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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

v传统外交是指国家之间、政府主体之间的关系。公共外交是打

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声誉的有效方式。一个国家或群体的形

象根源于其价值观，要提升竞争优势，就必须让价值观得到更

多人的认可，这就是公共关系的核心。

v早期公共外交研究主要存在于两个研究领域：

v一是国际关系，注重从制度变革和权力变迁的角度关注公共外

交的兴起与发展（软实力）；

v二是从全球传播角度关注公共外交的形成与发展（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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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一、公共外交的缘起

v公共外交是冷战后逐渐盛行的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开启的

美苏冷战中，公共外交是双方意识形态较量和舆论斗争的焦

点，并持续至今。西方世界在冷战中取得的巨大政治胜利，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共外交战略和技巧。冷战结束后，随着

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媒体的形成，全球没有一个国家

或者个人能够摆脱公共外交的影响。

第一节  公共外交的缘起与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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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一）公共外交的萌芽

v报纸出现伊始，欧洲政治人物就发现可以通过影响报纸的报

道或评论，在公众舆论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法兰西第一

帝国皇帝拿破仑（1769—1821）的名言“一张报纸抵得上三

千毛瑟枪”，生动地展示了传媒与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

政治家对媒体影响的认知。

v埃姆斯密电被称为公共外交史上的杰作，在普法战争中产生

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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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二）公共外交活动的两条路径

v首先是通过对外文化交流推广本国语言文化、展示本国形象。

v其次是有目的地利用媒体实现本国的外交政策目标。

v（三）公共外交的正式确立

v美国历史上首个服务于公共外交的国家机构是公共信息委员

会（又称克里尔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CPI）

v 1919年CPI主席克里尔承诺“向公众尽可能提供真实的信息

”，按照章程，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一方面是审查潜在的破坏性

材料，控制可以向公众公开的战争材料，另一方面是制作宣传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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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二、公共外交的概念

v（一）爱德华·默罗公共外交中心

v爱德华·默罗公共外交中心（The Edward RMurrow Center for 

Public Diplomacy）是美国最早成立的公共外交研究机构，以美国

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前美国新闻署署长爱德华·默罗（Edward 

RMurrow）的名字命名，以纪念他对世界新闻的精辟分析以及美

国新闻署的创新领导。

v爱德华·默罗公共外交中心一直以古利恩的理念为基础，研究传统

外交以外的国际关系，包括新闻和娱乐媒体、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

织等主要参与者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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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二）公共外交概念的变化

v公共外交最初是作为国际宣传的代名词出现的，它以国家政

府为主体，以外交政策为主要内容，以国家形象建构为基本目的，

以国际舆论或他国舆论为对象。

v周庆安认为公共外交是指在国家意志框架下，国家主体或非

政府组织和个人通过信息的传播，影响外国公众和国际舆论对本

国文化及政策的理解与信任，目的是通过传媒等文化手段实现外

交利益。

v美国官方对公共外交的界定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变化，在

1987年的《国际关系术语辞典》中，美国国务院对公共外交的界

定是“由政府资助、旨在影响他国公众舆论的项目，主要是出版

物、电影、广播、电视和文化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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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公共外交的开展，是通过信息传播或其他方式针对目标公
众制造共识。因此，公共外交实践关注的问题是：在传播过
程中发生了什么，意义如何被塑造或建构。

v一、公共外交的流程
v公共外交的开展一般包括六个步骤：明确任务、分析态势
、确立传播目标、细分受众群体、制定议程内容、选择渠道
推送。

v明确任务，即从维护国家政府或组织的总体利益出发，政
府或非政府主体输出信息，通过全球性媒体的阐释，建立与
公众的关系，实现改变外国公众或国际舆论态度的目标。

第二节  公共外交的流程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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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分析态势，即考察国际关系与国际舆论特征，确定本国或
政府当前面临的处境，确定谁是敌人、谁是盟友、谁是中间
力量，为确定具体的传播目标进行分析。

v确立传播目标，公共外交的任务决定了在不同阶段应有不
同的传播目标。

v细分受众群体，即对受众进行特征和偏好区分，外国公众
的文化背景、社会政治习惯、意识形态和对本国的亲和度，
以及本国外交战略的需要，使公共外交的传播模式有所区别
。

v制定议程内容，即结合传播目标，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的偏
好，确定适当的传播议题和传播内容，引导公众议题与政府
或国家议题扣合。

v选择渠道推送，不同群体的媒体选择偏好是有差异的，不
同内容也有适当的传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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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二、公共外交的类型

v（一）按照传播方式分类

v从公共外交的传播方式来看，公共外交可分为信息型公共
外交（宣传）和关系型公共外交。

v信息型公共外交是指通过信息传播向国际公众传递本国信
息、塑造本国形象。

v关系型公共外交重视与公众建立互动、互信和互惠的关系
，主要包括三类：高层领导人访问、文化和教育交流；文化
和语言机构合作、发展援助项目等；构建政策网络战略，建
立联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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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二）按照实施方法分类

v从公共外交的实施方法来看，公共外交可分为倾听型公共
外交、倡导型公共外交、文化外交型公共外交、文化交流型
公共外交、国际传播型公共外交。

v倾听型公共外交指通过民意调查了解对象国的各种信息，
如中国外文局的国家形象全球调查、皮尤研究中心的国家形
象全球调查、爱德曼信任度调查等。

v倡导型公共外交指由国家外交部战略部门或使馆新闻处主
导，向他国提供本国的相关信息，如威尔顿庄园会议，这是
一个历史悠久的高级别国际事务论坛，由英国外交部主办。

v文化外交型公共外交指由国家的文化中心、图书馆等组织
的国际文化艺术巡展交流等。

v文化交流型公共外交指由国家对外交流部门或教育部门主
导的双向学术、人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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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国际传播型公共外交指新闻传播机构利用各种媒介进行的
国际传播，如冷战时期美国之音对华广播节目、英国广播公
司的全球广播节目等，积极推广本国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
以影响对象国公众对美英文化和社会制度产生好感。

v（三）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的融合

v在国际关系不稳定时期，政府外交往往与公共外交融合，
表现为一种既有权威性又有沟通性的传播方式。

v以政府机构身份，积极运用媒体手段阐明主张和观点，以
争取国际公众对本国的支持，实质上政府机构从一个潜在的
公共外交行动者变身为一个传播过程中的中心行动者，将政
府外交的视角延伸，移植到公共外交领域，对国际舆论发挥
了更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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