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

讲好故事的能力。”要让世界人

民认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

中国，最为基础的工作是在国际

传播中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

国叙事体系。如何构建具有鲜明

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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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衡：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
对外传播工作，可以说，党的百年奋

斗史就是一部对外传播史。在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和世界的

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正在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理应成为

国际传播的重要主体之一。这不仅

是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现实要求，更

重要的是要通过传播交流，展示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消除误解、增

进情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了解

中国共产党，了解我们已经做的、正

在做的、将要做的，了解我们对世界

和平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要积极主动发声。中国发展得

越成功，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

的抹黑和攻击就越厉害，企图用虚

假的话语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进

行污名化叙事。我们不仅要积极应

对国际话语权的斗争，更要主动出

击，要多说话，大声说话。我们并非

是因为强大了要发声，也不是低调

与否的问题，而是要为我国改革发

展稳定营造更有利的外部舆论环

境。要加快创新，积极构建符合新

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话语体系，让

中国形象的塑造在内容、手段和方

式上更加多元、更加立体、更加真

实，也更加有效。

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

释。资本利益至上向来是西方政

党的基本立场，在他们的叙事话

语中，政党、国家和人民往往是分

开甚至是对立的。而中国共产党

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的利益

和人民利益高度统一，党性与人

民性内在统一，党的一切努力、斗

争、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

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

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讲好党的故

事，要讲清楚党和人民的内在统一

关系，才能更加生动展示中国共产

党，更加具体呈现中华民族复兴的

宏伟实践。

要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国际传

播的主要叙事体系。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打破

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话语权甚

至传统迷思。要看到，目前无论是

一些发达国家还是一部分发展中

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或多

或少存在一定偏差。我们有必要

向各国说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

内涵、显著特点及其重要意义和影

响。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故事有很多，除了形

象化的叙事外，蕴含其中的道理、

哲理、学理及其构建都应该纳入到

国际传播体系中来，叙事、讲理、论

道三个层面都要下功夫，缺一不

可，真正做到令人信服。

主持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
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这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作出了示

范。比如，2014年3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法国引用拿破仑的话提出

了“新狮子论”，强调中国是一只

“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巧

妙反驳了“中国威胁论”，传递出中

国梦的世界价值。如何才能更好

地让中国叙事“融通中外”呢？

权衡：融通中外，就是要形成一
些能够顺应国际传播规律、彰显国

际传播效能的内容体系和方法体

系。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有很

多工作可以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要学会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

实践，把鲜活的实践讲鲜活，把彻

底的理论讲彻底。而构建中国叙

事体系的核心问题，同样是要形成

一些既能够反映中国实践，又能够

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

述。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如何既

要保证自己叙述得清楚明白，又要

让对方听得进去、听得懂。毫无疑

问，找准中外利益交汇点、话语共

同点和情感共鸣点，用国际通用的

规则、方式和概念来讲中国故事，

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中国形

成了一整套基于中国国情、中国历史、

文化，又能对应世界认知的发展观、

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

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这些都是

我们能够融通中外的重要新概念和

新范畴。这些年，中国又提出全人类

共同价值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并积极推动实践发展。中国的实践和

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也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主张、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融通中外就是要

求我们的叙事与国际受众相关联，符

合传播效果的“接近性”和“有用性”。

陈东晓：中国的发展成效有目共
睹，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知识和价值

提炼也为国际社会所期待。中国提

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

球文明倡议，都是在倡导多边主义，反

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聚焦合作而非

对抗、对话而非排斥。构建融通中外

的中国叙事要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高度，以全球化的视野，寻求中

国价值与全人类价值的共通性，寻求

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共情、共理。

总结对外交往经验时会发现，往

往我们越是过于突出政治话语的“中

国特色”又缺乏必要阐释，不被理解甚

至被刻意曲解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针对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打压和污名

化现象，我们应该更加积极主动阐释

中国发展理念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

知识体系和制度意义，找到更多与当

下国际社会发展理念共通的契合点，

创新更多可持续发展的合作议程。

沈桂龙：实现中国话语和中国叙
事体系融通中外，首先要突破西方话

语中心的理论叙事，不断植入中国实

践和价值内核。其次，不断推动理论

与实践的螺旋上升，在中国与世界、

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国际传播

互动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

际理论体系。第三，在高校国际传播

理论学科体系建设中，推动国际关

系、国际政治等学科与国际传播学科

的交叉融合，在理论创新中体现中国

探索、中国话语。

主持人：党的十八大后初步
构建起的大外宣格局，体现了我

们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

势。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如何在创新体制机制的基础上，

进一步运用、放大、强化我们的制

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并

使之尽可能高水平地转化为传播

优势，从而做好国际传播工作？

沈桂龙：制度优势、组织优势和
人力优势具有内在关联性，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

具体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强大

的组织能力，能够把中国巨大的人力

优势全部动员起来，并汇聚成强大合

力。把这三种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

就是要在国际传播领域进行顶层设

计，进行力量整合，构建多主体、立体

式、全方位的大外宣格局，形成国家

地方、不同部门的协调配合，充分调

动党和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传播力

量的积极性，发挥不同主体的差异化

优势，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

多渠道向全球不同国家广泛传播。

发挥好上述三大优势，需要进一

步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国际传播的

统一领导部门，强化国际传播载体，

把国际传播和国内宣传科学统一起

来，形成国内外传播资源的充分整

合。要创造性运用国际、国内传播经

验，建立跨部门、跨领域、跨行业的国

际传播联动机制和运行系统，以及国

际传播研究成果转化机制、反馈机制

和人才培养机制。

权衡：扩大传播半径、发挥传播
优势，一要广交国际友人，不光自己

发声，讲好中国故事，同时要依托外

国人讲好中国故事，让我们的朋友、

朋友的朋友来讲，努力塑造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二要提高传播

的精准性、科学性、有效性，即采用贴

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

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全球化表

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国际

对话交流一定要建立在对区域、国别

的分析研究上，比如“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国情、历史、文化、民族、宗教，

包括媒体特色、倾向性等，掌握了这

些才能使国际传播更有针对性。同

时，针对不同国际受众，对外传播的

手段工具也要有所区分。在加强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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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众化传

播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主持人：国之交在于民相
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开展各种形

式的人文交流活动，通过多种途

径推动我国同各国的人文交流

和民心相通。在人文交流的实

践中，我们有哪些成功经验？

沈桂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更好发挥高层次专家作用、利用重要

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

和渠道发声。以世界中国学论坛为

例，自2004年以来，已经成功举办9

届，作为一个高层次、全方位、开放性

的学术论坛，在增进中外了解对话中

积累了几大经验：一是形成世界中国

学论坛、高层次专家和外国主流媒体

的三方联动；二是放大国内论坛和国

外论坛两者配合的互补效应；三是通

过积极设置议题和加强论坛交流提

升国际传播效果。

从提升改进的方向看，今后还应

强化以下工作：一是丰富多样化的传

播渠道，形成以融媒体为主的国际传

播方式；二是延长国际会议传播的时

间热度，深挖会议内容，形成更为持

续的国际传播。

陈东晓：上研院是G20下T20中

国的牵头单位之一、国际智库联盟的

中方创始单位，及亚信智库论坛

（TTF）首任主席单位。在频密的国

际交往中，上研院与70余家国外智

库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初步

建成覆盖所有大洲主要国家的全球

智库合作网。通过机制创新，搭建政

府指导平台、智库协同平台和媒体投

放平台，力争打好国际传播总体战。

一是聚焦党和国家战略所需，以学术

研究为基础，及时主动发声，引导国

际舆论。《上研院报告》引起外国驻华

使领馆、联合国机构、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世界银行等重视和国内外专家

的热议，凸显报告对主要国家决策

层、国外战略界和精英圈的影响力。

二是与国际知名智库就热点问题和

敏感议题开展联合学术研究，通过设

置引领议程、推送中国方案，开展活

跃深入的智库交流及学术外交，塑造

区域舆论环境。三是促进中外学术

交往，培养国际学术界“知华”“友华”

派，同时统筹多学科资源，以点带面，

强化对周边地区的国际传播。

权衡：国际传播不能是一种模
式、一个通道、一种机制，我们要加强

叙事方式的创新，充分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新科技的发展，打造全方

位、全覆盖的传播体系。除了开展各

种官方、学术等交流对话外，民间一

些形象生动的叙事在国际传播中的

穿透力也很强，常常能收到非常好的

传播效果。一些生动的案例、实证研

究、数据支撑、灵活叙事等，都应充分

纳入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

体系中。此外，要建强适应新时代国

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打造复

合型人才——除了掌握外语工具，还

要有对国际关系的洞察、对国际政治

经济格局的把握、对特定国家历史文

化的了解等。在新一轮学科建设中，

区域国别学已经成为一级学科，这也

意味着，国际传播人才不仅要有全面

的知识储备，也要有“专精长”。

“新发展阶段”重要论断的
原创性贡献

沈开艳

→ 6版 ·论苑

咖啡文化何以赋能
“活力上海”

包亚明

→ 7版 ·智库

要相信汉语有足够的弹性
容纳变化了的生活

汪涌豪

→ 8版 ·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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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
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的重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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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党中央高度
重视国际传播效能。这不仅要
求我们从战略发展高度总结经
验教训、关注当前对外传播实
际效果，更要加强国际传播体
系建设，不断提升国际传播综
合实力。为此，本报记者特约
三位专家进行研讨交流。

着力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叙事体系

“

观点

■主持人： 于 颖 本报记者
■嘉 宾： 权 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陈东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沈桂龙 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找准中外利益交汇点、话语共同点和情感共鸣点

学术圆桌

“

“要在中国话语和中
国叙事中不断植入中国
实践和价值内核；在中国
与世界、东方与西方、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达
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国
际传播互动中形成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理
论体系；推动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等学科与国际
传播学科的交叉融合，在
理论创新中体现中国探
索、中国话语。

要积极构建国际话
语权和国际叙事能力，打
破一些西方国家的国际
话语霸权和话语陷阱，为
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更
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
要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
国际传播的主要叙事体
系，叙事、讲理、论道三个
层面都要下功夫，构建符
合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
的话语体系，全面真实向
世界展示中国形象。

中国的发展成效有
目共睹，中国故事及其背
后的知识和价值提炼也
为国际社会所期待。要
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高度，更加积极主动
阐释中国发展理念及其
背后的价值体系、知识体
系和制度意义，以全球化
的视野，寻求中国价值与
全人类价值的共通性，寻
求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
共情、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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