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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后疫情时代破除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威胁论”，要坚定彰显

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政策连续性和与各国合作共赢、命运与共的光明

前景，应做好三个清晰：清晰把握和突显国际大变局下和平发展合作

的政策基点；清晰认识和破除西方话语建构的虚妄和谬误；清晰确定

我国传播和沟通的针对性。在政策领域，加强揭露西方特别是美国在

对华认知和战略选择上的错误，揭露其在世界形势变化应对观念和国

际政治上的谬误；正面关注人类共同关心的全球性议题；对于西方的

直接攻击和污蔑，我国应坚持反击，做好增信释疑；突显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内涵，将中国话语融入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语境，增强中国与

世界各国的共鸣，提升中国传播的国际站位，扩大国际视野。在传播

领域，加强影响舆情的能力和传播沟通人才建设，发挥中国从顶层到

基层的公共外交优势，特别是高层话语在沟通和传播上的不可替代性；

进一步综合发挥好媒体、大学和智库的合力和各自优势；以更广泛的

人心相通破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人文脱钩和虚妄舆论建构，实现从

“中国威胁论”恶性发展的舆论环境中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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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使正遭受全球化逆转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西方民

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发展，加大了对新兴崛起力量的牵制与压力，特

别是美国一些势力利用舆论工具，加强制造“中国威胁论”，抹黑和

歪曲中国形象，使我国国际舆论环境更加复杂。后疫情时代，如何通

过加强媒体传播和沟通来化解挑战成为当前的突出课题。从形势和政

策的角度来看，要重视抓好对外传播和沟通的三个清晰，彰显我国的

政策连续性，体现与各国合作共赢、命运与共的光明前景。 

一、清晰把握和突显我国和平发展合作的政策基点：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命运与共。这是中国对外着力贯彻的基

本方针，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话语的基本信息是与世界各国

交流、沟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反击对我国的攻击和污

蔑、消除偏见和误解的有力武器。 

笔者注意到，6 月 22 日，习近平主席通过视频会见欧洲理事会

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时强调，中国要和平不要霸权，

将沿着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基本内涵是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时提出的外

交宗旨，此后一以贯之，在表述上延伸为以世界和平环境来促进中国

发展，以中国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里强调我国将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我国

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提出），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将以扩大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和深化与各国的合作，促进互利共赢（改

革开放以来提出的对外开放战略的主要表述之一）；同各国加强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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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经济严重衰退等挑战，推进全球治理，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以来，在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下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国际建构愿景)。 

在当前形势下，我国领导人重申和强调了这些重大方针，集中体

现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国与世界各国命运与共、同舟共济的理念。同

时，这也释放出很重要的信息，即中国对全球基本趋势认识的连贯性

和从启动改革开放以来大政方针的连续性，要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合作，实现共赢。 

在国际传播和沟通中，保持认识定力并突显上述政策基点十分重

要。在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开拓前进，是中国发展的重要

经验和成功实践。中国将继续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

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对世界大

势中关于和平与战争、发展与合作这样的重大问题的判断没有变，既

是博大包容和自信稳定的，也是冷静务实和胸襟宽阔的。这表明，即

使面对肆虐的疫情、汹涌的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中

国坚信，只要世界各国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努力，人类社

会的整体发展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这个机遇就是和平、发展、合作

的机遇。从疫情以来中国与 170 多个国家和众多国际多边组织与地区

组织的交流对话中，可以看到，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强化治理、加

强合作、战胜挑战是各国普遍的愿望，是西方某些国家和政客的倒行

逆施也改变不了的。中国政府强调，将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同时与世界

各国一起，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以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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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作来化解挑战，破解人类社会遇到的新难题。 

这一政策基点是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主题和中心信息，

是中国国际形象、实践和愿景的集中体现，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和与

各国互利合作长期成功实践的有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

各国友好合作的不断发展以及在国际社会上树立的正面和积极形象

就是很好的证明，我国媒体应该而且必须进一步做好正面传播、彰显

和弘扬；在面对外部对华的恶意攻击、歪曲、诬蔑或偏见时，予以驳

斥、反击和揭露；在面对各种对中国发展的疑虑、误解和担心时，做

好增信释疑和澄清沟通；在出现曲意捧杀时，保持清醒和定力。创造

和用好战略机遇，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旗帜，不畏困难和挑战，更不因国际风云变幻冲击所动摇。 

二、清晰认识和破除西方话语建构的虚妄和谬误，不破

不立。不断认清和破除西方在对世界形势、中国国情和发展

的话语建构中的虚妄叙事与言行谬误，是我国加强传播和沟

通的重要切入点。 

（一）美国和西方一些势力加强渲染“中国威胁论”，建构

中国“强权谋霸”、破坏国际秩序的虚妄叙事。 

当前，一些美国和西方政治人物、智库机构利用其主流媒体和自

媒体将当前的世界形势和中国形象涂抹成一幅可怕的图景——大危

机甚至世界末日、临战状态的形势，充斥着“中国威胁”“中国破坏秩

序”的论调；把“中国挑战”夸大得无以复加，将中国描绘成为处心

积虑 地“改变现状”，在世界称王称霸的国家。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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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释放的不是中国的真实形象和积极努力，而是阴谋论和冲突对抗；

向外输出美国的国内政治极化和分裂，挑起和放大社会恐惧和焦虑，

把自身大搞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装扮成“为民请命”；充满冷战思维，

把中国臆造为另一个苏联霸权。如果是为了自身在国内大选中的政治

利益而置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责任于不顾、置中美关系稳定与合

作的大局于不顾，这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或政府应该有的做法，这已

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警惕和反对。同世界各国交流，会发现美国和西

方这种无限量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做法不仅非常可笑，而且也越来

越使得自身陷入孤立。国际社会上的多数国家都看好中国发展，希望

与中国共同用好机遇。最近《财富》杂志对疫情下的“财富 500 强”

企业负责人进行了调查，涉及到很多内容。关于多数人在疫情期间看

什么书的调查，最多的人提到《人类简史》。书里的很多观点都值得

商榷，但提到人类社会时，有的人会造出“想象的构件”（Imagined）

来达到调动社会目的。现在西方一些人也正是在凭空建构一个“想象

的”和荒谬的“中国威胁”，来实现少数利益集团的私利。 

美国和西方这种建构既有对中国国情、社会发展和政策意图的严

重误判，也在刻意欺骗和误导本国和世界民众。他们正是企图在这种

荒谬的舆论大建构下，为其错误的单边主义的胡作非为张目。 

（二）如何破除这种消极叙事和舆论建构？要进一步从理论、

政策和人文历史多方面入手，揭露其推行强权政治、漠视国际社

会和平发展合作和共同命运事业的本质。 

第一，加强揭露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对华认知和政策选择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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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很不适应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从消极和敌视的角度给世

界强加一个想象的中国叙事，从大处看，这与美国对华战略大调整有

关，从以与中国接触为主转变为视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和竞争对象，

这是一个大的新定位，我国需要在战略上、政策上加强沟通和采取必

要的举措，进行多层次对话和博弈。在舆论上，加强揭露他们对中国

抹黑和歪曲的原因与动机。 

1.逃避其国内政策重大失误的责任。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美国

一再延误时机，导致疫情蔓延，十分被动，已是公论，其执意向中国

“甩锅”是不道德的。2.隐蔽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下的国家保

护主义。美国企图以制造“中国威胁论”和夸大中国挑战来调动资源，

为其调整国家经济科技产业结构等一系列动作提供支持。其军工-产

业-科技-资本联合体的一些势力操纵国家政治，纵容逆全球化、反自

由贸易消极思潮，把中国的发展描述为美国和西方受到蒙蔽的故事，

全面否定中国改革开放和参与维护建设国际秩序的努力，强加给中国

一个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世界权力替代和称霸的故事。3.给予自身

公共政策更大的国家干预。面对全球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挑战，需要国

家投入巨大的公共资源。继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面临联

邦政府需要有更大作用的局面，这与其传统右翼保守思想浓重的体制

观念和大资本利益相悖。他们要尽可能地减少调整的政治成本和内压，

要求纳税人付出更多，以渲染、夸大外部压力，向外转嫁矛盾。4.为

国内大选考虑。不顾一切，以攻击中国捞取选票，大搞“推特”执政，

混淆黑白，不顾公理。美国内外政治媒体化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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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强揭露西方特别是美国在世界形势和全球化发展变化中

应对观念和政策的方式出了问题。 

当前国际社会出现的一些分歧，很多并非是新旧挑战和问题认识

本身，而是在应对和解决这些挑战和问题的战略和政策选择上有不同

或原则差异。经过冷战后 20 年的发展，世界经济基础变化巨大，全

球和地区上层建筑治理滞后；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冲击增加了挑战，

导致了新问题，激化了旧矛盾。发展和收入差距拉大，不平等增加，

发展方式和产业布局面临转换。冷战后遗留下来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

发展和公平正义问题积累下来，各国都面临怎么办、谁来办、遵循什

么原则与方式来处理的问题。此时，是像西方某些国家那样通过加剧

国际社会分裂或搞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强权霸凌、动辄干涉他国内

政甚至使用武力的方式呢？还是按中国和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所主张

的在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宗旨原则下，以多

边主义为基础、以和平对话与合作的方式来应对？这不是一个口号问

题，而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和政策选择问题。加强团结、平等协商、促

进多边协调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第三，加强正面关注人类共同关心的全球性新趋势和突出议题。

疫情的冲击已成为世界形势变化的分水岭，各国普遍加强了对全球发

展新变化的探讨，这既是抗疫纾困和恢复经济的需要，也是为长远生

存开拓更安全、有效和宽阔的路径。我国要发挥媒体和传播的优势，

始终把中国置于人类共同命运之中，促进共商共建共享，也发出与人

类社会的共鸣与共同方案，提高中国媒体传播与沟通的国际站位，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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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视野。 

例如，根据三星集团、OECD 和《财富》杂志等的最新观察，认

为当前全球出现了五个最值得重视的趋向或变化点，即五个“C”： 疫

情冲击（Covid-19）、中国经济变化（China）、消费者转变（Consumer）、

云数据发展（Cloud）和网络安全（Cyber Security）。疫情对世界经

济造成了深刻冲击，尖锐地把人与自然关系提了出来，可能会大大促

进能源环境生态、信息和生物食品科学与通讯技术的结合，以及医疗

医药和生命科学、行为方式与心理的研究与发展。对交通和产业链的

布局与投入都将带来重大影响。国别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影响。关注作

为长期占世界经济增长三分之一的中国的发展：我国第一季度国内生

产总值下降 6.8%，年度经济增长可能为 1976 年来的最低值，达 1.2%

到 3%。但应该注意到，中国制造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在 4 月份达 49.4

到 50.8，远高于 2 月的 35.7。中国推动世界经济恢复与增长的作用进

一步彰显。在消费变化方面，2020 年全球经济产出已经损失了 3.5 万

亿美元，超过世界增长的 0.4%，全球商业旅行收入损失达 8100 亿美

元，4 月份消费信心指数为 97.82，普遍低迷，可能会造成世界性储蓄

率上升和消费下降的中长期趋向。在云数据作用方面，微软发现疫情

期间人们对其服务需求增长了 775%，意大利一周就增加了 9 亿分钟

的虚拟视频会议时数，ZOOM 每日全球需求从以前的 1000 万分钟跃

升至 2 亿分钟。云数据基础服务在今年第一季度增长 37%。在网络安

全挑战方面，全球银行遭遇的网络攻击增长 238%，对一些国家公共

卫生部门的攻击增长 50%，网络钓鱼和诈骗案呈指数级增长，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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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查实案增加 85 万例，报案和侦办中案跃升达 400 万。各国也在对

下一步产业和科技发展的国家战略规划与布局进行新的调整。由此引

发的全球不平等和不公平等一系列问题，都将更多地反映到国家间关

系和舆情中来。我国要继续关注，将传播进一步融入国际舆论中。 

三、清晰确定国际传播和沟通的针对性，抓住机遇，提

升舆情领域的效果和影响力。 

一是加强双边应对。对于当前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势力直接攻

击中国的行为，我国必须也只能加强回击，这是绕不过去的。同时，

应分清层次和问题的不同方面，加强定力，体现自信。对其干涉我国

内政、不顾国际公理的言行坚决反对，积极破除其对“中国威胁论”

的荒谬构建；积极揭露其民众的欺骗和误导；批驳其对中国的污蔑和

抹黑。着眼民心，对因历史文化社会差异产生的误解、疑虑甚至偏见，

应据理据实增信释疑。同时，在政策上应加强多层次、多领域和多角

度的对话和交流，政府、媒体、智库、专家等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发

挥各自的优势，目标明确。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应该与包括

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加强对话、交流与合作，孤立和压缩对华消极势

力。 

二是做好多边努力。舆情上，关心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和问

题，思考如何从人类社会整体积极参与的角度，促进趋利避害与多方

合作。这类议题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我国，应从人类共同命运出发，体

现人本关切，促进各国公共部门共同关注，提高中国的传播地位和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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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多数主流和知名媒体传播的相当部分内容涉及世界和区

域性议题，有的媒体例如半岛电视台，基本不做本国新闻，而优先关

注地区，比较少见。此外，还可从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世界和平与

稳定安全、各国共同关心的社会安全与建设以及妇女、儿童、种族、

贫困、生态环境等领域，加强民众交流，促进媒体的议题设置和故事

发现。一方面，要警惕和反对西式“普世价值”的宣扬，警惕西方的

傲慢与偏见，反对其干涉内政等；另一方面，从与世界各国共同维护

和平、促进发展与合作的角度，扩大关注面和加强主动设计，促进世

界积极舆论的汇聚。这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对世界公平正义

与进步事业的真诚关心，对中国公众自身，也会起到一个提升全球和

人类共同命运意识的作用，拓宽全球沟通的平台与渠道。有的议题是

其他国家较为关注的，例如移民问题、身份政治、科技伦理及种族歧

视问题等，也可适当体现。给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和其他许多国家

借助中国媒体加强世界交流的机会。 

三是做好双边和多边的结合。上述两方面在很多情况下是结合和

兼顾的，既要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话语、促进中国方案，又要把

中国因素融入到全球语境和共同命运体之中，把握媒体、新闻和公共

外交规律，加强适应自媒体时代和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媒体化趋向。

一个有说服力的传播叙事，既要有清晰坚定的自身角度，又要有国际

社会公平正义与平等尊重的观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机会使得我国在对外传

播上有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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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势力并不愿看到中国加强国际传播和沟

通，其全面脱钩的言行，就是在阻碍民众获取更多的中国声音和故事，

我国要以合作共赢的主动联通和人心相通应对西方的人文和交流脱

钩。总之，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前行，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的方针，坚持实践和

突显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参与者和负责任形象，促

进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民众的沟通与相互了解，实现从“中国

威胁论”恶性发展的舆论环境中突围和以沟通化解国际危机的新突破。

因此，除文中已提到的政策性考虑与建议外，在专业上还要做到以下

几点： 

加强对疫情冲击下国际舆情和传播特点的深度研究。结合对全球

形势的深入研究，进一步扎实做好数据收集和趋向分析，为推进国际

沟通和交流打下智力基础。 

加强传播能力建设。进一步增加对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软硬件设

施的投入，提升中国媒体的全球采编能力，调动好社交自媒体，形成

合力。加强国际新闻传播、沟通专业和产业界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关键仍然是人才。要加强传播沟通和对公共外交人才的培养与爱

护，加强对中国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和主流媒体的协调，强化综合效

果。用好中国母语和国际通用语，发挥广义沟通交流中文化元素的作

用，增强和用好中国软实力。 

进一步发挥中国传播从顶层到基层的沟通与交流优势，特别是高

层话语在沟通和传播上的不可替代性。增进跨部门的协调性，突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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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门在重大和突出问题上的特殊作用。长期不懈地提升中国故事和

中国信息在各种媒体中的存在感和展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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