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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代序：重视对公共外交实践的研究——借鉴外国在华开展公共外交的做法庞中英学习、研究和实践外
交的人都知道，外交一般分为两大部分，外交理论与外交实践。
对外交研究来说，最重要的还不是外交理论，而是外交实践，因为外交实践是产生外交理论和更新外
交理论的主要源泉。
为了更深入和正确地理解公共外交，即发展公共外交理论，我们需要从研究公共外交实践开始。
“公共外交”只是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在实践的意义上引入中国外交。
这当然不等于中国的外交刚开始接触和进行公共外交。
事实上，一些中国的外交研究学者在此之前就引进了这个概念。
在2011年组建中国外交部“公共外交办公室”之前，中国外交部早已形成了一些现当代公共外交的基
本体制或者其雏形，如新闻发言人、建立与维持外交部网页、接待公众制度，以及开放中华人民共和
国早期的外交档案等举措。
如果将中国已经存在了大半个世纪多的“人民外交”、“民间外交”等考虑进去，中国公共外交的历
史也一样很长。
引入公共外交的好处是：可以把类似的与关心、关注外交事务的公众进行沟通的行为（包括解释、说
明外交政策、负责地向公众交代、报告外交成绩和问题）充分地制度化、规范化，便于中国与世界的
互动，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在外交制度上比较健全、发达的国家，普遍具有公共外交方面
的体制安排。
一、关于什么是公众外交外交是政治。
传统上，外交是政府、政权（不管是否为主权）之间的政治事务。
外交演变到现代和当代，更加复杂，就不仅仅是政府、政权之间的事情。
政府、政权沟通、谈判和交涉的对象日益包括许多非政府或者非政权的个人与其组织（所谓“非政府
组织”）等社会的公共的力量。
这是外交历史发生的最大转变。
现代和当代政治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的过程和结果之一是民众以及其组成的“公民社会”以这种
或者那种形式进入外交进程。
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早已发生。
而信息时代更为“公众”介入外交进程提供了物质的基础便利。
这里的“公众”至少应区分为两大类：一是国内公众，一是外国公众，任何外交政策，其制定（决策
）和实施，都处在两类“公众”之间，即公众是外交政策中的一大因素。
中国出现了“公众外交”热潮。
但是，不少情况下，在这一“公共外交热”中，我们对公共外交的理解却存在着不少问题。
有时候词不达意，对“公众外交”认识缺少深度和历史感，甚至有令人吃惊的误解。
例如，从美国引进的“public diplomacy”理解为“公共外交”就未必确切。
在中文语境中的“public”一词，不应该不加以区别，就一律套为“公共”（“公共”一词的使用目
前泛滥成灾）。
“公共”太抽象而难以正确把握。
“public diplomacy”应该与一目了然的“人民”、“公众”、“公开”、“民众”等联系在一起。
另外，这里的“公众”，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体的，而“公共外交”一词显然忽视了这一外交的最重要
方面，个体的、非政府的“公众”与外交的关系。
早在1963年，美国信息局（USIA）发言人Edward Murrow就把“公众外交”看作是政府与“非政府的
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互动。
所以，笔者并不赞同把“public diplomacy”翻译为“公共外交”。
然而，目前，“公共外交”的说法似乎约定俗成，我们也只好从俗。
直到今天，打开任何一本典型的英美“外交政策研究”导论，都会发现，“宣传”仍然是最重要的贯
彻落实外交政策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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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人的想法正好相反，对别国的“宣传”嗤之以鼻的美国媒体，却避谈美国庞大的外交宣传。
但是，不幸的是，在世界外交体系中，由于民智开化，“宣传”手段的效用愈来愈下降，所以，才有
“公共外交”取而代之。
美国也许是最先意识到“公共外交”远比“宣传”的效果要好。
然而，即使在西方，许多批评者还是尖锐地指出，“公共外交”仍然不过是名声不好的“宣传”的最
新包装。
确实，“公共外交”与“宣传”在内容和形式上，难解难分。
如果不能把握“公共外交”的实质，“公共外交”确实易被认为是换汤不换药的“宣传”。
把“公众”变成外交的对象和手段，并非当代外交现象，但把“公众”的重要性和战略性提到外交策
略的优先，却是最近几十年世界外交的重要发展。
正是由于“公共外交”越来越普遍，外交才越来越被区分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
“公众外交”自然属于“非传统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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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赢取中国心》提出了研究公共外交实践的议题，并从外国对华公共外交的独特角度，调查和分析了
世界外交体系中的一些重要国家行为体，包括美国、欧洲、俄罗斯、日本等在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典
型案例。
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和提升需要充分借鉴“他山之石”，而这些外国经验，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需要借鉴外国，改进中国的公共外交，甚至，在许多方面，能有所创新，以便对世界公共外交体
系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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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赢取中国心》编辑推荐：公共外交是赢取人心的政治艺术之一。
《赢取中国心》提出了研究公共外交实践的议题，并从外国对华公共外交的独特角度，调查和分析了
美国、欧洲、俄罗斯、日本等行为体在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典型案例，对于改进和创新中国的公共外
交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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