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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的国家形象及其塑造

作者：郑礼志 文章来源：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更新时间：2006-3-29

[摘要]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极其重要的无形资产，其定位和塑造直接影响对外政策的执行和国家

利益的得失。国家形象及其塑造一方面与国家自身综合国力密切相关，又离不开国际传媒和舆论的塑造。

我国应该充分利用国际传媒的作用，提高对外宣传水平，在国际社会上树立改革开放、政治稳定、民族团

结、社会和谐的国内形象，又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大旗，树立我国爱和平、要发展、求合作的国际

形象。 

      [关键词]  国家形象；定位；塑造； 对外宣传 

 

国家形象是国家力量和民族精神的表现与象征，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国家极其的无形资

产。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形象更加直接、更加有力地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等方

面。因此，无论是作为一个理论课题，还是作为一个实践课题，国家形象问题在许多国家已引起学术界、

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本文就是从国家形象这一概念入手，论述我国国家形象的定位、塑造以及国家

形象和舆论传媒的关系，以期抛砖引玉，推进学术界加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一 

国家形象是一个较新的概念，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杨伟芬教授将它

定义为“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1]；李寿源教授的定义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

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2]这两种定义都从国际层面、公共舆论上对国家

形象的内涵做了界定。由此可见，一国国家形象既有国内形象、国际形象之分，又与国外舆论、传媒塑造

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笔者认为，国家形象是指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投影,也就是社会公众对国际的印象、看法、

评价的综合反映。一般而言，国家形象包括一国国内公众和国外公众对该国政治(政治局势、政府信誉、

外交能力与军事力量等)、经济(经济形势、财政状况、商品生产与质量、国民收入等)、社会(社会凝聚

力、安全与稳定、国民士气、民族性格等)、文化(科技实力、教育水平、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念

等)与地理(国土面积、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等方面状况的总体认识和一般评价，是指国家

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反映及公众对国家的总体评价。每一项要素在一定情况下都能反映或代表国家

的整体形象，任何一方面的缺憾都会对国家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国家形象又可分为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国内形象是一国国内民众和政府对自身形象的认知、定位和

评价，侧重国内性。而国际形象则侧重于国外公众、传媒和政府对该国的印象、看法和解读。从某种意义

上说，国家形象的本质更偏重于国际形象，而不是国内形象。这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国家形象在

根本上说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实际状况,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塑造

的。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政府在对内、对外宣传中保持清醒头脑,采取有的放矢的策略。 

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无形资产”，它不仅可以增强本国人民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还可以使国家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增强国家的外交力量和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促进国家目

标和国家利益的实现；同时对本国和外国公民产生心理、行为上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产生比经济、军事更

加显著的效果。而相反，不好的国家形象往往会使该国在国际交往中处处受挫，孤立无援，付出更多的

“无形成本”。就像一个国际品牌的形象在全球市场的巨大吸引力一样，一国的国家形象在世界舞台上也

发挥着重大影响。正如刘继南所言：“国家形象看似无形实则有形；国家‘有形’的发展，受国家‘无



形’的促进或制约。国家形象的好坏对提高或降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促进或恶化其对外关系起着重要

的作用。”[3]  

总之，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反映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物质、精神、民族和社会的综合面貌，直接

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国家形象之争已经成为各国软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因此，世界各国无论强弱，无不

致力于自身形象的设计与塑造。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参与国际事务的频繁，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问题已

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一个日益紧迫的课题摆到了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面前。  

二 

 综合国力无疑是国家形象定位最直接、最根本的依据。国家形象的定位中既包含综合国力的基本要

素，又与国际形势和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必须站在全局的战略高度，对国际舆论环境和我国基本

国情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科学的判断，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国家形象做出恰当的定位 

我国领导人历来重视我国国家形象的定位。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庄严地宣布新中国的成立，第

一次改变了旧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形象，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多次强

调，“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4] “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

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

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5]”邓小平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统一的国际形象

思想体系，既独立自主的民族形象、维护和平的外交形象、改革开放的发展形象、文明进步的精神形象和

安定团结的政治形象。 

在1999年2月召开的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更是明确提出了在对外宣传中要树立我国的

五个形象，即“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说明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形象；继续向世界

说明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反对霸

权、维护和平、支持国际正义事业的立场，充分展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政治

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局势，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为维护安定团结和实现繁荣富裕而不懈

奋斗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形象。” [6]并且强调，在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和祖国统一。在涉及国

家主权、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问题上，要坚持原则。 

胡锦涛同志也高度重视国家形象问题。他指出“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

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

“只要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牢牢掌握应对国际局势和处

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就能够营造有利于我国的战略态势，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较长时期的良好国际环

境和周边环境” [7]既要树立国家统一、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的国内形象，又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

大旗，树立我国爱和平、要发展、求合作的国际形象，把国家形象问题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紧密

联系起来，把国家形象问题和当前我国外交政策、国际形势结合起来，使二者相互促进。  

这是一个令中国人极为自豪和欢欣鼓舞的国家形象。应该清楚,这个形象更多地可称为中国的国内形

象,是我国政府和公众对自身形象所作的自我定位和评价,是我国希望塑造的中国国际形象。但是，它同实

际的中国国际形象之间可能尚存在很大的距离。众所周知，在国际媒体竞争中，中国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信息技术及传播设备的优势，占据了国际话语霸权，不断美化

其自身国家形象，同时加强对了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肆意诋毁、攻击中国形象。根据很多学者的考察,

中国在美国以及在国际上的形象已被严重扭曲。中国常常被描绘为“威胁美国和邻国”、“民族主义在死

灰复燃”、“缺乏民主”、“侵犯人权”、“贪污腐败”如此等等,危言耸听，信口雌黄。著名学者希光

认为美国等西方媒体就是利用这样“一堆零碎而又尖锐的玻璃喳”来构筑中国的形象，是妖魔化中国。据

美国民意调查机构哈里斯(Harris)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5个调查对象国家中，在“非友好或敌对性国家”

排名上，巴基斯坦名列第一，中国列第二。另据《华尔街日报》2005年9月15日报道，在25个调查对象国

中，美国人认为，最大的非友好国或敌对国是巴基斯坦(18%)和中国(15%)。[8]这不能不引起我国的警惕和

反思。  

 有专家指出，国家形象问题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不算什么问题，而对于那些没有崛起愿望

的中小国家，似乎也并不迫切。而恰恰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与



西方迥异的国家，一个经济不断发展、致力于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大国，国家形象的定位和塑造问题极其

关键。所以，塑造和改善我国的国家形象，可以说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三 

从根本上讲，国家行为及国家本身是否完善，是国家形象的客观基础和基本内涵。但另一方面，“酒

香还须勤吆喝”，良好的国家形象塑造离不开成功的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笔者认为应该提高对外宣传水

平，加强改革对外宣传体制，把塑造国家形象提高到国家宣传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实施,为全面建设小康

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建立高水平的对外宣传体制，掌握对外宣传本领，提高报道水平。对外宣传和对内宣传最大的区别在

于宣传对象不同，把国内宣传的一套模式运用在对外宣传上，必然难以如愿。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

文中指出，“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

不行的。”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对外宣传要加强针对性，力求适应不同对象的思维习惯和接受水平，使

用外国人容易听得懂的语言，切忌简单生硬和口号似的和说教”。近年来，我国对外宣传的硬件设施已经

有了很大改善，但对外宣传的技巧和实际效果还不很满意，主要是缺乏对国外公众缺乏深入了解和研究，

有时一相情愿、强迫式地灌输自己的文本和话语，口号似的术语太多，结果事与愿违。因此，要进一步改

革对外宣传体制，要根据海外受众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语言习惯和政治态度，选择对外宣传的内容和

表现形式，切实提高传播效果。 

传媒要树立服务观念，把单调程序式的政治宣传变为信息传播，变灌输性为亲和性，树立可信、可亲

的形象。在形式上，要改进传播技巧，克服以往的大话、空话、套话太多的传播方式；在内容上，不要回

避所谓敏感问题，要主动出击，积极引导舆论，掌握舆论发布权。要坚持适度、均衡的原则，坚持以|

“正面报道”为主，又不能单纯地论成绩、讲发展，只报喜不报忧。要正反结合，有凭有据，掌握正反报

道的最佳契合点，既要反映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就、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又要表现出我国除旧布新、

改革弊政的信心和勇气。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国际舆论和信息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定期或不定期以不同形式会见记者，作好外国传媒记者工作尤为重要。鉴于西方国家主要媒体在国际

舆论和信息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应当利用西方媒体对我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和塑造。一方面，要通过

各种形式与外国媒体及其在华机构加强沟通和交流，另一方面应有重点、有选择地邀请国外知名记者来华

采访。西方新闻机构及其驻华代表在本国舆论影响较大，其涉华报道一般在其国内和国际上起着舆论先导

或权威的作用。因此，要善于通过他们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利用他们把中国的声音传

达到西方的主流社会中去。对待外国记者不仅要注意管理和防范，更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方便，提高他们

采访报道的积极性。我国外交部实行定期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制度，每次西方各大传媒记者都争相提问，参

加人数达200多人，效果很好。现在各省也都陆续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实行危机公关，应推而广之。这

对于政府形象的塑造无疑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之，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塑造目的在于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

内外政策、发展水平等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表现与象征。中国本身的发展是塑造国际形象的基础。对于中国

来说，如果希望国际社会看到一个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蒸蒸日上的中国，中国必须有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

行动和事实；如果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看到一个在国际上独立自主、伸张正义的中国，那么中国在国际事务

中就必须努力做到这一点。同时，要善于打破西方媒体在制造中国国际形象方面的思想模式和话语霸权，

要善于利用国内国外两种传媒资源，化不利为有利。还应该认识到，国家形象塑造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

需要所有的参与者共同的耐心和恒心，要涓涓溪流，源源不断，要长期不懈，水滴石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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