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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

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战略构想，意义深远，引起国际社会高度重视。2015 年 3 月，《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发布提出

“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

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

定坚实的民意基础。”[1]深入了解外媒的报道特点与传播力能够有力的促进中

外媒体之间的精诚合作。因此，以大数据与大传播的思维顺应这一重要的战

略构想，就要求我国媒体从业者不仅要拓展向内的传播思路，向国内受众传

播“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与内涵，更要聆听世界的声音，探究新媒体视域下

“一带一路”在外媒报道中呈现的传播力，不断提高作为文化软实力之一的传

媒力量。下文将着重探讨外媒报道中“一带一路”的传播特点与力度。 

1. 运用新媒体的表达与呼唤功能特点报道“一带一路” 

新媒体的文本特点兼具表达功能与呼唤功能，能够有效引起读者对自己

并不熟悉领域内新闻的关注，外媒新闻网络在报道“一带一路”时，将这一重要

战略与本国及世界的关联作为报道的重点，令海外受众将注意力聚焦于中国的

经济与文化发展领域。外交部长王毅曾以“朋友圈”来形容“一带一路”的广泛影

响力，“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的好朋友、好伙伴越来越多。”[2]“朋

友圈”这一热词凸显了新媒体视域下国际传播与关系建构的有力纽带：我们的

合作伙伴越多，海外媒体对“一带一路”报道的覆盖率就越广泛，媒体的表达与

呼唤功能也相应的发挥更大的作用。曾有调研数据指出，在 2015 年的第一个

季度，海外媒体围绕“一带一路”这一主题发布的报道共计 186 篇，从新闻来源

国看，英国的报道数量最多，约占全部文章数量的三分之一[3]在西方国家中

英国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覆盖量与关注度显而易见，相应的媒介受众对这

一主题也会更加熟悉。英国主流媒体的对“一带一路”的广泛报道有效吸引了受

众对这一中国重要战略的关注。比如英国《金融时报》曾在报道中称，中国已

和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签订了协议，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将为中国“一带一路”的现

代“丝绸之路”提供通信[4]。这篇报道令英国受众认识到，“一带一路”所负载的

中国文化内涵将通过国际化的通信合作更有效的传递给世界。与此同时，英国

外交部和英中贸易协会联合发布的《英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发展中的作用》报

告也凸显了中英两国通过“一带一路”深化合作与交流，达到跨文化、跨语言交

际的目标。 

2. “一带一路”倡议下外媒报道中的中国形象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媒介受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主要来源于本国传统

媒体的报道，题材较为单一，而且对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报道存在一定的滞后

性，因此海外受众对中国的认识往往是片面的、模糊的，喻国明曾经提到： 

ЦАО ЦИН “一带一路”倡议下新媒体在国际报道

中呈现的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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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传播领域，目前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由西方的主流媒介所确立的，
它塑型了人们信息消费的胃口，决定着传播致效的话语方式。这是我国传媒
‘走向世界’时必须正视和顺应的。” [5] 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受世界瞩目，
越来越多的海外媒体与受众表达了倾听中国声音的愿望，我们应当以此为契
机将中国声音传播给世界。西方受众对涉华新闻的兴趣从李秀芳对澳媒高管
的访谈可窥一斑：“澳大利亚人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深表敬
佩，迫切渴望了解中国。中国人民衣食住行的变化，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文化
的变迁，以及改革开放的现状与进程等是澳大利亚人关心的话题。他们特别
想了解中国经济的增长情况，以及这对中国国际地位产生的影响” [6]。我们
应当注意的是，海外受众目前更倾向于从本国媒体阅读有关中国的新闻，而
外媒如何报道中国会直接影响其媒体受众对中国了解的程度。笔者在《参考
消息》官方网站以“一带一路”“外媒”为关键词搜索得出一万则以上的相关新
闻，发现外媒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往往与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关，其中涉及的
关键词包括“国际担当”“中国模式”“融入世界”“亚洲影响力”等与中国在国际
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切相关的描述。由此可见，外媒对“一带一路”的报
道侧重点能够有力的向其特定受众清晰地描绘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负责任、
有担当、有作为的大国形象。 

3. 海外精英到大众“多对多”辐射型轨迹的传播力 

新媒体语境下社会精英的精辟观点往往能快速而准确的传播给特定的受众
群体，对新媒体工具的运用能够实现“多对多”的传播效果。2015年 8月 6 日参
考消息网发表题为《外媒：“一带一路”彰显中国国际担当》的文章，文中提到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访
问学者保罗·哈伯德在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刊登文章《中国引领丝绸之路》
[7]可见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学者可以作为融通中外的桥梁有效将最清晰的
中国声音传递给海外媒体受众。以外国政要为例，他们的新媒体传播思路可体
现于对中国新媒体的拓展应用上：截至 2015 年 11 月 26 日，英国首相卡梅伦
的新浪微博粉丝数达到了 91 万人，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的粉丝数
量则高达 587 万。这些国外政要纷纷在新浪开微博反映了中国新媒体在世界范
围内的影响力及受关注的程度，可通过海外精英的影响力进一步将他们对“一
带一路”的解读传播给所在国受众。同时，新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更新了传统
媒体“一对多”传播方式的效率与力度，不仅实现了传媒与受众之间的双向沟
通，更促进了媒体与媒体之间“多对多”的交流与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

体之间的合作将有助于不同国家受众之间对彼此了解的加深，令我们在文化与
习俗层面上增进相互理解。2015 年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一带一路”媒
体合作论坛上，一位来自印度的写作网总裁兼总编辑曾表示，人文领域的交流
合作对“一带一路”而言是一种“‘软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实现‘民心相通’有着
重要的促进作用，是建设‘一带一路’必不可少的前提。媒体间沟通合作正是人
文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将有助于整体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8] 

4. 结语 

“一带一路”重要战略拓展了我国新闻传媒工作者的国际视野。在新媒体视域
下，新闻传媒工作者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专长，立足国内，放眼国际，通过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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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一带一路”在外媒报道中呈现的传播力研究如何拓展国际化融合格局，运用
好新媒体的表达功能与呼唤功能，切实提高我国媒介海外传播力与传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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