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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学习西方的公共外交和应对新媒体对外交带来的挑

战，这就需要我们首先要讲真话，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和看法

说清楚；其次，我们还要讲白话，让大家都能够听得懂，容

易记得住和照着做；然后，我们还要向我们的对手学；最

后，我们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重视和擅长宣传的传统。

中国：从人民外交到公共外交

以前我们讲“民间外交”“人民外交”。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代领

导人非常重视“民间外交”和“人民外交”。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国人民

外交学会于1949年12月就成立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是1954年成立的。

1971年3月的第31届世乒赛和4月的中美“乒乓外交”也是民间外交。为什么

那个时候搞得比较好呢？因为我们没办法，人家不承认我们，中国跟美国、

跟欧洲、跟日本都没有外交关系，只能是以民促官。

2009年胡锦涛第一次提出“公共外交”，党的十八大报告又用文件的

形式予以肯定，指出：“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中国外交部刚

刚开始搞公共外交，成立了公共外交办公室。现在文化部有“春节”系列，

国新办有“感知中国”系列，教育部现在有孔子学院。上海在冯国勤会长的

推动下，于2010年在全国最早成立了地方的公共外交协会。我们上海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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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像姚明现在就是我们公共外交协会的副会长。姚明是不可复制的、唯

一的。

从本世纪初中期开始，我们国内就有人研究公共外交，现在基本上像

学术期刊、有关的专著、大众读物都有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和讨论。中央

领导说：“要把中国的故事讲好。” 怎么才能把中国故事讲好？我想有三

点。第一，你要有真正的故事，就是你动了脑筋。你有好故事，人家要爱

听，如讲中国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变化这么大、有哪些是世界上可以学

的。第二，你自己要有一套很好的表达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你要考虑

听众、受众，就是跟你一块儿吃饭、跟你一会儿开会、跟你一会儿参观的

人，他要听你讲，要向你学，不是你懂什么。第三个，就是到什么地方说什

么话，“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年轻一点学过外语的都知道，就是你讲中国

笑话要讲到外国人笑，你的本领不是一点点，因为幽默感是不一样的。

我国对“公共外交”的一般定义是：公共外交作为对传统外交的继承

和发展，通常由一国政府主导，借助各种传播和交流手段，向国外公众介绍

本国国情和政策理念，旨在获取国外公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争取民心民

意，树立国家的良好形象，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和促进国家根本

利益。而向国内公众介绍本国外交方针政策及相关举措，是支持公众参与公

共外交的基础工作。赵启正同志认为：“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提升本国的

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他

还说过：“公共外交有理论，但更重要的是实践。”

新媒体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官方现在比较擅长的是传统媒体，比如报刊、户外广告、广播、

电视，这些我们做得比较好。当然，传统媒体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比如说读

《人民日报》的人不是太多，但是读的人当中有一大半是很重要的，如党政

领导干部。有一次我去上海复兴公园，看到好多年纪大的人都是把鼻子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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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上看《人民日报》。那么这些老年人有多少呢？全中国65岁以上的有一

亿多，所以这些老年人传统上主要还是看这个。

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看报纸的，还有的年轻人连文章都不愿意读的，

现在一条短信或者微博只有一百多字，最好就是一个关键词、一句话。因为

现代都市生活节奏很快，人变得非常浮躁，也变得急功近利，但这就是现实

世界。

个人和媒体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现在有这么几句话，第一叫“人人

都是记者”；第二“围观有力量”；第三“功夫在微处”，就是微博。微博

于2009年8月在中国诞生，到2011年就成为中国网民在网络上获取信息的第

一大渠道。其他的是网上新闻和BBS，就是网络论坛。现在讲句笑话，作者

比读者多，所以很多人就要拼命有粉丝，要有转载率，这就是他在扩大他的

影响。

新媒体有一些什么特点？跟你有互动，当时就能发生的，而且数量很

多，大家可以共享。科技进步是经济社会和政治进步的动力，首先要看到它

所能提供的机遇。我这个话是讲给领导听的，有些领导觉得这个事情烦，就

要封掉它，就要遏制它，其实你是遏制不住的。但是现在我们也有进步，

比如说抗震救灾，中国做的比美国要好多了，我们是全国一条心。像汶川

大地震恢复重建，比日本的福岛，比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飓风的灾后重建

都搞得好。

新媒体的特点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个性化与社群

化。我们必须站在时代进步的立场来看待新媒体，因为科技进步是经济、社

会和政治进步的动力。首先要看到新媒体所能提供的机遇，但新媒体确实也

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挑战。即使是挑战，它还是可能被转化为机遇的。

新媒体迫使中国外交要走近草根，要跟广大老百姓见面，现在的外交

神秘性很少了。还有一点，因为外交有保密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的船被朝

鲜人扣掉了，在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太去讲这个船是在我们这一边还是在他们

那一边，先要把人搞回来，安全是第一的。再比如说我们的人质被人家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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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说“要不惜一切代价”，那么人家知道你要花代价了。所以外交是

有保密成分的，但是绝大部分是可以公开的，要让老百姓知道的，老百姓有

时候知道了也就更体谅你了。

新媒体已经成为西方渗透中国的又一手段，增加了中国外交的难度。

这个大家要知道，西方对我们的渗透是很厉害的，我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经常受到境外的网络攻击。新媒体也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动荡对中国有更大

的溢出效应。中东动乱了两年，我们有句话叫“穿西装的哭了，穿长袍的愁

了”，因为第一批倒台的都是总统，接下去的那些老王爷们。

如何学习和做好公共外交
 

首先要讲真话

大家知道，傅莹同志在英国当大使的时候公关工作做得很好。傅莹同

志曾告诉我，她专门请英国的公关公司给使馆的同志上课，举手投足、言谈

吐字都是要讲学问、讲修养的。她当外交部副部长时，在2010年9月11日到

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公共外交。她讲：“公共外交不是涂脂抹粉，而是坦诚的

自我介绍，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和看法说清楚。为什么只有到中国看的人才知

道中国之美好、政策和制度之成功，也才能理解我们面对的挑战之艰巨、努

力之不易？我们总不能把世界上那50多亿人都请到中国来看，才能让人都了

解中国吧？ 这就需要我们更加积极主动，有针对性地介绍中国，讲日常的

中国人和中国事。”2013年傅莹同志又担任了新一届人大的外委会主任和发

言人，“两会”上她的发言工作就做得很好，从她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其次要讲白话

习近平同志最近的一些讲话，大家都反映听得懂。人们听懂了，也容

易记得住和照着做。我们还要学学体制外。有个讲上海清口的周立波，他

也谈国际问题，谈得惟妙惟肖，老百姓挺喜欢听的。所以我们要向体制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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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还有姚晨，她的微博粉丝特别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一个《人民日

报》的小青年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姚晨转发量比看《人民日报》的

人还要多。”她的粉丝当时是1955万，现在已经超过5000万（2003年8月）

了，比《人民日报》发行量多出十数倍。

还要向对手学

比如说美国原来的国务卿赖斯，她就讲出“外交要革命”，拿我们的

话讲就是要“走转改”，要接地气，要到基层去，不能光坐在办公室。我们

还要向两位大使学习，一个是美国大使骆家辉，一个是英国大使吴思田。那

个骆家辉，美国人做大使的费用是国家给你包干的，就是你坐经济舱也好，

坐头等舱也好，就给你这点钱。那么他省钱，不得了了，他自己也宣传，还

有一批人帮他宣传。英国大使叫吴思田，他出任英国驻华大使，搞了一个计

划，叫“88天访问8个城市”。他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然后跟我讲，他坐

火车既省了多少排气量，绿色、低碳。我们中国人做了这么多艰苦朴素的事

情，就是不讲。要出来讲啊，要让老百姓知道。

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重视和擅长宣传的传统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搞宣传，是我们的“三大

法宝”之一。现在怎么能退化呢？我们一定要换位思考，居安思危，要跟老

百姓在一起。今天只要我们坚信我们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是顺应历史

潮流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新的形势下来引导舆论主流，迎接公共外交的新

胜利。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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