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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
公共外交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

唐小松	 景丽娜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实现对外全面开放的必然

趋势，还标志着中国从全球化参与者到塑造者身份的转变。

那么，在转变过程中，中国应构建什么样的国家形象，助推

“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使其国际社会积极塑造者的

身份得到沿线国家认同？这需要公共外交发挥作用，以“一

带一路”倡议建设为背景，以沿线国家为主要目标，构建和

平崛起、包容开放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一带一路”背景下公共外交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

国家形象就是一国对另一国家的整体观念亦或印象。从某种角度来讲，

国家形象是本国与他国交往的名片，它能够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带

来附加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名片精美与

否直接影响着本国与别国的交往。公共外交作为改善国家形象重要而又高效

的方式，其开展与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二者统一于实

现国家利益之中。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丝路”沿线国家、域外国家对“一带一路”持

何种态度，对倡议的实现成功与否至关重要。“一带一路”建设与良好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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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形象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构建和平崛起、包容开放，负责任的大国形

象就成为“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工作的重点努力方向。只有充分发挥巧实力

的作用，大力开展对沿线国家的公共外交，才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

利实施，更好地维护国家切身利益。较之于传统外交，公共外交在构建国家

形象方面更具灵活性且效果尤为显著。在开展过程应重视对方国家民众的看

法，关心他们的利益诉求，这恰好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能够弥补传统外交在国

家形象构建方面官方色彩浓厚的的不足之处，助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

国家形象的构建。

首先，中国在沿线国家初步实现了价值理念的传播与认同。“一带一

路”的互惠互通不能光靠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经济发展，还需要获得沿

线国家对中国政策、倡议的共鸣、认可。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和推进中，

中国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贯彻开放、包容、共赢的价值理念，发展

与沿线国家的和谐友好关系，不断地传播和平发展、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

增强自身的道德感召力。正是这种价值理念的传播，使得沿线国家积极响

应，其中大多数乐意与中国进行合作磋商，同中国一道促进实现基础设施、

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互联互通。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

推进贡献力量。

其次，中国向沿线国家初步展示了全新的国家形象与姿态。面对某些西

方媒体、域外国家捏造“中国威胁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不

仅展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也传达了中国想为地区和世界发展创造福利

的意愿。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一带一路”正是最好的诠释。这一

倡议不仅仅是中国发展与繁荣之路，也是相关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的经济繁荣

之路。中国的决心和意志、付出和诚意，向沿线国家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包

容开放，什么是真正的负责任大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和支持。

最后，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形象构建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与成绩。自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周边及沿线国家积极响应，达成了某种程度

唐小松  景丽娜  “一带一路”背景下公共外交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

2017第2期夏季号0628.indd   23 2017/7/6   14:19:11



－24－

公共外交季刊 2017年第2期夏季号

的国际认同。国内主要媒体和相关高校及智库纷纷建立专门的科研团队，与

沿线国家相关机构展开交流与合作，初步形成了高效的沟通机制，为重点问

题的沟通和重要合作协议的签署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此外，中国与沿线国家

在文化交流、人文互动领域也取得了可喜成就。中国还在探索与沿线国家在

人文交流领域合作的新模式。这些举措，均方便了沿线国家公众对中国传统

文化、社会生活的了解，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发展观和坚持理念的认同，进一

步推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公共外交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面临的挑战

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呈现多样性。“一带一路”沿线地域甚

为广阔，国家众多，国与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宗教信仰，采取何种

交流方式实现与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文化的有效沟通，求同存异，是一

个巨大挑战。此外，沿线部分国家领导人更换较为频繁，对中国与其合作的

长远发展有不利影响。泰国在2005—2015年这十年间总共经历了九任领导

人，中国在泰建高铁的愿景就受到其政局动荡的影响。同时，由于对历史的

错误解读，也有沿线国家对中国倡议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中国会以此倡议为

依托，实行对外扩张，危及该地区国家的利益。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相关数

据显示，越南、菲律宾、以色列等国家民众认为中国在外交关系中可信度不

足10%；菲律宾和越南民众中分别有58%和74%认为本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来自

中国。（“零点智库：《围绕“一带一路”做好“点穴式”公共外交》，

2015）

域外国家的干涉、鼓吹加剧了环境的复杂性。中国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公共外交的开展面临着复杂的外部环境。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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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一带一路”建设确定为2015年中国外交工作

的重点。西方媒体就借此炒作，声称“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

2017第2期夏季号0628.indd   24 2017/7/6   14:19:11



－25－

划”。但我们清楚，“一带一路”无论历史背景、实现的方式，还是秉持的

理念，均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有天壤之别。此外，域外国家还借此大肆

宣扬“中国威胁论”，这种恶劣行径不仅有悖于历史事实，而且严重损害了

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形象，恶化了倡议实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中国在公共外交开展过程中自身存在局限性。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各主要国家在硬实力方面的差距或者代沟正逐渐缩小，在软实力方面的竞

争却愈演愈烈。网络的快速传播，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舆论导向成了国

家对外传播的主要命脉。中国对“丝路”沿线国家的扶持和援助大部分是官

方背景的，很容易被西方媒体利用，加上他们夸大其词，恶意曲解项目的初

衷，势必会影响被援助国家的价值判断，以致怀疑中国，使得中国在舆论导

向、话语权塑造方面较为被动。同时，国外知名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

关注度依然不够。据零点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BBC、CNN等20

家较有影响力媒体对“一带一路”的相关报道仅有三百多篇，说明其对这一

倡议的关注度仍然较低。此外，中国在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忽视了对投

资效果的评估，存在资源分配不合理、区域分布不均衡的问题。

策略与建议

基于上文提到“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构建面临的

挑战，作者认为，在未来公共外交开展过程中，中国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

出努力。

加强同沿线国家在文化、教育等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公共外交的主要

手段即教育援助、人文交流、对外公关，通过平等的交流互动，获取对方国

民众的理解和认同，使其形成对本国的正面认知。知识改变命运，青少年一

代是国家的未来。中国应通过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活动、文化合作项目，

给青少年以正确的价值引导，帮助他们客观公正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社会

政治，中国应充分利用孔子学院这一中国文化的名片。当然，应注意孔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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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孔子课堂分布不均衡的现状。截至2016年12月31日，孔子学院在亚洲32

国（地区）总共有115所，占总比22%；孔子课堂共1073个，其中亚洲20国只

有100个，仅占9%。（数据来源：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中国应根

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善，增加在“一带一路”沿线推广汉语的广

度和力度；同时，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加大对沿线国家公共外交的投入力度，

求同存异，寻找利益的共通点，最终拓宽合作领域，加强合作深度。

扩大对外宣传力度，争取掌握舆论主导权。中国本国媒体应根据沿线国

家的特殊性做出改善和调整，以对方喜欢接受的方式或形式呈现报道内容。

在内容方面，应讲求报道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呈现事件最真实的一面，

还应注重新闻报道的时效性。舆论传播的灵活性、敏感性决定了其先入为主

的特点，中国媒体要争取先发制人，掌握舆论的主导方向，才能加强自身的

竞争优势。此外，中国应尝试利用他国媒体，根据需求与他国主要媒体开展

合作，扩大自身的影响力。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筹拍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

片——人物篇》于2011年出现在被称为“世界十字路口”的美国纽约时报广

场大型电子显示屏上，近年也有很多中国著名景点的宣传片走出了国门。在

这一方面我们还需加倍努力，以求扩大自身影响力，增强公信力，提高国家

威望。

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智库的作用。公共外交虽然是由政府主导，但

未必事事都要政府亲力亲为。为弱化太官方化的背景，消除沿线国家对中国

的忧虑，不妨尝试用“民间面孔”——非政府组织展示中国良好的国家形

象。他们不同于官方组织，不具有政治敏感性，可以接触到沿线国家的真实

社会，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国家的想法和诉求，帮助中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方

面投其所好，更具有针对性。此外，我们还可以调动企业和企业家的积极

性，公共外交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高级形式。企业管理层人员和普通员

工都可以成为民间的外交家。企业作为公共外交的主体不仅推动国家总体

公共外交的发展，构建更好的国家形象，也将对企业走出国门发挥越来越

大的作用。中国还应注公共外交开展的效果和反馈，通过智库或非政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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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以问卷或采访的形式进行相应的评估，以便更好地改进和发展。

结  语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与良好国家形象的构建密切相关。其为改善国

家形象提供了条件，创造了机遇；国家形象的改善将会促进、推动“一带一

路”倡议的成功实施。公共外交历来被视为国家形象构建的“黄金工具”，

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工具，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

唐小松：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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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building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ang Xiaosong & Jing Lina · 22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oes not only mark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China’s opening up, but also the country’s transition from a participant to 
a shaper of globalization.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frame the national image 
China should create to help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itiative so 
that its identity of an active shap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ould 
be recognized by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It highlights that 
public diplomacy should focus o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and by this 
create China’s national image as a place of peace, growth, inclusiveness and as 
well as being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An important role in “Mini United Nations” — Children's cultural public 

diplomacy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Zhang Mingzhou · 28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ims at realizing mutual compensation of 

advantages and promoting common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nnecting mutual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it also furth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and demonstrates the broad view and good international 
image of China as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to the whole world. The 
“Five Connections” approach, namely, “Policy 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Connectivity, Unimpeded Trade, Accommodation of Funds and People-to-
people Bonds”, that propos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et the tone for the 
role to be played by the children's cultural public diplomacy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this end,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shares his own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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