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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进行了战略部署。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的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坐标，以叙事逻辑、叙事文本、叙事技巧三个要素为叙事逻辑框架进行

建构。中国话语传播的叙事逻辑策略实施4种方法，1) “融媒体”模式传播；2) 创办外文数字期刊；

3) 利用国外自媒体对中国正面报道的短视频“借口说话”；4) 通过留学生短视频国际传播精品的征集

活动，从而提升中国话语传播的影响力和说服力，使其传播效果得到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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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has made a strategic planning for “accele-
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discourse and the Chinese narrative system.” Taking the 
common concept of the destiny of mankind as coordinates, the Chinese discourse and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Chinese narrative system construct the narrative logic framework through three ele-
ments of narrative logic, narrative text, and narrative techniques. There are four methods for im-
plementing the narrative logic strategy of Chinese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1) “Convergence me-
dia” model communication; 2) establish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digital journals; 3) use of foreign 
self-media to “speak under excuses” for positive reports on China; 4)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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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collection campaign through short videos from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us, the impact 
and persuasive power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are enhanced, and the effective-
ness of its communication is improved across th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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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由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其本质是具有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性质的马克思国际主义，它的思想不同于西方国家自由思潮的国际主义[1]。它所倡导的核心外

交理念是谋求世界和平、协同合作、共同发展、取得共赢。该理念思想是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

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坚持合作共赢，共建共享，支持多边主义，谋求全球可持续发展。 
2017 年 1 月 1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中再次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

心价值理念，展现了我国具有全球视野的责任意识，大国担当意识，包容意识[2]。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3]。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工作指明了战略方向和实

践要求。 

2. 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国际化建构的社会环境意义 

中国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建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在国际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西方国家的话语垄断的影响，中国话语在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与建构方面，面临着现实困境

和诸多问题。国际传播力度欠缺，致使一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存在歪曲和偏见，中国作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国际话语权却相对较弱。 
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认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艰巨任务就是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话

语霸权，在世界发展的新态势、新格局中确立自身的主权地位和国际话语权，增强国际舆论引导力[4]。 
因此，我们必须争夺国际传播话语权、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消除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片面认识，让

世界真正了解高速发展中的中国。积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适应当前国际化传播要求，提升

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公信力，让全世界都能听懂中国声音，了解中国，扩大国际传播影响力已成为

当务之急。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影响力建设中要确保有高度的“四个自信”

[5]。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崛起的成功案例，是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能够站得住的坚实理

论基础和叙事的关键性素材。 
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提出：“要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究”[6]这些重要论述为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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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体系，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效力、国际舆论引导力提供了遵循的原则和理论指导。 

3. “话语”与“叙事”相关概念及理论阐释 

话语(discourse)指特定社会语境下使用的言说工具，或者说特定语境下的语篇[7]。 
“叙事”就是叙述事情，指叙事者用语言、文字、图像等手段来讲述事件过程或对故事情节进行描

述，目的在于传递信息、价值观念或某种情感，希望得到受众的普遍认同并形成共识，共鸣[8]。 
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都是文化传播工具，在特定的社会实践中表现为思想体系，知识体系和和价值

体系。“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的综合表达”([9] p. 68)，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

民族精神。 
话语体系重点在于话语维度。聚焦于语言的准确性、真实性、简洁性、逻辑性，通过运用恰当的修

辞手法和语言技巧，传递信息，价值观念影响受众。叙事体系重点在于叙事维度。聚焦于故事情节，焦

点人物形象的描述，环境的描写。通过渲染的手段呈现故事主题，从而实现打动人，吸引人的目的，并

形成共识，共鸣[10]。 
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要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主题建构，任务是提升中国话

语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的巨大发展成就，传递“中国经验”，宣介“中国力量”、

“中国智慧”，亮明“中国态度”，目标是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11]。另外，方法论上要体现叙事逻辑、

叙事文本、叙事技巧这三个要素[8]。 
胡正荣在“人民论坛网”上提到：国际话语权是指在国际事物中发表意见的国际权力，它代表一个

国家的综合国力，反映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和产生的影响力[12]。 
那么，如何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中国叙事对外传播效应的最大化？需要设计中国话语

和中国叙事体系国际化建构的总体框架，优化中国话语传播的叙事逻辑策略，探索有效的传播渠道和方

法。 

4. 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国际化建构的总体框架 

新时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国际化建构，要以“一个伟大主题、三个叙事要素”为叙事逻辑

框架，完成中国叙事体系的“两项艰巨的任务”。一个伟大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3]我们必须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坐标，以叙事逻辑、叙事文本、

叙事技巧三个要素为叙事逻辑框架进行建构。两项任务分别为：一是努力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元叙事”

即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扭转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歪曲和偏见；二是构建全球共识的、融通中外的叙事逻辑。

为此，需要从事国际传播工作的所有媒体工作人员、从事外语工作的专家学者、涉外工作人员、海外对

华友好人士等的创新协同合作，向全世界传递中国声音、讲中国特色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4.1. 中国精神层面的叙事 

叙事逻辑层面，要着重揭示原因(Why)的问题，主要构建能够体现“以和为贵”“和合共生”的中国

精神层面的叙事，坚持中国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展现中国风范，“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促

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不同国家与文化之间有效传播使国际社会正确理解中国价值观，帮助我国树立

良好的国际形象，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坚持实事求是、以理说理、准确可信的原则，全面客观地展示当

代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要即时亮明中国态度，宣示中国立场。通过挖掘能够体现“以和为贵”的中国精

神文化内涵的素材，展现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例如抗洪救灾、抗击疫情的视频素材，国庆阅兵、“感

动中国”的焦点人物事迹等报道，整合各方媒体资源向世界传播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目标是“打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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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受众的共情，感动世界。目的是完成叙事逻辑的艰巨任务，努力构建具有共同价值基础、全球共识、

融通中外的叙事逻辑。 

4.2. 持续、健康发展的中国叙事 

叙事文本层面，要解决的是“讲什么”(What)的问题[14]。主要构建能够体现“共建”“共享”“求

同存异”原则的寻求持续、健康发展的中国叙事，坚持中国道路自信。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以来取得

了巨大成就，以“世界格局中的中国”的视角，向世界传递成功的“中国经验”。从而展现真实、立体、

高速发展的中国。例如，大疆无人机，无人超市刷脸购物，微信、支付宝扫码购物，快速便利的高铁等

视频，目标是“感染人”，得到受众的共识。凝聚全世界对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的共识，打

破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注重受众需求和文化习惯，促进价值观念的互联互通，实现民心相通，解

决全球共同问题，实现全球和平稳定发展。 

4.3. “生态社会”的中国叙事 

叙事技巧层面，要解决的是“怎么讲”(How)的问题[14]。主要构建能够体现携手共建“生态社会”

的中国叙事，坚持中国制度自信。挖掘网上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相关的媒体资源，并进行合理整合，传

播中国声音。例如利用“今日头条”App 可以检索到大量中日双语字幕的新闻视频，2023 年 4 月 18 日

日本记者发布了一则“上海车展中国环保电动车震惊日本人”的视频(“今日头条”在线视频)，报道了中

国在环保电动车方面取得的惊人的发展成果，借人之口达己之意，目标是“吸引人”，得到受众的共鸣，

实现中国叙事对外传播效应的最大化。 

5. 中国话语传播的叙事逻辑策略 

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国际化建构面临的客观现实困境问题之一是“中国媒体的整体实力与西

方差距较大，国外一家大型传媒集团的收入相当于中国整个传媒业的二分之一。”([15] p. 106)困境问题

之二是“开展国际传播的人力资源数量的不足”([15] p. 106)困境问题之三是缺少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

新媒体平台，导致国际传播渠道不够通畅。目前世界十大传媒集团排行榜中美国上榜 7 个，德国、法国、

日本各一个。中国社交软件“哔哩哔哩”(2009 年 6 月 26 日上线)虽然与众多国际知名媒体集团如 BBC (英
国广播公司，1936 创立，世界上第一家电视台)进行积极合作，但是中国大多数的社交软件平台和在线视

频平台跟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晚，所以受众的点击量和关注度远不如西方传媒平台。为此，优化中

国话语传播的叙事逻辑策略，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5.1. 实施“融媒体”模式 

实施“融媒体”模式，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充分利用官方新老媒体、学者、自媒体的优势以及国

外媒体人、对华友好人士的影响力，“多道”并举，合理整合资源，并将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做到

资源互通，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亲和力，提升中国话语的影响力和说服力，使其传播效果得到

全面提升，最大化提升中国叙事的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正式开

播)和央视网(2019 年 11 月 20 日在线视频正式上线)，以“世界格局中的中国”视角，展现中国精神、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通过央视英语国际频道《World Insight》(今日世界)、《Rediscovering China》(外国

人看中国)等深度节目和中国日报国际版《世界观察》(2019 年 1 月 2 日创刊)栏目，做到紧跟国际局势变

化、主动参与国际热点话题的讨论，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主动权。同时支持主流媒体人和专家学者，

以自己的理解和方式传播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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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创办外文数字期刊 

教育部应鼓励支持 985、211 高校外国语学院创办外文数字期刊，专设一个“中国故事”栏目。充分

调动海归人才在国外的人脉，努力拓展数字期刊出版，积极探索国际传播路径，推进中国的文学、艺术

类和科技类出版产品的英语、日语、韩语、俄语等多语种语言的数字化进程，吸引潜在国外受众。支持

媒体编辑人员出国调研学习，介绍中国功夫、电影、童话故事等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兼顾目标受众的语

言习惯，按照外国人喜欢的风格编辑文本，邀请海外对华友好人士主动在 Twitter (推特，美国互联网公

司，为当下全球实时事件和热点话题提供了社交讨论平台，2006 年 7 月启动)、Facebook (脸书，互联网

社交网站，2004 年 2 月 4 日上线)上转发，实现借力传声、中国叙事对外传播效应的最大化。 

5.3. 利用国外自媒体“借口说话” 

收集外国人眼中的“厉害了中国”视频。主要收集外国记者正面报道中国的带有中外双语字幕的视

频资源，利用国外自媒体传播中国形象，“借口说话”提升中国叙事的对外传播效应。利用双语视频资

源，建设“新媒体环境下外国人眼中的崛起中国的视频资源库”，服务于外语课程思政的改革与实践，

培养外语人才的跨文化叙事能力，加快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 

5.4. 留学生系列活动 

举办以“魅力中国”、“我眼中的中国”等中国的感人故事为题材的留学生汉语作文大赛，留学生

汉语演讲比赛。另外还可以举办“中国传统文化”、“打卡中国网红美食”、“厉害了中国”等主题的

留学生短视频国际传播精品征集活动，向世界客观地展现真实、立体的魅力中国。中国话语传播的叙事

逻辑策略研究思路见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line on narrative logic strategy of Chinese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图 1. 中国话语传播的叙事逻辑策略研究思路 

6. 结语 

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工作是需要不断创新和挑战的艰巨任务。需要从事传播工作的所有媒体工作人

员、专家学者、外事工作人员、海外对华友好人士等的创新协同合作，构建全球共识的叙事逻辑和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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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的话语体系中努力做到新突破，开创新的世界格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坐标，“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相信不久的未来能够扭转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歪曲和偏见，得到全球共识、共情、共鸣的

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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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李爱敏.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论本质、基本内涵与中国特色[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6(2): 96-102.  

[2] 新华网.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1/06/c_1126952030.htm, 2021-01-06. 

[3]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EB/OL].   
http://www.nopss.gov.cn/n1/2023/0630/c219544-40024803.html, 2023-06-30. 

[4] 程曼丽. 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构建中国叙事体系[J]. 国际传播, 2023(4): 45-47.  

[5] 陈忠宁, 夏晋祥. 四个自信的本质及其内在关系辨析[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2): 26-34.  

[6] 光明网. 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习近平再作部署[EB/OL].  
https://m.gmw.cn/baijia/2021-06/02/34895839.html, 2021-06-02.  

[7] 施旭. 什么是话语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7.  

[8] 沈正赋. 新时代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的国际化建构[J]. 学术界, 2023(2): 67-77.  

[9] 包萨茹拉. “中国+”话语的多模态传播与多元叙事[J]. 新闻论坛, 2023(4): 68-70.  

[10] 百度知道. 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区别[EB/OL].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456066973426616100.html, 2023-09-22. 

[11] 张仙智. 浅析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基本认知和原则遵循[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3(8): 42-50+107.  

[12] 胡正荣. 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现状与进路[EB/OL]. https://www.rmlt.com.cn/2022/0209/639405.shtml, 
2022-02-09. 

[13] 新闻频道. 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EB/OL].  
https://news.cctv.com/2023/11/06/ARTIkeMBxqhAoMSBH53LCNZO231106.shtml, 2023-11-06.  

[14] 赵强.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中国叙事体系[J]. 理论导报, 2022(6): 40-42.  

[15] 唐润华, 刘滢. 重点突破: 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战略选择[J]. 南京社会科学, 2011(12): 105-111.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2116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1/06/c_1126952030.htm
http://www.nopss.gov.cn/n1/2023/0630/c219544-40024803.html
https://m.gmw.cn/baijia/2021-06/02/34895839.html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456066973426616100.html
https://www.rmlt.com.cn/2022/0209/639405.shtml
https://news.cctv.com/2023/11/06/ARTIkeMBxqhAoMSBH53LCNZO231106.shtml

	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国际化建构
	摘  要
	关键词
	The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and the Chinese Narrative System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国际化建构的社会环境意义
	3. “话语”与“叙事”相关概念及理论阐释
	4. 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国际化建构的总体框架
	4.1. 中国精神层面的叙事
	4.2. 持续、健康发展的中国叙事
	4.3. “生态社会”的中国叙事

	5. 中国话语传播的叙事逻辑策略
	5.1. 实施“融媒体”模式
	5.2. 创办外文数字期刊
	5.3. 利用国外自媒体“借口说话”
	5.4. 留学生系列活动

	6.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