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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发展至今，对其适时进行整理总结，可以提供现有研究

的总体参考和未来研究方向。通过对国际传播能力概念界定研究、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历史溯

源研究、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困境研究、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策略研究进行总结分析，

发现现有研究以思辨研究和规范研究为多，面向某国家或地区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证研究

相对不足，使得相关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所欠缺。基于此，未来研究应该创新国际传播理

念，加强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与我国有交流历史和基础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的实践研究，推动相关研究进展，为新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实践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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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进入新时代，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

社会对我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但我国的国际形象建构“他塑”

仍然大于“自塑”，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必要且紧迫。基于对

客观实际的清醒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通过多个场合围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发表系列重要论述，致力于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

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实践发

展至今，经验成果不断积累，研究进展较为可观，因此适时

整理总结相关研究，可为未来研究提供一个现有研究的总体

参考，并分析出已有研究局限为未来研究提供方向。

一、对国际传播能力概念界定研究

研究国际传播能力要先清楚国际传播是什么。在研究初

期，多数学者将国际传播视为国家、政府、社会等“大形象”

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德里克·菲舍

（Heiz-Dietrich Fischer）和约翰·梅里尔（John C. Merill）

就认为国际传播是有目的的民族国家和政府间的信息交换[1]。

日本学者鹤木真认为国际传播就是指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

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2]。随着相关研

究和实践发展，“个人”“群体”等“小形象”在国际传播

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国际传播的主体更为多元化。美国

传播学者哈米德·莫拉纳（Hamid Mowlana）将“个人”“群

体”纳入国际传播界定，“包括通过个人、群体、政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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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两国、两种文化或多国、多种文化间传递价值观、态度、

观点和信息的研究探索领域，同时是对促进或抑制这类信息

相关体系结构的研究[3]。随着我国对外传播实践不断发展，

国际传播越来越被视作一种能力来建设。国际战略研究学者

赵磊认为，国际传播不是单向的输出过程，而是分享、接触

以及倾听、吸纳的双向过程，强调通过有效渠道与合理方式

告知、影响或说服特定受众去欣赏、认同国家理念以及国家

行为的能力。他还特别强调，国际传播包括倾听和吸纳，即

将特定受众的观点纳入政策和行动中并不断完善国家战略

的能力[4]。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叠加作用，国际交流日益频

繁更易实现，认为主体趋向多元化、内容趋向多样化、传播

方和被传播方的地位趋向平等、传播行为更倾向于双向互动

过程的概念是更符合时代发展实际的。

“国际传播能力”则是一个饱含中国抱负和中国气质的

特有词汇[5]，不同研究视角对其解释也有所不同。国际形象

塑造的视角下，国际传播能力是一个国家或执政党利用本国

和他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向全球公众传播其信息，进而塑造

其国家或政党形象的能力[6]。国家软实力视角下，国际传播

能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传播场域作为主体力量的话语权、公

信力和影响力的体现[7]。也有学者对“国际传播能力”和“国

际传播力”这两个易混淆概念进行辨析，认为国际传播能力

是一国全方位、多层次地向国际受众进行有效传播的综合实

力；而国际传播力是一国向他国有效传播信息的硬件和抵达

范围，以及所产生的传播效力[8]。国际传播能力概念是基于

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发展而生成的饱含中国抱负和中国气

质的特有词汇，不同学者对此概念的解释都是紧紧围绕着我

国对外宣传工作要达到的效果来进行阐述，是我国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从实践向规律性认识的转变。

二、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历史溯源研究

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冲破封锁向世界展示中国红

色革命文化，进行对外宣传[9]。改革开放前，国际传播能力

较弱，主要通过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活动来对外传播中国声音。

改革开放后，对外宣传工作迎来第一次浪潮，要对外开放就

要对外宣传[10]。1978年，传播学传入中国，我国传播学研究

始于此，这是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11]。1988年，由段连城撰

写的《对外传播学初探》，即我国第一本对外传播学术性专

著问世。1999年，对外传播学基本内容和科学含义在沈苏儒

的《对外传播学概要》及增订版《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

得以界定，开启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研究。2008年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的重视刺激了研究数量大幅增长。2009年出台的《2009

—2020年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总体规划》，首次明

确指出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打造国际一流媒体是中国媒体今

后的发展方向[12]，再度刺激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大量涌

现。新时代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断发展出更丰富的内涵，

党的十九大提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

中国[13]”的国际传播新使命，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形成同我

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4]”。学者业界

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热情高涨，研究成果十分喜人。在

党的领导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定能不断开拓新局面、取得新

成就，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不断向前。

三、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困境研究

新时代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存在着不少在国际传播

中亟待破解的困境和需要规避的问题。我国在传播内容的供

给、传播方式、传播手段、体制机制、人才队伍等方面还存

在一些弱项[15]。从媒体角度来看，主要存在着内宣模式惯性

尚存、时代叙事能力匮乏、海外受众“画像”不清、国际传

播人才稀缺[16]的困境。从对外宣传工作本身来看，缺乏顶层

设计，忽略传播策略，文化传统割裂，媒介人才匮乏，内容

叙事严肃化，传播方式公式化[17]。以问题为导向，提升国际

传播能力需要克服文明优越感，淡化意识形态，避免单向传

播[18]。

结合具体面向某国家或地区的国际传播实践，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困境各有针对性。面向东盟开展传播工作存在短板

弱项，立足实际、主动创新意识有待提高，本土化、精准化

传播有待提高，传统传播阵地投入有待巩固，对外文化贸易

有待扩大，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19]。结合印尼涉

华报道，我国面临涉华报道被纳入冲突性“政治化”框架、

涉华议题污名化、中国国际传播权重不足、冷战思维的报道

视角等困境[2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我国仍需要在国际传

播的内容、方式、手段、人才、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从各个

方面突破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四、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策略研究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涵盖范围很广，对外传播各方面都是

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各方面出力才能有效形成合力，实现国

际传播能力全面强化。一是讲好中国故事方面，需要善于发

掘好题材，提升传播能级，构建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充分

发挥多元传播主体优势，讲好中国故事的功用[21]。在“文明

交流互鉴”视阈下重构全球传播新秩序，在新的媒介格局与

传播生态下打开中国故事的多维叙事空间[22]。二是文化外宣

方面，必须从话语优势、议题设置、外宣旗舰媒体、外宣队

伍等多方发力[17]，通过构建多元化传播主体解决“谁来传播”

的问题，通过打造多样化文化传播内容解决“传播什么”的

问题，通过优化立体式文化传播手段解决“如何传播”的问

题，通过挖掘本土化传播要素解决“更好传播”的问题[23]。

三是新闻传播方面，应当积极转变观念，打破旧的国际传播

秩序，加强人才培养，建设中国特色传播体系[24]。依法治理

发展新闻传媒业，创新电视传播策略，创新汉语推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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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培养人才，加强全民新闻媒介素养教育[25]。地方政府

应在海外社交网络传播矩阵的具体建构上，应立足国际传播

实际探索矩阵中心、矩阵网络、矩阵平台和矩阵模式的构建

策略，在社交网络布局、社交关系延展、社交技术识别和社

交数据倾听等维度全面发力[26]。四是城市的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方面，要更新城市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打造政府负责多元

参与的城市国际传播主体，凝练人与城共生的传播内容，升

级城市国际传播技术和平台，关注受众意识[27]。

进入新时代，我国持续深化对外开放为加强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提供了绝佳的大环境，我国各地进行的、面向不同国

家或地区进行的长期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实践累积了不少

特色经验，但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和不足。现有研究以

思辨研究和规范研究为多，侧重从学理上分析国际传播能力

建构的意义、构成要素、实施策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仅

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战略构想，更是一项需要切实推进的实践

工程，面向某国家或地区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证研究相

对不足，使得相关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所欠缺。基于此，

新时代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应该创新国际传播理念，

加强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与我国有交流历史

和基础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践研究，运

用实证的研究方式，全面把握研究对象特殊的传播背景和环

境，加强对成功案例的经验分析，推动相关研究进展，为新

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实践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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