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话语权的使命与挑战 

口 杨洁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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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 

台中心。但中国外交话语的 “短板”问题也日益突出。外交话语是体现 

l国家文化传承、意识形态、重大利益、战略方向和政策举措等官方基本 

立场的表述，而话语权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国家的国 

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中国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独立自主外交时，更需 

在大国外交的丰富实践基础上，厚植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基础，加强外交 

话语体系建设，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以有效应对相关 

挑战，实现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历史性提升，推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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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在全球事务中地位和影响不断 

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与此同时，中国外交话语的“短板”日益突出。 

因此，中国需在大国外交的丰富实践基础上，厚植外交理论基础，加强外交 

话语体系建设，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影niXeD世界意义，以有效应对相关挑战， 

实现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历史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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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话语权的使命与挑战 

一
、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建设和特点 

党 I‘八人 利f{歼以米， lI 特色人 外交逐步腥丌，体现 了 ‘个 

会 卜义和发展I}II 家的鲜llJJ特点，为 人 外交增添了新的时代 、 。 

(一)创新大国外交实践 

r．I仃意识地超越传统的 “对人r日外交”，而开始以 “人 ”的身份 

运筹和推进外交。 个球 I『J ，巾fJ-I J‘ 集 (620)、 界银 

际货币 金组织 (IMF)等重 际、 台，以及北京奥运会、 海lH：t'Ji：会、 

2015 q-联合罔系列峰会和巴黎气候变化人会等 际 台 L，不仪继续秉持公 

道利fIfI~Kil!义，mj IJ．实质性地推动 际体系和嘲际秩序例着 』Jl1公I卜合 的 

方 发腱，为个球治 注入新的动 。 地卜t 面，clI【_国 极参与和 j】领、l 

太地 合作、跨地 合作利次区域合作，巩 和发腱 卜海合作组织， {极推 

进 “一带一路”建没，努／I了推进业信上海峰会、亚太经合组织 (APEC)北京 

领导人非it!xt~会议、“九 ”阅兵等： 场外交活动，倡导建立金砖新 发 i]：、 

洲 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和澜沧江～渊公河机制等经济或金触合作 

外交部长王毅在世界和平论坛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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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在国家间关系层面，中国积极同各国开展双边和多边务实外交，建立 

了以战略伙伴关系为重点的国际合作新范式。 

(二)展现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大国外交逐步形成，同美西方的 

大国外交形成鲜明对照。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更加重视从感性到 

理性的飞跃，注重加强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总结，发挥其对外交实践 

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1．主动营造和平发展内外环境的特色。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对外关系的基调是和谐共处。习近平指出： “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 

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 中国外 

交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立场是一贯的，但在不同阶段又各具特色。中国过去 

以利用和平环境发展自己为主，当前重点则是主动经略与塑造和平发展的内 

外环境。同西方大国强调强权政治、通过军事结盟确保自身安全相比，中国 

的 “结伴”战略强调安全和发展的互动关系，通过充分调动已积累的政治影 

响和经济实力，进一步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形成了中国大国和平外交的鲜 

明特色。 

2．平等待人与平衡周全的风格。在过去一穷二白时，中国主张大小国 

家一律平等；在批判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时，中国反对以强凌弱，这些都比较 

在自身思想理念和文化传统影响下， 

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强调对话谈判，能够照 

顾协调各方利益诉求，因而在伊朗核问题、 

中东和平进程和叙利亚问题的劝和促谈中 

发挥了独特作用，与西方大国的急功近利 

和强调单方施压形成鲜明对照。 

容易理解，因为这是当时中 

国的现实需要。今天，中国 

的经济实力已稳居世界第二， 

综合国力日益上升。在此背 

景下，中国不仅继续坚持并 

创造性地展示平等待人的外 

交风格，而且在更广泛的地 

域和领域中推进公平、正义、 

平等，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1] 习近平： “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 

新华网，2015年 l1月 7日，http：／／news．xinhuanet．corrdpolitics／2015—11／07／c一1117071978．htm。(上 

网时间：2016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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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 2013年 3月就任国家主席后，即将非洲列入首轮出访地区。中国在 

多边主场外交中重视中小国家的合理诉求，在多边客场外交中与广大发展中 

国家协同合作，实实在在地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3．奋发有为与敢于担当的恢弘气派。作为全球性大国，中国更加强调 

自身对国际社会的义务、责任和担当。中国在促进全球性问题治理和国际体 

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扩散、埃博拉疫情和各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取得重大 

阶段性成果。2013年 l0月，习近平在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时提出，要 

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l1 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主基调已调整为 “奋 

发有为”。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宣布，中国将设立 “南 

南合作援助基金”，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 

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 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 

债务。 习近平还在联合国维和峰会上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 

力待命机制，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建设 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 

队，并向非盟提供总额 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用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习 

近平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时宣布，中国将出资设立为期 l0年、总额 l0亿 

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用以支持联合国工作，促进多边合作 

事业。 

(三)不断丰富外交思想 

外交思想是外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对外交实践的高度总结， 

也对外交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在西方仍主导着国际社会外交思想的今天，中 

[1]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3年 lO月 25日， 

http：／／news．xinhuanet．corn／politics／20l3．10／25／c 117878897．htm。(上网时间：2016年 8月3O日) 

[2] 习近平： “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新 

华网，2O15年9月26日，ha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7／c 1116687809．htm。 (上 

网时问：2016年 8月 3O日) 

[3] 习近平：“中国为和平而来——在联合国维和峰会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2015年 

9月28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 674904／zt 674979／ywzt 675099／2015nzt／xpjdmgix 

gsfw 5 ． 。 (上网时间： 6年 8月3O目)
_

684149／zxxx 6841 1／tl302559 shtml 201 

[4] 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 

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国新闻网，2015年 9月 28日，http：／／www．chinanews．com／ 

gn／2015／09—29／7549692．shtml。 (上网时间：2016年 8月 3O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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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大国外交思想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 

1．社会主义中国外交思想。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其全面深化改革、 

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现代化、依法治国等重大举措，不仅丰富了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而且为中国外交思想注入了新内涵，增加了国内 

改革和国际发展的联动性、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一致性等。此外，面对西 

亚北非动荡以及日益突出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中国外交思想更加重 

视党对外交的领导、国家总体安全以及增强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 

在当前国际风云变幻之际，为国际社会增加了西方道路之外的新选择，为多 

元化世界增加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和新实践。 

2．发展中大国外交思想。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其政治和外交基础根植 

于发展中世界。首先，中国外交体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思想。亚洲是 

世界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中国外交思想具有鲜明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征， 

如亚洲意识和亚洲价值观等。中国提倡的 “亚洲共同体”和 “亚洲梦”，最 

大限度地包容了亚洲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中国在自贸区、金融合作、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等领域的主张，集中体现了亚洲广大发展中国家求和平、谋发展 

的意愿，因而具有很大的集聚效应和指导意义。其次，中国外交体现全球发 

展中国家的外交思想。中国外交思想中加强全球发展中国家合作的理念，反 

映了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和呼声。共建与时俱进和兼顾近远利益的外交思 

想，正在为时代潮流注入新的思想和理论内涵。最后，中国外交体现发展中 

大国的外交思想。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异军突起， 

是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发展。有鉴于此，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扩大同发展中大 

国的合作”， 这一高屋建瓴的讲话明确了发展中大国在中国 “大国关系” 

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国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关系指明了前进方向，增添 

了新的时代意义。 

3．全球性大国外交思想。中国是全球性大国，其肩负着为全球外交思 

想理论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国际责任。首先， 

[1]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 11月 2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ttgg／2014--1／29／c
一

1113457723．htm。 (上网时间：2016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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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树立大国外交思想的新范式：在外交哲学方面，坚持“和为贵”与“国 

虽大，好战必亡”的和平思想；在外交利益方面，倡导 “既以为人，己愈有； 

既以与人，己愈多”的大国胸怀；在外交理念方面，强调以大国视野看待天下、 

应对天下和筹划天下，表达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的意愿，提出了同乘 

发展快车和欢迎各国 “搭便车”的新理论。其次，中国重视当代大国的外交 

理论建构：在总体思想、战略思维和政策规划等方面，着力构建具有前瞩性 

甚至超前性的大国外交理论；在推动实现 “中国梦”和 “亚太梦”的伟大进 

程中，先后提出中俄“战略引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中大国”、“人 

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从时代转换、国际关系内涵和中国重新定位等方面， 

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框架。最后，中国努力阐释自身的大国外交思想： 

在践行大国外交时，更加重视并主动开展宣介工作，在各种外交场合介绍中 

国大国外交思想，积极帮助世界了解、认识中国大国外交。习近平强调，“要 

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 

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 中国大国外交的思想传播，起到了深层次宣传 

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作用，增加了中国外交思想的厚度和广度，得到了国际社 

会更多的认可和认同。 

二、大国外交的话语权挑战 

中国在推进大国外交实践和理论建设时，话语权问题目益突出，成为中 

国大国外交中亟待补齐的 “短板”。 

(一)外交话语的界定 

“话语” (discourse)源于语言学范畴，自20世纪20年代起逐步向 

其他领域拓展。1970年，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在其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的 

演讲 《话语的秩序》中提出了 “话语即权力”的著名命题， “话语”和 “话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 

力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年 1月 1日，http：／／cpc．people．corn．cIl／ 

n／2014／0101／c64094—23995307．html。 (上网时间：2016年 8月 30日) 

[2] 米歇尔 ·福柯： 《话语的秩序》，许宝强、袁伟选编：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 

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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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权”开始在国际上更加广为运用。 

外交话语至少有三重意义，即外交话语、外交话语权利和外交话语权力。 

中国学者对外交话语也有不同的定义。金正昆认为，外交话语 “就是外交实 

体，主要是主权国家，为表达自己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 

所使用的语言”，主要 “存在于国家的正式文件、领导人讲话和国家问的条 

约、协议、公报、声明和宣言之中”。_l 叶淑兰认为，外交话语可分为专门 

性外交话语和战略性外交话语，前者指导某一具体领域的外交工作、只对局 

部外交产生影响，后者则有其明确性、统摄性、全局性、目标性、中长期性。 ] 

笔者认为，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以及国际体系和秩序发生重大变化 

的大背景下，外交话语应为体现国家文化传承、意识形态、重大利益、战略 

方向和政策举措等官方基本立场的表述。 

由外交话语派生的“外交话语权利”(discourse right)和“外交话语权力” 

(discourse power)也各有不同的特定含义。 “外交话语权利”是当代国际 

社会中任何主权国家都应当享有的权利，而 “外交话语权力”是指一国对他 

国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强迫力等，t有 “权利”者未必就有 “权力”。鲁炜认为， 

国际话语权不仅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说话的权利，更是指 “说话的有效性和 

威力 (影响力)”。 刘笑盈认为，话语权是由于掌握了话语的创建和维护 

而获得的一种影响他人陈述，进而影响舆论及他人行为的特殊权力。 庞中 

英认为，能转化为国际权力的外交话语一般有如下四个特点：一是定义一国 

外交政策及其内容；二是反映一国基本立场和价值；三是要求变革、代表国 

际社会大多数人心声；四是能主持全球正义和公平、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因此，我们在此讨论的应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权利和权力，两者同 

等重要而不可偏废。首先，要争得权利，才能拥有权力。无论是当年中国恢 

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加入世贸组织，还是如今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 

[1] 金正昆： 《现代外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114页。 

[2] 叶淑兰：“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刍议”，《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7O页。 

[3] 鲁炜：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话语权与信息安全”， 《求是》2010年第 l4期， 

第 13页。 

[4] 刘笑盈：“关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思考”，《对外传播》2013年第6期，第33页。 

[5] 庞中英：“外交话语与国际权力的关系”，环球网，2015年 7月 23日，http：／／opinion． 

huanqiu．corn／1152／2015-07／7074061．html。 (上网时间：2016年 8月 3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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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权以及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货币，无一不体现此点。反之，有了权力也 

能进一步增强权利。 

(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是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尚在建构完善之中，主要由理论和价值观、话语架构和基本属性组成。 

1．理论和价值观。外交话语是理论的外化和表达形式，价值观是话语 

的灵魂和内核。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决定了 

中国外交的话语体系。目前，中国正在通过边实践、边建设、边发展的方式 

进行外交理论体系建设，外交话语体系建设也是如此。就价值观而言，中国 

的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两者是整体和局部的 

关系。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同时也需同整个国际社会进行利益分配和置换， 

在全球范围内凝聚核心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而不能简单地照抄国内。 

2．话语架构。中国外交话语架构包括相对稳定或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 

基本词汇和基本表述。在基本理念方面，有 “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独 

立自主”、 “和平共处”、 “和平发展”、 “公正合理”等。在基本词汇方 

面，有 “合作共赢”、 “相互平等”、 “相互尊重”等。在基本表述方面有 

四种情况，一是长期使用的，如 “言必信，行必果”；二是逐步发展的，如 

“第三世界”和 “发展中国家”；三是经过扬弃创新的，如 “地缘战略”、 

“大国博弈”、 “新安全观”等；四是实际被弃用的，如 “修正主义”、 “社 

会帝国主义”和 “三个世界”等。 

3．基本属性。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基本属性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张妍指出： “中国话语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历 

史文化背景和发展道路。一方面，话语范式的形成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思 

维方式。比如，中国人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不同于西方的，责任对于自由 

的优先性，义务对于权利的优先性，群体对于个人的优先性，和谐对于无序 

的优先性，这些都是不可抹去的中国特色。” 第二，代表了时代的前进方 

向。蔡鹏鸿指出：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在反帝、反殖民、反迫害的国际 

斗争中具有不可低估的话语权，为广大亚非拉国家所仰慕。中国与印度、缅 

[1] 张妍：“略论构建中国话语的支撑要素”，《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 1期，第 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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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等国家于20世纪 50年代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 2l世纪的今天 

依然具有广泛影响力，并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因循的基本准则。”[1 第三，肩 

负着发展中大国的历史使命。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走向终结，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进入低潮。此后，中国积极要求和切实推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和 

国际秩序中的代表性、话语权和规制权，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进步性。 

(三)国际外交话语体系现实 

话语权背后隐含着国与国之间地位、实力的角逐，记录了国家利益与意 

识形态的较量。总的来说， “北强南弱”、 “美强中弱”仍是当前国际外交 

话语的现实。长期以来，美西方既是国际外交话语的主产地，又是传播渠道 

的主控者，形成了内容与手段双重操控下的外交话语霸权。冷战结束以来， 

美西方不断增加新的外交话语，政府和政党相继抛出了“世界新秩序”、“人 

道主义干预”、 “保护责任”和 “颜色革命”等说辞，学者则提出了 “历史 

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和“大国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 

等概念。美西方还凭借在国际组织和机制的主导权，单方面设置议题、决定 

议程；通过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相互呼应，影响外交大势；利用传统媒体 

和新媒体垄断国际话语体系，强推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施加政治影响。 

但从总体来看，美西方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呈逐步削弱趋势。 

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实力的提升，其外交话语 

权也在逐步增强。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外交话语 

虽还难以从根本上改变 “北强南弱”、 “美强中弱”的态势，但其局部优势 

处于量的积累过程中，正在发展成为总体优势。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外交话 

语的核心价值观与国际社会的发展目标一致，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尽管 

目前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终将成为奔腾向前的主流。 

(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权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自正式提出不过短短几年，其面临的挑战之复杂 

自不待言。 “由于历史、文化以及实际操作层面的原因，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1] 蔡鹏鸿： “‘主场外交’与中国的全球话语权”， 《学术前沿》2014年 l2月 (下) 

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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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达到与国家实力相称的地位，这已经成为政界与学界的共识。”⋯ 首先， 

中国的大国外交理论基础研究相对薄弱。理论研究需要长时期的积累和沉淀， 

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理论建设既缺乏研究基础，更缺少研 

究人才。其次，中国面临多重内外挑战。国内民众对 “大国外交”的期待远 

高过中国的实际能力，民粹主义和网络语言极大阻碍了中国话语权的建立和 

发展。国外的挑战则更加严峻，美西方企图通过其话语霸权，继续贬低和压 

制中国的 “大国外交”。第三，话语权缺乏。中国曾长期被排斥于西方主导 

的国际秩序之外，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习惯于说 “不”。改革开放后，中国又 

长期处于 “仿效”和 “接轨”的学习阶段，在建设性引领与塑造方面建树不 

多，影响力和感召力不够。第四，核心外交话语缺乏稳定性。中国推出外交 

新词的频度过高，词汇轮替 “容易被认为政策缺乏连续性”，且 “增加对外 

交往的不确定性”。l2 第五， “国际表达”意识不强。中国外交话语讲究排 

比、重复、骈俪、比喻，虽然押韵优美，但外国受众往往茫然不知所云。第六， 

话语权建设是大国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相对于大国外交的其他任务而言， 

外交话语权建设又是 “软”任务，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加之中国的政治体 

制常常将外交事件和外宣话语分置于两大平行机制，有时难免会相互阻隔和 

抵消。 

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强了在外交话语权方面 “补短板”的认识和工 

作。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这是中央全会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对外话语体系任务。习近平指出：“要 

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 

[1] 左风荣：“中国国际话语权：实力与理念的协调并进”，《理论视野》2016年第 4期， 

第 5页。 

[2] 薛力： “重塑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共识网，2015年 6月 29曰，http：／／www．21ccom． 

net／articles／world／zlwj／20150629126217_

al1．html。 (上网时间：2016年 8月 30日) 

[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13年 11月 1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1／15／c 118164235．htm。 (上网时间：2016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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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 

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u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 

构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充分发挥外交话语优势 

与其他领域的话语相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具有以下优势。第一， 

中国丰富的外交实践时时刻刻都在产生着 “中国理念和中国故事”。中国早 

在2001年举办APEC上海峰会时，就在 《上海宣言》中首次提出了 “探路者” 

概念，这一话语成为APEC机制改革的领先者，突破了APEC长期坚持的 “协 

商一致”原则，主张APEC改革未必要全体成员同步走，有条件的成员可以先 

行一步。 近年来，中国在大国外交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在推进新型国际关 

系、 “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的同时，取得了更多的话语权。第二，中国在 

国际经济机制中的话语权不断提高。杨庆龙认为： “目前大国之间的竞争， 

很大程度是制度话语权之争，在国际机制中发挥作用的程度体现了一国的国 

际话语权。”旧 中国于2008年成为G20核心国家，在此后的发展进程中逐 

步增加了在 IMF的份额和投票权；2015年 11月30日，人民币获批加入特别 

提款权货币篮子，并将于2016年 l0月 1日正式生效。第三，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话语拥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中国外交话语拥有独特的优势，五千年连绵 

不断的文明和文化传承，不忘初心和继续前进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精神，生 

机勃勃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外交朋友圈，都将成为中国外交 

话语权建设持续向前的不绝动力。 

(二)外交话语体系的多重建构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国 

内的方方面面，还具有国际的多向互动。此外，外交话语具有的普遍性、交 

互性和延续性，也是中国外交话语建设过程中必需考虑的重要因素。 

1．外交话语的政治建构。外交话语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需要充分考虑 

国内外政治环境和影响。首先，中国外交话语及其体系必须服务于国家核心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16年 5月 17日， 

http：／／politics．people．t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html。(上网时间：2016年 8月30日) 

[2] 蔡鹏鸿： “ ‘主场外交’与中国的全球话语权”，第 l3—14页。 

[3] 杨庆龙：“利用国际机制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理论视野》2016年第4期，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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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国家核心利益不仅包括领土和主权完整，还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 

治安全，这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其次，中国外交话语体系还要全面反映中 

国外交的政治基础(如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政治主张(如秉持公道和伸张正义)。 

最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还要有利于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国际传播， 

也就是说，要在外交话语中最大限度地体现国际社会的政治共识，当前阶段 

的国际政治共识应集中于全球治理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等方面。 

2．外交话语的学术建构。外交话语不仅要强调政治性，还要重视学术性。 

学术含量高的外交话语更具内在逻辑关联和对外感召力，在国内国际拥有更 

加广泛的基础，并且有利于不断推进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丰富中国外交实践。 

增强中国外交话语权，首先要通过精准的概念、科学的范畴和严谨的逻辑， 

科学地表达出话语体系的内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和实践探索； 

同时，还要更加系统地总结已有的话语建设，形成较为完整的话语体系，用 

以指导未来的外交话语。 

3．政界和学界的共同建构。第一，充分认识外交理论的特殊性。金正昆 

指出，高度集中是外交的基本特征之一，外交理论的提出者多为各国政要。llj 

这也是我们常说的 “领导走在学者的前面，学者要努力学习中央精神和国家 

外交大政方针”的主要原因。第二，加强政界和学界的互动。中央领导通过 

政治局集体学习，重视发挥智库作用，加强与学者互动。同样，中国学界也 

需更加主动、深入和广泛地参与中国外交工作研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成 

熟的专业才能成为决策机制的组成部分。第三，发挥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体制优势。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需要集全国之力、聚全国之智。近年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建设正在有力地推动着包括外交在内的话语体系 

建设。但相关工作刚刚起步，还需打破部门和地区畛域，加强顶层设计和重 

点推进，争取早日取得突破性进展。 

4．中国和外国的共同建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始于中国，但要面向 

世界，这是由外交的特性所决定的。第一，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的必要性和阶 

段性。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崛起对全人类发展和国际关系深 

度演变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此期间需着力强调中国特色。但它毕竟在完成历 

[1] 金正昆： 《外交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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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使命后还要向前发展，因此又要看到它的阶段性。第二，加大兼收并蓄的 

外交工作处于对外开放的第一 

线，更要站在历史的前沿，兼收并 

蓄，创造出服务国家与国际社会的 

话语体系，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做 出更大贡献。 

力度和步伐。中国的话语体系需要 

吸纳世界各种优秀文明成果。在全 

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我们在话语 

体系建设过程中要持开放态度，重 

视文化交流，强化 “受众思维”。 

第三， “走出去”的统筹兼顾和梯 

次推进。包括外交话语在内的中国 

话语 “走出去”，要做到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国内和国际影响的综合平衡。 

第一步是新事物的 “走出去”，如 “一带一路”的具体合作和早期收获；第 

二步是新理念的 “走出去”，如 “共建、共商、共赢”；第三步是新思想或 

新理论的 “走出去”，如 “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 “命运共同体” 

等。第四，在理解和认同中发挥作用和影响。正如张志洲所言，话语要为人 

们所使用，起到议程设置的作用，而且话语的含义需要被认同。 中国外交 

话语只有做到被国际认同和国际通用，才能由 “权利”转变为 “权力”，发 

挥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在国际上使用和传播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话语，必须强调中外的共性，避免过于意识形态化、本土化的话语方式。 

“中国梦”在表达方式上就坚持了普遍性原则，从而较容易获得各国人民的 

理解和认同。 

5．外交话语的领域和技术建设。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其外交领域和内 

涵不断扩大，传统的实践方法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中国要在经济、政治、 

安全、文化等领域推进总体外交，需在新公域抢占制高点、倡导新话语，提 

出方向性的目标和贯彻执行的实力和制度保障。这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实 

践问题。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中国要适应网络媒介带来的革命性转变，学会 

用具有广泛交互性和强大穿越性的技术手段，获得更大的外交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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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志洲 ：“如何增强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对外传播》2011年第 3期，第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