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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舆论战 

时间：2004-4-29 18:13:21 来源：军事记者 作者：郑 健 阅读1524次

  

  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我军担负的历史性任务之一。而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

争与高技术条件下的舆论战密不可分，我们要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就要打赢高技术

条件下的舆论战。  

  伊拉克战争告诉我们，高技术条件下的舆论战既是战争的重要手段，又是战争的重要组成

部分，已呈现出独立的战略性作战样式；许多记者已不仅仅观察、记录战争，而且以一种特殊

的身分介入战争。高技术条件下的舆论战，无论理念、内容，还是方式、设备，都与过去的宣

传战大不一样。我们要重视这些变化，适应这些变化。  

树立起大国舆论战略 

  所谓的大国，不仅取决于国家的土地面积、人口及经济、军事势力，也与国家的形象有很

大的关系。国家的形象好，得到他国的信任，在国际舞台上就能发挥较大的作用；形象差，所

发挥的作用就小。国家的形象，基础在于国家自身的实力；但是，也离不开传播，特别是国际

传播。通过传播，可以让人了解你的真实情况，了解你在重大国际事件中的观点、意图，纠正

对你的歪曲的传播，提高国家的知名度，增加他国政府和人民对你的信任感。因此，我们要立

国、强国，既要有正确的政治战略、经济战略，也要有正确的文化战略。文化战略的核心是舆

论战略，对外重点是国际传播。  

  毛泽东主席深谙加强对外宣传的极端重要性，一直大抓不放。他在1955年12月写下的《让

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一文中就说："新华社这几年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驻外记者派得

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为什么不派？没有干部？中国这么大抽不出人？是不是中

宣部过去没管？""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派出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

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这是我们应该记取的。  

  舆论的影响力是由传媒的实力决定的。从总体来说，事实的力量最有力，真理的力量最持

久，但事实和真理都要靠传播。在特定的环境中、特定的问题上，传媒没有足够的实力，就难

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因而在国家的发展中，必须把传媒的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从人力

上、物力上大大加强。特别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给传媒提供的手段，利用现代各类电讯实体提

供的形态，来增强传媒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组织形态实力。也就是说，要从国家的国际地

位、安危的高度，树立起大国舆论战略。  

  研究、实现我国的舆论战略时，应以和平条件下的传播为主，又要适当地进行战争传播的

研究和准备，把军事传播作为传播的一项内容来研究。在军事传播研究中，又要把高技术条件

下的传播作为顶尖的课题来研究。搞好研究，有所准备，一旦战争袭来，传媒机器就能根据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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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常运转。  

抢占舆论战的"制高点" 

  战斗中强调制高点，控制了它，就可以点制面，控制整个战场，赢得战斗的主动权。舆论

战中有没有"制高点"？如果有应该如何抢占？  

  英国剑桥沃尔森学院的约翰·诺顿教授对传媒的现状作了总结，对其发展作了预测：现在

的电视影响最大，报纸第二，广播第三，因特网作为第四媒介只是排在第四；而预计到2050

年，因特网将取代电视的老大地位而排名第一，报纸和广播都将有发展，电视则萎缩。这个预

测，得到了较普遍的认同。  

  著名的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和500强中最年轻的掌门人迈克·戴尔，都认为未来传媒的发

展，最有前途的是网络。记者问尼葛洛庞帝："你能不能预测一下21世纪最兴盛的是什么？"尼

葛洛庞帝回答："互联网。"记者问戴尔："十几年前你靠1000美元起家，办电子直销大获成

功。如果你现在又只有1000美元，你准备投资何处？"戴尔回答："互联网。"  

  反映网络媒体急剧发展的还有访问量。在这方面，互联网有着极大的优势，重大的报道尤

其明显。1988年9月11日，美国众议院决定在国际互联网上公布斯诺尔关于克林顿性丑闻的报

告。这份长达455面的报告在网上公布的第一天，全球至少有2500万人读了。这样的容量、速

度是其他媒体无法相比的。又比如1999年5月科索沃危机期间，人民日报网络版最高日访问量

达24万，最高日点击量达1258万。其他的网络媒体也都显示出爆炸性的发展态势。  

  当今时代的网络媒体，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特点，很自然地被视为舆论战中的"制高点"，抢

占舆论战的"制高点"往往集中于抢占网络传媒上。对于中国来说，迅速、及时地抢占这个"制

高点"，不是一种一般性的要求，而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这个机会是稍纵即逝的，如果

不抓住，我们对于历史发展趋势的认识就不能转化为力量，网络优势就不能转化为胜势，发展

机会就可能丧失。  

  中国要赢得21世纪舆论战的主动权，必须在建设、发展各种传媒时，努力做到网络上占

优。  

增强舆论战的"快反能力" 

  慢一拍的新闻总是处于被动的局面。别人已经报道了，你再来报道，如果与别人完全一

样，则你的报道没有多大价值；如果与别人的不一样，则需要花多得多的功夫。这正如江泽民

主席在1999年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说："对我国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西方常常是道听途

说，抢发新闻，大肆歪曲，在国际上闹得满城风雨，造成一种先入为主的局面。这时我们再发

消息进行解释，往往就被动了。"  

  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对时间有着极特殊的要求。战争信息传播对于政

治、军事、外交、经济以及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极大。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比过去战争要快得

多，其信息传播的快慢，不是个一般的方法问题，而是传媒的生命。因此，增强新闻的"快反

能力"，是传媒适应现代战争必须解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以色列是现今经历战争较多的国家之一。以政府为了争取舆论上的有利地位，在传播上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现代化通讯手段，多渠道、多角度地将事件的最新情况以最快的速度报道

出去。比如，以色列政府为一些记者配发了专门的BP机，一旦发生什么战事，很快在BP机上简

要地显示出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与此同时，政府的互联网上也会很快出现有关消息。半小时

后，政府、军方等各方面表态的信息就会出来，记者就可以根据BP机上的有关通知，参加记者

招待会，进而很快作出新的报道。英、法等发达国家也都形成了快捷发布新闻的体系和机制，

一旦发生战争，立即发布。甚至在事发之前，就把发布新闻作为考虑的议题。  

 



  美国对战争传播的"快速反应"，更要高一筹。可以说，在去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

的有线新闻网（CNN）对战争进行了适时报道。  

  在现代战争中，新闻媒体机构是对方打击的重中之重。一旦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的主要

传媒机构也必定成为打击的重点目标，电台、电视台以及各种主要网站的保卫将成为重要的问

题。这就要求，要保卫中国的领海、领空、陆地，还要保卫好各种媒体，筑起一道新的"长

城"，力求做到万无一失。这里，要十分注重网络的安全。对网络的攻击，可以在非战争状态

下悄无声息地进行，而其危害又很大，可以瘫痪某一重要的网络传媒，甚至可以瘫痪一个国家

的军事指挥系统。由于网络战争是基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战争，就使没有独立的芯片开

发生产能力和软件开发能力的国家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任何军事强国在未来的网络世纪中没

有这两种能力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大力开发并推广自己的芯片、服务器、操作系统等与网络

密切相关的技术，是新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战略要求。  

舆论战也要立足以劣胜优 

  在目前的国际传播格局中，与西方相比，我国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及网络传播，无论是

硬件还是软件，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就报纸而言，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英国的《泰晤

士报》、《每日电讯报》等，法国的《世界报》等，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等，无论发行量

还是影响，都是世界级的大报。中国的报刊业在国际市场的传播领域要小得多，加之政治、语

言等方面的因素，中国的报纸更是无法与西方抗衡。  

  就通讯社而言，新华社虽然属于国际上八大通讯社之一，但相对于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

社，差距很大。美联社和法新社各有15000余家用户。据前几年的统计，美联社在67个国家设

有分支机构，仅雇请的外国记者就有600多人。美联社通过卫星线路、海底电缆和无线电传输

等，向各地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提供全世界每天24小时的新闻，提供的声像材料在全球6000

多家电台和电视台广为使用，每天向国外传送上百万字的文字新闻稿和大量的新闻图片。据美

联社统计，全球每天有15亿人接触到美联社的新闻。  

  就广播、电视而言，美国的传播站几乎遍布全球，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美国的广

播。英国的路透社电视规模也很大，向全球80多个国家400多家客户提供服务。美国的CNN拥有

全天24小时播出的新闻频道，可在140多个国家收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对外节目虽然已在各

大洲落地，但是，节目以华语为主，观众大多数是海外的华侨和留学生，还难进入各国的主流

社会。  

  就新兴的网络传播而言，现在全球80%以上的网上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信息由美国提供。

全球具有较大影响的网络媒体，大多集中在美国。如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

报、今日美国等许多新闻网站，不论是访问量还是访问人群，都是世界上很有影响的网站。中

国的网络传播起步较晚，受各种物质、技术条件的制约，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还处于劣势。在

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输出的流量中，中国目前所占的比重都很小。  

  那么，劣势是不是就无所作为？就必定要输给优势？  

  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媒体，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国民党的相比。那

时，延安有张《解放日报》，有个延安广播电台，重庆有张《新华日报》。其他解放区的报

纸，出版发行手段比国民党的要落后得多，发行地域也比国民党的狭窄得多，发行量比国民党

的小得多。但是，共产党的广播群众爱听，报纸群众爱看，其影响超过了国民党的。这就是一

种以劣胜优。中国共产党的传媒能以劣胜优，首先宣传的是穷人翻身解放的真理，能够赢得受



众的认可。其次，共产党媒体的传播能够根据受众的需要来进行。现在的情况和当年不能简单

地类比。但是，当年的许多经验仍有可借鉴之处。  

  现在，中国传媒与西方一些传媒相比，所传递的是符合世界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事实和真

理，是代表广大中小国家说话的。中国主张不同国家和民族和平共处，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

义。世界人民从自身利益出发，会接受中国传媒的。  

  中国的媒体，如果就单个而言，无法与西方的主要媒体相比。但是，中国的传媒是在国家

的统一领导之下的，在主要的问题上能够形成一致的观点和力量。中国的各种媒体都在进行改

革，走集团化的道路。这样做，进一步加强了实力，有利于进行国际间的竞争。而西方国家的

媒体，从属于不同的集团，为不同的集团利益服务，既有统一行动之时，也有各吹各的号、各

唱各的调之时。"指头硬不如拳头硬"，中国传媒只要能发挥集体的力量，就能与西方媒体抗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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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手机，传呼等是现代社会最快洁的，也是最灵活的通讯手段。他们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事件中

间发挥了不课题带的作用。他们将可能给我们的传播学和新闻理论带来变革。促 [莅临于2004-6-9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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