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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获得一致认可。而通过考察全球民众的感知和反应无疑对理解这样的权

势转移问题提供了一种更加直观判断的依据。根据近 10 年的全球民调数据，

“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更多的是一种相对变化，也是一种对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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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导地位。而中国在实现崛起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公共外交等多重手段提高

国际公众的信任度，通过赢得国际舆论支持以减少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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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崛起”就已经成为国外政界、学界和舆论

界议论的热门话题。同时，国际社会关于“美国衰落”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共出现了大约五次较有影响力的“美国霸权衰落”

论。① 那么，中国是否真的已经崛起？美国是否真的开始衰退？总体来看，

美国衰落论主要来自美国内部，这与美国传统的危机和忧患意识紧密相关。

而为中国崛起唱赞歌的主要声音同样来自美国。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论调。

从学术界研究成果来看，中美权势转移已经成为一个关注热点。那么，国际

权势是否开始由美国向中国转移？这样的转移能否通过和平方式实现？鉴于

传统的研究视角大都锁定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因素上，而侧重软实力分析

的约瑟夫·奈重点考察文化软实力和制度软实力等因素，对于全球公众舆论

的考察相对较少。本研究选择分析全球民众对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论调的认

知，以期从新的视角为这一争论提供补充性的佐证。 

之所以选择从公众舆论角度分析中美权势转移问题，是考虑到公众舆论

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也是学界的聚焦之一。② 舆论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意见呈

现，反映的是公众意见和言论，内容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其整体形态却又

反映着一种客观的问题。③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国际主流民调机构：

世界舆论调查项目（World Public Opinion），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及英国广播

公司（BBC World Service）等。这些机构在国际民调领域享有盛誉和威望，

其调查范围覆盖全球，其调查样本、问卷设计等也经历了长期的国际市场的

考验。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机构大都属于西方，特别是美国。因此，

① 王瑞平、庞中英：《否认“美国衰落”：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新发展》，载《当代

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 年第 3 期，第 128 页。 
② 关于民调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有两种主要观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前者认为公众

缺乏对国际问题的认知，不能客观认识国际形势，同时其态度不断变化，缺乏理性。因此

是不可靠的，不能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而后者的观点肯定公众的作用，认为公众能够对

外交政策产生积极作用。 
③ 关于舆论或民意（Public Opinion）的定义非常多样化，人们都意识到舆论的重要性，但

对于什么是舆论却从来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一种定义是：舆论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

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在舆论的定义中，

最关键要讨论的是，舆论的本体是“意见”还是“态度”。为了避免在定义上争论不休，学者

开始转向舆论应该包含的若干要素，其中“议题”、“公众”和“共同意见”是学者们提

出的众多要素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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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要注意其国家意识形态偏好性以及可能隐含在调查中的思维定势

和可能的偏见。这些成为本研究需要注意和反思的问题。但由于目前中国缺

乏具有如此国际视野和业务能力的民调机构和智库，故而西方民调数据不仅

作为本研究的信息来源，同时也最直接体现西方视野下的中国软实力影响力

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本研究也有其具体的特定意义。 

 
一、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 

 

全球民调结果显示，2011 年和 2012 年期间，中国的积极影响力在持续上

升，而美国则略微下降，欧盟的积极影响力下降幅度最为明显（如图 1 所示）。 

 

 
图 1. 国际公众对中、美、欧积极性影响力认知变化趋势，2011—2012 年 

资料来源： “Views of Europe Slide Sharply in Global Poll, While Views of China 

Improve,” BBC World Service Poll, May 10, 2012, p. 3。 

 

虽然国际公众并不确信中国是否已经或最终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

国，但是他们已经感受到中国经济对亚洲和美国的强大影响力。民调数据显

示，仅有 50%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最终和美国等同，另有 38%认为该局

面不可能出现。但是中国公众认为中国具有强大的区域影响力，而美国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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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球影响力。① 

那么，在全球公众看来，中国是否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呢？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 2009 年在全球 18 个国家展开调查。结果显示：40%的被

调查者认为中国已经或最终将取代美国的国际地位；有 44%的受访者则认为

这样的取代永远不会出现。该机构在 2011 年发布的民调数据则显示：有 47%

的民众认为中国已经或最终会取代美国的国际地位；有 36%的受访者认为这

种取代不会出现。② 

从皮尤全球民调来看，西方公众更认为中国已经或最终将取代美国成为

世界经济领头羊，而发展中国家也有近一半的公众认为这一局面已经或最终

会出现。③ 从民调数据分析，中国崛起更多的是经济的崛起，是未来世界局

势发展的大方向。讨论中国崛起更多的是讨论一种未来，而不是现状。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全球最有影响力国家排名中，

美国获得 9.1 的综合评分，其次是英国（7.0），中国位列第三，综合得分为

6.8。④ 美国全球影响力依旧处于绝对的主导性地位。当然，从历史发展角度

来看，大国国际影响力也一直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

格局发展一直不明朗。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持续至本世纪初，“9·11”事件

后，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迅速

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变革显著，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迅速成为具有重

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国际舆论中一直存在对中国崛起后的国际影响力的预

测。相关民调数据显示，2008 年和 2010 年美国国际影响力指数高于中国，但

至 2020 年，中美国际影响力指数将相差无几（美国为 8.0，中国为 7.8）。而

在未来 50 年内，有 3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依旧为世界主导力量；而有 40%的

受访者认为另有大国将与美国实力相当，并驾齐驱；2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将

会被另一个大国所超越。⑤ 也就说，中美国际影响力倾向于逐步接近，最终

① World Public Opinion (WPO), Country Highlights Report, 2007, pp. 36-38. 
② Richard Wike, “From Hyperpower to Declining Power Changing Global Perceptions of the 
U.S. in the Post-Sept. 11 Era,”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September 7, 2011. 
③ “China Seen Overtaking U.S. As Global Superpower,” Pew Global Project, July 13, 2011. 
④ “Global Unease With Major World Powers Rising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47-Nation 
Survey,”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June.27, 2007. 
⑤ “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Adapting to New Realitie,” Results of a 2010 National Survey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World Views, Chicago Councils on Global Affair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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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国家。 

另一份同样主题的多国民调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趋势。在美国，有 40%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未来 50 年依旧是全球领导力量，而有 39%的受访者认为

将出现和美国并驾齐驱的国家；另外的 16%公众认为美国将被另一个国家超

越；在韩国，有高达 51%的受访者认为将有国家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国际

力量；在印度持这一态度的比例为 30%；在中国有 33%的受访者持此态度。

而对于未来美国依旧是全球主导力量的调查显示，韩国有 31%，印度有 28%，

中国有 23%的受访者持此态度。而对于第三个可能性：美国在未来 50 年将被

另一个国家超越，韩国有 17%受访者认可此观点，印度 23%和中国的 27%的

受访者认可此观点。① 

 

表 1.中美两国国际影响力变化的时空对比 
 影响力现状 理论上影响力 10 年后影响力 变化幅度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美国公众 6.4 8.5 4.6 8.2 6.8 8.0 +0.4 -0.5 
中国公众 7.8 8.6 8.9 7.1 8.3 8.3 +0.5 -0.3 
印度公众 6.0 7.3 6.2 6.7 6.2 7.2 +0.2 -0.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综合民调数据可以看出（表 1），针对当下中美影响力指数调查方面，美

国公众认为美国依旧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8.5），中国的影响力位列第

三（6.4），调查认为美国的现实影响力指数略高于其应该具有的影响力指数

（8.2），而中国的现实影响力指数则大大高于中国应该具有的影响力指数

（4.6）。在调查未来 10 年中美国际影响力方面，美国影响力指数下降至 8.0，

而中国则上升至 6.8。但美国全球影响力依旧明显领先于中国。有相关民调报

告也显示，在全球影响力方面，中国无一超越美国，只是在非洲和亚洲地区

中美影响力差距偏小，但幅度也在 1-18%之间。② 

①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Results of a 2006 multination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Chicago Councils on Global Affairs, 2006. 
② “Global Economic Gloom - China and India Notable Exceptions, Some Positive Signs for U.S. 
Image,” Pew Research Center, December 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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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尤全球态度（2006 年）调查结果显示，印度、美国、俄罗斯、日本和

中国受访者普遍认为未来 10 年到 50 年不会出现撼动美国独大地位的国家。①

然而 2011 年民调结果却显示：虽然当前甚至未来很长时间内中国不会全面超

越美国，但中国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会存在分化的倾向：中国越来越被认为

是世界经济大国，而美国则被视为全球军事大国（图 2）。② 

 

 
图 2. 民意调查中的中美经济、军事全球地位 

资料来源：Richard Wike, “From Hyperpower to Declining Power: Changing 

Global Perceptions of the U.S. in the Post-Sept. 11 Era”。 

 

一份 2009 年民调报告显示，美国、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越南有过半的

民众认为中国将成为亚洲事务的领导者；③ 2010 年数据也显示，中国的国际

影响力在未来 10 年将接近美国，成为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则一直呈现下降趋势。④ 

① “China’s Neighbors Worry About Its Growing Military Strength: Publics of Asian Powers 
Hold Negative Views of One Another, a 6-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 Survey,” 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September 21, 2006. 
② Richard Wike, “From Hyperpower to Declining Power Changing Global Perceptions of the 
U.S. in the Post-Sept. 11 Era”. 
③ Soft Power in Asia: 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New Results 
and Analysis,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09. 
④ “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Adapting to New Realities,” Results of a 2010 National Survey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Global Views 2010,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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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认为中国具有积极国际影响力的比例出现明显下滑，与 2010

年的数据出现极大反差。在受调查的 21 个国家中，41%的人认为中国具有积

极影响力，而另有 39%的人持相反态度。与 2012 年数据相比，持有积极和消

极态度的比例有 8 个百分点的调整。经过多年的整合，今天国际公众对中国

的态度呈现出分裂状态。在包括欧盟在内的 17 个参评国家中，中国的积极影

响力排名第 9，比 2012 年下降了 4 个名次。而认为中国国际影响力具有消极

意义的公众主要来自发达国家。① 

 
二、对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的后果认知：亚太视角 

 

根据一份 2007 年的民调报告，国际公众对中国成长为与美国平分秋色的

经济体持有相对分裂的态度。在墨西哥、阿根廷、亚美尼亚、乌克兰、泰国、

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有 1/3 的受访者持积极态度；而在美国、法国、以色列和

菲律宾等国受访者认为不好也不坏。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是坏事件的最高比例

为 33%，分别出现在墨西哥和美国。② 

如果说中国崛起是一种历史趋势的话，那么中国崛起是不是一种威胁？

一项在美国开展的跨度为 20 年（1990—2010 年）的国际民调显示：从 1994

年到 2002 年，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是个威胁，而 2004

年出现大幅度下滑，跌至 33%。到 2010 年，有 43%的受访者依旧持“中国威

胁论”的观点（图 3）。③ 

尽管从地缘政治角度讲，讨论中国崛起或美国衰落的影响有其全球意义，

但最直接也最为主要的影响仍是这两个国家所处的亚太地区。因此，分析亚

太地区公众对中美两国权势转移的后果的认知具有很直接的现实意义。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2008 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有 70%的美国受访者认

为中国未来有可能成为军事威胁，日本和韩国持此观点的人均为 74%，而印

尼持此态度的公众比例则为 47%。对于美国是否成为军事威胁的民调显示：

①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 Slide While UK’s Ratings Climb: Global Poll,” BBC World 
Service Poll, May 22, 2013. 
②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and the World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Report 2007. 
③ “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Adapting to New Re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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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中国（76%）和印尼（83%）受访者持有此类态度，而日本（43%）和

韩国（49%）的民众比例均不超过一半。① 2011 年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发布的调查报告也显示，西欧国

家如法国、葡萄牙、波兰、意大利等更倾向于将中国经济发展视为对本国的

威胁，而德国、英国、瑞典、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荷兰等国则视中国经济

发展为本国的机遇。当然，民调报告也显示美国人将中国经济崛起视为威胁

（63%人持消极态度，31%的人持积极态度）。欧洲人与美国人针对中国是否

作为一个军事威胁力量存在也有明显分歧。总体来看，有 62%的欧洲人并不

认为中国的军事发展是威胁，49%的美国人也持有如此认知。但是，对比以往

的调查数据，将中国视为军事威胁的欧洲人比例略有上升。② 

 

 
图 3.国际公众对中国崛起具有威胁性认知变化趋势，1990—2010 年 

资料来源：“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Adapting to New Realities”。 

 

既然中国经济崛起已经成为国际舆论的一种共识，那么中国是否会通过

崛起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呢？总体上来判断，国际公众舆论普遍认为

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挑战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但是无论当前还是未来 10 年、

20 年、甚至 50 年，中国都不具备完全取代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实力。在地区

① “Soft Power in Asia, 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08. 
② Transatlantic Trends 2011, Key Findings,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1. 
 
92 

                                                             



从全球民调看“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的相对性 

和国家类型分布上，中国周边邻国普遍认为中国不会取代美国，而发达国家

以及部分非洲、拉美国家则更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认为中国具有取代美国的

实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自身大都不认为中国在未来半个世纪内会取代

美国。具体来看，中国在经济实力方面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在外

资引进方面名列前茅。军事实力、软实力等方面，中国依旧与美国有较大的

差距。① 

中国未来能否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导力量？这一问题在不同的民调中均

得到了相似的结果：皮尤全球态度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印度、美国、俄罗

斯、日本和中国受访者普遍认为未来 10 年到 50 年中国不会撼动美国独大的

地位。② 皮尤全球态度的另一份民调结果也显示，虽然当前甚至未来很长时

间内中国不会全面超越美国，但中国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存在分化的倾向：

中国越来越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大国，而美国则被视为全球军事大国。③ 

从当前的民调来看，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崛起成为国际舆论场中关于中国

崛起的主要关注点。皮尤的民调显示：有 40%的印度人、48%的俄罗斯人、68%

的日本人和 95%的中国人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是件好事情（图 4），但却有高达

93%的日本人、76%的俄罗斯人和 63%的印度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崛起是件坏事

情（图 5）。④ 由此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公众对一个经济崛起的中国持有相对

积极的欢迎态度，但是却不愿意看到中国成长为军事大国。这体现了亚洲地

区大国之间缺乏信任和有效合作机制，也为美国插手亚太事务提供了机会。 

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一份民调数据可以看出，在中国有 7%的受访

者认为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具有消极意义，而韩国持有此态度的比例为 41%，

美国和印度分别有 46%和 39%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崛起具有消极意义。而对于

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具有积极意义的态度调查中，有 91%的中国人持有此态度，

韩国、美国和印度分别有 59%、47%和 46%的人持有此态度。国际公众对中

国经济崛起所持的消极态度要高于积极态度，但仍不失总体平衡。在被问及

“如何看待中国军事崛起”时，中国有 6%的受访者认为这具有消极意义，而

① “Global Economic Gloom”. 
② “China’s Neighbors Worry About Its Growing Military Strength”. 
③ Richard Wike, “From Hyper power to Declining Power Changing Global Perceptions of the 
U.S. in the Post-Sept. 11 Era”. 
④ “China’s Neighbors Worry About Its Growing Military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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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韩国和美国则分别有 46%、68%和 7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军事崛起具

有消极意义；对中国军事崛起持积极态度的受访者中，中国为 90%，印度为

40%，韩国为 31%，而美国仅有 19%。① 这也证明“中国威胁论”存在一定

的“民意基础”。 

 

 
图 4. 亚洲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态度 

资料来源：“China’s Neighbors Worry about Its Growing Military Strength”。 

 

 
图 5. 亚洲对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态度 

资料来源：“China’s Neighbors Worry about Its Growing Military Strength”。 

①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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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伴随中国崛起而来的是“美国衰落论”。调查发现，针对“如何

看待美国经济变得衰落”这个问题，持消极态度受访者比例分别是：印度为

42%，中国为 54%；持积极看法的比例为：印度 38%，中国 34%。可见，美

国经济对中印两国的影响力之大。而对于军事实力的衰落调查，38%的印度人

和 52%的中国人认为这具有消极意义，43%的印度受访者和 35%的中国受访

者认为具有积极意义。① 综合来看，美国的经济衰落不是中印两国公众所希

望看到的，但是对于美国军事实力的衰落，中印公众则出现了分歧。 

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数据，总体上看，中国在该地区的经

济影响力与美国相当，甚至在美国、日本也是中国的影响力指数高于美国。

亚太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将成为亚洲的领导者，也对于中国解决亚洲地区问题

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是对于此局面普遍表示担忧，舒适度不高。② 尽管美

国过去 10 年的战略中心是中东反恐，亚太地区似乎成为了“被遗忘的”区域，

但是，美国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历史“空白”而明显降低，恰恰相反，

认为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提升的受访者远高于持下降观点的人数。 

在中美两国对亚太地区推行政策有效性认知方面，美国影响力超越中国。

其中，日本、韩国、印尼以及越南受访民众对美国亚太政策效率的认知高于

中国。而中美两国民众均认为自己国家具有更高的影响力。 

在经济影响力方面，中国具有极大的国际影响力。多数调查均显示，中

美两国的经济影响力相差无几。其中日本受访民众更是认为中国比美国在亚

太地区更有经济影响力。而中美两国受访者均认为中国更具有经济影响力。

这样的结果与前文所谈及的全球公众认知形成一致的判断：即中国已经成为

在经济上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大国。 

在“中国担当亚洲领导者”角色的问题方面，受访公众均有超过半数的

人认为中国将会成为亚洲领导者，尤其是韩国和越南，但是，几乎所有受访

者同时表示对这样的局面会感到“不舒适”（除越南有 56%的受访者表示感

到舒适以外）。 

关于中美两国在解决亚洲地区关键问题的角色认知方面：认为中国具有

积极作用的比例（80%的中国受访者，62%的印度受访者，53%的韩国受访者

① Ibid. 
② “Soft Power i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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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4%的美国受访者）普遍低于美国（59%的中国受访者，66%的印度受访者，

58%的韩国受访者和 77%的美国受访者）。而最大的反差主要是中美两国公众

对对方角色认知的不对称性：即相比美国公众对中国角色的认知，中国公众

更加认可美国的角色（59%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美国起积极作用，29%持消极态

度；而美国受访者对中国在解决亚洲地区事务角色态度中，44%的受访者持积

极态度，47%的受访者持消极态度。）① 

美国 2011 年推出所谓“重返亚太”战略，是因为美国方面认为其在亚太

已经“失去了十年”。那么，亚太地区的公众是否真的认为美国的影响力在

过去的十年中削弱了？民调数据显示，认为美国在亚太影响力削弱的比例

（22%）远远低于认为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保持不变（50%）和增加（26%）

的比例。② 换言之，在亚太地区民众看来，美国并不存在“重返”的必要，

因为其影响力一直存在，并且不断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更多是因为中国在

该地区影响力的持续增加（4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影响力增加）而使得美国主

宰该地区事务的影响力遭遇挑战。 

舆情研究表明，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存在“崛起困境”：凡是在经济上

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在政治上普遍倒向美国；比如日本、韩国、越南、

菲律宾、蒙古等。③ 这种困境究竟是暂时性的还是长期性的？在美国国内舆

论中，对如何与“崛起的中国”相处有这样几种论调：包围与遏制战略、接

触战略及“两面下注”。④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相关民调显示，持有应

对中国“施以友好对话合作”态度的比例（2006 年 65%，2008 年 64%，2010

年 68%）普遍高于“积极限制中国实力增长”的比例（2006 年 29%，2008 年

33%，2010 年 28%）。⑤ 

2012 年一份民调报告显示：自 1990 年至 2012 年，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大

国是极大威胁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40%上升至 57%（1994 年和 1998 年），然

后这一比例开始下降，到 2004 年左右为 33%。但随后又开始逐步回升至 43%

①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② “Soft Power in Asia”. 
③ 翟石磊：《国际公众对中美软实力的认知与反应——基于近十年国际主流民调数据的分

析》，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2 期，第 30 页。 
④ 钱洪良、杨光海：《中国和平崛起与周边国家的认知和反应》，第 44-50 页。 
⑤ “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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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2012 年为 40%。在 2006 年，受访民众认为中美这两个世界大

国是伙伴关系的比例为 41%，到 2012 年该数字上升到 48%。可见，国际公众

开始接受中美作为世界大国这样的事实。① 

对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受访者的反应更加倾向于务实，并乐见中美

两国合作。据 2012 年发布的民调报告，有 6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应

该采取友好、合作、包容的方式对待中国崛起。仅有 28%的受访者认为应该

积极地采取措施限制中国实力的发展。而对于如何界定中美关系性质，该报

告显示，2006 年有 49%的受访者认为中美是敌对关系，有 41%的人认为是伙

伴关系；在 2012 年，持上述态度的分别为 48%和 47%。② 

 
三、“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认知分歧的原因 

 

以上分析说明了这样一个舆论环境现状：中国与美国都是国际舆论关注

的焦点，两国都对全球事务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中美两国并不完全处于同

一个舆论体系层级（如果把国际舆论分布视作存在一个等级差异的体系的

话），美国处于核心的操控层级，而中国正逐步从中间层级向核心层级过渡。

从国际关系的“不对称性”角度看，中美两国也存在很大的不对称：比如两

国的体制不对称，意识形态不对称，历史观不对称，军事实力不对称，国际

影响力和软实力不对称等等。这样的不对称在国际舆论中必然会产生不对称

的舆论分布。但这样的不对称性又不可能直接形成对峙或冲突，因为从国际

民调分析也可以看出，中国与美国逐步开始分担处理全球和亚太地区事务不

同的角色。美国也同样遭遇国际公众的不信任和怀疑，需要中国作为崛起大

国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最终形成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

所提出的“复合性相互依赖”。③ 这也符合国际公众对当代两大全球力量的

① “Affairs, American Shifting Focus to Asia,”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September 10, 
2012. 
②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w Millennium, Results of the 2012 Chicago Council Survey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12. 
③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利与相互依赖》（第四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12 年版，“前言”，第 9-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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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 

由于中国尚未确立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具体形象和角色（至少国际公众并

不完全明确中国崛起究竟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国

际公众对中国崛起持既支持又担心的怀疑态度。同时，按照基欧汉和奈的观

点：传统而言，东亚多边制度化程度弱于欧洲甚至美洲。东亚地区没有类似

于欧洲联盟、北约、里约热内卢条约或美洲国家组织的国际制度。相比欧洲

和美洲而言，东亚地区的安全威胁更为突出，双边关系更为重要。因此，东

亚地区图景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更为显著，有时使得接近于符合相互依赖的模

式相形见绌。① 

以上民调数据分析清晰显示，公众对中美权势转移的认知相当多元。其

原因是什么呢？有学者指出，“中国崛起”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事件。西方大

国在维护其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应对中国这样一个日益

强大的国家。中国崛起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国际影响力，不仅仅因为中国正在

实现民族复兴和历史性转变，更因为中国崛起的方式和方向问题：即中国以

什么样的路径崛起（和平的还是扩张的？）和崛起后的中国向何处去（称霸

全球还是与世界各国共享利益、和平相处？）。民众认识国际问题往往包含

很大的主观好恶成分。比如皮尤发布的中美两国五家智库联合开展的“中美

安全认知项目”（US-China Security Perceptions Project）中关于“美国公众、

专家对美国对华政策认知”的研究项目显示，美国公众在对中国经济崛起、

军事崛起和中国发挥地区及全球影响力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总体可以

做出这样的判断：专家学者对美国对华政策显得更加理性，而民众则显得更

加激进和感性。② 这样的反应不仅仅是其自身知识结构和所处社会环境差异

造成的，也与其获取相关信息渠道差异有关。美国民众关于中国的认知主要

来自媒体，而美国媒体价值观取向则是强调负面消息的新闻价值。关于中国

的报道更多的是问题和负面事件，这些事件往往又与美国社会主流价值相冲

① 同上，第 42 页。 
②  “US Public, Experts Differ on China Policies, Public Deeply Concern About China’s 
Economic Power,” U.S.–China Security Perceptions Project, September 18, 2012. 该项目由皮

尤中心全球态度项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基辛格中美

关系研究所、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共同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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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因此，公众往往基于其从媒体中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来判断中国形

象和国际影响力。此类影响力的认知不仅具有局限性，同时也存在较大的不

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但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讲还是由中美两国在整个国际体系

中所处的地位和差异造成的，中国与美国公众存在不同的历史观和现实感知。

具体来讲，笔者认为，公众的信息源、国家利益观以及公众舆论自身的特点

是主要原因。 

首先是信息源问题。国际公众主要从两个方面获得与中国崛起或美国衰

落相关的信息：媒体（包括大众媒体和自媒体）和政治宣传。当前西方国家

特别是英美国家的传媒集团掌控着全球信息流动，诸多关于中国和美国的新

闻也是经过这些媒体的加工而传播到其他国家的媒体机构或受众。从近十年

的英美主流媒体对中国问题的议题设定方面可以看出，经济议题一直是最凸

显的内容。而关于中国经济新闻的报道大都遵循这样的路径：中国是一个正

在崛起的新兴大国，经济实力迅猛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和能源消费能力将

超越任何一个国家。同时，关于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

环境污染和浪费问题、血汗工厂以及中国国有经济的垄断性和国家补贴等新

闻同时跟进。这样最终形成了一个两副面孔的中国崛起形象：迅速崛起的非

西方国家、崛起所产生的全球威胁。 

政治宣传也是国际公众获取中国和美国信息的重要渠道。特别在西方民

主国家，出于竞选的需要，很多政治家往往会大打中国牌。抨击中国一般会

获得国内舆论的支持，也能刺激公众神经，为他们赢得选票。这样，中国往

往就被那些国家的国内政治给“消费”了。 

其次是国家利益观。所谓国家利益观，主要是指国民对于国家利益的构

成以及维护和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看法。比如日本民众对中国崛起的态度

明显偏离了事实。中日经济互为补充，紧密相连。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冲

突，日本公众很难客观、冷静地看待中国崛起。比如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公

众看到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民主国家的崛起，按照文明冲突论的逻辑，中国

的崛起是对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是新兴大国对既有大国权势的挑

战。因此，他们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往往容易形成共同体。而广大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巴基斯坦、印尼以及非洲和中东大部分国家，由于同属发展中国家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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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因此，他们对于中国崛起一般持有积极态度。 

最后，公众舆论自身的特点也是形成如此差异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国际

公众对中美权势转移的速度和程度认知的差异方面。当我们提出中国崛起或

美国衰落这样的命题时，我们的标准是什么？目前学界仍旧没有达成共识。

传统的研究是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指标来衡量，约瑟夫·奈等人从软实力

或巧实力方面进行衡量。但是，如何具体精确地衡量依旧难以判定。所以，

如何认识中国崛起或美国衰落的评估标准就具有多样性，其中难免存在带有

感情的主观判断。公众舆论的晴雨表功能一直遭受质疑。在外交事务研究领

域，关于公众舆论在外交政策制定中作用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自由民主主义

（liberal-democratic approach）和现实主义范式之间（realist approach）。关于

二者的争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康德（Kant）和边沁（Bentham）。他们认为民主

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和平的，至少是部分和平的，因为公众在对政策制定者施

加压力方面具有建设性作用。① 

汉斯·摩根索以及其他诸多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公众舆论缺乏理性和一致

性，只能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障碍。现实主义传统认为公众最多可以对当地事

务产生一定的影响；外交问题远离公众生活，极其复杂。公众根本不会对外

交政策产生积极的作用。② 因此，可以这样说，公众在看待国际问题时，往

往带有一定的情感因素，也与其对国际事务思考的视角等方面有着紧密关系。 

 
四、未来发展态势与中国应对 

 

从近十多年以来关于中美权势转移的民调数据来看，公众舆论存在一定

的阶段性波动特点，但总体趋势基本趋于一致，即中国在不断发展壮大，美

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在逐步淡化。而引发总体趋势中出现转折点的原因主要有

中国、美国和全球重大事件的影响。比如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十年的战

争可以说是美国失去国际民众信心的十年，而这又恰恰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

① Ole R. Holsti,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to the Almond-Lippmann 
Consensus Mershon Series: Research Programs and Deb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6, No. 4, Dec. 1992, pp. 439-466. 
②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 Hill Higher Education, 1978, p.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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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年。但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由于在火炬传递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负面新

闻，西方公众以及部分非西方公众对待中国崛起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经济的较好表现赢得了国

际社会的赞扬。因此从 2009 年开始，中国崛起论和美国衰落论成为国际媒体

舆论和公众舆论的主流。所以，从大趋势来判断，只要没有重大意外事件的

出现，国际公众将继续对中国崛起持有积极心态。而那些不希望中国崛起的

国家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中国的崛起。 

从中国方面来讲，中国崛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从民调来看，

中国公众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崛起，并将最终取代美国。这与中国国内舆论环

境和社会特点具有很大关系。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国内也出现了诸多

负面社会问题，比如腐败、贫富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但这些不会影响大

局。鉴于当前国际公众舆论对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认知的特点，中国需要有

自己的应对方案。 

第一，中国需要加大对本国媒体和国际媒体的引导和公关力度。中国国

民对中国未来发展持有较为矛盾的心理。调查显示，很多民众认为中国崛起

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中国自身。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中国受访者

不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的原因。造成这一认知局面有深

层次的社会结构和管理方面的原因，同时媒体所建构的“拟态”中国也是重

要原因。媒体要在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同时，要有社会担当，发挥正能量舆

论引导功能，培养国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此外，考虑到国际媒体，特别是

西方强大媒体集团对国际舆论的主导地位，中国应更加主动积极地与之对接，

避免在重大事件报道面前缺位、无语和作出不适当的反应。 

第二，公共外交需要有更加清晰的发展战略，其中对国际公众外交是重

要内容。中国应更加注重民众的中国观的引导，加大民间外交和舆论外交的

力度。在信息化时代，重视民意和媒体对提升国家影响力、培养友善的国际

公众、塑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公共外交不仅仅是传统政府

外交的补充，更应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一环。 

第三，中国需要明确提出自己的世界观，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发展

趋势的不确定性担忧。这里的世界观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如何看待世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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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一种政治世界观。近年来中国所提出的和平崛起

以及胡锦涛所倡导的和谐世界主张都是对中国世界观很好的阐述。但是，这

样的世界观阐述多大程度上对国际公众产生了影响，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因

此，必须从战略高度和实践层面反思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国际舆论突围策略问

题。从舆论产生、发展的特点角度来看，中国应更主动地对外介绍自身的发

展目标和路径，以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媒体和国际公众能接受和理解的方式

回应其相应的关切及疑虑。在外宣方面，要多讲不足，不能总讲成就，否则

就会为中国威胁论或危机论提供借口。比如高消耗、高污染、廉价劳动力与

血汗工厂、掠夺国际资源、依赖国际供给和国际市场输出等等都会成为中国

崛起的负面标签。中国在发展自身的过程中要更多地分享自我发展成就，提

供与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相称的国际公共产品，更多地与国际公众对话。同

时对国际涉华舆论要分层、分类别、分性质对待，切忌简单地归类和站队。

对于那些因为不理解中国、不信任中国所形成的涉华负面舆论，中国方面更

应该从对话角度回应，而不是辩解和冷落。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认为中国崛起必然引发美国衰落的观点是典型的二

元对立的零和思维，是抹杀全球化背景下相互依赖的各个国家之间合作共赢

特点的错误认知。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和谐与共生。中国外交追求一种和谐共

赢的局面，希望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发展的机会。从

现实角度讲，中国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意愿，体现中

国发展对国际社会特别是普通公众的积极意义。这考验的是中国国际公关能

力和国际传播力，同时也是重塑中国国际诚信和威望的最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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