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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形象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展示窗口和平台，是国家的无形资产。中国的国家形象经历了古代的辉光闪耀、近代
的没落—抗争交织、现代的振奋重构之上升—沉沦—回升的历史变迁过程。当前中国国家形象则呈现出经济实力不断增

强，敢当责任与和平、发展、合作的特征。中国应吸取构建国家形象的教训，客观地评价与分析当前的国家形象；同时通过开

展公共外交，提升文化软实力，深化社会改革和抢占国际话语权等途径，以期更好地构建中国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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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形象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表现。在当今全

球化浪潮下，国家形象的成功构建是国家战略的必

然选择，也是确立该国国际声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

因素。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国家形象的定义已经进

行了比较精辟的概括和总结［１］。从现有的研究成

果而言，有关国家形象的认知主要是从国际关系学

和新闻传播学两大学科来进行论述的。根据有关

学者对国家形象的学术解读，笔者认为国家形象的

概念应该包括如下七个方面的内容：（１）国家形象

是一个国家整体综合状况的全面展示，不是国家的

局部区域或单一状况的体现；（２）国家形象涵盖的

内容总体上包括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

理、社会、教育、科技等多种发展指标反映出来的国

家状况；（３）对国家形象认识的主体不仅仅是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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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人民，也可以是外国政府和民众；（４）人们对

国家形象认知是主观的，会与客观的国家形象产生

差距；（５）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必须有特定的渠

道方式；（７）国家形象不是恒定的，并受各种因素影

响而变迁。由此可见，国家形象是一个多维动态的

概念，如何构建有利的国家形象已经成为众多国家

十分重视的战略问题。历史上中国国家形象的自

我认知与构建对于国家影响力的投射产生过重大

影响，因此本文拟通过对中国国家形象历史变迁的

阐述，获取国家形象构建的有益启示，试图在当前

国内外复杂局势的宏观视野下，寻觅构建当代中国

国家形象的有利途径。

　　一　历史流变中的启示———中国国家形象的

历史变迁

　　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与中国国家实力紧

密相连。从历史事实和人文眼光的角度来看，中国

的国家形象经历了古代 －近代 －现代三个阶段的

历史变迁，各自呈现出自身的时代特点。

（一）中国古代辉光闪耀的国家形象

古代中国是经济高度繁荣，文教十分发达，军

事实力极为强大的年代。尽管中国古代亦出现过

较长时期的分裂时期，但国力始终处于世界前列。

秦、汉、唐、宋、元、明、清（前期）作为中国代表性的

七个王朝更是给世界留下了光辉灿烂的印象，其强

大的国力和高度繁荣的文化展现出古代中国强盛

的国家形象。总的来讲，古代中国总体上展现出三

种国家形象：

“大一统”的国家形象。自秦汉以来，中国国家

疆域不断开发，汉胡民族不断融合，政治经济军事

制度不断完善，人伦社会秩序不断规范，国家“大一

统”的局面逐渐形成。但这个过程是曲折和艰难

的，著名学者葛剑雄先生统计出从公元前２２１年到

晚清时期的公元１８５０年的２０７０年间中国真正统

一的历史只有９５０年［２］，但正是这９５０年的“大一

统”时期却是中国国力最为强大的时期。经秦汉中

国统一中央封建政权建立，“敢犯强汉者，虽远必

诛”已经开始展现出中国国力强大的强硬形象；及

至唐宋中国的版图已经大为扩张，地域辽阔，其下

所属民族众多，国家实力强大，“唐”俨然成为中国

的象征和符号，长安城、“天可汗”、“遣唐使”等词

语勾勒出来的景象正是“大一统”的历史效应；元代

更是中国的疆土最为广阔的时期，横跨亚欧的大帝

国将“大一统”局面推向极致；明清两朝则是奠定了

当前中国版图的关键时期，明代北及蒙古高原，南

至南洋，清代康熙废长城而不顾，塞内塞外自为一

体，四海各族莫不归服，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制

历经几百年而不衰，这更是创造了“大一统”的

巅峰。

“国力充盈”的国家形象。盛唐至清初，中国一

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科技

水平都傲然地表现出一个大国的综合国力。早在

宋代，中国的商业已经十分发达，遍布全国的商业

网络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开始步入商业时代。国内

快捷的交通，“交子”的使用，航路的开辟，港口的兴

旺，手工业与金融业的繁荣等等，这些在现代社会

才能出现的经济发展要素在当时已经成为较普遍

的现象。在宋元之际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文笔细

腻地描述了中国的文明，对于中国发达的工商业、

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

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马

可波罗充满了好奇与羡慕。在他的描绘之下，在众

多西方人眼中，中国是东方的神秘国度，其无穷的

财富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吸引着众多西方人来到中

国。在世人的眼中，有关中国的国家形象的描写是

用“天朝上国”“物产丰盈”“地大物博”等诸多美好

词汇来形容的。而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自宋元时

期则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喷涌，“四大发明”便是中华

民族为世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即便是到了明

清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仍处于世界前列，老大帝

国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所展示的依然是国力充盈的

国家形象。

“文教昌盛”的国家形象。世界四大古代文明

之中唯有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传承，其他文明多湮没

于历史尘埃之中，中华文化连绵不绝的生命力是中

华文明经久不衰的保障。古代中华文化建立起以

儒学为核心，以佛道宗教为两翼的文化体系。以儒

学的秩序等级观念和佛道宗教的向善理念，用文教

０７



江　轶：论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与现实构建

的羁縻手段保证了统治阶级在国内的稳定地位和

中国的“天下”中心地位，也使得中国始终处于华夷

秩序的中心。中国的文化是具有极强辐射力的华

夏文化，在远古时期，华夏先民创造了华夏文明，这

种文明使得“四夷宾服”；唐宋之际，为中华文化大

放异彩之时机，内藤湖南所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则

认为从唐代中期经五代而至宋朝这段时间为中国

文化发生巨大变化时期，这个时期的华夏文化开始

深刻的影响到东亚地区；明清时期则是中国文化定

型并稳定输出时期，理学的秩序观与利益观主导着

华夏社会秩序，并极强地辐射着以中国为核心的朝

贡秩序圈，中国的文化昌盛已经作为一种固化的形

象认同而被潜意识强化。因此，即使到了封建末世

之晚清，中国民众对于自身最为骄傲和有优越感的

依然是“纲常名教”，而不是西洋的“奇技淫巧”，中

国文化之强大的形象已经成为当时国人自我认同

的民族名片。

从上而言，中国古代强大国力客观上导致了中

国国家形象的良性构建，中国国家形象以国力为后

盾，由此而产生正面辐射效应，是处于上升时期的

辉光形象。

（二）中国近代没落———抗争交织的国家形象

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始终面临

着两大任务，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近代中国国家

形象既有没落灰暗的消极性一面亦有努力抗争的

积极性一面，这个阶段的国家形象由于历史条件的

制约与世界发展趋势的影响，是正反因素交织形成

的具有矛盾混合体的近代中国特色的国家形象。

晚清以降，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末世，统治阶

级骄奢淫逸，吏治腐败，经济衰败，科技落后，土地

兼并严重，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国防松弛，国内社会

矛盾重重。正如龚自珍所描述，近代中国已经到了

“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年代。相比之下，随着西

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方各国尤其是欧洲各国开始

了现代化进程。这些曾经仰慕东方文明的西方人

在发展过程中开始用审视的眼光重新认识中国，在

叩关之后，外国势力逐步深入中国社会内部，面对

西方的冲击，无论中国的上层精英还是普通民众，

对于西方的反应是迟钝的。这种迟钝的反应除了

本身被费正清和列文森所认为的中国社会长期以

来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动力而难突破外［３］，更有华

夏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优越感与傲慢心理在

作怪。然而现实却远非如此，自大而落后的形象开

始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总体概括。经过鸦片战争

中国战败之后，在接踵而至的战争和外交危机下，

中国不断地以委曲求全的姿态示人，封建落后的中

国逐渐成为西方列强嘲笑的对象，代之而起的是屡

次被打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弱国形象。具体

微观形象有“东亚病夫”的精神形象，“小脚女人”

和“猪尾巴”的社会风俗形象，“面黄肌瘦”“食不果

腹”“流离失所”的民众形象，“一盘散沙”“满地烟

馆”的民族形象，“兵丁羸弱”和 “鸟枪古炮”的

国防形象，官员无知贪墨的官场形象等。这些形

象并非凭空捏造，从西人的日记、报刊、杂志上

可以看到更加犀利的描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近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反面凸显是将中华民族本身

的某些劣根性在近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放大，外

力冲击下的近代中国社会由于封建制度的僵化性

与民族自身对于外界反应的抗拒性，使得中国国

家形象在这个时候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黯淡

时期。

当然，在近代中国国家形象逐渐褪去原有光环

的时候，由于时代主题的变化，实现民族独立、国家

富强的总体目标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要

更加明确与迫切，整个中华民族尤其是仁人志士的

救亡运动则充分构建了近代中国的正面形象。具

体的微观形象则有“思变求新”的变革形象，“前赴

后继”的牺牲形象，“众志成城”的爱国形象，“愈挫

愈奋”的顽强形象，“勇于反抗”的不屈形象等等。

这些形象则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在民族危机面前

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民族优秀品质。由中华民

族优良传统与民族特质构建的正面国家形象从晚

清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国顽强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

与盟国一道最终赢得二战胜利之时。这个过程是

漫长而灰暗的，但中国人民绝不屈服，勇敢实现

民族自救自强的国家形象让世界为之震撼，因此

在二战结束时期，中国以 “四强”身份跻身世界

大国行列，这应该是近代中国国家形象难得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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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期。

总体上而言，近代中国国家形象在正反两面因

素交织下呈现的主要还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形象，

这与古代中国的国家形象相去甚远，处于国家形象

的“沉沦”时期。

（三）现代中国振奋重构的国家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为

国家真正的主人，中国的国家形象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首先是自立自强，艰苦创业，努力进行现代化

建设的朝气蓬勃的国家形象。无论是建国初期五

年计划的实施还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无论是大庆油

田的开发还是原子弹实验的成功，中国取得现代化

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的冒进阶段，但总体上却展示出中国独立

自强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形象。其次，经过“文化

大革命”后，中国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

众开始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在国际社会

上，中国先后采取了“独立自主、不结盟”“反对霸

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方针，赢得了广大国

家的赞誉和普遍尊重，开放的、积极发展的和平中

国国家形象在世界上树立起来了，“中国已不再是

旧式‘中央帝国’或游离于国际社之外的‘孤独的

革命者形象’，而是‘今日地球村’里维护整体和平

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的一个重要成员”［４］。

再次，时至今日，中国更以包容和谐的国家形象在

世界上树立起光辉的榜样。中国政府和人民承担

了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亚洲金融危机时

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积极履行联合国常任

理事国责任，积极参加国际协作和组织，向全球热

点地区派遣维和人员，向亚非拉落后地区派遣医疗

卫生工程队伍改变他们的落后状态，如此等等；而

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汶川地震中的表现和成功举办

２００８奥运会、２０１０世博会，无不向全球、向全世界

人民展示了一个追求和谐、包容融洽、敢于担当、能

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当前这种形象已经成为中国

国家形象的标志在世界上赢得了广泛赞誉和尊重，

中国的国家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沟通中国与世

界联系的重要桥梁和渠道。这时期中国形象的改

变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有关，属

于国家形象的“回升”期。

综上所述，中国的国家形象同中国的国家实

力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中国的国家形象经历了

古代的辉煌闪耀、近代没落—抗争交织、现代的

振奋重构的一个上升—沉沦—回升的历史变迁过

程。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决定国家形象的根本因

素是国家实力，中国古代国家实力强，就能展现

正面良性效应的国家形象；近代国家实力孱弱，

则衍生出负面消极效应的国家形象。从构建国家

形象的实现途径来看，充分展现国家硬实力能够

提升国家形象，如近代国人对外侮的抗争；而运

用各种手段来展示国家软实力已经成为新形势下

构建有力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如举办奥运会，

传播和谐理念等。因此，从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

变迁中，我们可以得到些许启示，对于树立当今

中国国家形象不无裨益。

　　二　效应中的深思———当前中国国家形象的

现状

　　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国家形象成功构建

的内外意义不言自明。对内而言，国家形象生成的

凝聚效应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积极意

义；对外而言，国家形象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和国际影响力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当前中国国

家形象的现状究竟如何？这是一个非常难以量化

的概念。总体上，我们应该注意到两个不能回避的

问题，一是国家形象的自我构建与国际社会对其认

识的差距；二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

既有官方印象又有民间印象，哪种更接近客观的中

国国家形象呢？基于以上的认识，国际舆论调查机

构的数据就显得更为客观真实，这些机构既无官方

背景，又无民间团体的随意性，完全采用严格的科

学数理统计的方法进行调查。近些年来，中国的国

家形象已经成为国际舆论调查机构着重调查分析

的对象。最为典型的是美国的佩尤研究中心开展

的若干个有关中国国家形象的量化打分，其相关数

据或许不乏参考价值，笔者根据有关材料将项目数

据表列举如下［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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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佩尤全球态度项目：给中国打分

国 家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中国 ８８％ ９４％ ９３％ ９５％ ９５％

巴基斯坦 ７９％ ６９％ ７９％ ７６％ ８４％
英国 ６５％ ６５％ ４９％ ４７％ ５２％
俄罗斯 ６０％ ６３％ ６０％ ６０％ ５８％
加拿大 ５８％ － ５２％ － ５３％
法国 ５８％ ６０％ ４７％ ２８％ ４１％
西班牙 ５７％ ４５％ ３９％ ３１％ ４０％
印度 ５６％ ４７％ ４６％ ４６％ ４６％
德国 ４６％ ５６％ ３４％ ２６％ ２９％
约旦 ４３％ ４９％ ４６％ ４４％ ５０％
美国 ４３％ ５２％ ４２％ ３９％ ５０％
土耳其 ４０％ ３３％ ２５％ ２４％ １６％
尼日利亚 － ５９％ ７５％ ７９％ ８５％
日本 － ２７％ ２９％ １４％ ２６％
肯尼亚 － － ８１％ － ７３％
坦桑尼亚 － － ７０％ ７１％ －
韩国 － － ５２％ ３７％ ４１％
巴西 － － ５０％ ４７％ ５０％

该项调查将对中国的好感度最高设为１００％，

最低为０％。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自己国家

形象的好感度很高，稳中有升；２００９年对中国好感

度最高的三个国家依次是：尼日利亚（８５％）、巴基

斯坦（８４％）和肯尼亚（７３％）；而对中国最没好感

的三个国家则依次是：土耳其（１６％）、日本（２６％

）和德国（２９％），且这三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

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俄罗斯对中国的好感度为

５８％，英国为５２％，美国为５０％ ，法国为４１％。

２００９年佩尤研究中心做了一个大型调查，被

访者包括２０００名一般公众和６４２名老牌智库———

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对于中国崛起的态度，国

际关系委员会、一般公众两个群体的态度量化

如下：

表２　国际关系委员会成员对中国崛起的态度

中国作为世界级力量是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９年
严重威胁 ３８％ ３０％ ２１％

不严重或不算威胁 ５５％ ６９％ ７８％
说不清 ７％ １％ １％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表３　一般公众对中国崛起的态度

中国作为世界级力量是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９年
严重威胁 ５１％ ５２％ ５３％

不严重或不算威胁 ４０％ ４１％ ４０％
说不清 ９％ ７％ ７％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从以上表格数据结合有关事实可以勾勒出中

国国家形象的现状，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大国形象。新中国

成立６０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７７倍，人均超

过３０００美元；财政收入增长约１０００倍；外汇储备

增长１万多倍，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位

居世界第３，占世界贸易比重达７．９％，中国用７％

的土地养活了占全球２２％的人口，更是创造了世界

的奇迹［６］。可以说，经历了新中国建设尤其是改革

开放后，中国经济实力大为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显

著提高，更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更多的国外人士

来到中国。在国际社会上，中国早已不是物资贫

乏，民生凋敝、经济滞后的国家，国富民强已经成为

中国最为基本的国家形象。

中国逐渐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目前在全

球事务中中国已经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

管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威胁论”甚嚣尘

上，但事实证明，中国无意谋求全球霸权，也无力成

为霸权主义国家，上述表格数据也部分反映了有识

之士对中国崛起的客观认识。如表２，中国际委员

会有关中国崛起由此构成的威胁系数已经大幅下

降，从２００１年的３８％降低到２００９年的２１％。中国

进入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地融入到国际社会，更清

楚地意识到应该履行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在参与联

合国维和行动、国际反恐、调解国际纠纷、人道主义

援助、人类资源开发、全球气候变暖、全球经济磋商

等领域与各国广泛地开展合作，积极承担责任和履

行国际义务，逐步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和平、发展、合作的中国形象。中国政府和人

民一直呼吁用和平对话的协商方式解决国家之间

的纠纷和冲突，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特别是近年

来矛盾日益突出的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油

气田等问题，中国政府依然主张对话与合作。进入

新世纪以来，中国始终围绕和平与发展参与国际事

务，为促进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稳定做出实

际的、富有成效的努力，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中国

是一支维护世界稳定的力量而不是威胁的形象。

中国政府长期以稳定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也暴露出一些社会

问题，发展与稳定的矛盾开始出现，但中国政府极

３７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总第９０期）

力处理好这些矛盾和问题，稳定与发展成为共识并

取得了明显效果。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朝多极化

迈进，中国主动与世界经济接轨，形成互利、互补、

互助的新型合作关系，而且广受赞誉。中国政府

一直重视国际合作，近十几年通过联合国、各国际

组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国际合作意识不断增强。

在实际行动上，中国不仅妥善处理了同周边邻国

的划界问题，而且还以积极合作的态度推动诸如

朝核危机、反恐怖主义等问题的解决［７］，合作共赢

越来越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主导意识，和平、发展、

合作所展示的中国国家形象也日益为国际社会

接受。

综上所述，中国的国家形象对于中国的国际声

望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当前国际社会中，中国

的国家形象也得到了世界大部分国家和人民的认

可。如何进一步改善中国国家形象，则是我们进一

步思考的问题。

　　三　多元的思考———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

路径

　　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说明了国家形象既

与国家实力有关，又必须与时俱进，适应新的形势，

积极主动地进行现实建构，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

社会做出贡献。全球化局势下国家形象的构建途

径必然要符合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我们可以尝试

从以下途径建构：

（一）运用公共外交手段促进国家形象的构建

公共外交源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冷战时期，是

指一国政府以传媒、情报等多种手段，通过信息和

文化交流等项目，影响国外民众对本国看法和观念

的外交形式［８］。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相比具有自

身的优势：灵活性、权威性和公开性。具体而言，公

共外交的手段是通过各种出版物、广播、电视、文化

交流、非政府组织等方式来影响公众态度，灵活性

较大；公共外交要求本身传递的信息是真实和真诚

的，所传递的信息应该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权威

性较强；公共外交的传播方式是以公开为取向，并

且以公开作为赢得公众支持的有效方式，通过各

种手段公开传播相关信息影响公众态度，公开性

明显［９］。

可以说，公共外交作为一种新型的外交模式更

加关注的是民众，能够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外交，

避免传统外交的灰色地带或秘密地带，从而增加国

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透明度和信任

感。世界上很多国家高度重视公共外交，以美国为

例，美国早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就成立了美国新闻

署，利用“美国之音”向全球广播，宣扬美国的价值

理念和政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中国近年来也高度重视公共外交，成果比较显

著的表现有：通过电视、报刊媒体向海外发布中国

的声音，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目前使用４３种语言

（３８种外语和汉语普通话及４种方言）向全世界广

播［１０］；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５日开播的中央电视台英语频

道（ＣＣＴＶ－９）则开创了中国的英语电视时代，通

过６个卫星向全球发送信号，在亚洲、欧洲、美洲的

落地情况良好，共有４０００万用户；新华社与美联

社、路透社、法新社已经成为全球“四大通讯社”之

一；《中国日报》亦取得了在西方主流报纸的地位，

中国政府网站也成为重要的公共外交渠道。

以目前的中国公共外交状况而言，我们应从以

下几个方面加强其力度：一是树立公共外交的战略

地位。公共外交作为政府外交的辅助形式，其作用

并不亚于政府外交。国家应从战略上认识公共外

交的地位，政策上予以扶持。二是进一步整合资

源，尤其是要设立类似于美国新闻署这样的公共外

交政策性机构，宏观上指导规划公共外交，建立健

全公共外交体系。三是传播内容要多元化。我国

新闻媒体的传播内容比较明显的表现是以政治经

济为主题的严肃性话题居多，媒体传播口号与套话

居多，对国内各类成绩报道居多的“三多”特色。统

计数据显示，《人民日报·海外版》有７０％左右的

内容、ＣＣＴＶ－４有６０％以上的内容、《中国日报》有

５０％左右的内容是属于政治性很强的内容，其中

以政治新闻（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经济成

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评论为大宗［１１］。我们应

意识到媒体内容的多元化才能体现媒体的客观性

和可读性，避免重“硬”轻“软”，可以增加娱乐、文

化、社会生活等内容的传播；对于负面新闻消息也

４７



江　轶：论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与现实构建

应遵重公众的知情权，可以有引导性地播报，但不

能有选择性地播报乃至完全不播，这样才能增加透

明度和信任感。另外，还可以对有关政策进行理性

的解读等等。这些多元的内容必能引起国外民众

的兴趣，从而提高公共外交的渗透力。四是丰富形

式，开展多种层次的公共外交。长期以来，我国特

别重视的是媒体效应，在广播电台、报纸、电视等传

统媒体传播手段领域公共外交力量并不薄弱，但我

们应进一步拓展新的形式开展公共外交，如对外访

学交流，设置对外国留学生的留学基金，开展文化

交流等，这些手段必然是传统公共外交手段的有益

补充。总之，公共外交的重心在于民众，而民众往

往是树立国家形象的主体力量。因此，开展公共外

交对于树立国家形象意义重大，其任务亦任重而

道远。

（二）以文化软实力为载体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当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较量早已经是综合国

力的较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衡量综合国力的指

标主要是经济指标和军事实力指标。冷战结束以

后，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传统的政治军事“硬实

力”的较量并不能作为解决问题的首选手段，相反

“软实力”（亦称“软权力”）的竞争却引起了政府和

有关人士的关注。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著名

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就提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

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

权力，也包括以文化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权

力”［１２］，国家的软实力开始成为衡量国家竞争力的

重要指标。在约瑟夫·奈看来，国家的软力量来自

于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

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他在海内外真正都能真正

实践这些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

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１３］。由此可见，文化软实力

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和因素，其影响力甚

至超过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两种要素。只有整

体国家软实力提高了，具有典型文化特征的国家形

象才能够成功构建并能积极输出。毫无疑问，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与辐射已经成为构建国

家形象的必然途径。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尝试从以

下三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弘扬传播中国民族传统文

化的精髓，积极开展具有中华文化核心理念的文化

输出。中华传统文化经过五千年的历史沉淀，已经

形成自身精神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精神包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刚健”“辉

光”的独立人格精神，“厚德载物”的尚德精神，“奉

公以坳，律身以俭”的勤俭精神，“国家兴亡，匹夫

有责”的爱国精神等；［１４］其核心价值观有天人合

一、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亲仁善邻、仁爱

待人、先义后利、以德服人等众多先进价值观，这

些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容易为世界主

流观念所接受。从策略上而言，政府要积极制定政

策引导扶持民族文化产业，努力发掘民族文化资

源；同时加强对青年人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让他

们对传统文化有所了解，树立民族传统文化意识；

特别要注重文化理念的输出，通过对外交流访问，

举办中国文化年，创办孔子学院等活动，将中国传

统文化输出到全球，由此有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构

建。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牢固树立起社会

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的决定，并且鲜明指出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

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

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１５］。我们应坚持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增强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有助于人们在东西

方意识形态的碰撞和冲突中进行科学选择，去其糟

粕，取其精华，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

念，树立自立自强的中国形象。三是大胆吸收和借

鉴世界一切文明成果，博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

西方文化可称之为科学型文化，中国文化则属伦

理型文化，这就需要互相理解、互相学习，只有这

样，才能共同繁荣。我们要提高文化自觉意识，在

坚持文化民族性的基础上，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兼

容并蓄，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精华，特别是西

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思想，把握世界文化

的发展态势，使中国文化更具生机和活力［１６］。总

之，文化辐射力的增强才能加强国家形象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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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才能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三）全面深化社会改革，提高国民素质，建立

和谐社会主义社会

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国家形象归根到底还是

人民群众的群体形象。当前由于我国各地经济文

化发展不平衡，社会问题依然不少。同时国际上的

话语权很大一部分为西方媒体所把持，对于我国的

很多问题存在着片面报道乃至歪曲事实的情况，而

部分国家和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许多问题并不十分

了解，加之报道的误导效应和某些国家政府和机构

别有用心的利用，使得我国的国家形象受到损害，

与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有着较大的差距。我们应

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形

象已经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善。现阶段亟待解决的

突出问题增加了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难度，当前

形势下这些问题集中地体现在拆迁问题、三农问

题、生态环境资源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腐败问题

等［１７］。党的十八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同时坚持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注重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等理念与措施，正是为了在新的时代解决这些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素

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与法制建设，进

一步深化社会改革与加强社会管理，改变中国国家

形象中的负面因素与影响。惟其如此，这些在中国

的被西方媒体所关注的有损中国国家形象的问题

才会得到解决，中国和谐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形象

才能够得到比较完美的体现。

（四）掌握国际舆论的话语权，运用现代传媒手

段构建中国国家的正面形象

所谓国际话语权，顾名思义，就是在国际舞台

上发言的权利。不过，现实中的国际话语权已经被

赋予新内涵，它更作为一个国家国际控制力的主导

因素，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展示整体形象

或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整体判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１８］。但

现实情况却是西方媒体占据国际话语权：占世界人

口１／７的发达国家占世界新闻总量的 ２／３。［１９］４以

美国为例，目前全世界至少有６５％的信息源和信息

接收终端来自美国，世界上流通的８０％的文字和影

像来源于美国；各国进口的电视节目，７５％来自美

国，在世界传播的３００多套卫星电视中，约有一半

也来自美国。［１９］１８－２０更严重的情况是西方媒体在对

中国国家形象的报道中，负面报道占了很大一部

分，很多西方媒体往往把在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予

以曲解或放大解读，以此吸引读者眼球，这些都给

我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

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胡鞍钢提出了“传媒实

力”的概念。他将一个国家的传播实力分为传播基

础、国内传播、国际传播、传媒经济四个指标，并在

此基础上对中美日俄印五国的传媒实力加以对比，

并对其变化进行了分析。最终分析表明：中国传媒

在改革开放之后有了长足的发展，缩小了和美国等

西方新闻媒体的差距。但是，中国的传媒实力结构

是不平衡的，在国际传播和传媒经济方面实力较

弱。鉴于此，有学者将中国的国家形象传播现状称

之为边缘化的国际传播。［２０］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夺

取国际话语权，还原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就显得至

关重要。我们可以尝试依靠以下手段占据国际舆

论空间：一是创建世界一流媒体，锻造国际传播队

伍；二是把握传播主动权，抢占舆论制高点；三是选

准突破口，提高精准率；四是介入国际焦点议题，跻

身世界主流舆论；五是增强议题设置能力，提高舆

论引导水平；六是遵循国际传播规律，对接国际话

语体系；七是瞄准前沿媒介，延伸传播效果［２１］。我

们深信，通过以上手段的实施，对于我国抢占国际

话语权具有重大作用，对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具有重

大意义。

总之，现代社会条件下国家形象的构建途径必

定不同于以往传统社会的单一构建模式，所依赖的

因素和资源也是多元丰富的，只要有效地使用这些

资源，发挥这些积极因素，国家形象必能成功构建，

由此而产生的效应必能给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带来

积极的影响。

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

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２２］，国家形象已成为国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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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轶：论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与现实构建

力展示的窗口。当今国际社会，国家形象对于国家

威望和国际地位都能产生重要的辐射效应，构建国

家形象的途径是多元立体层次，亦非一日之功。当

前中国国家形象在全球视野下处于关注的焦点，国

家形象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

需要紧紧抓住国际形象的核心理念，从国家形象的

历史变迁中感知启示，获得经验，不拘泥于旧模式，

敢于接受新理念，用传统－现代的两分法来实现国

家形象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有效构建，中国的国家形

象必能继续以耀眼的光芒树立在世界上，必然成为

中国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源源不断的力

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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