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工作的创新 ——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视角

[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创新对外宣

传工作的重要契机。它主要是通过创新对外宣传理念、拓宽对外宣传渠道、丰富对外宣传方式等实践

路径来展开对外宣传工作，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丰富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促进了中华文化

在全球传播的外宣成效，为未来中国共产党继续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包括继续

坚持外宣工作的导向性、外宣内容的思想性和外宣方式的创新性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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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宣传是党的宣传工作的一个分支，是相对于对内宣传提出来的，是国际间进行政治斗争、军事较

量、经济竞争和文化渗透的产物”[1] 10。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与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一系

列伟大成就。此外，中国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在世界舞台上也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积极为

世界提供全球性的治理方案和公共发展平台。然而，当前国际舆论的主导权仍掌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手中，中国并未得到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话语权。“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场，是中国为解决世界发展

之困而主动推出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合作平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开创对外宣传新局面的新起点

。因此，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在外宣工作的实践路径和取得的成效对于未来开展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

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党的对外宣传工作。进入新时代，面对国内国外新的发展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全局，阐明党的对外宣传工作的价值性与必然性，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2]等方略。“一带一路”倡议承古丝绸之路之精神，成为新时代党的

外宣工作的重要实践平台和传播路径，将新时代党的对外宣传工作推向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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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外宣工作的新特点

党的宣传工作关乎政党形象和国家形象，其中对外宣传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我国

文化软实力和加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国家治理全局，促进外交工作开展的重要途径。 “文化自信，

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发展

给世界带来的机遇以及中华优秀文化为中心，搭建对外宣传工作的内容、目标和旨向框架，通过对外

文化交流和信息共享，不断扩大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以及中华文化的传播范围，加深世界人民对中国和

中华文化的认知与尊崇。同时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世界各国文化，坚持借鉴吸收他国优秀文

化，在把握当代基本世情、国情的基础上，关怀人类，面向世界。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外宣传

要服务国内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坚持以一种“意识形态守正、思想共识凝聚”的方式将对外宣传贯穿

于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使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精神纽带。再者，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成了

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展开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发展周边外交关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

”的新型大国外交布局，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坚持以新型大国外交理念为指导，为促进外交理论落地、外

交实践创新添砖加瓦。

另一方面，国际和国内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

以来都没有放弃过通过所谓“和平演变”的图谋打压、抹黑中国共产党，利用各种手段扰乱中国舆论，

消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因此，对这些破坏行为进行反击，及时通过国际各类外

宣平台进行“发声”澄清，既有利于维护好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也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主导地位。此外，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外宣工作一直以来都要面对外部舆论环境的西方化

；在深度参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在开展外宣工作的时候也部分继承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舆论格

局的理念、操作、标准等。破解双重西方化的出路在于坚持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从外宣历史传统中

提炼出值得借鉴学习的规律总结和实践做法，并与现实结合进行时代创新。

（二）“一带一路”倡议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外宣工作带来新契机

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截至2021年6月23日，中国已同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

0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一带一路”不仅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公共平台，也是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实践平台。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一条求同存异的文明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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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不断兴起的汉语热、中外各类文化艺术节的交流、“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的旅游热等项目都搭载“一带一路”的快车，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波中外文化交流的新高潮，促进

了中国优秀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一带一路”也成为了中国外宣工作的文明交流之路。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外交工作的创新实践，是中国外宣工作的重要平台。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结晶，鼓励世界各国积极主动融入国际事务治理之中，而“一带一路”作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鼓励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共同发展，有效促

进世界各国的良性互动，同时不断加深沿线各国之间的经贸交流和深度融合，真正使中国利益与世界

各国利益相交融。

再次，“一带一路”是中国外宣工作面临的双重西方化困境的重要破解之策。“一带一路”坚持以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工作内容，在“五通”中寻找并留下带有中国特

色的外宣工作理念和实践，以努力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外宣工作的创新

“一带一路”倡议在对外宣传工作中形成了许多优秀的外宣工作经验，从理念、渠道、方式等不同层面

有序铺开。首先是创新对外宣传理念，包括不断强化相关的对外宣传战略意识以及深化相关理论研究

；其次从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两方面入手拓宽对外宣传渠道；再次不断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根据各国

各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精准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始终注重融合优秀中华文化。这些系统性的工作，不

仅助推“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开展，也保证了对外宣传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创新“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宣传理念

一方面，在党的对外宣传工作中不断强化“一带一路”对外宣传战略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

想工作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4]。“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议题，是向世界展

示中国的重要工程。因此，外宣工作者要坚持用世界视野的站位和高度对“一带一路”的外宣工作进行

顶层设计。“一带一路”的宣传人员特别是外宣工作战线的专业人员，同时也包含外宣系统外的各类人

员，例如科研人员、高校教师、国内普通群众、海外侨胞等。此外，“一带一路”倡议要在对外宣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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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统筹运用各类媒体资源，要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各自的优点，并结合各自传播特点形成“复调

传播”的新策略。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数量多且国情及历史传统不同的特点，“一带一路”倡议

的对外宣传工作更应始终坚持“精准传播”的原则，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传播策略与传

播方式。

另一方面，在党的对外宣传工作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宣传理论研究。学术界、理论界对“一带一

路”倡议的研究工作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截至2021年11月15日，在CNKI“中国知网”的数据库中以“一带

一路”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搜索，一共有117188条搜索结果，在这些结果中再以“对外宣传”为主题进行“

结果中搜索”，一共有121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学界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仍然很高，不少学者也十

分关心“一带一路”中涉及对外宣传的部分。智库是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2015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实

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规划。以“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外宣工作的新起点，搭我国新型

智库建设之便车，不断深化相关研究，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外宣工作更进一步。

（二）拓宽“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宣传渠道

首先，“一带一路”的对外宣传十分重视主流媒体的外宣优势。主流媒体在外宣工作方面积累了大量的

实践经验，形成了宝贵的外宣传统，因此，借鉴和发挥主流媒体在对外宣传工作方面的经验必不可少

，尤其是在传统媒体方面加强“一带一路”议题的内容策划，扩充“一带一路”内容的信息承载量。《人

民日报》作为对外宣传的主阵地，在其数据库中以“一带一路”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结果显示：“一带一

路”出现在标题中的文章有2116篇，出现在正文或标题中的文章共有17730篇。依靠传统媒体的权威性

和影响力，扩大了国内外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程度。另外，传统媒体尤其是央媒大胆“试水”

短视频策略，以人民日报的You-Tube账号为例，相关的效果评估显示，在其发布的长度在一分钟以内

的短视频当中，44%的播放量超过1000次，这一比例远高于一分钟以上的长视频（19%）。利用这种

信息可视化手段，可以突破“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传播过程中面对的意识形态、文化、语言差异

等瓶颈，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外宣工作不断助力。

其次，在“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宣传过程中充分发挥新兴媒体的传播优势。目前，微信、微博、抖音、

快手等新兴媒体日益成为国际化社交媒体平台，而新兴媒体具有受众广，用户黏性大、忠诚度高等特

点，利用这些商业国际化平台对“一带一路”进行柔性传播，可以扩大“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各国的传

播范围。截至2021年11月16日，抖音的全球下载次数超过76亿次，微信的全球下载量超43亿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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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跳动数据显示，在2019年7月以前，字节跳动旗下所有产品全球总日活跃量超7亿，总月活跃量超15

亿。依靠这些新兴媒体的力量，发挥它们聚拢用户的作用，实现“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交

融、跨地域沟通。传统的报道形式与“一带一路”专题故事、新闻动画、短视频及 Vlog 等相继发力，旗

帜鲜明地设置中国奏响开放型世界经济主旋律的国际议题。“‘蓝海云平台’将中国故事素材交由国际团

队制作，美联社、彭博社、非洲新闻通讯社、菲律宾 ABS-CBN 等 6000 多家媒体用户注册，2000 多

个生动的中国故事在‘一带一路’沿线以细腻的方式描画中国形象，制作出《波兰妈妈与中欧班列》《新

丝路上的荷兰生意人》等‘一带一路’专题故事”[5]。

（三）丰富“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宣传方式

“一带一路”倡议在对外宣传中始终注重精准传播，不断增强“一带一路”的对外宣传感染力。“一带一路”

倡议是世界上不同发展进程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地区与国家的“大合唱”，因此，要根据各国具体国

情进行本土化和情境化传播，找寻“一带一路”与不同国家之间的关注共通点，激发情感共鸣。“一带一

路”倡议在对阿拉伯国家的传播过程中，从阿拉伯人民易于接受的内容形式出发，比如以模仿“一千零

一夜”写作风格编写的包含中阿合作内容的22个短小生动的故事。这不仅有效提升了阿拉伯人民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认知程度，也从传播的整个过程中使阿拉伯人民听到了不同于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歪

曲报道的声音，为“一带一路”在海外的传播提供了优秀的传播案例。

“一带一路”倡议在对外宣传中始终注重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对外宣传影响力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现状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关于“中国故事应着重讲什么”的看法中，48.2% 的

被调查者认为将“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第一选择传播效果最好[6]。“一带一路”倡议在对外宣传过程中始

终注重把握其自身的文化属性，传承古丝绸之路的文化基因，结合时代背景，将中华文化通过文艺汇

演、影视交流等形式传播出去，并充分发挥境外的中国新闻媒体以及各种相关的文化交流中心、孔子

学院、华人华侨团体等群体的境外传播作用。通过融入中华文化，不断加深国外民众对“一带一路”的

认知，从而使世界人民了解到一个真实全面的中国。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外宣工作的实践成效

“一带一路”倡议在对外宣传过程中开展的众多工作蕴含着丰富的外宣智慧，有力地推动了“一带一路”

在全球的传播。这些系统性的外宣工作同时也取得了优异的外宣成效，包括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

权、改善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形象、促进中华文化在全球的传播，研究这些成效对于未来开展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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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法国后结构主义的代表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了“话语权理论”，该理论认为话语权

具有双面性，既要求受众一方面听见话语并且主动愿意听，另一方面又要求话语具有不得不被听见和

特定人群不得不听的特点，这背后反映的是西方国家迷信和推崇话语权的原因，也是衡量一国综合实

力的重要表现。而中国由于历史原因，一直以来在国际上并没有得到与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相匹配的

话语权。而话语权强弱的直接体现就是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声音强弱、声音传播力。目前国际上最主流

的媒体还是英美国家的传统媒体，例如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

英国的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BBC）。这些英美主流媒体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

对“一带一路”的评价并不是十分友好，一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式的“马歇尔计划”，是中国为加

强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种新的长期战略。还有一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特洛伊木马”，是中

国的一种地缘政治手段，展现的是中国谋求地区霸权的野心。凡此种种，均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的诋毁和污蔑。事实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一带一路’建设

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

产品”[7]。“一带一路”倡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对世界的实际贡献，目前全球对该倡议的评价已经逐

渐回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中式全球化”，是中国从“搭便车者”转向“公共产品提供者”角色的

转换。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到2021年11月，美国有线电视网关于“一带一路”的新闻报道约600篇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英文主流媒体China Daily已经对外发表了近18000篇与“一带一路”相关的英

文主题报道。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增强对外传播的契机，是中国引领国际话语的有效尝

试。

（二）“一带一路”倡议改善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中国随着自身国内经济实力的增长，在世界舞台上亮相的机会也愈加频繁，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全球社会治理进程中。世界人民也正是在大事件中不断刷新对中国

的认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

和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好评。2019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

题为《中国正展现出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外国媒体点赞一带一路建设》的文章，文章中细数了各国

媒体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好评。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报道指出，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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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将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枢纽融合成一个多式联运的生态系统，从而改变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经

济角色”；菲律宾总统府新闻部长安达纳尔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促进亚洲海岛国家的经济联动

发展，中国扮演了经济全球化倡导者和维护者角色”；阿联酋《国民报》的一篇题为《一个崛起的中国

可以惠及我们大家》的文章指出“中国完全有能力扮演世界舞台建设者和协作者的角色，造福所有人”

。国外媒体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创造的众多成就给予了积极评价[8]。

（三）“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华文化在全球的传播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逻辑中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义利合一 ᵶ葠ᵠ⅛صح腗婣ū捸湎䥒⦉숀

，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9]。“一带一路”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及沿线各

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增强了我国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进一步认知。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在对外宣传实施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对中华文化的传播

。通过世界文化交流会、文艺汇演等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例如“丝绸之路

文化带”的建设过程中，就包含着许多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元素（如书法、武术、戏剧、茶艺等）。我

国可借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向外输出，但这并不是文化侵略，而是让世界感受中华文化的生动魅力。

中华文化国际化战略着眼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博科娃在采访中提到，中

国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为发展与繁荣创造机遇，为年轻一代创造了更多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有利于增进理解和信任，推动建设更加包容、和平、多样的世界”[10]。

四、“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外宣工作的未来进路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外宣实践，未来外宣工作应继续从党的领导、外宣内容、外宣方式，从导向性

、思想性、创新性等方面着手，加强党对外宣工作的领导，强调以中华优秀文化为根基，不断创新外

宣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一）坚持外宣工作的导向性，扩大中国的世界影响力

在开展外宣工作时，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就是坚持外宣工作的导向性。“文者，贯道之器也”，无论内

宣还是外宣，都要绷紧导向这根弦。

“那么，导向何处呢？正能量是总要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根本方向”[2],中国共产党的根

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外宣工作健康积极开展的根本保证。“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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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倡议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全人类的利益，坚持将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智”的改

革开放成果与世界人民一同共享的理论与实践，获得了沿线各国的一致好评，扩大了中国的世界影响

力。

其次，要加强党对外宣工作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对外宣工作的领导，既要紧紧依靠各条阵线上的外

宣工作者，又要尊重和遵循外宣工作的宣传规律。在依靠广大外宣工作者上，各级党委要将外宣工作

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中央外宣工作方针政策。同时，要选好配强各级外宣工作单位领导班子

，将具有丰富外宣工作经验、熟练掌握外宣工作规律的干部放到领导岗位上。此外，还要重视外宣工

作阵地的建设和管理，坚持守土有责，为外宣工作积极开拓有效外宣渠道，挖掘外宣素材，清理并整

治不利于外宣工作开展的内容和渠道。集中打造宣传主题，形成宣传品牌，充分展示新时代党的国际

形象。

（二）坚持外宣内容的思想性，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感召力

要破解“双重西方化”和中国国际话语权与实际综合国力不匹配的困境，就必须在世界格局中积极主动

提升自身的国际舆论引导力，不断增强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提高外宣工作的舆论引导力，注重外

宣内容的质量和水平。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使媒体智能化得以发展，在资本逻辑下，“流量为王”似乎成

为当下媒体和宣传战线上的抢占点。但没有社会效益的宣传内容终究也只是昙花一现，难以形成持久

的宣传影响力和舆论引导力。因此，要“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11] 。

提高外宣内容的质量和水平，必须以思想性为前提。外宣工作的目标就是增进国际民众对中国的认同

和支持，展现良好的中国形象。既可通过新闻发布、官方介绍等官方渠道增加外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

，也可通过文化交流等方式，将中华文化寓于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用中华优秀文化的魅力来吸引

人、引导人，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一带一路”倡议既继承了古丝绸之路包容开放的文化底蕴、又

展现了新时代的伟大成就，以文明交流和互联互通等为目标和使命，来增强沿线各国人民的幸福感和

认同感。做好有质量的外宣工作，是提升我国国际形象的有力保障。

（三）坚持外宣方式的创新性，提高外宣工作的传播力

提高外宣工作的实效性，需要不断创新宣传的方式方法。首先要把握大势，精准施策，坚持“内外有别

”“外外有别”的工作原则。外宣不是内宣的再版和翻版，对外宣传工作中的宣传方式和策略应注重对象

                             ?? 8 / 10



的差异化，充分了解不同国家受众的历史文化、社会心理和话语体系。注重外宣内容的针对性，在坚

持以中心工作为主的前提下，应将受众爱听爱看关心关注的热点话题作为宣传重点，达到加强认同的

效果。其次，应顺应媒体融合的时代潮流，把握并利用好互联网时代的传播规律。坚持运用“互联网思

维”提升传统媒体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环球同此凉热”已是现实。要积极发挥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传

播作用，扩大“一带一路”倡议的受众辐射范围，拓宽沿线各国及世界人民的了解渠道。最后，应不断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精心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外宣格局。做好外宣工作不仅是外宣专业

人员的事情，也是全党、全民、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要创新外宣意识，不断构建大外宣格局。

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地位的外宣工作机制，使中国声音在国际舞台上越来

越洪亮。

综上可见，“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为全球经济复苏、促进各国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等发挥了重

要作用，同时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一带一路”建设在党的领导下

，通过宣传工作的开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了解和认同，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广泛宣

传也丰富了党的外宣工作的内容和体系。因此，“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不仅有力推动了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工作的开展，也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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