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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下的中非合作话语体系建构探析*

于桂章 王 珩

【内容提要】在中非关系进入新时代，中非合作不断深化的今
天，建立中非合作国际话语体系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中非合作国际
话语体系的建构随着全球信息化、网络化的不断发展及双方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入推进而迎来新机遇，也面临西方长期主导国
际话语体系和新闻传播渠道，以及中非文化差异等带来的挑战。本
文在梳理国内学者对中国国际话语体系以及中非合作话语体系建构
的理论探讨基础上，从提高站位、加深了解、创新形式以及多元立
体四个方面提出了加强中非合作话语体系的方向性、针对性、有效
性和协同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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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话语权是大国博弈的重点与核心，建立完备有效的国际话语体
系是服务国家战略、保护国家利益、维护国际形象的重要基础。当前，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步步紧逼乃至采取遏制和打压的国际形
势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体系尤为重要。中非合作是我国外
交活动的重要部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机制、中非命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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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建设的不断深化，构建中非合作话语体系，掌握国际话语权，客观全
面真实地展现中非合作给双方发展带来的益处，避免西方媒体故意抹黑中
非合作形象，提升中非国际话语权和传播影响力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一 中非合作国际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探讨

近年来，国家对国际话语体系建构越来越重视。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 “推进国际传
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
文化软实力。”2018 年中国 “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申报政策做出调
整，将 “新闻传播学”纳入国家 “千人计划”人文社科项目支持专业
范围，国家 “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增加专门名额，重
点引进和支持能够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让世界读懂中国”的新时代
社会科学家。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受到了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性，
从全球话语权格局、国际话语体系建构，以及针对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
解构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陈汝东提出，全球话语体系是全球格局的媒
介综合呈现，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乃至外交、军事等
以话语为形态进行展示的舞台，是世界各国的媒介表达系统，同时也是
人类文明的话语再现系统，并认为世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为构建全球话
语场提供了可能。① 陶士贵、陈建宇认为，当前国际话语权的分布呈现出
“金字塔”形的严重不均，美国是唯一的话语霸权国，制定规则与对不服
从者实施制裁。英日等国家为话语依附国，依附美国的话语霸权，而包
括大部分亚非拉国家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话语弱势国，受霸权国制定
的规则约束，只能发出有限的声音。② 在国际话语权的架构上，张焕萍认
为可以将国际话语权分为国际制度话语权、媒介话语权、学术话语权、
文化话语权和民间话语权五个范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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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是中国外交活动的重要部分，学者对如何树立中非合作在
全球话语场中的积极形象较为关注，从中非合作发展阶段、国际话语演
变以及国家形象建构和传播策略等方面做了一定的研究。李安山认为中
非关系研究的国际话语经过了三个阶段: 1990 年至 2000 年为第一阶段，
此时相关研究不多; 2000 年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举办后至 2008 年为第二
阶段，相关研究增多，西方国家质疑甚至诋毁中非经济合作; 2008 年至
今为第三阶段，2008 年美国和欧盟都提出要和中国加强对非事务的合作，
国际上对非合作的讨论增多，许多非洲学者也积极参与，打破了西方一
统学术的局面，研究呈现多元化和具体化的趋势。① 龙小农认为中国对非
话语体系的构建经历了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自为到自觉的过程，
他将中国对非的话语体系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兄弟论”阶段
( 1956—1978 年) ，此时以对非援助、发展新中国外交为主要目标; 第二
阶段是“合作论”阶段 ( 1982—1996 年) ，以中非开展经济合作，寻求
中非平等经贸关系发展为目标; 第三阶段是 “责任论”阶段 ( 1997—
2006 年) ，此时中国在对非双边援助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多边援
助，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同时成立常设性中非合作平台———中非合作
论坛，建构中国与非洲的全新合作关系; 第四阶段是 “软实力论”阶段
( 2006—2012 年) ，中国政府发布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国对非
公共外交日益活跃，中国对非影响力和话语权提升显著 ; 第五阶段是
“命运共同体论”阶段 ( 2013 年至今 )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
“中非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建构对非话语体系的指导理念，中国对
非话语体系建构更加深化和具体。② 吴隽然分析了法国、英国、美国在
非的传播策略，并提出中国对非传播要分析好对非洲的跨文化传播规
律、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对非传播经验，总结中国以往对非传播的经验
和教训，找到适合中国在非传播的国家形象以及建构中非共同发展话语
的策略。③

相对而言，对构建中非合作话语体系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尚没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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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系统的方法和理论。借鉴陈汝东教授对全球话语体系的定义，① 本文认
为，中非合作话语体系是以中非合作为基本内容在全球话语格局中的
媒介综合呈现，涵盖中非合作的经济、文化、科技、政治、教育等多
方面，是中非双方在国际社会中的媒介表达系统。中非合作话语体系
是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重要部分，建构中非合作话语体系本质目的是
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中非合作的积极形象，在国际话语场发出中
非双方的声音，在国际议程设置中把握主导权，引导国际舆论走向，
避免西方话语霸权国对中非合作的曲解和诋毁。从体系结构上，中非
合作话语体系可分为官方、学术和民间三个层次。从组成上，包括国
际传播媒介网络的硬件系统和中非合作学术研究的理论系统。从参与
的话语主体上，可分为政府、非政府组织、大众传播机构、企业以及
民众这五个主体。

二 建构中非合作话语体系的机遇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召开，并通过 《关于构建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 2019—2021 年) 》，中非合作与中非关系进入新时代。随着中非合作领
域不断拓展和加深，国际社会对中非合作越来越关切，同时非洲信息通
信和本土传媒在快速发展，以及中国传媒机构在非洲的良好经营势头，
让中非合作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迎来新的机遇。

( 一) 中非合作领域扩大，国际社会关注程度上升

自 2000 年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成功举办至今，中非合作的领域不断
扩大，中非关系也不断向前发展。2018 年 9 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明确中非将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维护中非合作形象，在
国际社会发出中非合作的声音。峰会提出 “深化媒体合作，打造中非媒
体合作网络”，“深化在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旅游、媒体机
构、地方政府等领域交流、互鉴与合作，持续巩固中非关系的民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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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①，“中方积极为非方广播电视数字化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和人才培训，双方将为对方电视播出机构提供影视剧，探讨建立长期合
作模式，积极推动与非方在新闻出版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等。②

随着中非合作的领域不断地拓展和深化，中非合作在国际社会引起
愈来愈多的关注，在中国和非洲以及国际上的媒体曝光率显著提升，这
为中非合作国际话语权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以 “China Africa Coop-
eration”为关键词在谷歌中检索，共得到资讯 7620 万条，学术文章 149
万条，新闻 55 万条。其中 2014 年相关新闻 1. 21 万条，2015 年 1. 66 万
条，2016 年 2. 69 万条，2017 年 4. 79 万条，2018 年 8. 6 万条。中非合作
相关新闻从 2014 年至 2018 年增加了 7 万多条，增长了 6 倍多。③

图 1 谷歌检索“China Africa Cooperation”2014 －2018 年的新闻数量

从显著增长的新闻报道数量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对中非合作的关注
度正在迅速提高，中非合作的一举一动都在被国际社会观察和解读，这
给中非合作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的契机。一方面，国际社会关注度
的提升能促进国内和国外对中非合作进行更多的研究，对充实和发展中
非合作理论有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对中国国际新闻机构的全球发展也
有助力，中非合作相关新闻的新闻源在中非双方，中国国际新闻机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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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拥有一手新闻源和许多独家采访
权，西方媒体在报道时必然转载或引用相关机构的报道，从而扩大了中
国新闻传媒机构的知名度，也有利于中国新闻机构的全球通讯网络建设。
西方国家虽然关注中非合作甚至热衷歪曲中非合作的内涵，但是中非关
系发展的主导权始终在中非双方，中非合作的理念、内容和方向始终由
中非双方协同推进，中非双方在关于中非合作的新闻报道中拥有主动权，
这些是不以西方意见为参照的，是中非合作话语体系的构建中西方无法
阻挠的优势。

( 二) 非洲现代通信与本土媒体快速发展

非洲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本土媒体的快速发展，为中非合作话
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条件。根据迷你瓦特集团 ( Miniwatts Marketing
Group) 发布的全球互联网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有 11 个
非洲国家互联网用户超过千万 ( 表 1 ) ，总数排名前三的国家为尼日利亚
( 9839 万) 、埃及 ( 4923 万) 、肯尼亚 ( 4332 万) 。至 2018 年 6 月，非洲
互联网用户达 4. 6 亿，渗透率 36. 1%，2000 年至 2018 年非洲互联网用户
增长 10119%。① 在移动通信领域，非洲近年发展也同样迅速，国际电信
联盟 2016 年 11 月发布数据显示，非洲手机用户达到 7 亿，拥有率 76%，
比 2007 年增长了 2 倍。非洲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因为用户基数
小并享有后发优势，预计将继续领先全球其他地区。其中，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预计在 2020 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移动终端市场。②

非洲本土新兴传媒行业也在快速发展，南非、尼日利亚等国开发适
合非洲的社会化媒体应用并取得较好成果。南非 MXit 公司开发的免费即
时通信工具 MXit 是目前非洲本土最大的社交软件，拥有用户近 5000 万，
覆盖 3000 多款手机，提供通信、影音、游戏、手机银行等服务。南非另
一家网络公司 BiNu 针对功能机和低端智能机开发出可以加速网络的应
用，提供新闻、天气预报等超过 100 个频道，并支持用户之间的彼此订
阅，目前 BiNu月活用户超过 420 万。有学者预计非洲本土社会化媒体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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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兴起。①

同时，非洲媒体也意识到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开始探索新的国际
话语体系。南非独立传媒集团执行主席伊克博·瑟维在第三届金砖国家
媒体高端论坛上表示，“在当前国际舆论中，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广大发
展中国家话语权过小，他们的声音没有被国际社会充分听到。金砖国家
需要自己去争取话语权”。②非洲现代通信基础的提升以及新兴媒体的快
速发展，让非洲的年青一代开始习惯于“指尖传媒”，非洲社会接收信息
的渠道变得更加多元。非洲传媒格局的逐渐转变让西方在传统广电报媒
体时代的硬件渠道优势正在不断解体，中非合作话语体系的建设迎来
机遇。

表 1 2017 年互联网用户超千万的非洲国家

国家
人口

( 人)

2012 年互联

网用户 ( 人)

2017 年互联

网用户 ( 人)

渗透率

( % )

2012 － 2017 年用

户增长率 ( % )

非洲总计 1287914329 4514400 453329534 35. 20 9942. 00

尼日利亚 195875237 200000 98391456 50. 20 49096. 00

埃及 99375741 450000 49231493 49. 50 10840. 00

肯尼亚 50950879 200000 43329434 85. 00 21564. 00

南非 57398421 2400000 30815634 53. 70 1184. 00

坦桑尼亚 59091392 115000 23000000 38. 90 19900. 00

摩洛哥 36191805 100000 22567154 62. 40 22467. 00

乌干达 44270563 40000 19000000 42. 90 47400. 00

阿尔及利亚 42008054 50000 18580000 44. 20 37060. 00

埃塞俄比亚 107534882 10000 16437811 15. 30 164278. 00

马里 19107706 18800 12480176 65. 30 66283. 00

苏丹 41511526 30000 11816570 28. 50 39288. 00

资料来源: Internet World State: www. internetworldstat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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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中国传媒机构在非经营势头良好

中国传媒机构在海外的经营也取得了发展，为中非合作话语体系的
构建开辟了路径。自 1986 年新华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设立非洲总社以
来，新华社以及中国传媒机构在非洲的经营取得了较快发展。当前新华
社在非洲已经建立 28 个分社，建立起覆盖全非的多媒体高速传播专线，
向非洲一千多家媒体提供新闻，每天发布英文新闻稿件 300 多条，法文新
闻稿件 100 多条。① 2012 年 1 月，中国中央电视台非洲分台 ( CCTV Afri-
ca)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正式开播，这是中央电视台在海外设立的第一
个分台，也是国际媒体首次在非洲设立分台。中央电视台非洲分台的开
播标志着中央电视台建设完成覆盖全非的电视报道网络，开展涵盖非洲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电视栏目以及多个专题节目。②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国际电视台 ( CGTN，也称中国环球电视网) 成立。
2018 年 3 月，中央电视台 ( 包括中国国际电视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并组建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外统一呼号为 “中
国之声”，力图推动海外媒体传播能力建设，其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及其
网站国际在线 ( CＲI. cn) 提供非洲本土语言豪萨语和斯瓦希里语内容，
在非洲 12 个国家建立了 23 个海外分台。除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外，人民日报社、中国日报社、中国新闻社等中国传媒机构也在非洲设
立分社或开办新闻刊物。

中国传媒机构近年来在海外的新兴媒体平台上也取得较好成绩，获
得了较好的关注度。截至 2019 年 1 月，新华社脸书关注者 5651 万、推特
关注者 1180 万，《人民日报》脸书关注者 5581 万、推特关注者 515 万，③

均取得良好海外影响力。中国新兴媒体也加快了海外发展的脚步，腾讯
( Tencent) 、网易 ( NetEase) 、阿里巴巴 ( Alibaba) 、新浪 ( Sina) 等国内
互联网公司以及旗下的微信 ( Wechat) 、快手 ( Kwai) 等新兴媒体产品不
断升级扩容。其中，2018 年今日头条旗下抖音海外版 ( Tik Tok) 海外月
活跃用户超 1 亿，加上收购的 Muscal. Ly应用，一共覆盖全球超过 15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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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① 中国传媒机构在海外新兴媒体平台上的非洲用户数量，
以及中国新兴媒体在非经营的具体数据虽然仍未确定，但在中非媒体合
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在非洲 “西强我也不
弱”的态势越来越明显。

中国媒体机构的在非经营，不仅在传播渠道上开辟出了传播中国声
音的道路，也为国际社会增加了更多的媒体供量和舆论观点，进一步打
破了传统上由西方垄断的在非传播渠道，为中非合作国际话语体系的构
建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式。

( 四) 中非媒体合作加强促进双方互信

中非媒体合作的逐渐加深，增进了双方的人员交流与互信，为建构
中非合作话语体系提供了必要准备。2015 年 12 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
内斯堡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在南非召开，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
宣布将与非洲共同实施 “十大合作计划”。其中，为推动中非新闻传媒
合作，中方将通过邀请来华研修、提供技术援助和通过在非中国企业提
供技术服务等方式，每年为非方培训 1000 名新闻领域从业人员，培训
内容包括广播电视技术、新闻采编、新媒体教育等领域。② 随着 “十大
合作计划”的推进落实，中非双方新闻从业人员的交流不断加深，中
非媒体的合作也越来越深化和广泛，增进了双方相互的了解和信任。在
非洲，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内派记者、稿件引用等方面已经赶超西
方通讯社。与西方媒体对新华社稿件新闻进行南辕北辙的引用不同，非
洲媒体在引用新华社稿件时往往是全文转载，将我方意识形态导向原汁
原味、原封不动地呈现。③ 埃塞俄比亚国家广播公司首席执行官塞尤
姆·梅科宁·海卢在第四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中指出，“非洲传媒体系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媒体哲学和理论家的影响，近年来中非加强了媒
体合作，越来越多的媒体专业人士来中国学习取经，有效促进了中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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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健康发展”。他同时表示希望未来与中国媒体在更多领域开展务实
合作。科特迪瓦国家电视台董事会主席巴斯卡尔·阿卡·布鲁也在论坛
上表示中国与非洲的媒体合作切实符合了非洲国家的需要，并积极帮助
很多非洲国家媒体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带领和伴随非洲走向了美好的未
来。① 中非媒体合作交流的加深让中非媒体联系更紧密，信息渠道更畅通，
人员更互信，理念更互通，为构建中非合作话语体系提供了充足准备。

三 中非合作国际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挑战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话语霸权国不断歪曲中非合作，抹
黑中国形象，以“新殖民主义”和 “债务陷阱”等论调来阻碍中非关系
发展，加上西方在国际话语体系上的长期经营，把控着全球主要的新闻
传播渠道，以及中非文化上的差异让双方在沟通上存在偏差，这些因素
给中非合作话语体系的构建带来了挑战。

一是国际议程长期被西方主导。美国依靠其长期经营的全球网络，
一直把控着国际议程的设置与走向。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到
“中等收入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以及目前西方无端指责中非合作的
“债务陷阱”，无一不是依赖美国在全球智库、学术、传媒方面的优势，
将国际议程设置于西方的理论和语境下，从而引导国际舆论，用危言耸
听或莫须有的方式破坏中非间正常的国际合作，以达到维护美国全球霸
权的目的。每当中非合作有了新的进展，西方便在国际舆论场中制造歪
曲和丑化的言论，“中国威胁论”“掠夺非洲说”“援助掠夺说”“新殖民
主义”“能源外交”“破坏环境说”“漠视人权说”等言论随着中非合作
领域的不断扩展而无中生有，五花八门，甚嚣尘上。美国政府高官经常
公开诋毁中非合作，2011 年，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访问赞比亚时，警
告中国在非洲大陆开采资源等同于 “新殖民主义”。② 2018 年 3 月，美国
时任国务卿蒂勒森访问非洲时鼓吹中国给非洲带来 “债务陷阱”，危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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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政治和经济稳定。① 一些西方学者也发表支持这些负面言论的不实理
论，克里斯·艾登 ( Chris Alden) 认为，中国在非洲扮演三种角色，分别
是“发展伙伴”“经济竞争者”和 “殖民者”。斯蒂芬妮·吉利 ( Stepha-
nie Giry) 认为中国会损害美国在非洲努力推广的民主模式，使非洲民主
化进程复杂化，破坏了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容易引起核武器扩散。② 这
些西方的不实言论严重危害了国际社会中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中非合作的
形象，给中非关系的发展带来许多无端质疑和麻烦。尽管中国努力以事
实传播与理论反驳等方式消解国际舆论压力，但在国际议程设置上还是
处于被动地位，在面临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话语霸权国挑起的对中非关系
的负面评论时只能被迫接招。

二是主要传播渠道被西方把控。目前国际四大通讯社: 美联社 ( Asso-
ciated Press) 、合众国际社 (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法新社 ( Agence
France-Press) 、路透社 ( the Ｒeuter Led. ) 皆为西方国家经营，美国占其
中两家，这意味着西方国家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可以主观删选和片面传
播。以脸书、推特、照片墙 ( Instagram) 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平台把控
着主流媒体外的传播渠道和舆论场，在非洲尤甚。中国的传统媒体和新
兴媒体相比西方都起步较晚，西方在非洲传媒行业占极大优势。英法等
殖民宗主国自 1930 年就开通对非广播。1990 年后，非洲又经历了一波民
主化和私有化浪潮，大量国际广电媒体在非洲经营。截至 2008 年，英国
广播公司 (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 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设立
落地频率 133 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 Groupe Ｒ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Groupe ＲFI) 在非洲设有79个电台。非洲新兴媒体的发展同样被西方主导，
2015年非洲国家的推特用户发送了 16亿推文，2017年底脸书用户在非用户
数达 1. 77亿。③

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起步较晚，在非洲的传播力
较西方仍显不足。从起步上，中国媒体较西方晚很多。20 世纪五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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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许多非洲国家纷纷独立，为加强与非洲国家人民友好往来，1956 年新
华社在埃及开罗设立办事处，中国媒体首次进入非洲。1959 年记者王殊
在撒哈拉以南建立首个新华社分社———阿克拉分社。1961 年中央广播事
业局 (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身) 开办非洲民族语言广播，以豪萨语和斯
瓦希里语向非洲广播新闻与节目。经过 60 余年发展，中国对非广播效果
取得极大提升，但仍面临认可度不高与竞争力不足等问题。① 2015 年中国
外文局在非洲的一项调查显示，28. 8%的受访者在获取中国相关的新闻
报道时没有接触任何中国媒体，仅有 26. 4%受访者看过中国中央电视台
的节目。② 2014 年据南非调查公司沃克斯全球 ( World Wide Worx) 估算，
中国最大的社交软件微信在南非大约有 600 万注册用户，脸书旗下社交软
件 Whatsapp在南非仅活跃用户就拥有 1400 万。③

三是中国和非洲的文化差异较大，影响中非合作的国际话语效果。
非洲地域广袤，国别区域文化特色鲜明。仅语言就有英语、法语、阿拉
伯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等，宗教可以大致分为基督教、伊斯兰教、
本土宗教等，按地理位置也可分为北非、东非、西非、中非、南非五个
地区。非洲虽然有过内部联合发出统一声音的尝试，例如，民族解放运
动时期的泛非思想和成立的“非洲联盟”以及其前身 “非洲统一组织”，
但是整体来看非洲一体化的进程仍然缓慢。而中国和非洲之间的文化差
异更大，在语言、宗教、历史、影视、风俗等方面，相互的认知和了解
仍然远远不足。这种差异导致中非合作国际话语体系在建构的过程中容
易出现传播覆盖范围难以扩大以及信息沟通中的表达误差，使得中非国
际话语体系的构建在政府和官方层面容易形成，但在民间机构和民众的
层面则面临需要进一步推进的困难，中非经贸合作虽然不断地加深，但
是没有有效促进中非跨文化交往中的形象认同感提升，反而存在形象认
同偏差问题的情况。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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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中国国内社会上也存在一些对非洲的刻板印象以及对中
非合作的疑惑。① 受欧美影视作品等影响，国内许多民众对非洲的印象一
直被西方主导②，由此也导致一些人对中非合作不解，对中国对非的援助
项目质疑。如何消除传统上因西方传媒导致的国内社会对非洲的刻板印
象，消除对中非合作的误解，树立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积极形象，也是中
非合作话语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

四 构建中非合作国际话语体系的对策建议

中非合作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全面的规划
以及多方面协作，具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不仅需要把中非合作话语体
系当成一个整体，放在宏观的全球话语体系中去分析，把握国际话语体
系整体的形势和演化，确定构建中非合作话语体系的原则和方向，也要
在具体的传播方式和渠道方面进行详细和有针对性的规划，以及从不同
的参与主体角度建立多元立体的协作方式。

( 一) 提高站位，把握中非合作国际话语体系的方向性

中非合作话语体系建构的主导权是在中非双方手中，以中非之间的
合作为基础，以中非关系的发展为导向。中非合作国际话语是全球话语
体系的一部分，有着当今国际关系形势的时代背景，同时遵循国际传播
的规律，有其自身的演化和发展趋势。因此，一方面要从宏观的角度将
中非合作话语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明确将要在国际中打造的中国国家形
象和中非合作的形象，在中非合作话语体系构建的推进中有一个整体的
参照和目标。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中非合作，发展中非关系，建立中非
之间更深厚的友好合作友谊，为中非合作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充足的活
力与充分的案例。要制定中非合作国际话语体系建构的战略规划，做好
各部门和单位的统筹规划，对相关企业单位的支持话语体系建设的经营
和项目出台政策支持，推进官方与民间参与的相关活动。要发挥好政府
引导职能，定基调、定战略，把握好中非以 “合作”为核心的在国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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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舆论中的整体基调，例如中非 “平等互利” “共商、共建、共享”
“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与原则。

( 二) 加深了解，提升中非合作国际话语体系的针对性

中非双方应加强对相互的了解和合作，建立长效性的交流机制和平
台，促进中非双方的人文交流，以便在中非合作的重大活动时期可以相
互协作、主动行动。在具体建构中非合作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双方要协
调口径，共同发声，主动邀请国际媒体和观察单位参加相关新闻发布会
等活动，主动对中非合作的相关理念和政策进行解释，把控中非合作信
息传播的源头，掌握新闻传播的主动权。还应充分认识到面临的中非文
化差异，加强对非洲国别与区域研究，加强中非双方的了解，促进双方
更好地沟通。以充分的了解为基础，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等多重的
传播媒介，针对不同的文化主体建设有针对性的传播渠道，进行本地化、
多元化、多方位的传播。在具体的策略制定中，考虑到非洲国家和区域
内部的文化多样性以及中国和具体非洲国家的合作关系的差异，需要制
定一国一策或一国多策，以应对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合作话语体系建设需
求，同时可以尽量防范和避免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风险，增强中非合作话
语体系的稳健性。

( 三) 创新形式，促进中非合作国际话语体系的有效性

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媒介形式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中非合作话
语体系的构建也应充分进行形式创新。例如，2002 年进入非洲市场的民
营企业四达时代集团 ( StarTimes) 已成为非洲最大的数字电视运营商，
其广播电信网络覆盖非洲 40 多个国家，在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等 30 余个
非洲国家开展运营，拥有超过 440 个授权频道，并在当地开展以本土语言
播放的宣传中国文化的频道与节目。① 同时，四达时代将中国优秀影视作
品译制为非洲当地语言播出，以提供 “运营 +内容”的形式，促进了中
国文化的在非传播与中非双方的文化交流。在新闻传播上也应充分进行
形式创新，不仅需要传统的 “一对多”传播模式，也可以运用以分析用
户画像为基础的算法推送模式，提高新闻广播的传播精度和有效性，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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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更广的覆盖范围和受众人群。中非影视的合作也有巨大潜力，近几年
《非诚勿扰》《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影视作品在非洲的热播也反映出中非
影视合作的广阔前景。非洲有以本土特色发展起来的“尼莱坞”“索马里
坞”，中国近几年的影视产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中非影视合作不仅在叙
事主题、拍摄风格等方面带来不同的独特风格，也将改变中国和非洲在
西方主流电影中的固有形象，同时促进中非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拉近
双方的距离。在通信基础设施、运营服务、智能终端、传播渠道和内容
制作等方面，也还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和拓展可能。

( 四) 多元立体，推动中非合作国际话语体系的协同性

从结构与参与者来看，要积极推动政府、研究机构、大众传播机构、
企业和民众等话语主体全方位立体协同，探索构建中非合作国际话语体
系的协同网络。

政府要在中非合作话语体系的构建中起引领作用，在把握整体方向
和基调的基础上，积极出台相关促进政策，支持相关机构和人员开展工
作，在经营许可、项目审批、税收、出入境手续、活动举办等方面提供
便利。政府还应起到督促、监督作用，保障项目和工程的落实质量，促
进工作进度和效率的提高。在中非合作的新动向上政府应该主动发声，
主动邀请国内外媒体参加新闻发布会，对中非关系发出权威的解读，引
领舆论方向。

中非高校和智库等研究机构应该积极对中非关系的发展进行理论创
新，发展原创性及创新性的中非合作理论。以中非双方传统文化和语境
为基础，对中非合作的理念和政策进行主动解释，进行学术创新与政策
解读。同时加强国际交流，加强与国际媒体和其他相关机构的合作，以
理论为支撑引导国际学术界对中非合作议程的研究，抢占中非合作影响
的学术高地，把握中非合作政策解读传播过程。

大众传播机构一方面要引导国内舆论，对中非关系发展与中非合作
政策进行充分解读，取得国内社会的支持，避免国内社会因西方扭曲报
道而对中非合作产生误解。另一方面要建立信息传播协同机制、中非媒
体合作网络，分享信息来源，共建传播渠道，建立双方共同的新闻报道
与舆情预警机制。在面对西方话语霸权国的歪曲和诋毁时，中非双方的
大众传播机构应该积极合作，邀请双方的政府官员、学者、记者等对中
非双方的合作以及西方的质疑点进行充分说法，以政策解读和事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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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主动辩驳。
企业是中非合作国际话语体系的重要参与主体，是中非合作话语体

系的重要受益者和直观感受者之一。目前在非经营的中方企业以及中国
人在非注册的企业数量众多，为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作为中非合作和中非关系良好发展的实践者，在非企业的社会活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国家形象以及中非合作话语体系的建构。在非企业一
方面要了解中非双方政府的政策、法律，保证经营活动的正规合法，另
一方面也要了解当地的政治动态、社会情况，保持高度的新闻敏感与政
治敏感，积极履行企业在当地的社会责任，做中国形象的传播者和中非
友好合作的代表。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众是中非合作接触最直接和广泛的群体，是
支撑中非合作话语体系最深层次的基础。双方民众在相互往来时应了解
和尊重对方的文化，以友好互助和谐共处的态度增进双方的交流，以正
确的价值观和义利观促进双方的合作，建立长久珍贵的民间友谊，为中
非合作话语体系建造坚实的民意基础。

( 责任编辑: 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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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omies，and build an even closer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China and
Africa based on“The Belt and Ｒ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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