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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对外宣传、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

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做好新形势

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期话题》围绕当

前国内外传播媒介变革的大格局，探讨如何做好对外传播的叙事创新、如何进行文化范式的转换、

如何借助海外社交媒体策略传播实现创新等，以创新对外话语体系，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

事、贡献中国智慧，提升外宣媒体竞争力。

编

者

按

对外传播中的叙事创新 *

□文│邓年生   李  奥

[摘       要]     在当前国内外传播媒介变革的大格局中，做好对外传播，既需要融通叙事的平台与方式，

又要创新叙事的故事和话语，凝聚共识，引导国际舆论。我国近年来对外传播中的叙

事创新，主要体现在叙事传播平台、叙事传播话语、叙事传播内容三个方面。

[ 关键词 ]  对外传播   叙事创新  平台  话语  

在当前国内外传播媒介变革的大格局中，做好

对外传播，既需要融通叙事的平台与方式，又要创

新叙事的故事和话语，凝聚共识，引导国际舆论。

对外传播作为国际范围内的一种沟通方式，与叙事

艺术密不可分。从传播本质来说，是传者与受众的

“互动”——信息的传递和意义的互通；而叙事往

往通过话语和故事将叙事者与读者进行勾连，其中

包含着传递、解读的过程。在“大宣传”背景下对

外传播要求构建多层次良性沟通的有效平台，从当

今传媒企业化、企业传媒化的发展趋势看，不仅主

流媒体，而且“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企业，都是对

外传播叙事的重要角色，成为国家传播的友好信使。

一、创新叙事传播平台

传媒商业化、国际化的发展潮流逐渐趋同，我

国 BAT（即百度、阿里、腾讯）为代表的科技型

企业在传媒领域的布局不断深入，国内外的传媒格

局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作为国家战略层次的对外传

播，近年来不断创新和扩充对外传播平台，为打造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传媒集团而努力。

1. 不断扩充对外传播平台

在现代国际传播体系中，话语平台的主体是

党和国家的官方主流媒体，BAT 旗下的市场化新

媒体日益成为对外传播的重要力量。2015 年 5 月，

习近平同志就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 30 周年作重要

批示，要求不断创新对外传播的话语和内容，“总

结经验、发挥优势、锐意创新，用海外读者乐于接

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1] 此外，《环球时报》、《中国声音》、

新华社等都是我国对外传播的重要平台。根据国际

局势和传播环境的不断变化，近两年我国还新创立

了一些国际传播平台，主要有中国国际环境传播网、

《国际传播》杂志、中国国际电视台等，这不仅扩

充了对外传播队伍，还激活了对外传播的话语创新

与市场竞争。中国国际环境传播网以“讲好中国环

境故事，传递中国环境声音”为目标，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正式上线。《国际传播》杂志作为加强对

外沟通的桥梁，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正式创刊，致

力于推动中国风貌建设，提高国际传播的主动性和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我国新媒体视频监管体制创新研究（15BXW085）”系列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