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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关于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一项经验研究。研究的重点

关切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需要构建和传播怎样的国家形象，以及实现的

路径选择。通过梳理和整合中国国家形象发展变迁脉络，探讨当下国际传播格

局变革对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和国家形象传播的现实影响；通过对中国国家形象

进行解构与分析，科学评估中国国家形象现实情况；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不同

国家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战略选择对中国的启示，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中

国形象之间的相互关联、区别与规律性特征，以及中国国家形象在对外传播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误区与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国家

形象传播的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本文沿袭了笔者以往研究中“自下而上”的

研究视角，不仅研究传统的、官方层面的国家形象传播行为，而且特别关注新

兴的多元的非官方力量对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影响。 

绪论部分主要考察本项研究的提出背景、选题依据、研究现状及不足、研究

方法、研究局限等方面的问题。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国家形

象塑造与传播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然而在既有的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

中，存在概念界定不清、理论框架缺失、议题案例集中、对非官方层面的作用关

注不够、未能及时跟进新时代研究等不足之处。本文主要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的混合研究方法，通过参与实施全球民意调查，开展深入的文本分析、比较

研究以及案例研究，探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需要构建和传播怎样的国家形象，

以及实现的路径选择，但也存在核心概念界定与认知、理论建构、效果评估等

方面的研究局限。 

第一部分探讨国家形象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包括第 1、2 两章。第 1章首先

对本文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和辨析，包括对“国家形象”与“国家声誉”

“国家威望”“国家品牌”“国家认同”等相关概念进行内涵与外延的辨析，对

“新时代”的界定与理解等；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国家形象传播的理论动

因进行学理思考，先考察了三种理论分析模式：“全球传播”论、“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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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观念建构”论，然后尝试提出从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的角度出发研究国家

形象传播的思路，但在总体上相对完整与契合的理论框架尚未搭建起来。 

第 2 章从实践角度出发，首先分别考察了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韩

国等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国家形象传播战略，总结出各自的优势与不足；然后

探讨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实践的历史与现状，将 1949 年以来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实

践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 年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时期；

1978—2008 年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时期；2008 年以来日益多元的社会

主义国家形象时期，总结出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实践的主要目标和

实现手段。 

第二部分围绕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展开分析，包括第 3、4、

5 三章。第 3 章重点考察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及其对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现

实影响，通过分析新媒体技术发展对国际传播主体、内容、形式、效果等全方位

的影响，探讨中国面临的国际传播新格局新形势；在梳理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

取得的发展成就基础上，探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战略选择，并分析中

国国家形象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第 4 章对新形势下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解构与分析。在尝试构建国家形象

评估指标过程中，将国家形象分为整体形象和局部形象，并将局部形象进一步

细分为政治形象、经济形象、文化形象、社会形象和国民形象；同时尝试将国家

形象评估指标分为认知度、关注度、认可度、参与度和信心度等五个具象的维

度；在此基础上，从外国政府、海外媒体、智库和学者以及公众等不同层面的评

价主体视角下，勾勒出当前中国国家形象的多元图景；再分别从传统的官方层

面和新兴的民间层面，探讨中国国家形象传播主要措施。 

第 5 章首先分析了当前中国国家形象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然后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提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总目标；最后，围

绕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形象的构建，提出实现总体

目标的路径选择。 

最后是结论部分，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关于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国

家形象传播研究的五点主要发现和结论，并对本项研究的意义、创新点与不足

之处进行总结。 

本项研究中通过直接参与实施全球民意调查和境外访谈而得到的丰富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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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对新时代背景和民间力量的关注与研究，对构建国家形象评估框架的尝

试，对国家形象研究采用的“自下而上”的视角，都使得本项研究具有一定的实

证意义与创新意义，同时也为今后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抛砖引玉，奠定部分学

术基础工作，帮助进行相关案例材料的整合与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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