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沙龙第十九期 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国际话语权建设 

 

 

  2017 年 9月 16日下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十九期院友沙龙在学院二楼咖啡厅举

办。来自，中央军委、国家海洋局、北京市外事办、北京市社会工委、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电台、新华社、保利集团等单位的院友及部分在校生参加了本次活

动。 

  本期沙龙的主讲人张志洲院友，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我院汪卫华老

师担任主持人。 

 

  讲座开始，张志洲院友首先跟大家分享了多年来他在国际话语权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

从最初对话语权问题的困局与出路的分析，到后来提出话语质量的概念，随着学术研究的深

入，国家对于话语权问题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张志洲院友对于话语权问题有

了很多新的思考。话语权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1970 年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演

说《话语的秩序》，首次明确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命题，将话语同权力联系在一起。事

实上，此后，社会学和文学使用话语权一词相对频繁，对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来说这还是一



个新词。话语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power）,而不是“权利”（right）。近年来谈

论话语权的人很多，但许多媒体人，包括一些学者，从中文词“话语权”来判断，认为话语

权是一种权利（right），这是一种是误解，话语权的英文词相对应的是 discourse power。

在我国实力崛起但同时面临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 2008 年以后，各行各业开始深切感

受到国际话语权的缺失，比如有中国企业与澳大利亚有关方面谈判时发现没有铁矿石的定价

权，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结构中感觉到没有媒体话语权，甚至时尚服装业也感觉到缺乏国际

话语权，等等；在国家层面，国家的国际政治话语权也明显不足。“中国威胁论”花样翻新，

甚嚣尘上，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崛起和发展道路有很多不理解和责难，“挨骂”成为中国在

国际舆论中的常态，这本身也是话语权不足的体现。 

  在张志洲院友看来，加强话语权不是简单提升经济、军事等物质性力量就可以实现的，

“实力增强了话语权自然就会增强”的观点是经不起琢磨的。前些年国家更多地注重传播渠

道建设和提升“话语音量”，他认为这些无疑非常重要。但在一个便捷传播的时代，话语的

质量更为根本，于是他提出了“话语质量：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关键”这一命题。话语的

质量包括概念的创新、范畴的确立、议题的设置、论证上科学的面貌、逻辑的严谨性与说服

力等方面。中国在议题讨论上不能总是跟着西方跑，只做追随者，而要主动设置议题，引领

人家讨论，掌握话语权才能赢得主导权。同时，中国要有自主的话语体系，逻辑上自圆其说，

议题上贴近现实，外交政策背后要有一致性的理念，这是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非常重要的方

面。话语建设当然也不能自说自话，而要注意“融通中外”。话语权建设与话语体系建设相

辅相成。 

在列举和阐述了当前中国在学术、教育、意识形态等各领域国际话语权不足的困境后，

他分析了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出路所在。首先就要将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进行分类，掌握

事实信息，搞清矛盾实质，然后才能制定对策。国家层面的政治话语权、各具体外交议题上

的话语权、各行各业的话语权是不同的，因此要分多个层面。制度上要不断完善，培养人才，

强化议题设置，构建统摄话语体系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树立文化自信，对外话语表达上“融

通中外”，在理论上认识到话语权不仅有话语性话语权，还有结构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

道义性话语权等权力的源，实力的增长必不可少是由于能增强结构性话语权。最后，他总结

道，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战争越来越少甚至越来越不可能，“国际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

成为话语权政治”，国家间之争通常起始于也终结于话语权之争。在话语权构建过程中，学



术话语权是基础，政治话语权是核心，国家定位是关键。话语权的重要性可以这样来表述：

“不费一兵一卒，胜却千军万马”。 

 

  在听过张志洲院友精彩的分享之后，在场的各位院友纷纷从自身的工作经历，就这一问

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在翻译工作的过程中，语言的转换同国家政治议题的脱节问题，



词不达意往往不能讲好中国话语。在许多对外政策上，国家话语的模糊和议题的不明确，导

致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不理解和不信任，也是话语权困境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从事媒体工作

的院友也指出，当下的媒体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非常需要系统的、完备的话语体系来建

立自信。在热烈的讨论当中，大家对于话语权困局与解决方法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