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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公共外交：经验与挑战”
研讨会综述

仇朝兵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２日，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美国研究所举办的“中美公共外交：
经验与挑战”学 术 研 讨 会 在 京 举 行。来

自外交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中 国 国 家 汉 语 国 际 推 广

领导小组办公室、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

大学、清华大 学、南 开 大 学、中 国 人 民 大

学，以及中国社会 科 学 院 拉 丁 美 洲 研 究

所、美国研究所等单位的近３０名专家学

者与会，围绕下述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交流与讨论。
一、关于“公共外交”的界定

与会者首先就“公共外交”的界定进

行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陶文钊研究员提 出，公 共 外 交 有 别 于 公

民外交（Ｃｉｔｉｚｅ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公民外交

是社会行为，但可能会配合政府的外交。
公共外交是政府 行 为，服 务 于 国 家 的 外

交政策，其主要作用是塑造国家形象、扩
散软实力和加强沟通。中国人民外交学

会副会长张平先生指出，美国对“公共外

交”的定义比较窄，包括“传播”和“交流”
两部分，强调以政府为主体，传播美国的

价值观，解释美国的对外政策，也注重对

外交流。中国对“公共外交”的定义比较

宽泛，参与公共外 交 的 行 为 主 体 包 括 政

府和民间组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

理学院的韩召颖教授强调公共外交的对

象是外国公 众。作 为 辅 助 性 手 段，其 作

用是长效的、间接的，起关键性或决定性

作用的还是国家的外交、政治、经济和军

事政策。

二、美国公共外交的性质、特点与效

果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公共外交活

动且取得显著成效的国家。中国人民大

学国际 关 系 学 院 副 院 长 金 灿 荣 教 授 指

出，美国的公共外 交 是 以 美 国 强 大 的 综

合国力为基础的，如果国内问题重重，其
公共外交也难以达致好的效果。美国政

府高度重视公共 外 交，经 常 是 朝 野 同 心

一起开展活动，政 府 在 社 会 力 量 的 背 后

扮演着推手 的 角 色。另 外，美 国 的 一 些

非政府组织和大公司为实现其某些利益

或使命，也 乐 于 开 展 公 共 外 交。清 华 大

学国际 问 题 研 究 所 的 赵 可 金 副 教 授 指

出，美国的公共外 交 是 美 国 国 家 安 全 战

略的执行工具，讲求硬功夫而非软实力，

具有胁迫性，善于 将 公 共 外 交 植 入 美 国

智库、大学、公 司、宗 教 组 织 的 各 项 活 动

中。

与会者探讨了当前美国公共外交面

临的问题。陶 文 钊 研 究 员 认 为，一 个 国

家的公共外交能 否 发 挥 作 用，取 决 于 其

外交政策是否正确。错误的外交政策会

限制公共外交的作用。他以奥巴马总统

在开罗大学的演 讲 为 例：尽 管 奥 巴 马 在

演讲中表达了美国试图与穆斯林世界改

善关系的愿望，但 由 于 美 国 的 中 东 政 策

有误，穆斯林世界 对 美 国 的 态 度 并 未 因

此而发生积极的转变。赵可金副教授认

为，以下因素影响 了 美 国 公 共 外 交 的 效

果：第一，公共外交和外交由不同人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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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彼此间存 在 竞 争 和 冲 突；第 二，美 国

人有传教士心态，总 想 把 自 己 的 东 西 强

加于人；第三，美国人内心潜藏着种族主

义；第 四，１９９８年 美 国 新 闻 署 并 入 国 务

院之后，其公共外交进入“管 办 合 一”时

期。

三、中国公共外交的新气象

与会者畅谈了中国公共外交近年来

取得的成绩。外交部新闻司鲁世巍参赞

表示，中央高度重视公共外交，“十八大”

报告更明确提出要“扎实 推 进 公 共 外 交

与人文交流”。他指出，中国综合国力的

提升为我国公共外交的开展提供了多种

手段和资源，政府 部 门 和 社 会 各 界 开 展

公共外交的意识也普遍提高。他介绍了

外交部 在 开 展 公 共 外 交 方 面 所 做 的 工

作，包括：为领导人开展公共外交提供服

务和设计；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与学者

进行交 流；在 国 内 外 进 行 舆 论 引 导；以

“外交小 灵 通”等 形 式 开 展 网 络 公 共 外

交；重视机制 建 设，加 强 部 内、部 际 合 作

与协调，等 等。中 国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所 助

理研究员张薇薇 指 出，中 国 的 国 际 舆 论

环境在２０１２年有所改善，外国媒体和学

者对中国的报道 和 研 究 更 加 理 性，口 吻

更加平和，这是中国积极开展公共外交、

宣传和解释自己的结果。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国处处长

段军介绍了对外友协在开展民间友好工

作、为中国外交服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并对其 工 作 特 点 进 行 了 总 结，包 括：第

一，以情动人，注 重 感 情 的 培 育 与 积 累；

第二，以理服人，通过深入交往展现中国

人的通情达理，有 理 有 据 地 巧 妙 应 对 来

自外方的不友好的攻击；第三，用事实说

话，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国家汉办规划处处长樊钉介绍了孔

子学院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

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他

指出，孔子学院仅 用８年 时 间 就 完 成 了

在许多国家布点 的 工 作，实 现 了 跨 越 式

发展。孔子学 院 采 取 政 府 主 导、民 间 参

与的模式，从语言教学入手，淡化了意识

形态色彩，重 点 开 展 民 间 交 往 工 作。南

开大学的韩召颖 教 授 认 为，通 过 开 展 广

泛的活动，孔子学 院 为 打 造 中 国 外 交 的

基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的傅由教授也肯定了

孔子学院在对外汉语教学和对外文化交

流中所发挥的作用。

四、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问题

与机遇

关于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和存

在的问题，金灿荣教授指出，中国开展公

共外交主要面临以下困难：第一，经济发

展水平不够高，对 其 他 国 家 的 民 众 吸 引

力不够大；国内百 姓 尚 未 做 好 承 担 国 际

责任的准备。第 二，中 国 文 化 与 西 方 主

流文化基因不同，中 国 主 流 的 意 识 形 态

和政治制度也不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理

解。第三，与政府相比，中国的社会力量

相对比较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

研究所的吴白乙 研 究 员 认 为，人 类 进 步

推动了精英政治 向 草 根 政 治 的 转 变，导

致中国外交越来越受到国内舆论的压力

和影 响。信 息 化 改 变 了 外 交 决 策 的 环

境，“一对一”式讨论或交 涉 的 力 度 和 效

果已不比从前，因此，应更多地关注国内

公共关系。与 美 国 相 比，中 国 在 利 用 公

共外交新载体方 面 比 较 落 后，没 有 将 中

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汇集成有效的

公共交流的语言，中 美 在 公 共 外 交 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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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明显不对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

外交研究中心副 主 任 王 莉 丽 认 为，中 国

的公共外交整体 上 处 于 初 期 发 展 阶 段，
在部门间协调、公共外交战略、媒介等方

面均存在问题，学 术 界 和 理 论 界 对 公 共

外交的研究也比 较 薄 弱，不 足 以 为 中 国

开展公共外交提供思想支持。赵可金副

教授认为，中国的 公 共 外 交 主 要 存 在 以

下问题：第一，说得多，做得少，在一定程

度上是“口号式公共外交”；第二，过分依

赖软资源———特 别 是 传 统 文 化，对 当 代

资源开发不够；第三，过于重视上层和精

英路线；第四，存在“灯 下 黑”现 象，国 内

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妨碍了公共外交的

成效。
尽管面临 诸 多 挑 战 和 问 题，与 会 者

普遍认为，中国开 展 公 共 外 交 也 有 其 优

势。鲁世巍参 赞 指 出，尽 管 目 前 公 共 外

交的基本格局是“西强我 弱”，但 展 望 未

来，仍然是 机 遇 大 于 挑 战。金 灿 荣 教 授

指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有两大优势：第
一，中国的工业化本身有其独特之处，总
结的好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启示和借鉴

意义。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底子深厚，思
想资源“矿产”丰富，应以 平 常 心 恰 当 地

展示文化自信。他认为学者有责任在上

述两方面挖掘公 共 外 交 的 资 源，在 国 际

文化交流中赢得话语权。
五、中国应如何开展公共外交

对于中国 应 如 何 开 展 公 共 外 交，与

会者 提 出 了 各 自 的 看 法。张 平 先 生 指

出，在外交上创造 有 利 于 国 家 发 展 的 外

部环境和战略机 遇 期，需 要 从 国 家 和 政

府层面上对中国的公共外交进行认真规

划，打造立 体 的 公 共 外 交 战 略。在 国 家

战略层面上，需要 加 强 机 制 上 的 统 筹 协

调，收缩战线，集中资源，确立重点，对中

国对外传达的信 息 和 展 示 的 形 象，要 有

理性和长远的考虑。
针对中美之间在公共外交方面存在

的竞争不对称，吴白乙研究员提出，中国

需要重视网络，打赢网络宣传战，同时选

择“对象下沉”，面向外国普通民众，用他

们听得 懂 的 语 言 和 方 式 讲 述 中 国 的 故

事；中国还需要在 政 策 框 架 内 推 出 主 打

的价值观，抗衡美国强调的普世价值观。
王莉丽认为，对美 开 展 公 共 外 交 要 明 确

美国公众舆论的 构 成 要 素，确 立 以 美 国

智库为中心的精 英 舆 论 影 响 机 制，把 美

国智库作为突破 点，在 重 大 的 外 交 政 策

问题上通过影响美国智库来影响美国政

府、公众、利益集团和公众舆论。针对中

国外交所面临的 国 际 话 语 权 困 境 问 题，
张薇薇副研究员 提 出，开 展 公 共 外 交 要

充分注意中外文 化 差 异，在 中 外 交 往 中

要敢于争辩和直 接 回 应，善 于 表 达 自 己

的观点。
清华大学对外传播中心副主任周庆

安对比了冷战以来美国与中国的公共外

交，认为美国的公共外交是对冲型的，旨
在抵消世界各地 的 反 美 主 义；中 国 的 公

共外交是增量型 的，旨 在 让 世 界 更 好 地

了解中国。世界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主

要源自对中国的 不 理 解，因 此 中 国 需 要

开展增量型 公 共 外 交。但 随 着 近１０年

国际战略格局、中 国 国 际 地 位 需 求 和 国

际舆论生态的变 化，中 国 开 展 对 冲 型 公

共外交需求也在增加。
本次研讨会议题广泛，讨论深入，既

有观点的共鸣，也有思想的碰撞，有助于

推动和深化有关中美公共外交的研究。
（本文责任编辑：罗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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