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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回顾了新闻传播视角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认为已有研究视角广阔，成

果丰硕，但仍需在以下方面发力：重视国内传播、交互传播、实证研究，呈现

完整、具体的传播过程，运用本土理论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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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破解全球治理危机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 2014 年被

提出以来便受到中外广泛瞩目。近年来，学界就理论渊源、本质与内涵进行了

丰富且深入的讨论，肯定了其在应对国际事务和地区问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提出了构建路径及应对的挑战。在此基础上，基于多学科的视角，学界一方面

对包括亚洲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子概念进行讨论，扩展深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内涵；另一方面对中国与他国／国际组织的关系加以分析，彰显了人类命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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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的现实价值。此外，学界还探讨了本理念同“一带一路”倡议、中华民族

共同体、中国梦，以及与西方全球治理理念等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人民擘划未来美好世界蓝图的同时，在政治、安

全、经济、文化和生态五个维度也提出了相应的标准与要求，号召人们携手应对

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宣介工作必须而重要。无

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如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未曾为其知晓，不能深入人心，

就无法凝聚众力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得到准确、广泛、深刻的传播，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与前提。

本文旨在通过回顾以往基于新闻传播视角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审视

在这一视角下学界从哪些方面、对哪些内容加以考察、研究，以期呈现本学科

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而为今后的理论探究与实践发展提供参考。本文讨论

的文献通过中国知网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于 2022 年 6 月 1 日检索得到。

1  作为指导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研究中所占地位的不同，与本学科相关的文献

大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将理念视为指导思想，包括要求、目标、使命等，论述

传媒活动及其事业发展与变革中的相关议题。这类文献大都以“人类命运共同

体视阈下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 ××××”“×××× 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等为题，通过强调所论议题的服务性和联系性来丰富与发展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

跨文化传播、对外传播、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是本类文献的核心词汇。学

界通过分析这类传播活动的现状、意义与挑战，为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中国传统与当代文化、学术思想等内容提供方法和策略，进而促进传播

目的的达成［1，2］。其中，国家形象因对国际传播效果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故被

视作一种特殊的传播内容为学界加以重点考察［3］。

无论使用何种术语，这类以外国人为主要受众的传播活动，其效果的好与

坏都受制于国际话语权的大与小。左凤荣［4］指出，向世界贡献影响世界发展的

理念既是大国责任也是大国发展的要求，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长期与中国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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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地位不相匹配。由此，基于学理思辨与实践经验，学界积极探寻提升我国国

际话语权的策略。通过对文本与效果的考察，学界认为，应发挥好大众媒体在

传播活动中的作用，借助电影、书籍、电视节目等各类媒介产品全方位“讲好

中国故事”，以此作为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进而服务于特定话题对外传播的

路径，最终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5，6］。

在方法上，学界对以翻译为核心的二次编码技巧与裨益于传播的媒介技术

进行了考察［7，8］。传播体系、传播秩序乃至意识形态的沟通机制也成为学界关

注的焦点之一［9，10］。基于这些研究，学界提出了人类整体传播学、新世界主义

媒介理论等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创新理论与知识体系［11，12］。

2  作为传播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类文献聚焦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内容进行传播的活动，通过审

视传播的各个阶段与环节，提出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策略。

在这类文献中，该理念如何在各类媒体上呈现成为讨论的重点。研究对象

包括俄罗斯、美国、英国、韩国、印度、南非、德国、阿联酋、澳大利亚等国

家的媒体同以 Twitter 为代表的网络社交媒体［13，14］。研究的主题包括叙事方式、

话语体系、报道框架及议程设置等内容［15，16］。学界同时以《流浪地球》《手

术两百年》《亚洲文明之光》等为例，对电影、书籍、纪录片等媒介产品如何

承载与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了探讨［17，18］。此外，梅朝阳、孙元涛［19］

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基于的媒介生态进行了论述。

在效果方面，王锡苓、谢诗琦［20］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评价体

系；许启启、宁曙光［21］等人对国际舆论与认同进行了考察。学界指出，无论是

在国际传播、对外传播，还是跨文化传播的视野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具

有传播之价值及必要［22，23］。然而，由于这一理念的传播主要来自我国官方媒

体的报道以及元首外交［24］，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数量较少［25］，加之一些发达

国家刻意抹黑甚至操控话语权误导受众［26］，致使该理念的传播面临着被西方社

会曲解［27］，因而国际传播效果不佳的问题。

由此，学界在对以上困境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并论述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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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生成逻辑及其体系的建构路径。即要做好受众和舆情的调研［28］，

使用正确的翻译技巧追寻语言与情感上的互通，使西方社会打消疑虑，正确理解并

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29］；要注重西方的思维习惯，特别是在新闻报道中应

以第三方或对方视角解读，避免过度自我夸耀，注重细节和逻辑，同时与反对者对

话［30，31］；要通过出版和移动端视频等各种媒介进行理念的传播，以此回应误解、

困惑和偏见，增进各国人民相互理解与友谊［32，33］；要充分发掘民间力量，扩大传

播主体，形成立体的传播格局［34，35］；要通过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通过国家实力和行动从软、硬件两方面提高其传播效能［36］；要借力“一带一路”

倡议做好沿线国家传播［37］；还要建立高素质队伍，推动国际传播工作专业化［38］。

与第二类相较而言，第一类文献讨论的是新闻传播学科基本且固有的课题，

就算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也能独立成说。然而，正是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融入赋予了这些课题新的内涵与意义。正如邵鹏、童禹婷［39］所指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提升国家形象的新契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这些课题彼

此促进，协同发展，相得益彰。因此，第一类文献既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又兼顾了具体内容和传播策略，完全可以承载和承担理念传播的使命与任务，

故也理应成为新闻传播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与实践的重点。

3  余论

已有研究表明，新闻传播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视角广阔，成果丰

硕，为其发展与传播提供了方向与指引。但这些研究，也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研究的视角着重于对外传播，对内传播却薄弱而浅显，且主要作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存在并宣传的，没有加以必要与深刻的考察、

优化与研究。而该理念是否真正在国内得到充分的传播，同样甚至更加值得一探

究竟。事实上，从本文所列举的文献可以看出，国内的诸多学者积极而主动地研

究和传播行为，正是他们率先认可并接受了理念在国内的宣介的结果。这些文献

也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内传播的效应。这就证明，国内传播是必

要的也是重要的，更是可行的；这种研究视角是必要的、正确的、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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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局限于单向传播，忽视了传播的交互性。尽管在表述上我们不会过

分强调“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的区分，但光从字面意义上便可看到两者

蕴含着单与双、单对多的传播指向差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不应仅限

于中国人对外国人这一种情况。作为对外传播受众的外国人，是否能够反倒向

中国人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否会彼此之间或向第三国人传播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尽管答案存疑，但这种思考是值得存在和论证的。

其三，实证研究局限于对内容文本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基于文献资料上的

理论研究，关注其应然状态，而任何理论的验证与完善与实施都离不开实证研究。

实证为论点的阐述提供了依据，各类理论的提出与形成也需要丰富的实证结果支

持。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实证研究的力度，避免相关研究成为泛泛之谈。

其四，缺乏对整体传播过程的审视，无法聚焦具体的传播场景，不能呈现

完整的传播图景。李智［40］认为，国际传播的研究包含主体、控制、渠道、内容、

受众、效果和效应七个部分。聚焦某一特定传播要素忽视其他要素将导致传播

活动前因后果的缺失，实际上削减了研究的信度，继而降低了效度。美国媒体

如何报道和俄罗斯民众如何认同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诸如此类的问题说明，若

不将整体传播活动放置于特定的场景加以考察，相关研究之间的联系便无法形

成，新方法、新观点也就无法相互促进与发展，甚至会引发重复研究的情况。因此，

要尽可能地对完整、具体的传播过程加以审视与反思。

其五，忽视运用本土理论的重要性。我国已有诸多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发展

出了一些创新的本土理论，这些理论承袭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性脉络，

同时又蕴涵着中国思想特有的思维逻辑和历史文化基础。贾文山、纪之文［41］就

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形成了一种新型全球传播范式，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效应。在有关的研究范式、视角与方法上，要避免“西方为基，

中国外衣”［42］。在研究中运用本土理论，既是理论与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发

展、完善、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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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d believes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has broad visions and fruitful results but still needs 

to make effort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ocus on domestic communicatio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present the complete and 

specific communication process, and employ indigenous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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