新型全球风险，对

全球治理以及各国治理能力和
治理体系的深度调整提出了全

新的挑战和考验。历史地看，国
际体系的变迁从不是一个均

衡、对称的过程，冷战结束三十
年来，国际体系的变动更多地

体现在客观力量对比层面。在

以国际传播为典型代表的国际
体系上层建筑，尤其是话语权

力结构与观念知识结构层面，
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主要还是

冷战结束后西方所谓新自由主
义为主的传统结构。在全球范

围，就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的
宏观结构来看，普遍存在认知

观念相对滞后、无法有效适应
客观存在高速变化的问题。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西方主流媒体在认

识和理解疫情的危害、探究疫情的有效应对方
法等方面，继续试图使用甚至是滥用自身在话

语权和国际传播领域的既有优势，篡改信息、扭
曲认知、歪曲事实、转移焦点，并且已经在事实

上对全球疫情风险的应对等问题产生了实质性
的负面影响。要扭转这种局面，确保准确传播有

效的抗疫经验，有效开展务实的抗疫合作，稳健

推进必须的抗疫政策协调，就需要中国全面提
升和完善自身的国际传播能力，从而确保更好

地推动国际抗疫合作。
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更是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
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迫切需要。冷战结束

后，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华盛顿共识”，凭借
美西方在国际传播能力上的传统优势，客观上

影响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冷战后全球相当
数量议题的发展进程。30年的实践证明，这种

观念存在深刻的结构性缺陷，无法有效适应当
下的需求。2020年 4月法国《观点周刊》采访新

自由主义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美国的福山教授
时，福山自己承认：“现在看到的是新自由主义

的彗星之尾，它已经死了。”
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就是要全

面向世界阐述和介绍中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
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

观；在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同时，有
效阐述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深刻理解；进而将中

国在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实践经验和成
功案例，进行有效的传播。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国际传播能力的建
设与完善对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对在特定时

空背景下拥有相对比较力量优势的大国而言，

都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历史使命。进入社会主
义发展新时期的中国，必须勇敢面对挑战，坚定

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朝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总体目标坚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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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日
前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
计和研究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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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何才能
提升这五大“力”？

■ 黑山卫生部长博约维奇（左）和中国驻黑山大使刘晋在中国援助疫苗

交接仪式上，对外援助疫苗大大提升了中国形象亲和力 本版图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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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传播 深
海评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