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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是人与人的对话 

——在第六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傅莹， 2019 年 8 月 12 日上午，银川悦海宾馆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构建新时代对外传播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这几年，我国的对外传播工作正在取得长足进展，搞得

有声有势。比如，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记者越来越活跃，

中国人的声音、中国人写的文章和书籍，越来越多地见诸于

国际媒体。尤其在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过程中，不仅官方

表态鲜明，学界和企业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用舆论斗

争支持和助力外交斗争，既有力地批驳了许多不实之辞，也

澄清了不少长期以来的模糊认识。再比如说，在华为事件中，

任正非总裁广泛接触媒体，以坦诚开放的态度，讲述华为的

创业心路和奉献世界的胸怀，为国际传播提供了好的案例。

在当前国际舆论的最前线，我们不少大使出现在国际媒体

上，主动回应外界对中国的关注，为国际传播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在综合能力的建设

上，尤其在对外传播的完善上，路还长。一段时间以来取得

的经验和成效，使我们有信心做得更多更好，努力实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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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形象由我们自己来塑造。就像总书记讲的，“我们有

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

该有这个信心！” 

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党正在进行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

的提升，也包括软实力的完善。目前，我们面临的压力和挑

战是复杂和多元的，而且变幻无穷，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在

实践和学习中，提升能力。 

抽象地讲，传播主要是解决形象问题。国家的形象与

个人或者企业的形象有相似的地方，通常要包括三个维度：

一是，你是什么、是怎样的；二是，你说你是什么、是怎样

的；三是，别人认为你是什么、是怎样的。 这三个维度的

图像重合，大致就能构成一个完整和客观的形象。如果这三

个维度的图像有缺失或者差距太大，形象就容易被扭曲，或

者缺乏说服力。  

现在，外界把中国看作对国际形势和世界走向的关键变

量之一，非常希望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决策者的想法和中

国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想知道，中国强起来后会成为一个什

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

的影响？  

十年前，我在英国当大使，在大学和各种论坛讲话时，

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中国想向世界要什么？能够给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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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上个月我在北京接待一位来访的英国议员，她提出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由此可见，

这可能是过去十年乃至未来十年，我们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

国，需要不断向国际社会解答和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去回应的

问题。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

领导下，经过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国从一个

贫困落后的国家，成长为在世界位居第二的大型经济体。中

国的世界影响力也相应地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

大的作用。中国的成就世界上有目共睹，无论是赞成我们的

人，还是不赞同我们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国的制度和治

理是成功的。中国的成功，足以修改西方所主导的国际政治

经济教科书，为人类追求文明和进步提供参考和借鉴。 

现在外界关注中国，不仅是关心我们自身取得了怎样的

成就，更重要的是，一个不断取得成功的中国将如何影响世

界。因为，这真正攸关各方切身利益和未来的战略选择。这

些年来，国际媒体对关于中国的信息需求不断上升，甚至可

以说是存在一定的信息饥渴，外界对中国正面的评价很多，

而且呈上升趋势，同时，负面意见也不少。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一些军政部门把中国定性为

“战略竞争者”，美方从经贸、科技到军事、安全，摆出全

方位应对中国挑战的姿态，甚至不惜破坏两国正常的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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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和人文往来。据美国学者反映，美国内正在出现以强硬

和有效方式应对中国崛起的“政治正确”，对华战略调整的

动向比较明显。然而，面对变化，中美学界的接触和交流没

有停顿，一些对未来忧心忡忡的美国学者一再探寻，中国到

底想要什么？中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是什么？ 

毋庸讳言，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霸权的式微，中国与

美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双方需要

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如果说，在美国领导层和战略圈子里，

有人试图将两国关系往大国权力之争的老路上引，那么在普

罗大众层面，如何对冲这样的错误逻辑，如何消除广泛的误

解和偏见？如何让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公众更多听到和读到

中国人介绍自己的想法和理念？我在对外交流中，常感到一

些人对中国的印象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对中国的了解基本

源自媒体和政客的二手说法。但是很多人也并非完全不想了

解真实的中国。 

最近与来访的美国议员、智库学者和媒体记者座谈，他

们带来了各种疑问，但在听取了中方观点后，虽说不完全认

同，但表现出浓厚兴趣。比如，当我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立法过程，包括从听取人大代表和社会的建议选

择立法议题，到开展专业和社会咨询、协商，再到形成草案

后征求社会意见，最终草案在人大常委会进行两次到三次的

审议和修改，之后进行表决通过等等。这些常识性的东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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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却很陌生，一些美国访客当场表示，希望能邀请我们去

美国巡讲。他们认识到，中国既然取得这样的成功，其制度、

政治和治理方式必然有成功的道理。他们希望中国人能更加

主动和广泛地向世界介绍自己的情况。一位美国前政要对我

说，中国现在是大国，如果自己不讲，就会有人代替你们讲。 

中美关系处在转折的关头，是迈向冷战，相互为敌？还

是通过有效沟通、建立新型关系？两国领导人商定的目标

是，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但如何才

能成功地将两国关系引入这样的轨道？这取决于两国在每

一个重要的利益和分歧问题上的选择，也取决于两国和两国

人民能否准确和客观地彼此了解和判断。而中美关系未来的

走向也必然会影响到世界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中，舆论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基辛格以他丰

富的经验总结到，“很多国际事件都是由对彼此的误解造成

的。”今天，当中国已处于国际博弈的前沿之际，我们不能

忽视国际关系变动中的舆论因素，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舆论既可以朝积极的

方向影响政策的选择，也可以朝消极的方向裹挟判断。越是

在国际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越不能放弃沟通，越不能

轻视舆论和传播工作。 

有时我们可能会觉得，在当今世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不够大。我的体会是，话语权不是被赋予的，而是需要去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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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如果我们能对已经拥有的话语权用好、用充分，就能不

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所以，我们首先需要提升传播的意识

和能力，需要有更多的中国形象和中国声音出现在国际媒体

和国际论坛上。 

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是立体和多维度的，是由各行各业

和各种社会群体共同去塑造的。因此，国际传播也需要宏观

和微观相结合，对自身意图和行为进行全方位的阐释，既要

有专业和战略层面的传播，也需要有人文和公众层面的传

播。大家共同努力，点点滴滴，聚沙成塔，形成全社会、宽

领域、多角度的国家叙事。开展国际传播需要有清晰的政治

引导，传播者应该认真学习和领会国家意志、中央精神，同

时也要了解世界，倾听世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的

思维框架下，发挥自身专业特色。 

说到传播，其实就是做人的工作，是人与人的对话和交

流。中文讲究结构和内容的完整性，我们写文章喜欢叠层架

屋。有一次我在英国皇家艺术协会做演讲，稿子里面一二三

套一二三，数据和内容不可谓不丰富。之后许多人到台子上

来祝贺，好像效果还不错。但我私下问一位在场的华人，到

底怎么样，他说，讲的内容太多了，记不住。我体会到，面

对公众讲话，重点在于沟通，在于思想和信息的交流。一次

哪怕只讲一个问题，讲明白了，能说服人，就实现了传播。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是讲好中国人的故事，真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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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说服力。有时一个小故事就能说明大道理，不是每个传

播都需要宏大叙事。我们的故事是讲给人听的，内容中要有

人，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驻阿富汗大使刘劲松最近卸任回

国，离开喀布尔的那天，他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临别

感言”，文章如涓涓流水，记述了在任期间最让他感怀的人

和事，讲到他对战乱中的孩子们的牵挂。这篇感言很打动人，

不仅在阿富汗效果好，许多中国人看了也受到触动。我们的

传播就需要这样方式，通过突出人，通过个体的人与人之间

的交流，传递我们的思考和理念。这次大会准备介绍的《善

良天使》也是这样一个成功的传播样板。 

国际传播并不等同于自我表扬，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

家，工业化进程推进得这么快，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们的制度优势恰恰在于，党和政府不仅有面对问题的勇

气，而且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在国际传播中不需

要回避问题，也不怕别人批评，重要的是能够说明我们的政

策意图和目标是什么，面对的挑战是什么，解决问题的努力

有哪些。当有人提出疑问的时候，恰好是传播的好时机。 

这次第六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选择在银川召开。

虽然宁夏身处西部，依然有责任也有条件参与国家在新时期

的国际传播。这次会议有很多年轻人参加，希望我们的年轻

一代更早地构建起国际意识。正所谓大国政治无边界，大国

国内的发展和变化必然会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是国际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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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中央对当今世界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

史论断，而中国处在变化的中心，既是变化的牵动因素之一

和关键力量，同时也受到各种新变化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充

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需要把握好自身，做好内功，认真

学习和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和关于对外传播的理论，更好地

完善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体系，为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提高

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目标而共同努力。（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