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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腾飞及“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城市公共外交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也

越来越重要。本文首先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城市公共外交重要性，接着以泉州市为例阐述了“一
带一路”下的城市公共外交的发展现状及问题，然后探讨促进中国城市公共外交发展的措施。 
 
关键词 

城市公共外交，“一带一路”，问题，对策 

 
 

Research on Urban Public Diplomacy under 
“The Belt and Road”—A Case Study of  
Quanzhou 

Huangshen Zhang1, Sheng Hu1, Ceng Wang1, Fangzhou Chen2 
1Jiujiang University, Jiujiang Jiangxi 
2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Received: Oct. 6th, 2020; accepted: Oct. 21st, 2020; published: Oct. 28th, 2020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economic and the proposal of “The Belt and Road”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role and status of urban public diplomac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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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urban public 
diplomacy under the strategy of “The Belt and Road”, then takes Quanzhou as an example to illu-
strat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urban public diplomacy under this strategy, 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public diplomac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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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并且相互依赖影响；同时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等国际之间的活动又是

变幻莫测、复杂多变的。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放缓，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也变得异常的激烈，

世界的经济格局朝着区域化的发展方向变化更加明显，并影响着整个世界的资金流向以及贸易格局。 
面对这样的世界经济发展，我们国家也调整着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方向，积极主动地应对世界经济发

展形势，为进一步促进经济元素的自由流动和深度的市场协作，拓展区域经济发展的范围和合作的深度，

“一带一路”的设想和实践应运而生。2013 年的 9 月习总书记在出访哈萨克斯坦中首次提出“共同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随后的 10 月份，习总书记出访印度尼西亚并发表重要的演讲中再一次提到海

上丝绸之路，并希望与东盟的国家一道建立新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在此基础上，李

克强总理在 2014 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会上，强调建设“一带一路”的区域合作战略，是对习总书记提

出的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概括性总结，并称为“一带一路”[1]。 
公共外交不仅应用于国与国之间，也可应用于城市之间，城市作为一个国家的构成部分，也应该建

立自身的外交形象以及发挥外交作用。因此还有城市公共外交的形式。城市公共外交是公共外交的组成

部分，但是二者又有着很多的不同。首先，公共外交包括城市公共外交，而城市公共外交除了与其他国

家展开的外交活动之外，还包括与本国之内的地区展开的交流活动。其次，二者的主体不同，公共外交

是国家政府为实施主体，城市公共外交则是由地方政府为实施主体的。城市公共外交是指作为国家外交

的辅助性外交的构成部分，兼具城市的特色，利用城市的特点以及地位进行公共外交活动[2]。 
城市公共外交主要的手段有三种，即国际间的友好合作的城市、城市存在的一些国际组织、城市直

接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具体的外交形式有会议和会展形式、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育赛事推广活动、旅

游往来等等交流方式。上海为推动经济发展，建立了自身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以及航运中心等[3]。近

年来城市外交的主要活动有：2010 年成功举办世博会、2013 成立我们国家的第一个自贸区、2014 年的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峰会、2016 年 G20 贸易部长会议等国际性的经济会议，上海围绕着经济发展施展多

种形式的城市外交。 
通过城市的公共外交活动，来配合国家的整体外交策略、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身的作用、同时起

到促进本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发展的目的。 

2. “一带一路”下城市公共外交的发展现状及问题——以泉州市为例 

城市公共外交的主导者就是地方政府，在现阶段我们国家的城市公共处于起步期，更加是以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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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形式进行发展的。尤其是 16 个边境贸易合作区的设立，这些城市利用区位优势率先开展城市公共外

交，其余的设立的开发区的城市也都积极的开展公共外交活动[4]。 
(一) “一带一路”下城市公共外交现状——以泉州市为例 
通过一带一路发展理念的建立，并带动和影响沿线的城市和国家，获得更多的经济发展的机会，扩

大出口并建立多元化的经济发展体系，同样可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这样就需要一带一路的沿线城市

抓住发展的机遇，发挥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利用区位优势以及整合资源，积极主动的通过城市外交获取

更多的发展机会。泉州市典型的一带一路沿线的城市，以其为例进行分析和研究城市公共外交，具有很

大的代表意义[5]。 
1) 泉州城市简介。泉州隶属于东南沿海的福建省，依托海上运输以及海岸港口的优势，尤其是海上

丝绸之路战略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确定以及实施以来，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加强与东南亚各个国家以及

我们国家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的交流和贸易往来，提升整个城市的市场化大战水平，并注重文化艺

术等各方面的与其他国家和区域的合作交流。泉州市总人口位居全省地级市总人口的首位，是福建省的

经济中心，泉州市的最大的特点在于侨居海外人口最多的城市，并且也是国内最大的港澳台同胞的祖籍

地。根据泉州侨胞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截止 2016 年底，分布于全世界的泉州籍的侨胞达 1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总计人数 900 多万。 
泉州的城市外交现状。在福建省全身的外交战略中，主要侧重于福州以及厦门，而泉州的城市外交

中，主要是针对发展经济的外交战略。2014 年我们国家提出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一带一路战略之后，泉州

市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以及外交方向，全面提升城市的外交水平，改变以往的外交战略中过分注重经济

发展的城市外交，致使外交中政治文化方面比较薄弱，进行在城市外交方面的改进。随着一带一路构想

的实现，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对接，并借助一带一路发展的机遇，泉州市不仅调整城市发展的战略

布局，并且注重城市外交的发展，并对于城市外交进行全新的布局，包括城市外交的定位以及具体实施

策略。在文化交流方面，也作为泉州市城市外交的主要的内同大力的推展。最著名的就是 2013 年“东亚

文化之都”活动。该活动由中日韩三个国家共同发起，其中中国的泉州、日本的横滨以及韩国的光州当

选为文化之都的称号。泉州市政府高度重视，并借助文化之都的东风，2014 年在全市开展系列文化活动，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活动，与光州以及横滨达成 26 个文化交流的项目，内容广泛，形式多样，

涉及艺术、音乐、学术等各个层面。在进行文化外交的同时，利用文化外交的优势，提升文化产业的经

济发展和经济收入。2014 年泉州政府把之前的 1916 创意园改建并扩建，成为可以容纳更多市民的具有

浓厚的文化特色以及文化分维护的公园式的文化交流场所，通过文化外交不仅丰富了本地市民的文化生

活，增加了城市的文化氛围，还带动了泉州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经济的收入，更加重要的是促进了民间

的各国城际间的文化交流，文化外交成果显著。泉州市政府以文化创意园为试点，通过开展文化交流的

外交活动，并把广大的市民参与进来，实现了城市的公共外交策略。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泉州市的城市外交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来发展城市外交，主要在具

有特色的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着手进行，利用侨胞的优势发展侨务外交、利用闽南文化发展文化外交等，

并带动了旅游等产业的发展，从而提升了泉州市整体的经济收入。其着力打造自身新的城市形象以及城

市外交的策略，对于我们国家中小城市外交策略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二) 城市公共外交中存在的问题 
以泉州市为例进行分析，城市公共外交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首先，关于地方以及城市为主体的公共外交活动，我们国家目前尚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加以明

确。我们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制的国家，国家对外事务基本上都是归属于中央进行统一的处理的，

地方或者某一个城市的国际交往中主要集中与经济之间的交往以及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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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泉州的外交事务中[6]，也是依据国家的政策规定行使一定的外交活动，一些涉及政治等比较敏感的

问题，还需要层层的上报，经由中央审批之后才可以进行外交活动。这就限制了城市公共外交的主动性

以及及时性[7]。 
其次，城市发展公共外交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处理中央与地方以及城市之间的关系，达到中央与地方

在外交活动中的平衡。城市的公共外交在其灵活性以及民间性等方面是具有极大的优势的，在未来的国

际事务中也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国家的中央政府应该充分的意识到这一点，注重发挥城市公

共外交的作用，给予城市更大的自由和外交权限；而地方以及具体的城市来说，在处理好与中央政府之

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应该正视目前的外交作用，积极提高外事人员交流水平，促进公共外交发展。 

3. 促进“一带一路”下城市公共外的发展措施 

1) 积极完善的城市公共外交前期准备。在“一带一路”国家大的发展方针指导下，各沿线的城市加

入到城市公共外交的战略布局之中，每一个城市要实施公共外交不能由政府唱独角戏，需要社会各个主

体参与进来，共同实施公共外交活动。因此在实施城市的公共外交之时，政府会做一些准备工作，不仅

要动员城市内部各成员，还要不断地加强城市宣传[8]，为实施城市公共外交制造一些舆论基础。 
政府积极进行宣传，对与我国有经济、文化、体育等相互交流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地宣传我们国家

对外开放的诚意和政策，推动城市向更加国家化的方向发展；其次，由地方政府牵头，不断在本地区内

宣传一些时政以及国际形势，让群众了解实施城市公共外交在促进本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9]。 
2) 积累试点经验，全国范围推广优秀公共外交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推广，与我们国家其它

的对外开放政策实施是一致的，即窗口示范的摸索前进的模式。类似在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经济特区，以

这种政策和窗口示范模式带动全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同样的城市公共外交在一些经济特区等城市率先开

展，给“一带一路”沿线的城市公共外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城市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中，不能顾此失

彼，应该兼顾国内以及国际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同时还应该结合城市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城市的

开发力度，让城市的发展与对外开放程度相适应。在 2013 年继泉州的“东亚文化之都”活动之后，2014
年青岛接力泉州的文化之都活动，接着在青岛举办第二届的“东亚文化之都”的活动，使得城市之间的

公共外交活动形成连贯性，从而促进城市公共外交的发展。而在与其他城市的公共外交活动相互补充和

相互呼应的同时，每一个城市的公共外交都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展示着城市独有的风格和魅力[10]。 
全员参与整体公共外交，每一个城市中的行政部门以及经济主体都是不可能单独实现城市的公共外

交活动的，要达成城市公共外交的战略，需要对城市的所有资源进行整合，在地方政府的统一协调之下，

实行全员参与的城市公共外交政策。 
3) 进一步扩大城市交往度，完善相关政策，促进公共外交发展。要完善城市公共外交活动，首要的

就是中央政府的积极支持和鼓励，在对外权限以及上通下达的过程中，给予城市原则内的更大的自由处

置权。提高城市开展公共外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在对外公共外交中，中央政府应该起到引导的作用，

不断地锻炼和培养城市在处理涉外事务中的能力，积累公共外交的实践经验，这都需要中央政府在政策

甚至法律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在日本和韩国的城市公共外交中，由于国家的开放性更高一些，城市的外

交活动较我们国家更加的频繁，也更加的多样化。在日本以及韩国国内均设有专门处理城市公共外交的

机构，其中全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业人员[11]，专门推动和掌握城市的公共外交活动。该机构的设立大大

地促进了日本和韩国的城市公共外交的开展。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成立相对独立的城市外交协会等

机构，将促进城市公共外交的专业性以及进一步发展。 
4) 积极运用相关金融机构支持公共外交战略。为了进一步地推动“一带一路”的发展，成立了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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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以及亚投行等国际性的金融机构，支持国家的外交战略以及城市的公共外交战略。英国、法国、德

国和意大利等一些国家也相继加入亚投行，有利于“一带一路”国际的发展及公共外交发展。各个城市

的公共外交共同隶属于国家外交活动，各个城市的外交共同构成国家外交活动的网络，相互之间应该是

协调而统一的[12]。各个城市间在制定公共外交策略之时，是相互合作以及相互补充的。从而形成合力，

整体上促进城市外交的效果。 
城市的公共外交活动是国与国之间一种特殊的对外交往的方式。对于推动城市的经济科技以及文化

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作用，同时还可以树立城市自身独特的形象，成为城市立足于世界的名片，具有很大

的积极正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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