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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大体系中，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是否拥有话语权是直接可以

影响其国家利益的，同时国家话语权的大小也直观地体现了各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那么提高

国家自身的影响力就可以利用提升国家话语权的途径来实现。我国在近几年的众多国际会议中

为世界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获得了国际领域上的不断称赞，国际话语权也因此得到了

提升。当今世界国际力量的差异发生着深刻地变化，中国在面临这样的新形势下临危不乱，向

世界贡献中国的理念和解决问题的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十多年，从最初的规划设

想到如今实实在在的国家间的相互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正将中国的规模、优势、历史文化

等向全世界展示，但仍然充满挑战。因此，中国未来的发展还必须对其自身的国际话语权的提

升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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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今世界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接踵踏来，在国际的

舞台上，中国依旧存在难以提出自身话语权力的困境。在这

样的情形下中国依然积极地为全球为世界提出了中国理念

和中国方案，在这些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中，“一带一路”

倡议就是最突出的体现。我们可以从历史、价值、利益、制

度等多个方面更加深刻地去认识“一带一路”倡议[1]。“一

带一路”倡议与我国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一脉相通的，我国坚

决维护国家独立，坚决反对领土扩张和霸权主义，转而去追

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的共赢，我们提出要坚持

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截止到 2023年 6月，中国已经与 152

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大约 200份的有关“一带一路”

倡议的合作文件[2]。

一、中国国际话语权

（一）话语权、国际话语权概念的涵义及重要性

话语权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法国社会科学家米歇尔·福

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与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论中，他

指出话语权是社会中的大众就社会中出现的公共问题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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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际上的事务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一种权利。法

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代表人物拉斐德在起草《人权宣言》

时就指出，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有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

权利[3]。那么国际话语权就是把国家作为主体，国家以自身

的利益为核心，可以自由地传达与自身国家利益相关的本国

立场、观点和主张[4]。

从西方学者们对话语权的定义来看，中国学者们对话语

权概念的界定又进行了更深一步地探讨。第一种观点认为，

话语权就是指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立场的一种权利。比如对

一些事态作出合理解释的权利；对于自我利益被侵犯拥有的

可以向上级申诉的权利；或者是对违法违规的行为进行举报

的权利以及对别人表达的错误观点可以进行评判指正的权

利等等都属于话语权的范畴[5]。第二种观点认为，话语权既

是一种权利，也可以是一种权力。“在话语权利转化为话语

权力的过程中，话语本身能够发挥出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我

们对它的想象[6]。”还有部分学者认为，话语权可以从话语

权利到话语权力再到话语权效进行转化。还有一种主张话语

权也可以是一种能够通过话语信息来传递影响力的一种权

利、权力以及能力的一种集合体。基于这一认识，学者们对

该概念的界定就构成了话语权的五大要素：话语创造权、话

语表达权、话语传播权、议题设置权以及话语运用权[7]。

当然我们为什么要着重关注话语权的作用，话语权的重

要性在于，第一，话语权换言之是一种文化软实力，通过提

升国际话语权也就有利于加强国家自身的文化软实力。第二，

通过构建话语权可以更有效提高国家的良好形象。目前一些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他们在国际社会地位上的国际

话语权的力量试图抹黑中国的大国形象，恣意宣扬“中国威

胁论”，基于此我国就需要加快提升国际话语权来击溃这些

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谣言。第三，如果一个国家在国际层

面上所掌握的话语权越大，那么与之对应这个国家在整个全

球体系中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也就越大。近年来，中国积极

地出现在国际社会中，努力争取自身的国际话语权，以此来

获得国际事务合作中的主动权，切实维护了自身利益。

（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变迁

国际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不断发生着变化，中国不断地与

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必然推动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产生与

发展，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也随着不同时期变化着的国际关系

而发生着巨大的变迁。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全面实施

了扩大开放的战略，为推动全球化进程拉开序幕。正因为如

此，我国也相继展开维护国际秩序，推动全球发展以及维护

世界和平建设的工作。直到进入 21世纪，中国加入的政府

间国际组织数量已与一些排名靠前的发达国家相差甚微，中

国也加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

成为成员国。特别在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则更

是进入了新时代，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直到中国在 2012 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我国的

经济实力得到稳步提升，在国际社会中也慢慢展露头角。随

着中国逐渐与国际社会的交际越来越多，国家与世界的利益

也逐渐交织在一起，这就需要中国在一些西方国家逆全球化

的浪潮下更加主动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维护全球化的进

程。新中国首倡国与国之间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2015年习

总书记在雅加达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上指出，亚非各国要继

续发扬万隆会议的精神，双方携手，共同建设互利共赢的新

型合作关系。在新时期各个国家都相互关联着，没有任何一

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因此中国提出的互利共赢，共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合作理念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遵

循，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近年来，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追求世界文化的单

一性，企图用他们的资本主义文化来统领全世界。面对这种

行为，中国呼吁世界各国要坚定抵制这种行为的文化渗透，

要坚持国家自身的文化为主体。近些年来，一些国家纷纷出

现逆全球化的现象，中国则坚持维护多边主义，积极倡导并

推动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体现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

贸易相关的往来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有所涉及，同样也倡导

了我国的发展理念。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白皮书中，我国就将“和平

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这种合作精神作

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导理念。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提出了“共商、

共建、共享”的外交原则，目的是为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开展更好更优的合作。“共商、共建、共享”是我国为国际

社会出现的新的问题而提出的合理正确的解决新思路，这也

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种新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中

国一个国家能倡导起来的，而是需要各个沿线国家合力完成。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追求高度灵活并且富有弹性的合作

机制，这是一种多元合作的追求多样化的发展理念。

自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来，国际组织特别是政

府间国际组织成为了倡议需要交接的对象。“一带一路”倡

议是中国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途径，“共商、

共建、共享”作为我国对外交流对外合作的引领性的规则，

它创建出了各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的

行动遵循，为众多国家参与到国际社会的事务中提供指引，

而各个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中所要遵循的具体行动规范则

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发展理念。我国在“一带一路”倡

议中的理念宗旨也是展开与国际组织之间合作的宗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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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灌注到国际组织间的行动规范之

中，从而推动国际组织依托这些理念来更好地治理国际社会。

直到今日，联合国与中国紧密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正是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最好体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至今十多年以来，从最初的规划设想到如今在国际层面早已

变成了实实在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这是全世界翘首以盼

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将中国的规模、优势、历史文化等

向全世界展示。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国际组织的发展出

路

“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外

交原则与国际社会中其他国际组织或地区性组织提出的倡

议之间都有着相互交叉重合的地方，但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因此在与其他国际组织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中国还需要研究

一些恰当可行的发展战略，这样才能更好地将“一带一路”

倡议中提倡的理念灌注到其他国际组织中去。

首先就是要提升中国自身在国际组织中的制度性话语

权。制度性话语权就包括了制度性权力与话语权两个方面。

在国际关系中，制度性权力则是指主体通过一些与客体之间

的互动交流来间接对客体进行控制。通常来说，越是拥有资

源越多的国家，那么它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也会越大，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也指出我国

要提升自身的制度性话语权。对于我们自身来说，将制度性

话语权提高不仅可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提升影响力，同样在

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以此来制衡国际组织间的消极力量，中国

作为超大发展中国家，能更多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视角上，维

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利益。在新时期，随着我国逐渐提升自

身的制度性话语权后，“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国际组

织相继投入实施，中国在全球治理的经济层面也逐渐取得了

一定的主导作用。

其次是要扩展我国现有的国际组织的职能范围。国际组

织的职能是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上海合作

组织就是我国扩展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职能范围的一个例子。

上海合作组织最初是为了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为宗旨而创

立的，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中提出该政府间组织的

宗旨是为了鼓励合作，为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创造一个

国际政治经济的新秩序。在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之后，上海合作组织的职能范围得到了拓展，从过去集中在

安全领域问题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转变为注重经济与安全多

领域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五、结语

在目前严峻的国际体系关系中，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实

施经济合作区的方式来借此打压中国的发展，同时这些发达

国家颠倒是非，恣意宣扬“中国威胁论”，意图在国际话语

体系中将中国踢出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中国并不会因此退缩，

更要迎难而上，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政治、经济、

文化等相互交融相互联系的全球治理环境。对于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它不仅仅只是一个与国际组织相互合作

的发展战略，更是一个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包含着

以和为贵的中华传统观念。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换

言之就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价值观和理念传递

到世界各地。“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不仅仅只是扩宽周边

国家的市场，而是以此为建立一种新型的全球治理体系奠定

基础。因此，我们要讲好中国文化，传播好中国话语，打破

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垄断的困境，这也是“一带一路”

倡议需要做的。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使“一带一路”倡议来加强我国的国

际话语权？我认为首先，应当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

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以此来带动中国国际的话语权。“一带

一路”倡议在全球治理中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方向，同时在国

际社会也面临着新的困境。中国提出的互利共赢，推动实施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正是“一带一路”倡议所遵循的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为了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逐渐创立了亚

投行、丝路基金等国际性的机制，不断为欠发展的国家带来

了多种渠道的国际平台，那么增强其话语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是更有效加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首要条件。其次，在“一带

一路”倡议的合作过程中，换位思考充分理解其他相关国家

的处境已经经济利益是我们进行合作的前提，只有取长板补

短板才能更好地互利共赢。最后，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国际媒

体平台，向世界各地传播中国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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