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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的最终
成果，结合中国国家形象的现状和对外宣传的任务要求，对国家形象传播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
相应的对策建议，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其学术和应用价值体现在：一是全面系统的理论探讨，突破了以往相关研究的单一性和局限性；二是
学术性和应用性的较好结合，对学术界和实际外宣工作都起到推动作用；三是对外宣工作决策和实践
的贴近，使对策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应用于实际工作，并产生了积极影响，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尤其是对策研究部
分所提出的改善当前我国家形象传播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很多已经得到采纳，为新时期我国的国际形
象塑造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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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缺少具有较高国际公信力的媒体　　良好的媒体形象本身也是良好的国家形象的组成部分，
是一个国家政治开明、社会开放、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标志。
一个有说服力的国家形象来自于一个有说服力的新闻媒体。
受众对某一媒体公信力的评价越高，越依赖该媒介了解外部社会现象，接触该媒体讯息的频率增加，
也就越接受媒体所传播的内容。
　　目前，我国媒体的传播能力大幅提升，在传播技术的掌握和使用方面已经跟发达国家不相上下：
广播电视信号“上星”、“落地”的范围以及互联网用户的数量都在不断扩大。
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节目被对象国的受众广为接收并接受。
可以说，目前中国的国家形象主要还是由西方主流媒体塑造的。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尚缺乏在世界上具有很高公信力的媒体　　这和中西方新闻理
念的差异有关。
西方新闻理念最看重的是媒体的独立，即不受政治权力的干涉。
西方人认为，任何政府，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国外的，都不应该对新闻的采写与播发横加干预，媒体应
该代表和维护公众利益。
而西方受众对中国媒体的“官方”身份一直很敏感，往往会质疑其可信度，这使我们媒体的对外传播
效果受到削弱，影响我们引导舆论的能力。
比如，西方通讯社在转引新华社的报道时，总是给新华社加上一个标签——中国的官方通讯社，暗示
报道是“被操纵”和“被控制”的，提醒受众要防范这种来自官方的消息，从而削弱了新华社在国际
上的公信力。
　　我国缺少在国际上有公信力的媒体，因此在自身信息传递方面面临非常不利的局面。
　　3、媒体不善于发挥自身功能设置议题、引导舆论　　对外传播是具有政治属性的。
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对外传播中，各国政府都严把舆论导向关，对媒体的报道进行指导和控制。
没有哪个国家的对外传播能够摆脱官方控制。
但是，在运用媒体方面，西方国家却十分强调尊重媒体自身的规律。
　　对外传播的实践证明，在国际舆论争夺战中，“先发制人”、“不进则退”是一条铁的规律，“
真空地带”是不存在的。
有时重大事件发生了，如果对外报道不及时，让国外新闻媒介尤其是一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媒体抢先
报道，势必对中国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在国际传播领域，在涉及国家形象的重大事件报道方面，主权国家的媒体如果不主动播报，抢先
播报，就等于自动放弃了阵地，放弃了营造国际舆论的主动权。
目标国家的宣传对象，由于接受了当地新闻媒体的报道，“先入为主”地形成了片面的或负面的印象
。
这时，主权国家的媒体即使花再大的功夫，也难以扭转不利的局面。
抢先报道者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后发者”则陷入被动的境地，难以扭转在国际舆论斗争中的劣
势。
　　目前，在多数情况下，有关中国的负面话题几乎都起源于西方，媒体渲染，政府配合，最后变成
政治问题。
例如，美国不忘在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金融贸易开放和民主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频频施压；日本
在强调与中国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同时，又不断突出价值观外交，渲染中国军事不透明问题；英、法
、德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一方面表示要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另一方面不忘在气候变化、食品安
全问题上对华施压，歪曲指责中国的非洲政策和贸易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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