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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
于洪君 中联部原副部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前大使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
王辉耀 国务院原参事、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举行会晤 新华社 发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党的
二十大报告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行了系统总结和精练概括，又提出了一
系列重要论断，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开启，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

展现大国担当
在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分

析了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总
体态势，一方面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类前途终归
光明，另一方面也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
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世界再次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这一严峻现实。他
表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既充满
挑战又充满希望的时代，“中国人民愿同
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
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开启，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新局谱新篇，

早在二十大召开前夕，即以习近平主席
出访中亚并参加上合组织峰会为标志，
成功地拉开序幕。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
乌兹别克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与两国
领导人就增进睦邻友好、拓展战略合作、
巩固传统友谊以及其他共同感兴趣的问
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取得了一系
列重要共识和成果。在出席上合组织峰
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分析了世界发展大
势与格局转换之难，旗帜鲜明地提出了
化解危机、应对挑战、共克时艰的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在会议期间，
习近平主席还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当前国际形势极其复杂、大国关系极
为严峻的形势下，双方共同向国际社会
展示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成
熟性和稳定性。
二十大后，习近平主席赶赴东南亚，

对印尼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G20巴厘岛
峰会。随后，他又访问泰国，出席在曼谷
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此次
出访，历时6天5夜，习近平主席总共出
席30多场活动，“既运筹多边外交，又引

领双边关系；既密切大国互动，又深化南
南合作；既阐释中国之治，又回答世界之
问；既提出宏大倡议主张，又宣布务实行
动举措”。特别是在会见美国总统拜登
时，习近平主席指明了中美两国相处之
道，为中美关系回归正常发展轨道注入
了强大动力，影响巨大而深远。此次会
晤之后，中美两国多领域、多层次对话与
合作渐次展开，国际社会反应甚好。

在此前后，习近平主席还在北京会
见了越南、蒙古、老挝、德国、古巴等多国
来访领导人以及欧盟等国际组织负责
人。李克强总理、韩正副总理、胡春华副
总理等相继出行，或对邻国进行访问，或
去参加多边会议。阐释党的二十大精
神，宣介中国式现代化愿景，深化治国理
政经验交流，拓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充分彰显了中国理性、自
信、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发挥引领作用
当今世界进入变革与动荡相互交织

的历史过渡期，人类社会面临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一方面，人类社会生存繁衍
的外部条件持续恶化，人类与自然界的
和谐共生面临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冷战
后世界战略均势被打破，国际力量对比
关系持续改变，大国发展利益与安全关
切深度交织又彼此冲突，国际经贸合作
与人文交流不断拓展又混乱无序。经济
全球化遭遇挫折与全球治理进程乱象丛
生彼此牵动，价值观体系激烈竞争与不
同文明互学互鉴相辅相成。
面对困扰人类社会的世界之变、时

代之变、历史之变，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
边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
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霸凌行径。
新形势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无

论在多边舞台还是在双边层面，都显得
更积极和主动，更具开拓性和进取性。
国际社会特别强烈地感受到，在和平赤
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
无减，世界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中
国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继续恪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
理念。正因如此，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
后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署名文
章，明确表示不要因中国崛起而孤立或
减少与中国的合作。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安全态

势总体上依然十分紧张。由北约持续东
扩、挤压俄罗斯安全空间等多种因素综
合作用而引发的俄乌冲突，不过是欧洲
地缘政治大裂变的前奏曲和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走向纵深的变奏曲，其外溢
效应和严峻后果远没有完全显现。对于
这场至今看不到终结迹象的高烈度、超
残酷的地区冲突，中国坚定站在历史正
确一边，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始终
秉持劝和促谈的一贯立场。
同时，中国作为负责任、讲信誉、敢

担当的发展中大国，参与并引领全球治
理的力度不断加大。在经济治理、安全
治理、网络治理、环境治理、公共卫生治
理领域，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的独特作用有目共睹。
新的一年，既可能遍布机遇，充满希

望，又可能挑战重重，危难叠加。从目前
大国关系走向、世界经济动向、地区和全
球安全趋向看，形势不容乐观。中国必
然会进一步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
旗，全力推进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
心理念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积极主
动、更有创造性地参与和引领全球治
理。中国也必然会在更大范围和更高水
平上，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质量
发展，并在维护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
组织体系的地位和权威、引导G20和
APEC发挥新型合作平台应有作用，特
别是在巩固并提升上合组织、金砖机制
的国际影响方面，展示出更大的动员力、
协调力和感召力。

本报记者 杨一帆 王若弦 整理

党的二十大以后，中国进入新的发
展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历史留给我们的
时代之问，我们也需要通过积极的探索
与实践，交上满意的答卷。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根基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增强中华文明传

播力影响力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
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
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
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应根植于二十

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
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
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相较于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

国强必霸、大国博弈和二元对立等对抗
性思维，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以文明交流

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
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因此，中
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具有包容性，是人类
文明的新形态；也意味着中国开始在实
践和理论层面打破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
的迷思，开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有鉴于此，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陈
列中国在器物层面现代化的巨大成就，
也要在制度层面和理念层面增强国际社
会对中国道路的理解，让跨文明的人文
交流成为沟通中外的纽带。

以创新对外叙事为抓手
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的人文交流是

中国对外交往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中国
实现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基石，也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
进民心相通相知的重要途径。

从文明的高度开展人文交流，讲好
中国故事，加强国际传播，应当是系统
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工程，既需要国家
的战略引导、政策支持，也需要媒体、高
校、智库、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协同发力。

首先，创新对外叙事，提升国际传播
效能。在对外传播中，以全球化视野思
考中国问题，在叙事中更多地强调共性、
包容、客观、谦和，特别是在全球共有的
价值观基础上，讲述中国故事。例如，用
别人听得懂的方式讲述中国自身发展的
逻辑，少一些理念倡导，多一些客观表
达，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做好细节上的阐
释；在叙述中融入对方故事，从每个个体
的经验来讲述，增强感染力。
其次，坚持四个自信，不避人类共同

价值。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
时指出，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
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美
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都
符合各自的国情。让中国全过程民主各
主体参与中国叙事，讲好中国协商式民
主的故事，不仅能够体现中国民主协商
制度的优势，也可以减少国际社会误读。
再次，注重国际合作，借助海外友华

力量。一方面，“侨”为桥，充分借助海外
约6000万华人华侨，特别是“一带一路”
沿线4000万华人华侨的传播效用，提升
当地民众对华认知。另一方面，同国际

媒体和出版机构合作，同国外专家展开
广泛对话，在对话中增进了解。

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平台
上海作为中国大陆国际化程度最高

的城市，有着开放包容的悠久传统与文
化气质，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优势众多，
也责无旁贷。
上海打造了一批高水平的国际传播

媒体平台，凝聚了一批高素质的国际传
播人才。《老外讲故事》这类产品的成功
是个开始，后续可以在覆盖范围与传播
形式上更多地延伸。
上海也是时尚之都、商业之都、体育

赛事之都、国际会展之都。进博会、世界
顶尖科学家论坛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品
牌，但上海还可以继续搭建新的国际会
议交流平台，如世界智库论坛。智库交
流形式灵活，氛围宽松，有助于各方达到
更深层次的理解。
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交流互鉴，不仅

有助于中国和平崛起，对促进世界和平
稳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意义重大。

本报记者 杨一帆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