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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研究”（项目号：１５ＡＧＪ００８）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对周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公共外交 !

唐小松，张自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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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共外交活动，中国目前在组织框架、传播体系和品

牌打造等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从实施战线和操作形态的角度看，诸多问题与挑战仍旧存

在，主要包括：缺乏开展合作性公共外交的物质与心理准备；缺乏有效应对美国和日本干扰的

措施；针对性不强、在反恐舆论塑造和对象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问题上比较被动；在领土领

海主权争端和政权变动上的舆论公关应对乏力。对此，中国应明确对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短中长期公共外交目标和总体运作思路，在具体策略上注重合作性和竞争性公共外交的开

展与谋划，并随时做好开展冲突性和对抗性公共外交的准备，继续发挥常态公共外交与危机公

共外交的配合作用，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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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战略规划中，对周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共外交，无疑是极为重要

的一环。可以说，“一带一路”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

因素就在于其能否首先在这些地方的民众中受到

欢迎并落地生根。本文拟在分析当前中国对周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公共外交发展成绩的

基础上，探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周边公共

外交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以及今后的发展思路。

一、中国对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公共外交的发展成绩　 　　

　　进入２１世纪，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

更加重视周边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相关的公共外交也

得 到 更 多 关 注 与 投 入，在 以 下 层 面 取 得 了 重 要

进展。
（一）建构了多层次的公共外交组织框架

中国在开展对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

共外交活动中，逐渐构筑起了高层领导与相关部

门结合、中央与地方结合、官方与非官方结合、国

内与国外结合的多层次公共外交组织框架。

１．中央政府层面公共外交组织框架。
中央领导极为重视对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公共外交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习近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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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在访问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注重通过

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在会议及高校发表公

开演讲等形式就“一带一路”建设、周边外交、南海

问题、中国今后的发展计划等问题向周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公众阐述中国的政策，呼吁他们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一齐努力构建命运共同体、促进

周边共同繁荣发展。当地媒体、专家学者及社会

各界人士对此高度关注，反响巨大。
中央各相关部门在对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公共外交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外交部及其

下属的相关大使馆注意深入周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社会中，通过诸多公共外交活动呼吁各界公

众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助力本国相关战略与“一
带一路”相对接，共享发展成果。文化部注重与其

他部门联合，通过组派“发现中国”系列讲座小组、
举办“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亚洲文化论坛”等

活动，密切与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众的文

化交流，其反馈也是好评如潮。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于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１日主办“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国际研讨会”，邀请包括俄罗斯、印度、泰国与巴

基斯坦等３０个国家的２８０余名专家学者参会，共
同研讨与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议题。［１］

２．地方政府层面公共外交组织框架。
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对中国周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公共外交活动。截至２０１６年１月５日，
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建立了三百多对

友好城市关系。［２］友好城市之间组织了大 量 的 友

好交流活动，对推行“一带一路”战略起到了积极

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城市已经开始摸索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框架下如何对周边国家开

展公共外交，并就此进行交流与协调。中央和地

方政府层面的公共外交增进了周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公众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与支持、加深了

各国公众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３．非官方层面公共外交组织框架。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公共外交协会、

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察哈尔学会、上海合作组织公

共外交研究院以及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等智库、
机构、组织等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开展对中国周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共外交活动。察哈尔学

会通过协办“一带一路”与周边外交主题论坛、发

表主题论文、发起倡议以及培养人才等方式发挥

着中国民间智库在这方面的引领作用。中国集团

公司促进会组团深入巴基斯坦企业家、智库学者

等公众中，与他们探讨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后者

表示认可中巴经济走廊的意义并将动员更多公众

参与建设。［３］

此外，越 来 越 多 中 国 企 业 也 主 动 对“一 带 一

路”沿线国家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并开始形成规模

效应。昆明新知集团在周边“一带一路”沿线诸多

东南亚国家及重点城市建立多所连锁华文书局，
向公众推广汉语、传播中华文化，已成为不少东南

亚国家重要的中国文化中心。［４］中国电力 建 设 集

团在“一带一路”域内的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

开展工程建设时注重遵守当地法律法规、重视环

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尊重当地民风民俗和宗教信

仰、积极为当地公众创造就业机会且踊跃参与社

会公益活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５］中国

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赴印度尼

西亚雅加达，斥资成立“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基金，
并通过举办研讨会的形式与当地公众探讨了一系

列与“一带一路”相关的问题。会上，印尼工商会

馆主席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并欢迎中国在印尼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６］

（二）采用了多样化的传播方式

互联网、国际广播、新媒体和纸质出版物等多

种媒体相结合的公共外交传播体系在对周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共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１．网络媒体传播方式。
新华网、人民网和中国网等门户网站 都 开 设

了中、英、法、俄等外语版本，多语言多角度地向周

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报道中国以及与“一带一

路”相关的新闻。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推出的

“新华丝路”经济信息产品受到了周边国家用户的

广泛关注。新媒体方面，海外社交媒体等在资讯

传播和公 共 外 交 上 的 互 动 性 特 点 受 到 关 注 与 重

视，新华社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有官方的统一账

号“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全 天 候 不 间 断 以 文 字、图 片、视

频等形式推送与中国有关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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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传统媒体传播方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柬埔寨、哈萨克斯坦、蒙

古、尼泊尔、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等国的国家级

广播电视机构，以及中国国内“一带一路”相关省

份的 省 级 广 播 电 台 等 共２４家 广 播 电 视 机 构，于

２０１５年７月６日共同签署了成立“‘一带一路’广

播协作网”合作备忘录，决定合作发挥广播在“一

带一路”进程中的积极作用。［７］中央主要新闻媒体

启动了“一带一路”建设采访活动，对海外公众报

道“一带一路”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３．纸质出版物传播方式。
中国不仅开始对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

版有关介绍中国国情、“一带一路”倡议和双方国

家友好交往的种种书籍，而且注意与对方国家的

出版社就产业发展、版权转让方面进行合作，以共

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当地社会的普及工作。
此外，中国注重与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媒体的合 作。在２０１５“一 带 一 路”媒 体 合 作 论 坛

上，巴 基 斯 坦、印 度、哈 萨 克 斯 坦 等 周 边“一 带 一

路”沿线国 家 的 诸 多 媒 体 纷 纷 表 示 认 可“一 带 一

路”对本国 发 展 的 意 义、愿 意 与 中 国 媒 体 加 强 合

作，共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并将积极发挥各自

国家媒体在其中的 作 用。［８］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５日 圣

彼得堡的中俄媒体论坛上，中俄两国相关部门和

媒体负责人就全媒体时代下如何做好国际传播、
媒体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

对接合作中的作用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俄罗斯塔

斯社社长、今日俄罗斯通讯社社长均表示愿加强

两国媒体之间的合作；［９］当地一些网友也 在 网 上

就此次论坛发表评论，表示看好中国的软实力、中
俄有必要加强媒体合作等等。［１０］

（三）加强了人文与学术交流

中国在开展对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

共外交活动时加强了人文与学术交流，打造出了

一批人文与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品牌项目。
一是智库交流频繁。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

下，“中国—南亚智库论坛”成为级别最高、议题最

广、代表最多和成效最实的高层论坛，南亚、东南

亚等国学者们在这一平台上充分肯定了“一带一

路”对本国发展的意义，并就相关问题与中国学者

进行了深入探讨。［１１］在第七届中国—东盟智库战

略对话论坛暨首届中国—新加坡经济走廊智库峰

会上，印度和东盟十国的１００多名专家学者、官员

和企业代表共同关注并商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与“中国—新加坡经济走廊”的建设，纷纷建言

献策。［１２］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５至１７日的“一带一路”中

巴经济走廊战略研讨会凝聚了中巴专家学者的共

识，巴基斯坦的智库专家学者表示愿尽力支持“中
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的建设。［１３］

二是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中国注重通过

与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增

进相关国家公众与中国之间的感情、提升他们对

中国的好感。比如，大型文化交流采访活动“丝绸

之路万里行”通过双向互动全方位报道了８个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风土人情、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和经贸往来等情况，收到了良好效果。［１４］以“新丝

路开启新旅 途”为 主 题 的“２０１５中 泰 文 化 旅 游 友

好行”活动在泰国曼谷也受到了当地各界人士的

欢迎。［１５］

三是教育合作成绩显著。中国的大学纷纷与

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学或教育机构开展

合作，通过互换留学生、学术交流、技术合作与联

合设计课程等方式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人才、
提供技术支持，产生了良好的公共外交效果。中

国国内著名大学法学院与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法

学院、印度德里大学法学院、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

法学院在内的二十所大学法学院联合发起的“新

丝路法学院联盟”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１日成立，旨

在促进联盟成员间在法学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与

合作等、助推“一带一路”建设。［１６］

二、中国对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公共外交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对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公共

外交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中国周边安全面临着

巨大挑战，［１７］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众对中

国的认识依旧处于参差不齐的状态。皮尤数据显

示：周边国家当中，对中国好感度最高的是巴基斯

坦（８２％），其次是俄罗斯（７９％），接着是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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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仍有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偏低，印度

是４１％，越南是１９％。［１８］这说明，中国对周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共外交仍存在着问题与挑战。
（一）基于实施战线角度的分析

从实施战线的角度讨论公共外交时，公 共 外

交可分为合作性公共外交、竞争性公共外交、对抗

性和冲突性公共外交。合作性公共外交是指有关

行为体在某些重大一致利益的议题上进行良性互

动与协调，谋求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公共外交行为；
竞争性公共外交是指有关行为体在竞争性利益的

议题上谋 求 自 身 合 理 利 益 最 大 化 的 公 共 外 交 行

为；竞争性公共外交走向极端和异化时就演变为

对抗性和冲突性公共外交。［１９］

１．合作性公共外交方面，中国还没有 做 好 对

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面开展合作性公共外

交的心理与物质准备。
中国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其他周边国

家相比有着特殊性，但目前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公

共合作还没有超出传统意义上周边外交的范畴，
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公共外交合作缺乏规划，处

于一哄而上的状态，且没有重点。这种四面出击

的方式自然难以产生理想的效果。
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覆盖东南亚、南亚、

东北亚、中亚几个地区，这些地区诸多地方经济落

后，民族众多，信息闭塞，语言文化差异 很 大。这

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要有大量熟悉这些地方语言与

文化的人才才能与对方有效开展相应的合作性公

共外交，但目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

人才的培养只处于初级阶段，远远满足不了现实

需要。此外，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周边国

家受多年同化政策的影响，懂中文的人才也非常

匮乏，这同样不利于双方的沟通与交流。
某些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府存在形

象问题，势必会影响中国与这些国家开展“一带一

路”合作项目的力度。比如，菲律宾、印度等国家

的政府因严重腐败而在民众中的信任度不高；马

来西亚航空 ＭＨ３７０航 班 失 联 事 件 发 生 之 后，马

来西亚政 府 被 国 内 外 公 众 频 繁 指 责 隐 瞒 事 情 真

相，其国际形象愈发负面；阿富汗政府不仅腐败，
甚至存在军阀割据的现象，国内政治混乱。

２．竞争性公共外交方面，美国和日本 是 中 国

对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的最重

要影响变量。
总体而言，当今世界的新闻传播仍旧 还 是 由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垄断。对于“一带一

路”的报道，有些西方媒体污蔑中国借“一带一路”
推行“新殖民主义”。［２０］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于中

国而言，具有报道内容更具体更多元化、受众范围

更广的优势。而中国媒体难以有力应对来自美国

等西方国家的 国 际 舆 论 挑 战。比如，在对于亚投

行的报道中，美国媒体质疑其透明度、环境、管理等

方面的效力，并将其视为中国扩大影响力的政治手

段，《纽约时报》甚至声称中国是“世界上最不透明、
最靠政府驱动、最缺少监管的经济体之一”、美国的

盟友被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诱惑”了。［２１］美日通过

各自手段，不断捏造中国的负面新闻甚至杜撰新闻

抹黑中国企业，为中国企业在当地制造了非常不利

的舆论环境，如：日本控制了缅甸几家影响力较大

的媒体，美国则资助了缅甸大多数山区的基督教团

体并长期施加影响，密松水电站被叫停跟两国对该

项目的负面宣传活动密不可分。［２２］

（二）基于操作形态角度的分析

从操作形态的角度讨论公共外交时，公 共 外

交可分为常态公共外交和危机公共外交。其中，
危机公共外交指“国际行为体在已经或者可能即

将处于危机状态的情况下，通过应急的公共外交，
树立正面形象，塑造国际话语权，以化解其不利影

响，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１９］

１．常态公共外交方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

针对性解释宣传有待加强，在反恐舆论宣传、应对

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上较为被动。
在对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舆论宣传

时，中国媒体普遍存在自说自话、语言单一、用词

欠妥、片面强调“一带一路”的意图与目的、未区别

好不同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
关注点、报喜不报忧等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对于

对方在“一带一路”上的疑虑，中国没有针对性的

公共外交应对方案。比如，一些东盟国家公众对

于“丝绸之路”项目将增强中国影响力这一问题存

在疑虑；俄罗斯的一些公众担忧 “一带一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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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国的欧亚计划相冲突；［２３］印度对“一带一路”
所带来的政治安全等影响反应不一；［２４］柬埔寨担

忧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本问题，以及“一带一

路”将给当地内政、社会习俗、环境等方面带来的

冲击；［２５］越南学 者 因 南 海 问 题 而 不 大 看 好２１世

纪海上丝 绸 之 路 的 建 设，［２６］（Ｐ８９）等 等。加 上 中 国

舆论公关的渠道相对单一，在一些国家只有处于

非主流地位的华文媒体，无法和本地语种媒体相

提并论，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比如，目前在密

松的华文媒体就只有金凤凰中文报纸，这使得不

懂 中 文 的 缅 甸 民 众 很 难 了 解 到 中 国 的 真 实 情

况；［２７］菲律宾对“一 带 一 路”的 报 道 非 常 有 限，只

有部分华文报纸上有关于“一带一路”的新闻。［２８］

在反恐 舆 论 宣 传 上，一 方 面，“世 维 会”、“疆

独”等恐怖势力和西方媒体对中国反恐的负面宣

传，严重影响了中国在周边国家中的形象，“世维

会”正努力向东南亚、中亚周边拓展活动空间，企

图在舆论上推动“疆独”问题国际化，并大肆攻击

中国在 新 疆 问 题 上 的 内 政 外 交 政 策；［２９］另 一 方

面，中国自身在这个议题上存在着包括信息报道

不及时不透明、反恐工作成效不明显、反恐舆论受

众不明确等问题。［３０］

同时，中国的经济崛起在一定程度上 引 发 了

印度、蒙古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国内部分公众对经

济民族主义的鼓吹。哈萨克斯坦不少精英人士认

为本国应“有限接触”中国、减少对中国强势经济

的依赖；［３１］蒙古 国 内 一 些 公 众 认 为，中 国 对 本 国

自然资源进行的“侵略式蚕食”，是导致本国一些

问题的原因之一。［３２］中国对此缺乏有效的宣传应

对方案。

２．危机公共外交方面，在针对领土领 海 主 权

争端和一些国家政权变动蔓延上的公共外交危机

公关面临诸多挑战。
有学者指出，南海问题是影响东亚国家理解、

尊敬与支持中国全球战略的挑战之一。［３３］还有学

者认为，南海问题的解决与否对于２１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建设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影响着中国与

东盟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３４］在南海问题

悬而未决不断发酵的形势之下，菲律宾、越南等国

还有煽动 其 它 东 盟 国 家 公 众 反 华 排 华 情 绪 的 趋

势。在这种情况下，南海发生中国与相关国家之

间的任何类似“撞机”、“军事对峙”等事件都极可

能严重危及中国的国家形象、对“一带一路”实施

形成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但是，中国显然还是

没有在公共外交层面做好应对此类危机的准备。
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常发生政权更迭

事件，以往中国的舆论常常以第三者的眼光表达

事不关己的态度。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一带

一路”的实施，中国国家利益和这些国家政局之间

的联系已经越来越密切，“冷眼旁观”已经跟不上

形势需要。特别是在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

权更迭伴随着“颜色革命”和反举排华事件的危机

时刻，中国如果不能在公共外交领域配合官方外

交发出有力声音，及时进行危机公关，自己在这些

地区数年的形象建构成绩就可能在旦夕之间化为

乌有，甚至连切身的经济利益与当地华人华侨的

生命财产都无法保障。

三、中国对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公共外交的思路与对策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一个长期过程，目

前尚处于初级阶段。在对中国周边的“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展公共外交时，除了常规的周边公共

外交工作外，应着眼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特殊性，
从顶层设计到具体策略上，全方位、系统性地做好

与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共外交。
（一）做好对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共外

交的顶层设计

首先，应明确目标规划，要从 短 期 目 标、中 期

目标和长期目标等层面做好规划、循序渐进、逐步

发展：
短期目标：向印度、哈萨克斯坦、蒙古、以柬埔

寨为代表的一些东盟国家等对中国疑虑和恐惧程

度较深的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众做好宣传

工作，处理好相关的新闻事件，阐释好“一带一路”
倡议的内涵，凝聚共识；在南海问题等与中国利益

攸关的战略问题上，做到说清楚自己，有利回击“中
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等不利论调，增信释疑。

中期目标：促进公众对中国周边“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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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国家社会文化发展现状、现实存在问题的了

解，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未来展望的认知；加强

中国与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众的沟通与联

系，塑造好正面形象。
长期目标：通过更深层次的全方位的 互 利 合

作，增进彼此之间的认同与友谊，构筑中国与周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关系。
其次，应做好总体设计，对中国周边“一 带 一

路”沿线国家开展公共外交，应谋求理念、思路和

操作方式的不断创新，注重合作性公共外交和竞

争性公共外交的开展与谋划，并随时做好开展冲

突性、对抗性公共外交的准备；继续发挥常态公共

外交与危机公共外交的配合作用，保持公共外交

的延续性并争取向纵深领域拓展。在此基础上，
由点到面、从线到片地全面贯彻落实并逐步实现

“一带一路”倡议有关的公共外交规划。
（二）针对我国对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

共外交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从实施战线和操作形

态两个方向完善具体执行策略

第一，合作性公共外交方面，应加强注重差异性

的整体规划、推动小语种人才“走出去”、培养运用当

地语种的舆论机构，并选择好合作主体与媒介。
首先，在整体层面应对合作性公共外 交 的 开

展加强统筹规划，并明确合作性公共外交活动开

展的重点。应做到具体分析中国周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公共外交受体情况，综合考虑受体国

家公众与中国的历史渊源、受体所处的自然环境、
人文与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等情况。对于与中国

关系较好、政局较为稳定、整体经济社会环境发展

都不错或是潜力比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
巴基斯坦、新加坡等，可作为合作性公共外交开展

的重点地区，考虑优先开展切合双方公众利益的

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实施；对于各方

面条 件 不 那 么 成 熟 的 国 家 和 地 区，例 如 缅 甸、泰

国、印度等，则应尝试在小范围内寻找合作性公共

外交活动的突破口、逐步推进相关项目的建设。
其次，配合“一带一路”推行的，还应该有熟悉

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语言文化的小语种

人才“走出去”。在国内，可在对众多科研院校，特
别是地理上临近相关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学术机构 等 普 及 合 作 性 公 共 外 交 重 要 性 的 基 础

上，鼓励他们专门增设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语言文化研究相关课程，培养精通中文与周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的小语种人才。在国外，可
与受体国家开展语言教学合作、鼓励中国国内小

语种人才入职它们的舆论宣传机构，等等。
再次，与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

性公共外交活动时还应考虑到对方合作的主体。
对于自身形象较好的地方政府，可直接考虑通过

与他们联手以政府主导的形式来合力推动合作性

公共外交工作；若是在政权更迭频繁的国家，或是

碰到阿基诺政府一类的形象作风不优良甚至很糟

糕的当地政府，就应考虑主要借助政府之外的民

间力量，如各种民间组织、企业和社会机构，甚至

是利益第三方等，来发挥开展合作性公共外交的

先锋带头作用。另外，在中方媒体力量不足的情

况下，还应多注意与对方的媒体合作，借助他们发

出自己的声音。
第二，竞争性公共外交方面，以“和合共生”的

理念应对好挑战。中国应正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媒体如今仍旧主导着国际舆论这一事实，一

边学习美日等国家在这些国家开展公共外交方面

的技巧，一边逐步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传播体系。
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首先应将重点着眼于能够

在当地舆论中起主导作用的社会精英身上，以他

们能够理解 的 方 式 叙 述“一 带 一 路”乃 至 中 国 故

事。一方面，应该坚持国家周边外交的既有方针，
坚持奉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与邻

为伴、以邻为善”的基本方针，让周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公众清楚地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所强

调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理念以及“共商、共享、共鉴”的原则。另一方面，
在具体问题上应做好见招拆招的准备。例如，对

于亚投行和密松水电站等方面的抹黑报道，中国

应当理直气壮地说明亚投行建设是整个周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的机遇，有利于当地基础设

施建设的发展和国计民生；中国的企业在相关国

家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固然有自身需要改进的问

题，但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应看到中资企

业对于自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帮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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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更快地改正问题，使其真正能够融入当地社

会中，成为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品牌。
第三，常态公共外交方面，应做好“一带一路”

倡议核心价值在周边国家差异化的传播策略。应

深入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调查研究各国社

会对“一带一路”倡议认识与需求的真实情况，针

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设计差异化活动方案、提

高公共外交活动的针对性。对于印度、俄罗斯、柬
埔寨等更 加 关 注 经 济 利 益 或 地 缘 政 治 的 周 边 国

家，应阐述好“一带一路”的宗旨原则及其与相关

的周边国家战略如何对接；对于菲律宾、越南等与

中国矛盾较深、对中国的疑虑与不信任程度也较

深的国家，则应以增信释疑为重点；而对于巴基斯

坦、哈萨克斯坦等对“一带一路”有迫切合作意向

的国 家 则 应 以 深 化 友 好 合 作、互 利 共 赢 为 重 点。
另外，也应重视对于非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常态公共外交工作，引导各国共同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共同分享“一带一路”的建设红利，从而

在整体上形 成 有 利 于“一 带 一 路”的 周 边 舆 论 环

境。在这过程中，应注意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重
点发展不同的传播工具，使之尽可能发挥出最大

化作用；也应多利用对方的本土媒体，借助他们传

播好中国的声音。
在反恐舆论塑造上，对恐怖事件的报道应做到

及时、客观、具体，既不有意掩饰，也不刻意夸张，还
不能赋予其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应注意 监 控 舆

情，用正能量引导网络负面情绪，并及时打击相关

的网络犯罪与对手的舆论攻击。在此基础上，深入

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当中，通过长期的公

共外交逐步消融恐怖主义在当地的生存土壤。
对于哈萨克斯坦、蒙古、印度等对于中国的经

济崛起有所担忧与排斥的国家，中国在向相关国

家公众阐释“一带一路”的理念时，应着重介绍在

他国已有的“一带一路”建设对当地社会发展产生

的积极效应，通过第三方的示范来消除他们的担

忧。“一带一路”项目在当地建设的过程当中，应

始终注意将舆论发力当做大事来抓，多展示自己

的正面形象，塑造整体有利的舆论氛围。
第四，危机公共外交方面，应努力提升中国在

南海问题上的国际舆论话语权，提升舆论公关能

力建设。对 于 南 海 争 端 等 涉 及 国 家 主 权 的 问 题

上，在短期内单纯依靠国内主流媒体进行公共外

交不现实的情况下，应多借助引导民间网络力量，
用人民网络战争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网络

战争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有理、有据和有节的原

则，用文明和理性化解对手的无礼与傲慢，既要让

对方看到中国在主权问题上毫不让步、不惧挑衅

的立场，也要让对方人民看到中国爱好和平、致力

于共同发展的善意。对于周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政权更迭的问题上，应明确首先在舆论上强调

中国是基于与国家交往而非只与政府打交道的原

则，尊重该国人民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
对于来自外国干涉而导致的周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政局变动，中国也应当重视在舆论上宣传基

于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等基本规则，采取与其他

国家采取多边合作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原则，决不

轻言单边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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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Ｓｅｈｇａｌ，Ｉｋｒａ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ｉｎｇ“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ｖｉｅｗｓｗｅｅｋ．ｃｏｍ／ｖｉｅｗｓｗｅｅｋ－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ｉｎｇ－ｏｎｅ－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
［４］　云南：主动 服 务 融 入‘一 带 一 路’走 活 开 放 这

盘棋［ＥＢ／ＯＬ］．人民网，ｈｔｔｐ：／／ｉｎｖｅｓｔ．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５／０６０８／ｃ７５５５２－２７１１７５１７．ｈｔ－
ｍｌ；昆明新 知 集 团 拓 展 国 际 营 销 渠 道５家 华

文书局扬名海外［ＥＢ／ＯＬ］．云南日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ｙｎｃｉ．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３／ｙｎｗｃ＿ｊｒｙｗ＿１２１９／

１１６１３．ｈｔｍｌ．
［５］　中国电建集团：建设“一带一路”我们准备好了

［ＥＢ／ＯＬ］．中 电 新 闻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ｐｎｎ．

ｃｏｍ．ｃｎ／ｚｄｙｗ／２０１５０３／ｔ２０１５０３１８＿７８８６２２．ｈｔｍｌ．
［６］　Ｔｈｅ　Ｊａｋａｒｔａ　Ｐｏｓｔ．Ｃｈｉｎａ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ｇａｉｎ　ｔｒｕｓｔ　ｆｏｒ

ｉｔｓ“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Ｎ］．ｈｔｔｐ：／／

ｗｗｗ．ｔｈｅｊａｋａｒｔａｐｏｓｔ．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０１５／１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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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ｎｅｅｄｓ－ｇａｉｎ－ｔｒｕｓｔ－ｉｔｓ－ｏｎｅ－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ｈｔｍｌ．

［７］　中外２４家广播电视机构成立“一带一路”广播协

作 网［ＥＢ／ＯＬ］．人 民 网，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５／０７０８／ｃ１５７２７８－２７２７３５９７．ｈｔｍｌ．
［８］　叶晓楠，刘轶轩．“一带一路”话合作 中外媒体

怎么看？［Ｎ］．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５－０９－２２．
［９］　综述：中俄媒 体 论 坛 开 幕 嘉 宾 纵 论 媒 体 合 作

［ＥＢ／ＯＬ］．新 华 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５－０６／２６／ｃ＿１１１５７２７２６４．ｈｔｍ．
［１０］　Ｃｈｉｎａ，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ｋ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Ｍｅｄｉａ，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Ｄｅａｌｓ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ｒｕｓｓｉａ－ｉｎｓｉｄｅｒ．

ｃｏｍ／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ｕｓｓｉａ－ｍｅｄｉａ－ｃｏ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ｒｉ８４２９．

［１１］　聚焦“中国—南 亚 智 库 论 坛”南 博 会 里 的 头 脑

风 暴［ＥＢ／ＯＬ］．光 明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ｃｎ／ｏｐｉｎｉｏｎ／ｔｈｉｎｋ／２０１５－０６／１５／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５８２３７２４．ｈｔｍ．
［１２］　中 国—东 盟 智 库 战 略 对 话 论 坛 在 南 宁 举 行

［ＥＢ／ＯＬ］．人 民 网，ｈｔｔｐ：／／ｇｘ．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

ｃｎ／ｎ／２０１４／０９１２／ｃ１９９４３０－２２２９１８１６．
［１３］　中国巴基斯坦 两 国 智 库 学 者 对 话 献 策 中 巴 经

济走廊建 设［ＥＢ／ＯＬ］．中 国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ｏｐｉｎｉｏｎ／ｔｈｉｎｋ／２０１５－０４／２０／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５３６５６５３．ｈｔｍ．
［１４］　“丝绸之路万里行”活 动 天 水 站 启 动 仪 式 举 行

［ＥＢ／ＯＬ］．天 水 市 政 府 门 户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ａｎｓｕ．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１４／７／２１／ａｒｔ＿４１＿１９００２８．

ｈｔｍｌ；丝绸之路万里行全媒体团抵达哈萨克斯

坦［ＥＢ／ＯＬ］．西 部 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

ａ／２０１４０８０５／４１４５３７２０＿０．ｓｈｔｍｌ；邻居是上天赐

予的［ＥＢ／ＯＬ］．光 明 日 报，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４／０８２０／ｃ１５７２７８－２５４９８６０９．ｈｔｍｌ．
［１５］　“中 泰 文 化 旅 游 友 好 行”车 队 抵 达 曼 谷［ＥＢ／

ＯＬ］．国 务 院 新 闻 办 公 室 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ｚｔｋ／ｗｈ／ｓｌｘｙ／３１２０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１４５９１４６／１４５９１４６．ｈｔｍ．
［１６］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ｌａｕｎｃｈ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ａｗ．ｕｎ－
ｓｗ．ｅｄｕ．ａｕ／ｎｅｗｓ／２０１６／０１／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ｗ－ｓｃｈｏｏｌｓ－ｌａｕｎｃｈ－ｎｅｗ－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１７］　高 小 升．新 时 期 中 国 外 交 转 型 的 原 因 与 影 响

［Ｊ］．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５，（５）．
［１８］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ｉｋｅ，Ｂｒｕｃｅ　Ｓｔｏｋｅｓ　ａｎｄ　Ｊａｃｏｂ　Ｐｏｕｓｈｔｅｒ：

“２．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ｏｒｇ／

２０１５／０６／２３／２－ｖｉｅｗ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ｏｗｅｒ／？ｂｅｔａ＝ｔｒｕｅ＆ｕｔｍ＿ｅｘｐｉｄ＝

５３０９８２４６－２．Ｌｌｙ４ＣＦＳＶＱＧ２ｌｐｈｓｇ－ＫｏｐＩｇ．１＆ｕｔｍ
＿ｒｅｆｅｒｒｅｒ＝ｈｔｔｐ％３Ａ％２Ｆ％２Ｆｗｗｗ．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ｇ％ ２Ｆｓｅａｒｃｈ％ ２Ｆ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２Ｂ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２Ｂｏｆ％２Ｂｃｈｉｎａ％２Ｆ．
［１９］　黄 忠．新 形 势 下 中 国 对 拉 美 国 家 的 公 共 外 交

［Ｊ］．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５，（４）．
［２０］　徐宏潇，赵硕刚．“一 带 一 路”倡 议 的 世 界 历 史

性依据［Ｊ］．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６，（１）．
［２１］　Ｊａｎｅ　Ｐｅｒｌｅｚ．Ｕ．Ｓ．Ａｌｌｉｅｓ，Ｌｕｒ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ａｎｋ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２０１５／０３／

２０／ｏｐｉｎｉｏｎ／ｕｓ－ａｌｌｉｅｓ－ｌｕｒ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ａｓ－ｂａｎｋ．ｈｔｍｌ；

《纽约时报》对亚投行急什么？［ＥＢ／ＯＬ］．中国

网，ｈｔｔｐ：／／ｏｐｉｎ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ｏｐｉｎｉｏｎ＿２５＿

１２５０２５．ｈｔｍｌ．
［２２］　储殷．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 在缅甸，中国汉

子流泪了［ＥＢ／ＯＬ］．凤凰国际智库，ｈｔｔｐ：／／ｐｉｔ．

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ｄａｃａｎｋａｏ／ｃｈｉｎａｉｎｂｕｒｍａ／１．ｓｈｔｍｌ．
［２３］　沈 雁 昕．２０１５年 境 外 媒 体 关 于“一 带 一 路”的

评述［Ｊ］．红旗文稿，２０１６，（１）．
［２４］　Ａｎａｎｔｈ　Ｋｒｉｓｈ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ｓｋｓ　Ｉｎｄｉａ　ｔｏ　Ｐｕｔ

Ａｓｉｄ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Ｉｎｄｉａ

ｔｏｌｄ　ｔｏ　ｂｅ“ｍｏｒｅ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ａｎｄ “ｌｅｓｓ　ｃａｕ－

ｔｉｏｕｓ”ａｂｏｕｔ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ＥＢ／ＯＬ］．

ｈｔｔｐ：／／ｉｎｄｉａｔｏｄａｙ．ｉｎｔｏｄａｙ．ｉｎ／ｓｔｏｒｙ／ｃｈｉｎａ－ｉｎ－
ｄｉａ－ａｓｅａｎ－ｓｕｓｈｍａ－ｓｗａｒａｊ－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１／４１８５７６．ｈｔｍｌ；Ｊａｇａｎｎａｔｈ　Ｐａｎｄ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Ｃｈｉｎａ　Ｃｏ－
ｎｕｎｄｒｕｍ：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ｔｏ　ｔｈｅＩｎ－
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Ｊ］．Ｉｎｄ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Ｊｏｕｒ－

ｎａｌ，Ｖｏｌ．９，Ｎｏ．１，２０１４．
［２５］　王 义 桅．柬 埔 寨 对“一 带 一 路”的 十 大 担 心

［ＥＢ／ＯＬ］．凤 凰 国 际 智 库，ｈｔｔｐ：／／ｐｉｔ．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ａ／２０１５１２２４／４６８１８０１８＿０．ｓｈｔｍｌ．
［２６］　王义桅．“一 带 一 路”：机 遇 与 挑 战［Ｍ］．北 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
［２７］　黄日涵，储殷．密松水坝的守望者［Ｎ］．华夏时

报，２０１６－０１－１８．
［２８］　中菲“一 带 一 路”合 作 之 路 还 有 多 远？———走

访菲律宾 的 调 查 报 告［ＥＢ／ＯＬ］．广 西 大 学 中

国—东盟 研 究 院 官 网，ｈｔｔｐ：／／ｃａｒｉ．ｇｘｕ．ｅｄ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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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ｉｎｆｏ／１０８７／７１５１．ｈｔｍ．
［２９］　马丽蓉．中国“一 带 一 路”战 略 安 全 环 境 中“疆

独”问题影响评估［Ｊ］．国际观察，２０１５，（３）．
［３０］　中国如何赢得反恐国际舆论战：不用在意西方

指责［ＥＢ／ＯＬ］．国际先驱导报，ｈｔｔｐ：／／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ｎｅｗｓ／５６８／２０１６０１１３／２１１３０９１７＿２．

ｈｔｍｌ．
［３１］　袁胜育，汪伟 民．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 与 中 国 的 中

亚政策［Ｊ］．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５）．
［３２］　Ｃｈｕ　Ｙｕｎ－ｈａｎ，Ｍｉｎ－ｈｕａ　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Ｊｉｅ　Ｌｕ．Ｅｎ－

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Ｈｏｗ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ｓ　Ｖｉｅｗ　ａ　Ｒｉｓ－

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Ｊ］．Ｇｌｏｂａｌ　Ａｓｉａ，Ｖｏｌ．１０，Ｎｏ．３，Ｆａｌｌ

２０１５．
［３３］　Ｃｈｕ　Ｙｕｎ－Ｈａｎ，Ｌｉｕ　Ｋａｎｇ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Ｍｉｎ－Ｈｕａ．

Ｈｏｗ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ｓ　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２４，Ｎｏ．

９３，２０１５．
［３４］　Ｓｕｔｈｉｃｈａｉ　Ｙｏｏ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ｒｕｎｓ　ｉｎ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ｏｐｉｎｉｏｎ／Ｍａｒｉ－
ｔｉｍ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ｒｕｎｓ－ｉｎｔｏ－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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