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公共外交博弈：叙事构建 

与策略选择 ∗ 
 

金  新   贾梦茜 

 
【内容摘要】  公共外交博弈分为叙事内容和投射手段两个层面，中美两国公

共外交博弈的重点是构建和投射各自的公共外交叙事。在叙事构建方面，美国

构建了以“霸权稳定论”为内在逻辑的公共外交叙事；中国则构建了以“合作

共赢”为核心理念的公共外交叙事。在解构对方的公共外交叙事方面，美国是

颠覆式解构，以类比、污名化、关联与切割等策略攻击中国；中国是“应激式

解构”，以澄清、释因和道义评价等策略回应美国。在建构自身的公共外交叙

事方面，美国采取赋予正当性、自利性归因、外围说服等策略进行强化式建构；

中国则以强化正当性、中心说服等策略进行修复式建构。从博弈效果看，美国

的攻势加深了部分国际公众对中国的误解和质疑。中国需制定公共外交整体规

划、完善公共外交叙事、丰富博弈策略，系统提升对美公共外交博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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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公共外交博弈：叙事构建与策略选择 

自 2017 年 12 月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

手”后，美国明显加快了从贸易、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各领域全方位打

压中国的步伐，试图阻止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公共外交作为一个国家为

争取对象国民心而采取的公关活动 ①，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外交工具。随

着美国国家实力和国际领导力的相对下降，处于霸权焦虑下的美国政府试图

利用公共外交作为其围堵中国的重要一环。 

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便不断收窄两国公共外交渠道，频频利用自身

话语优势对华展开公共外交攻势，意欲向世界描绘一个“不可信”的中国，

以破坏中国崛起的国际舆论环境和民意基础。拜登政府执政后，将中国定义

为“美国唯一的全面竞争者”②，提出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展开对华战略竞

争。③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在对华战略竞争中不再强调“美国至上”的理念，

将价值观外交置于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推行排他性多边主义，并致力于修

复与盟友的关系，以打造对华柔性包围圈，“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恢

复世界对美国的信心。”④ 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公共外交向国际社会

传递信息和价值观。 

当前，国际社会在愈加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对中国崛起的一些

忧虑，而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攻势将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从长期来看，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是其对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的追求，这无疑对承

载和传播中国叙事的公共外交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有效应对美国公共外交

攻势，将中国叙事有效传播给国际社会，争取更多国际公众对中国的准确认

① 国内外部分学者提出和使用了“新公共外交”这一概念，将企业、媒体、各类组

织、甚至公众个人都纳入公共外交的主体中，将国内公众也纳入公共外交的对象中。但本文

为明确研究边界，避免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人文交流等概念的交叉和混淆，采用的是公共

外交的经典含义，即公共外交须由一国政府发起或主导，对象限定为他国公众。参见曲星：

《公共外交的经典含义与中国特色》，《国际问题研究》2010 年第 6 期，第 5 页。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Press Conference,” White House, March 25, 2021, https:// 

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3/25/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
press-conference/. 

③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White House, March 3, 2021, https:// 
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03/interim-national-security-strat
egic-guidance/. 

④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3, 2021,http://deutsch-chinesisches-forum.de/images 
/thinktank/20201114/Why%20America%20Must%20Lead%20Again.pdf. 

 
11 

                                                        



 2021 年第 6 期 

识和真正了解，是中国崛起道路上面临的重大挑战和亟待解决的难题，关系

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目前，学界对中美在经济、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竞争进行了

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研究成果颇丰，这对了解中美公共外交博弈的复杂现实

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当前学界对中美两国在公共外交领域的博弈的关注却不

够，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公共外交对国家间竞争的战略价值、中美各自的竞争

性公共外交和当前的中美舆论战三方面，对战略竞争时代中美两国间公共外

交互动的系统考察仍显不足。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中美公共外交互动过程，

本文将引入“公共外交博弈”这一概念。所谓“公共外交博弈”，指公共外

交中的行为主体在预测对手行为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谋划，制定并运用适当

策略，使自身公共外交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美公共外交博弈是竞争性公共

外交下的互动过程。① 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回答如下核心问题：当前中美

公共外交博弈是怎样展开的？中国应如何更好应对？同时本文将探索构建

公共外交博弈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中美公共外交博弈的过程和效果进行深入

分析，以期深化对中美公共外交博弈的认识与理解，拓展中美关系的研究视

角，为中国制定对美战略规划提供有益参考。 

 
一、公共外交叙事：中美公共外交博弈的分析框架 

 
在公共外交博弈中构建和投射能够引起国际公众关注、获得国际公众认

可的叙事，是一国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建立秩序、寻找共识、获得认同的重

要能力。中美公共外交博弈的关键在于哪一方的叙事能在更大程度上赢得国

际社会的认可。 

① 英国学者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曾根据不同公共外交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关

系，将公共外交分为合作性公共外交（cooperative public diplomacy）和竞争性公共外交

（ competitive public diplomacy）。在其定义中，竞争性公共外交是指“在具有双边关系的竞

争对手，各自通过公共外交活动争夺对本国公众、对方公众以及第三方公众的影响力和话语

权，使其支持本国的外交意图和战略部署”。参见 Mark Leonard, “Public Diplomacy,” June 2, 
2002, https://fpc.org.uk/publications/public-diplomacy/。按照这一定义，中美之间的公共外交互

动属于竞争性公共外交。参见唐小松：《论中国公共外交的两条战线》，《现代国际关系》

2007 年第 8 期，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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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公共外交博弈：叙事构建与策略选择 

（一）公共外交叙事 

“叙事”（narrative）即讲故事，本是文学中的一个概念，经政治学、

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重建，已经成为人们认识、理解以及解读社会生活

的方式之一。① 奥利维尔•施密特（Olivier Schmitt）指出，国际社会中的叙

事是描述令人信服的具有“战略性”的故事情节，② 阿利斯特·米斯基蒙

（Alister Miskimmon）等学者进一步提出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叙事”可以作

为“政治行为体构建国际政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共同意义，以塑造和影

响他人的观念和行为。”③ 在公共外交活动中，叙事是行动的前提，公共外

交实践需通过投射叙事才能塑造和完成意义构建。基于此，本文提出“公共

外交叙事”这一概念，即一国围绕其战略目标构建的将其政策理念、文化传

统、价值观融入其中，旨在赢得国际公众理解和认同的叙述文本。公共外交

叙事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角色叙事，即一国关于自我身份定位的叙述，其目

的在于向世界说明“我是谁”，“我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旨在帮

助本国公众以及国际社会认识和理解自身。二是行为叙事，即一国说明和阐

述自身行为合理性的叙述，其中包括为什么制定某项政策、提出某个方案，

以及如何执行该政策、实施该方案，旨在说服受众支持其行为。这两个层面

的叙事相互联系，共同构成实现一国公共外交目标的基础和关键资源。 

公共外交博弈正是博弈各方构建和投射各自叙事并使其获得最大程度

认可的过程。首先，公共外交叙事的构建旨在为博弈提供具有吸引力和感召

力的素材。公共外交叙事的构建直接关系国家故事的品质，一国的政策理念、

文化传统、价值观正是在公共外交中需要被理解和认同的。其次，公共外交

叙事的投射过程可以理解为双方采取何种策略，使这一公共外交资源产生更

广泛的效果，为观察和追踪各国公共外交行为、分析各方博弈策略提供了新

的视角。再次，公共外交叙事的接受情况可作为评估公共外交效果的重要参

① Margaret R. Somers, “The Narrative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A Relational and Network 
Approach,”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3, No. 5, 1994, pp. 605-649. 

② Olivier Schmitt, “When are Strategic Narratives Effectiv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Discourse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Myths and Strategic Narrative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9, No. 4, 2018, p. 489. 

③ James Pamment, “Strategic Narratives in US Public Diplomacy: A Critical Geopolitics,” 
Popular Communication, Vol. 12, No. 1, 2014,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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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众可能会因为被一个国家好的故事所吸引，进而关注该国相关的历史

事件和政策解释，进而使得该国公共外交目标得到实现（见图 1）。 

 

 
图 1  中美公共外交博弈的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公共外交博弈 

公共外交博弈包含叙事内容和投射手段两个层面的博弈。在叙事内容

上，双方需要对自我设定加以强化，合理化自身行为，对对方设定进行拆解，

使其行为失去合理性，因而最终博弈会指向建构自身叙事和解构对方叙事两

种路径。在投射手段上，双方需要考量采用何种公共外交形式和渠道，可以

最大程度保障叙事投射的效果。① 在竞争性公共外交中，一方为限制对手，

① 投射手段即投射公共外交叙事的方式，表现为具体的公共外交活动。根据实施渠道

的不同，可以将公共外交活动划分为：（1）由政府直接组织的公共外交活动，例如国家领导

人外出访问中的公开演讲等活动、外交部和驻外使馆主办的面向外国公众的宣介活动等；

（2）由政府委托大众传媒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例如利用国际广播电台、通讯社、出版书籍

等手段传播对外政策；（3）国家和由政府支持并由教育文化部门出面实施的公共外交活动，

例如举办文化年、设立教育交流项目等。该分类参见韩方明主编：《公共外交概论（第二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1—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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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公共外交博弈：叙事构建与策略选择 

有时会压缩甚至切断对方作为投射手段的公共外交渠道，一般表现为暂停由

对方政府直接组织或间接支持的交流互动型公共外交项目。不过公共外交博

弈的重点，通常还是聚焦于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叙事内容，即建构自身叙

事以澄清误解、寻求认同；解构对方叙事以制造困境，破坏共识。这也反映

了竞争性公共外交的零和博弈趋向。公共外交能力和竞争意愿影响着行为体

在公共外交博弈中的路径选择。公共外交能力是指一国利用公共外交资源实

现公共外交目标的综合力量，具体包括对公共外交资源的开发能力、对信息

传播的控制能力、对参与主体的协调能力和对国际社会的吸引能力。① 竞争

意愿的高低决定着行为体博弈行动攻击性的强弱。按照博弈双方公共外交能

力与竞争意愿是否对等来衡量公共外交博弈会产生两种情境：一种是对等博

弈，即双方能力与竞争意愿相当，可视双方为均势行为体；另一种是非对等

博弈，即双方公共外交能力与竞争意愿存在差异，博弈中会出现强势行为体

和弱势行为体。 

在对等博弈中，双方由于公共外交能力和竞争意愿相当，会认为自身面

临的阻力和攻守的难度也相近，在行动上往往较为谨慎，避免展开烈度较高

的攻防。因此，博弈双方更倾向于从中长期看待相互之间的博弈，注重“细

水长流”的作用和效果。在解构对方叙事时，通常选择“渗透式解构”路径，

即有计划、分步骤地分解对手公共外交叙事，并适时而动，将对其解构的观

点渗透到不同时期、不同主题的国际舆论场域中，注重调动和利用社会力量

的隐性参与，而非只求一时一战的效果。在建构自身叙事时，通常选择“呈

现式建构”路径，即在并无具体攻击或防御需求驱动的情况下，通过多种公

共外交投射手段，向国际社会传播自身叙事，重在呈现自身叙事的合理性。 

① 周鑫宇提出，国家层面的公共外交能力，是指国家有效实现公共外交效果的资源基础

和禀赋特征，具体包括外交政策协调能力、持续发展能力、文化吸引能力。周庆安指出国际

宣传导向的公共外交重视的是对传播内容的选择和操纵能力，而战略传播导向的公共外交重

视对信息的控制能力、协调能力和影响能力。前者将公共外交资源基础纳入能力范畴，致使

具体公共外交能力的表述稍显笼统，不够聚焦。后者则区分了不同类型公共外交侧重的能

力，对普遍性能力的界定关注不足。约瑟夫•奈曾提出要将“权力资源”与“实现权力的途

径”进行区分，本文对公共外交能力的界定正基于此，侧重关注公共外交将“权力资源”转

换为现实政治影响的能力，具体内容则参考借鉴了以上学者的观点。参见周鑫宇：《浅论公

共外交能力体系》，《公共外交季刊》2018 年第 2 期，第 43 页；周庆安：《从模式演变看

冷战后公共外交的转型》，《欧洲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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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对等博弈中，强势行为体的公共外交能力和竞争意愿高，会认为自

身进攻的阻力较小且成功概率较大，通常以“破敌”为主要目的，主动发起

攻势。在解构对方叙事时，会选择“颠覆式解构”路径，即提出颠覆对方叙

事逻辑的替代性解释，以否认其可信度，甚至不惜制造和利用虚假信息来攻

击对方。在建构自身叙事时，则会选择“强化式建构”路径，通过自身占优

势的信息传播控制能力，对其叙事进行强势输出，在确保已有输出成果的基

础上，强化国际受众对其叙事的认同。 

同时，在非对等博弈中，弱势行为体的公共外交能力和竞争意愿较低，

处于强势行为体攻击下的被动应对状态，往往以“立己”为主要目的。在解

构对方叙事时，主要采用“应激式解构”路径，即在对手攻击的议题框架下，

首先拆解其替代性解释的内在逻辑，再对其叙事进行解构，予以回击，实际

上是对对方攻击的应激行为。在建构自身叙事时，通常采用“修复式建构”，

即在对手攻击已造成自身叙事可信度不同程度受损的情况下，通过澄清事实

等方式，在修复过程中重塑自身叙事，以求增信释疑，减少国际受众对其叙

事的误解。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体类型虽具有一定稳定性，但也可能

随着双方公共外交能力和竞争意愿的变化而改变，进而对自身的路径选择做

出相应调整，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见表 1）。 

 
表 1  公共外交叙事内容博弈的路径选择 

 

           博弈路径 

主体类型 
解构对方公共外交叙事 建构自身公共外交叙事 

对等博弈 均势行为体 渗透式解构 呈现式建构 

非对等博弈 
强势行为体 颠覆式解构 强化式建构 

弱势行为体 应激式解构 修复式建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公共外交博弈双方通常是通过解构对方叙事和建构自身叙事的路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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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博弈，由于现实博弈中行为主体类型的不同，其目标诉求、具体博弈策略

的选择会存在明显差异，但其最终的目标指向均为借助公共外交叙事扩展自

身影响力，管控预期并改变现有的话语环境，增强国际社会对自身的理解和

认同。从公共外交叙事这一理论视角出发，有利于分析双方博弈的具体策略

及效果，深入认识和把握中美公共外交博弈的内涵实质及动态进程。 

 
二、中美公共外交叙事的构建 

 
中国和美国公共外交叙事的构建均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对自身角色定位

以及各自对外政策的阐释和说明。美国构建了以“霸权稳定论”为内在逻辑

的公共外交叙事：美国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其霸权地位

是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保障，中国崛起不仅威胁其国家安全和利益，更是对现

有国际秩序的冲击和破坏，因此美国推行对华竞争的政策具有充分的正当

性。中国则构建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公共外交叙事，中国是世界

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各国人民应相互协

作，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美国公共外交叙事的构建 

从美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历程来看，其目标兼具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色

彩，有着明显的现实安全利益导向和“输出美国”的价值诉求。① 美国公共

外交叙事的构建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美国不仅要向世界“说明美国”，

更要“输出美国”，使其他国家追随美国。随着对中美关系认知的变化，美

国围绕“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这一核心认知，建构起了以“霸权稳定论”

为内在逻辑的公共外交叙事。 

在角色叙事上，美国将其自身定义为人类社会的“山巅之城”、民主社

会的“灯塔”和世界领导者。在建国之初，美国即以“山巅之城”自居，认

为自己是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例外”国家，其国家认同的核心价值是自由、

平等、法治等“美国信条”。美国的这些价值观还被认为是“普世价值”，

① James K. Glassman, “Briefing on U. S.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War of Idea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8, 2008, https://2001-2009.state.gov/r/us/2008/1113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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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全人类追求的目标”。因此，美国认为其肩负着以美国的生活方式

和价值观念引领世界，把世界改造为价值观共同体的神圣使命。这为美国扮

演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者，并维护其霸权地位提供了合法性。要实现这一使命，

美国必须维护其霸权地位，全球霸权已经成为美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最重要

特质之一。① 拜登在面对记者提问时声称，在自己任期内绝不会允许中国超

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在行为叙事上，美国为其发起对华战略竞争、推动“印太”战略、重建

联盟等涉华政策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进行辩护，以争取盟友及国际社会的支

持。美国宣称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受到挑战，诬蔑中国和俄罗斯想要塑

造一个“集权”的世界，② 认为这不仅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而且威胁

着世界安全。因此，美国提出国家间的长期战略竞争会再次出现，而其在竞

争中获胜是避免冲突的最佳途径。③ 美国以此为其发起对华战略竞争赋予正

当性。美国提出“印太战略”的目的是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为地区带

来繁荣与安全。④ 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将重建联盟，以开展同中国的竞争，

认为互助、互利的联盟和伙伴关系能够长久地为其提供竞争对手无法匹敌的

战略优势。⑤ 拜登政府也将恢复美国领导地位、重建全球民主联盟置于政府

工作的紧急优先项目之中。⑥ 在美国看来，一个强大的美国不仅符合其自身

的利益，也符合那些希望与美国合作追求共同利益、价值观的人的切身利益。 

 

① 谢韬：《美国国家认同的危机——民主、种族和霸权的视角》，《现代国际关系》2017
年第 12 期，第 41 页。 

②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19, 2018,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 -Summary.pdf. 

③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New ‘Old’ War: Countering State-Sponsored Disinformation 
(2020),” U. 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 September 25, 2020, https:// 
www.state.gov/public-diplomacy-and-the-new-old-war-countering-state-sponsored-disinformation/. 

④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ly 1, 20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 
/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
2019.PDF. 

⑤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19, 2018. 

⑥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Immediate Priorities,” White House,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pri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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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公共外交叙事的构建 

对中国而言，公共外交的目标首先是“纠偏”，使国际公众相信、接受

和支持中国的和平发展，因此中国叙事重在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传递中

国的政策理念、文化传统和价值观。面对国际社会的诸多质疑，中国在对国

内外局势的精准把握的基础上，构建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公共外

交叙事，从更深层次来看，则是要使各国公众相信兼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

义国家、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世俗化的文化伦理社会”① 这些特征的中

国能够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与各国人民民心相通。 

在角色叙事上，中国将自身定位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人

类社会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首先，中国

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华文明是内敛、防御的文明，中国深知“国虽大，

好战必亡”，积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

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国家意志。其次，中国是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

稳定器和动力源，全方位对外开放为各国分享“中国红利”创造了更多机会，

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② 再次，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国积极维护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③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国

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时向世界表示，“中国将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倡导国际上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④ 

① 俞新天：《构建中国公共外交理论的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0 年第 6 期，第

11 页。 
② 《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9 年 9 月 27 日，http:// 

www.scio.gov.cn/zfbps/ndhf/39911/Document/1665428/1665428.htm。 
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中国政府网， 2020 年 11 月 3 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 
content_5556991.htm。 

④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人民日报》，

2021 年 7 月 7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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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为叙事上，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一

带一路”倡议等叙事。中国认为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

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

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

趋均衡。与此同时，人类共同面临“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① 等挑战，任何一个国

家，无论大小强弱，只有在平等、互利、共赢基础上参与国际合作，才能实

现持续发展。② 因此，中国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行为叙事，旨

在构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为世界人民所接受的共享话语体系和价值理念。

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中国主张各国应

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是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的开放包

容的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见表 2）。③ 

 
表 2  中美公共外交叙事 

 

 美国 中国 

角色叙事 

民主社会的“灯塔” 

西方文明的捍卫者 

世界领导者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行为叙事 

“印太”战略 

重建联盟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5 页。 
② 《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 
③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中国一带一路网站，2019 年 4 月

22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qwfb/866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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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美公共外交博弈的策略选择 

 

中美在公共外交博弈中存在明显的不对称关系，美国是博弈中的强势行

为体，中国是弱势行为体。从公共外交能力来看，当前美国在整体上要强于

中国，其对公共外交中信息传播的控制能力，特别是对国际舆论的引导力和

影响力比中国更强。从竞争意愿来看，美国对华竞争意愿强烈，其意图是使

国际社会不认同、不相信中国，破坏中国崛起的国际舆论环境；而中国无意

与美国竞争，其意图更重要的是澄清因美国攻击造成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

解，争取更多的理解与认同。 

围绕公共外交叙事投射手段的博弈是中美公共外交博弈的一个重要方

面。美国在发起对华公共外交博弈攻势之初，便在投射手段上采取了缩减渠

道的策略，挤压中国对美公共外交活动空间，将博弈引入其占据优势的信息

传播领域。2018 年以来，美国多次通过举行听证会，对“中国威胁”进行

评估，并借发布调研报告、通过涉华议案、立法等形式，对一些中国企业、

官员、高校学者和留学生实施制裁或限制，对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

学生学者联谊会等机构开展的正常公共外交活动加以限制和干扰。此外，美

国还专门出台法案监督和限制孔子学院的正常教学活动、暂停中美富布赖特

交流项目等。在此背景下，中国在投射手段上选择了强化渠道的策略，通过

国家领导人的公共外交实践、驻美大使馆举办活动、支持高校和智库对外交

流等方式，积极拓展自身公共外交活动空间。从 2018 年至今，中国驻美大

使馆已举办多期“中华讲坛”，向数十所美国学校的师生就中美经贸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发展和改革开放、“一带一路”等话题阐述中国立场，

并展开沟通交流。① 此外，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中国高校和智库举办了

“2021 中美公共外交论坛”“第九届世界和平论坛”“‘对话合作，管控

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蓝厅论坛”等拓展中国公共外交叙事投射

手段的活动。 

① 参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http://www.china -embassy.org/chn/ggwjhd/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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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叙事内容博弈成为中美公共外交博弈的核心。就双方公共

外交叙事而言，“对国际权力、制度、文化的长期塑造无形中延长了美国故

事的功能惯性，”而中国故事尚需通过更好的成功实践来证明。① 因此，美

国在中美公共外交博弈中处于强势进攻状态，而中国则以“防御—反击”为

主。在解构对方叙事时，美国选择“颠覆式解构”，中国则选择“应激式解

构”。在建构自身叙事时，美国进行“强化式建构”，中国则进行“修复式

建构”，双方通过不同策略展开攻防（见表 3）。 

 
表 3  中美公共外交的叙事内容博弈 

 

 博弈路径 博弈策略 

解构对方

叙事 

美国 颠覆式解构 美国 类比、污名化、关联与切割 

中国 应激式解构 中国 澄清、释因、道义评价 

建构自身

叙事 

美国 强化式建构 美国 
赋予正当性、自利性归因、

外围说服 

中国 修复式建构 中国 强化正当性、“中心说服”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解构对方公共外交叙事 

美国政府早在 2017 年就关注到叙事对公共外交的重要价值，在美国公

共外交咨询委员会 2017 年的报告中，有学者提议将反对中国叙事列为美国

公共外交的目标之一，以应对中国的公共外交。② 2020 年 9 月，美国公共

外交咨询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公共外交与新的“旧”战争（2020）》的报告，

不但公开鼓吹要重拾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工具”，还提议在“全球接触中

① 张一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个面向》，《国际经济评论》2020 年第 1 期，第

80 页。 
② Markos Kounalakis, “America’s Strategic Narrative and a Path for Public Diplomacy,” 

ACPD, May 2019,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05/2017-ACPD- Intern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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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下设立反华舆论战队。① 

第一，美国采取“颠覆式解构”路径，使用类比、污名化、关联与切割

等具体策略发起了对华公共外交攻势。 

首先，美国利用先动优势设置舆论议题，采用类比的叙事策略，解构中

国的公共外交叙事。所谓“先动优势”，是指博弈一方选择抢先行动，比选

择双方同时行动更占据优势。② 美国的先动优势具体体现在其营造了一个对

话规则和话语场域，使中国处于被动对话的境地，从而掌握了解释中国战略

意图的主动权。一方面，美国通过将中美竞争类比为西方历史上崛起国与守

成国的权力转移过程，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加以解构。美国对华叙事是以权力

转移、霸权稳定等作为理论支撑的，这些学术话语的前提假设是霸权治下的

单极国际秩序是稳定、和平的，而多极体系本质上是冲突的，中国作为崛起

国会将世界带回大国冲突的时代。③ 另一方面，美国在描述中国威胁时，将

中国类比为与美国争霸的苏联，以引起国际公众的关注和对华负面联想。

2020 年 5 月白宫发布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中提到，中国正试图以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重塑国际体系，以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④ 全

然不顾世界局势的新变化以及中国与苏联本质上的不同，以陈旧的冷战思维

对中美关系进行单方面定义，进而酝酿和推动新一轮“中国威胁论”。 

其次，美国采用污名化的策略，扭曲事实，抹黑中国形象，旨在制造国

际社会与中国的对立。美国以污名化的方式来制造中国妨碍其发展的形象，

试图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使其在必要时对中国加以限制。⑤ 美国给中国贴

上各种旨在指向对立身份的标签。在多份官方报告中，美国将中国明确定义

①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New ‘Old’ War: Countering State-Sponsored Disinformation 
(2020),” U. 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 September 25, 2020, 
https://www.state.gov/public-diplomacy-and-the-new-old-war-countering-state-sponsored-disinfor
mation/. 

② 肖条军：《博弈论及其应用》，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6 页。 
③ 袁莎：《话语制衡与霸权护持》，《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3 期，第 96 页。 
④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te House, May 

20, 2020,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united-state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 
republic-of-china/. 

⑤ 曾向红、李琳琳：《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国际政治科学》2020 年第 3
期，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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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挑战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修正主义国家”“首要竞争对手”；孔子学院

等教育交流项目被指是由中国政府主导或推动的旨在“强制、腐化和渗透”

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影响行动”，被认为是“威权主义国家”发展“锐实力”

的佐证。此外，美国还指责中国除了利用“锐实力”在其他国家内部获取影

响力外，也开始输出所谓“数字威权主义”。以上种种对华实施的污名化行

为，旨在解构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

护者的角色叙事，不仅成为一系列“中国威胁论”产生的温床，而且引发了

国际公众对中国的疑虑和猜忌。 

再次，美国采用关联与切割的策略，混淆视听，抹杀中国对世界发展的

贡献。“关联”是指将行为体的行为与负面结果相联系，“切割”是指将行

为体的行为与正面结果进行切割。① 例如，美国将本国内政问题与中国的行

为相关联，强调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威胁。例如，特朗普政府时期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A. Wray）将美国内政面

临的各类问题与中国的快速发展进行关联，诬称中国利用美国市场的开放性

窃取美国高端技术，认为中国通过孔子学院在美国高校传播经过“过滤”的

中国形象，“干扰”美国高校的学术和言论自由，还认为中国官方媒体的海

外拓展和对好莱坞的投资旨在提升中国话语权。他认为正是中国的这些行为

给美国经济、安全、意识形态等造成多重困扰，诬称中国将互联网审查与监

控技术对外输出，使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原则面临重大挑战。② 

第二，中国进行应激式解构，即先指出其中与客观事实不相符的部分，

进而适时采取措施，解构美国公共外交叙事。具体策略主要包括澄清、释因

和道义评价等。 

首先，中国采取澄清的策略，以呈现事实原貌、全貌，在事实层面击破

美国的不实指控。例如，在中美贸易战问题上，美国政府认为中国通过不公

① 陈雪飞、吕蕙伊：《“竞争型自我呈现”的政治修辞——新媒体时代的国际话语权建

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 年第 5 期，第 63 页。 
② Christopher A. Wray, “The Threat Po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the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July 7, 2020, https://www.fbi.gov/news/speeches/the-threat-posed-by-the-chinese- 
government-and-the-chinese-communist-party-to-the-economic-and-national-security-of-the-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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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贸易的方式抢夺了美国的就业岗位，中国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关

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中引用联合国数据，指出 2001

—2017 年中美两国贸易额增长了 4.4 倍，而美国失业率从 5.7%下降到 4.1%，

美国政府指责中国的货物进口和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并不存在。另外，根

据 2017 年美国国会研究中心的报告，2010—2015 年，尽管美国制造业从中

国的进口整体增加 32.4%，但美国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并未减少，反而增加了

6.8%。① 面对美国对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系列污名化指责，中国发布

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全面讲述中国抗疫的艰辛历程，

其中对从 2019 年 12 月 27 日首次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到 2020 年 4 月 29 日全

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中国的应对措施进行

了详尽的列举和说明。②  

其次，中国通过释因的策略，在动机层面向国际社会解读美国攻击中国

的原因及其背后的逻辑。对于美国无视中美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特点和国际

产业分工现实，坚持认为中国采取不公平、不对等的贸易政策，导致美国出

现对华贸易逆差，在双边经贸交往中“吃了亏”的行为逻辑。中国在 2019

年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国立场》白皮书中指出，中美两国经济连

骨带筋，美国把贸易逆差当作“吃亏”是算错了账，其背后奉行的是“美国

优先”的政策，采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③ 外交部发言人在对蓬佩奥

等人实施制裁的声明中指出，美国一些反华政客出于一己政治私利和对华偏

见，不顾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策划并推动实施了一系列抹黑中国的活动，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了中美关系。④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更是坚定声明，

“蓬佩奥对中国的恶毒攻击，挑拨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

①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8 年 9
月 24 日 ， http://www.scio.gov.cn/ztk/dtzt/37868/39004/39006/Document/1638353/1638353. 
htm。 

②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0 年 6 月 7
日，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42312/Document/1682143/1682143.htm。 

③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9 年 6 月 2
日，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39911/Document/1655914/1655914.htm。 

④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蓬佩奥等人实施制裁》，外交部网站，2021 年 1 月 21 日， 
http://ne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8475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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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阻挡不了 14 亿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谋求国家发展的前进步伐”。① 

再次，中国采用道义评价的策略，在情感道德层面对美国的种种抹黑行

径进行道德评价，旨在从情感上解构其公共外交叙事的正义性。《人民日报》

在 2018 年 7 月 6 日至 15 日连续刊载 10 篇评论员文章，从负责任大国的视

角系统论述了美国发动贸易战给世界经济复苏和全人类生存发展带来的巨

大威胁，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② 2018 年 9 月 23 日，《中国日报》在美

国艾奥瓦州的第一大报《得梅因纪事报》（Des Moines Register）刊登了四

个整版广告，指出特朗普政府不惜损害该州农民的利益，提高对华农产品关

税，美方应为中美贸易战负责。③ 在评价美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现时，

中国提到时任美国政府领导人拒绝承认有任何失误，反而用各种说辞自我美

化、推脱责任。在抗疫最需要全球团结的时刻，美国却不顾国际道义，执意

奉行本国优先政策，挥舞制裁大棒，威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残酷对待寻

求庇护者。一向自认为例外和优越的美国，不仅自身疫情失控，死亡人数全

球最高，而且与之相伴的还有政治失序、种族冲突、社会撕裂等各种问题，

创造了“山巅之城”“民主灯塔”罔顾人权的新纪录。④ 

（二）建构自身公共外交叙事 

由于中美之间公共外交发展阶段的不同，美国公共外交叙事在国际社会

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远超中国。中国要“讲好中国故事”的基本前提是首先破

解一直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的“中国叙事”体系。⑤ 

第一，美国侧重于强化其对华行为叙事的合理性，展开“强化式建构”，

争取国际公众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同，主要策略包括赋予正当性、自利性归

① 《2021 年 1 月 11 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1 年 1
月 11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zcjd/t1845585.shtml。 

② 参见人民日报评论员：《中美贸易战十评》，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③ 参见奕含：《〈中国日报〉在艾奥瓦州最大报纸登 4 页整版广告：总统愚蠢的后果》，

观察者网，2018 年 9 月 25 日，https://www.guancha.cn/economy/2018_09_25_473276.shtml；
《2018 年 9 月 27 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18 年 9 月 27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599631.shtml。 
④ 《2020 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1 年 3 月 24 日，

http://www.scio.gov.cn/37234/Document/1700891/1700891.htm。 
⑤ 刘德斌：《中国叙事、公共外交与时代博弈》，《探索与争鸣》2017 第 12 期，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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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外围说服等。 

首先，美国采用赋予正当性的策略，以“安全化”为核心框架构建其公

共外交叙事的正当性。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如果决策者希望某一政策能够

迅速获得支持并实施，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包装成为关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的政策，“因为安全利益始终位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顶层，且没人会质疑它的

重要性。”① 美国国防部的战略报告将这种“自由”秩序和“压制性”秩序

之间的竞争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② 特朗普政府时期曾将“经济”

与“国家安全”挂钩，提出“重建美国的国内经济实力，推动建立一个公平、

互惠的国际经济体系将有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繁荣以及世界和平”③。

美国从维护国家安全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出发，使其对华遏制具有合理性和

正当性。 

其次，美国通过自利性归因策略，引导国际受众的认知路径，以增加其

公共外交叙事的说服力。所谓“自利性归因”，即把自身行为带来的积极影

响归于内因，消极影响则归于外因。例如，在经贸领域，时任美国总统特朗

普在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宣称，为了应对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公

平做法，美国对价值超过 5 000 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并提到正

是由于美国的这些保护措施，使流失的部分生产能力已经转移回美国和其他

国家。美国政府的自利性归因策略容易让国际受众忽视对客观事实的判断，

跟随美国公共外交叙事中的价值导向来认识和理解美国的政策及行为。 

再次，美国主要采取外围说服的策略，对其公共外交叙事进行充满感性

色彩的阐释，以吸引国际受众关注，并获得其情感上的支持。所谓“外围说

服”，主要是指通过易于感知却并非完全客观的捷径来对受众进行说服。这

一策略注重对受众情绪的调动，容易在短时期内产生效果。④ 例如，美国在

① 岳圣淞：《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话语战略分析》，《战略决策分析》2019 年第 2
期，第 52 页。 

②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1, 20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 
/-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③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p. 2. 

④ 韩方明主编：《公共外交概论》（第二版），第 204—2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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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其行为叙事时制造出“中国利用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崛起，却

想破坏这一秩序，重建符合自身价值的新秩序”这一情节，将美国描绘成“受

害者”，以激发受众对中国的敌对情绪。这一简单的逻辑虽然并非基于事实，

但其对缺乏理性思考且本身对中国印象不佳的那部分国际受众来说，在情感

上仍具有高度煽动性。 

第二，在建构自身公共外交叙事时，中国选择的是“修复式建构”路径，

实施的策略主要包括强化正当性和“中心说服”。 

首先，中国采用强化正当性的策略，用事实回应国际舆论中对中国的各

类指责，增信释疑。例如，美国将“一带一路”倡议污名化，把部分沿线国

家自身的债务问题归咎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项目。针对这一问题，时

任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因为中国的投资而陷入债

务危机的。”① 2019 年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郭卫民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成因是复杂的，是历史形成的，中国的投资在这些国

家债务中所占的比例较小，并指出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有利于非洲国家的长

远发展，将其称为“债务陷阱”是没有道理的。② 在美国将新冠肺炎疫情政

治化、污蔑中国之时，国务院新闻办及时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

动》白皮书，并将中国及时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信息，与国际组织、各国相

关部门交流防控经验的事实加以呈现。 

其次，中国采取“中心说服”的策略，对自身公共外交叙事进行详细解

释说明，以期获得国际受众的理性认知。社会心理学中的“中心说服”是指

希望引导受众对问题进行系统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说服，这种说服

过程往往耗时较长，但效果更为持久。③ 例如，在向国际受众说明中国积极

开展国际合作以强化中国角色叙事时，遵循的是这样的思路：先从中国爱好

和平、崇尚合作共赢等文化基因讲起，说明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文化根脉和

精神源泉，接着阐释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观及政策主张，再讲述实践

① 《西方政客又抹黑“一带一路”倡议 外交部回应》，中国日报网，2020 年 1 月 13
日，http://cn.chinadaily.com.cn/a/202001/13/WS5e1c5f23a3107bb6b5799b26.html。 

② 郭卫民：《“一带一路”制造“债务陷阱”的说法没有道理》，中国网，2019 年 3
月 2 日，http://www.china.com.cn/lianghui/news/2019-03/02/content_74523541.shtml。 

③ 韩方明主编：《公共外交概论》（第二版），第 204—2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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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所采取的务实举措及取得的进展，进而印证中国的角色定位。① “中

心说服”的策略主要是由中国面临的复杂舆论环境和美攻我守的公共外交博

弈态势决定的，国际舆论中既有的对中国的质疑多罔顾客观事实，但中国需

要做出清晰、可信且富有逻辑的回应，以建构并证明自身公共外交叙事。 

 
四、公共外交博弈效果及中国的优化策略 

 

在当前的中美公共外交博弈中，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其预期效果，

但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尚未明显好转，甚至更加复杂严峻。特朗普政府

对中国的大肆抹黑严重误导了美国公众的对华认知。② 与此同时，美国对中

国的公共外交攻势不仅对美国公众造成影响，而且加深了部分国际公众对中

国的误解和疑虑，即使是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巨大成功并为世界抗

疫作出诸多贡献，本应获得国际社会更多肯定之时，但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评

价并不尽如人意。③ 结合中外专业民调机构和研究团队的报告结果来看，虽

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成就也受到世界关注和肯定，但

在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攻势下，国际舆论中存在大量抹黑中国的负面信息，影

响了国际公众对中国的认知程度与情感倾向。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博弈尚未达到理想效果，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在整体

①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1 年 1 月 10 日，

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96685/1696685.htm。 
②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和美国民调机构普赖姆集团（Prime Group）发布的关于中

美两国公众互相认知的报告显示，双方在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上观点严重对立，战略互疑增

加，互相好感减少，对未来 10 年中美关系的预期，表示乐观的中国民众是美国民众的 1.75
倍。参见王辑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20（上）》，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8 页。《环球时报》舆情中心发布的 2020 年度全球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在 15 国受访者中有

43.4%的人对“对中国整体印象较好”这一观点持否定意见，33.6%的人对“喜欢中国”这

一观点持否定意见。参见《环球时报舆情中心发布全球民意调查报告：2020 全球最关切“中

美冲突”》，环球网，2020 年 12 月 7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100SX7cabm。 
③ 英国学者西蒙•安霍尔特（Simon Anholt）自 2005 年起开始发布国家品牌指数，以追

踪公众对各国的看法。在 2020 年的国家品牌指数排行中，美国排名从全球第 7 降至全球第

10，中国则从第 23位跌到第 35位，而此前自 2008年以来在该指数中中国的排名基本保持在

第 22—24 位之间。参见 Nicholas J. Cull and Simon Anholt, “The Reputational Reckoning for 
2020: Bad News for China,” December 2, 2020, https://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 
reputational-reckoning-2020-bad-news-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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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层面，中国对美公共外交博弈的战略规划滞后。面对美国来势汹汹的叙

事攻势，中国的准备不够充分，需要更加重视公共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特殊

价值，加强和完善对美公共外交博弈叙事内容和投射手段的统筹规划。二是

在公共外交叙事层面，中国对自身叙事优势、劣势的研究和把握不够明晰，

未能充分利用自身叙事优势，同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关注不够，导致未能有

效扬长避短，时常陷入对方制造的交流场域，这影响着公共外交的实际效果。

三是在博弈策略层面，中国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即防御性回应多、主

动出击少，官方参与多、社会主体参与少，说服过程中理性因素多、感性因

素少等问题。美国的“颠覆式解构”和“强化式建构”极易在短时间内抓住

国际受众的注意力，并进行情感导向，引导受众作出基于情感而非事实的价

值判断；而中国的“应激式解构”和“修复式建构”中更多地使用理性说服，

并且话语往往“刚性有余，柔性不足”，这对于普通国际受众而言说服力和

感染力不足，甚至会使国际社会强化中国“战狼外交”的印象。这与中国一

再强调的和平发展的形象产生冲突，不利于赢得国际公众的信任。 

有鉴于此，当前中国在与美公共外交博弈中，需从整体规划、叙事构建、

博弈策略等层面入手，从宏观到微观，从叙事构建到叙事传播，系统完善并

提升对美公共外交博弈的能力。 

第一，制定对美公共外交博弈的整体战略规划。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中

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转变，“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中国公共外交必须

完成的一项战略任务。① 美国发起的对华公共外交攻势，将是中国在未来较

长时期内无法回避的重大挑战。只有加强对美公共外交博弈的整体规划，才

能使公共外交实践有明晰的指引、系统的筹划和有序的运作，也才能在斗争

中“讲好中国故事”。 

加强中国对美公共外交博弈的整体规划，需要明确对美公共外交博弈的

核心内容、主要机制和基本原则。首先，明确公共外交博弈的核心内容。对

美公共外交博弈的核心内容在于应对美国对华公共外交叙事解构的同时，对

中国公共外交进行系统性建构，其中既要明确公共外交叙事的主题、内容和

① 刘德斌：《中国叙事、公共外交与时代博弈》，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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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也要注重叙事投射手段的升级。面对美国对中国公共外交渠道的限制

和破坏，中国更应坚持开放的策略，积极创新公共外交交流互动项目，利用

留学生、华侨华人等海外资源拓展沟通渠道，通过人与人之间更为真实、更

具情感的交流，提升中国公共外交叙事的感召力和可信度。其次，建设多元

主体参与协调机制。中国需建设以政府为主导、社会行为体为辅助的多元主

体协调机制，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立体平台传播机制，能够处理和应对

危机公关、常态博弈和主动出击等不同情境的反应机制，以及博弈过程追踪

和效果评估机制。再次，遵循包括真实性和真诚沟通的基本原则。真实性是

中国公共外交的生命，正如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所

言，“无论在什么问题上，讲实实在在的中国故事，讲事实、讲数据、讲困

难、讲作为，是最有说服力的。”① 我们既要向世界客观、准确地讲述自身

成就，也不避讳发展中确实存在的问题。真诚沟通原则要求倾听不同受众的

需求，避免“独白式”单向输出，“只有当受众认为自己受到平等和尊重时，

才会形成真正的对话”②。 

第二，明确中国公共外交叙事相较于美国公共外交叙事的优势和劣势，

充分发掘并利用优势，尽可能规避和弥补劣势。与美国公共外交叙事相比，

中国公共外交叙事具有自身优势。一方面，中国公共外交叙事更具包容性和

正义性。中国认同文明多元性和世界多样性，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中

国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也

顺应了人类发展的潮流。另一方面，中国公共外交叙事更具开放性。中国始

终置身于国际体系之中来认识自身和世界，叙事的因果链条已经生成，但内

容细节仍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同时处于向国际社会传播和推广的初级阶

段。因此，根据中国外交战略需求和国际公众接受效果进行调整和提升的阻

力较小。而美国公共外交叙事虽更为成熟且具有广泛的国际受众，但其逻辑

起点是将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例外”，同时逐渐固化的叙事在客观环境的

①  傅莹：《讲好中国故事，改进国际传播》，观察者网，2018 年 3 月 12 日，

https://www.guancha.cn/fuying/2018_03_12_449830_s.shtml。 
② Sohaela Amiri, “Addressing Systematic Inequalities Crucial National Security,” June 29, 

2020, https://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addressing-systematic-inequalities-crucial-nat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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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下更新迭代的难度更大。中国公共外交叙事的劣势则在于对本国优秀传

统文化基因的现代化转化不够精准，对中国特色理念的国际化表达不足，导

致中国叙事中蕴含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难以对接国际主流话语，同

时，中国叙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涉及较少。这些问

题使部分国际公众难以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中国人民的意义，进而质疑

中国崛起的动机和结果。 

在公共外交叙事构建层面，中国需发挥自身优势，弥补劣势。首先，应

突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引领作用。新型国际关系的合作

共赢理念“超越了社会制度差异、意识形态对立和价值观念分歧”①；人类

命运共同体这一愿景目标的表述，则使中国的公共外交叙事超越了国家主义

的局限，具有更深层次的世界关怀。在叙事构建中可凸显中国叙事这些更具

吸引力和感召力的特质。其次，应利用后发优势，积极借鉴和创新。“国家

叙事总是通过与不同外来经验的互动来形塑自身并不断发展”②，中国在公

共外交叙事构建中需对既有叙事的符号资源进行整合，去芜存菁。在与国际

公众的互动中，需融合、接纳不同叙事中契合中国价值理念的符号资源。还

可通过研究分析其他国家的公共外交叙事，学习其成功经验。再次，应完善

适应中国和平发展需要的公共外交叙事，呈现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特

点，特别是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中国人民的

特殊意义。“这不仅有助于中国人向世界解说自己，也有助于在融入世界的

过程中形成更为坚定和自信的身份认同”③。 

第三，在对美博弈过程中改变“三多三少”局面，将被动防御转向以攻

为守，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平衡理性说服与感性说服。一方面，可综合运用

各类路径，将被动防御转向以攻为守。面对美国的叙事攻势，需综合运用“应

激式解构”和“渗透式解构”，在短时间内直接回击的同时，还需注重中长

期效果的考量，在后续议题上持续关注，并在对美国不利的议题上主动出击，

① 张清敏编：《解读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五洲传播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83 页。 
② 王昀、陈先红：《迈向全球治理语境的国家叙事：“讲好中国故事”的互文叙事模

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 年第 7 期，第 8 页。 
③ 刘德斌：《中国叙事、公共外交与时代博弈》，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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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自我表达的机会。在建构自身叙事时，需注重“呈现式建构”路径的使

用，跳出美国设定的议题框架，加强对国际舆论中热点问题的持续关注和积

极发声。此外，还应积极开展针对国际公众的民意调查，把握国际社会舆论

动态，争取民调话语权。另一方面，可积极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充分调动地

方、智库、企业、新媒体等力量、平台和资源，平衡理性说服与感性说服。

多元主体参与可有效拉近与国际公众的心理距离。例如，地方政府可以通过

对外交往的各类活动展现中国地方发展的真实情况；走出去的企业在面对美

国打压时要敢于发声，善于斗争，利用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揭露美国行为的不

正当性，同时需提高国际公关能力，争取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同情；相关智库

应充分发挥其科研优势，在追踪国际舆论动态、研究中国公共外交叙事的国

际化表达路径、深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提出原创性学术话

语等方面，为对美公共外交博弈提供智力支持；海外自媒体平台处于国际舆

论前沿，可通过资助或合作的方式推动其为中国发声。同时，还需引导不同

参与主体利用多样化手法，通过能够激发受众情感的话语表述，提升中国在

公共外交博弈中的叙事感召力，以引起国际受众的情感共鸣。 

总之，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公共外交不但要完成好“向世界说明中国”

的任务，更要肩负起“让世界信任中国”的使命。在不可避免的公共外交博

弈中，中国公共外交叙事要“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

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①，从战略传播的高度统筹应对，制定对美公共外

交博弈的整体规划，完善叙事内容，丰富投射手段，优化博弈策略，积极主

动在公共外交实践中建构和传播中国叙事，争取以“王道”战胜“霸道”，

在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良好国际舆论环境

的同时，推动国际话语体系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樊文光]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 年 6 月 2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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