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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届 中 央 领 导 集 体，从 理 论 和 实 践 上 都 很 重 视 国 家 形 象 战 略 的 地 位 和

作用。党的几代领导人的国家形象战略思想非常丰富，并指导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战略实践，使中国在不同 历

史时期树立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国家形象，有效维护和拓展了中国国家利益。

关键词：新中国领导人；国家形象战略思想；实践价值

中图分类号：Ｄ　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５８７（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３２－０６

　　对中国是否有自己的国家形象战略学者们有不

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国家

形象战略；有的学者认为，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

府十分重视国家形象的塑造。笔者认为，自新中国

成立以来，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从理论和实践上

都很重视国家形象战略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几代领

导人的国家形象战略思想非常丰富，并指导了中国

的国家形象战略实践，在不同历史时期树立了具有

鲜明特色的中国国家形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

国的国家形象战略是不断变化和完善的，这种变化

和完善是中国为了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对风云变

幻国际环境的应对。

一、毛泽东国家形象战略思想及实践价值

（一）毛泽东国家形象战略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力很弱，国内外形势非常严

峻，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首要解

决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和安全问题。如何在中国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政治独立，确保领土完整以及防

范外来军事干涉，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届领导

集体主要思考的问题。总的来看，中国面临的政治

和安全威胁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主要来自美国，６０年

代来 自 于“四 面 八 方”，７０年 代 以 后 主 要 来 自 苏

联［１］（Ｐ１９）。所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

集体把维护新中国的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放在第一

位，这段时间的国家形象战略也是以此为重点来部

署和实施的。
毛 泽 东 关 于 国 家 形 象 战 略 思 想 的 内 涵 十 分 丰

富，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内容有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对未来的新

中国进行了描述和构想。１９４０年毛泽东在《新民主

主义论》中对未来新中国的形象是这样构想的：“我

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

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

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

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
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

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

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

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

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

新中国”［２］（Ｐ６６３）。
第二，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积极树立

中国在国际 社 会 中 的 尊 严 和 威 望。１９５６年 毛 泽 东

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

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曾提到：“中国党是

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

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

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国际

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在国内，我们反对大汉族

主义。这种倾向危害各民族的团结。大国主义和大



汉族主义都是宗派主义。有大国主义的人，只顾本

国的利益，不顾人家。大汉族主义，只顾汉族，认为

汉族最高级，就 危 害 少 数 民 族。”“我 们 非 常 谨 慎 小

心，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我们自己曾是被欺

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３］（Ｐ１２３～１２４）。
第三，毛泽东强调中国必须以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形象屹 立 于 世 界 民 族 之 林。１９６３年 毛 泽 东 指

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

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

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
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

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

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

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

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

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
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４］（Ｐ３４１）１９６４他又指出：“我们

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

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

化的强国”［４］（Ｐ３４１）。
（二）毛泽东国家形象战略思想实践指导方针

新中国建国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保
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并为恢复国民经济和随后

开始的社会 主 义 过 渡 阶 段 争 取 一 个 有 利 的 国 际 环

境，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

请客”和“一边倒”三大方针。１９６５年初出现美国直

接投入侵略越南南方的战争和苏联举行从组织上分

裂国际共运的莫斯科三月会议两件大事，中国提出

了“反帝反修”的战略方针。进入７０年代，针对苏联

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又提出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的“一条线”和“一 大 片”的 国 际 统 一 战 线 的 战 略 方

针。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

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另外，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并把它作为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基

本原则。
（三）毛泽东国家形象战略思想实践成就

按照毛泽东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

客”和“一边倒”三大战略指导方针，新中国在肃清帝

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基础上，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建

立了外交关系，这为中国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奠定

了基础。并通过进一步同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

济和国际问题方面互相支持，友好合作，促进了双边

关系的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尤其是

“一边倒”战略方针的制定，对新中国的生存和发展

起到了重大作用。“一边倒”政策不是倒向苏联，更

不是放弃国家主权，一切依赖和服从苏联，而是倒向

社会主义，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战略方针

的重要成 果 之 一 是《中 苏 友 好 同 盟 互 助 条 约》的 签

订，为新中国抓紧进行恢复建设，对付帝国主义的敌

视、经济封锁和可能的侵略，争取安全的国际环境创

造了有利条件。新中国在世界的东方树立了一个独

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开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虽然由于中国奉行“反帝反修”战略而一定程度

地出现外交孤立，但向世人表明了不管风云怎么变

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中国不怕封锁、不怕威胁、
不怕任何霸权主义。“在反对美国和苏联霸权主义

的同时，中国大力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坚决

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支持第三

世界的不结盟运动，并且通过平等磋商、互谅互让的

原则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等国家签订了边界条约，圆满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

的边界问 题，并 同 法 国 建 立 了 外 交 关 系。”［５］（Ｐ２２～２３）

在“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

对外关系有了重大突破和发展。在１９７１年第２６届

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和１９７２年

中美关系改善的基础上，整个７０年代中国先后同近

７０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基本完成了同西方国家的

建交过程。到１９７９年底，中国已同１２０个国家建立

了正式的外交关系［６］（Ｐ６～８）。以上战略指 导 方 针，对

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提高我国的国际威

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使我国树立了不畏霸权爱

好和平的国家形象。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先后同缅

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

界问题。并且，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中国突破了美

国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打开了对外交往和联系

的良好局面。由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应时代发展

的潮流，已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成为当今国际社会

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原则。
因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很大程度上向国际社

会展示了中国珍视主权、爱好和平、谋求共同发展的

国家形象［７］。

二、邓 小 平 国 家 形 象 战 略 思 想 及 实 践

价值

（一）邓小平国家形象战略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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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邓小平继 承 和 发 展 了 毛 泽 东 的 国 家 形 象 战 略 思

想，成为邓小 平 理 论 的 重 要 内 容。经 过２０世 纪７０
年代的观察与酝酿，进入８０年代，邓小平敏锐地洞

查时代主题的变化，最终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

今时代主题的新论断。这一论断是邓小平的伟大贡

献，也是其国家形象战略思想的核心。邓小平国家

形象战略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行改革开放战略，发展经济，改 变 中 国

贫穷落后的国家形象。邓小平指出，“中国在历史上

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

我们向世 界 先 进 国 家 学 习 的 时 候 了。”［８］（Ｐ１３２）“无 论

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

分重要。”［９］（Ｐ３１５）“中 国 一 定 要 有 一 个 具 有 改 革 开 放

形象的领导集体。”“改革开放放弃不得”［９］（Ｐ３１８）。
邓小平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

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

今 后 长 期 的 工 作 重 点 都 要 放 在 经 济 工 作 上

面。”［１０］（Ｐ１９４）“要加 紧 经 济 建 设，就 是 加 紧 四 个 现 代

化建设。四 个 现 代 化，集 中 起 来 讲 就 是 经 济 建 设。
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科学技术主

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１０］（Ｐ２４０）。
第二，在中国国家身份定位上，更加切 合 实 际。

邓小平指出中国走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路，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邓小平

多次重申，中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

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

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

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９］（Ｐ６３）。１９８９
年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时也讲到：“中国搞社会主

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

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

家才能 一 步 步 富 强 起 来，人 民 生 活 才 能 一 步 步 改

善”［９］（Ｐ３２８）。
第三，把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国家形象战略目标

明确化，不以意识形态为准绳，并强调在维护本国利

益的同时，不能损害他国的利益。邓小平指出：“中

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

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

领土。”［９］（Ｐ３２８）邓小平在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

幕词中讲到：“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

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

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

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

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

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９］（Ｐ３）。
（二）邓小平国家形象战略思想实践指导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开

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在邓小平国

家形象战略思想的指引下，改变了针对苏联霸权主

义威胁的“一条线”战略，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

全方位的和平外交”政策，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

界和平，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作为中国对外工作

的根本目标。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

战略”，对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积极吸收和利

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

进文明成果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邓小平国家形象战略思想实践成就

在邓小平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全方位的和

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

各国友好合作”国家形象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国家

形象战略从 以 斗 争 为 核 心 的 决 策 观 念 转 变 为 以 和

平、发展、合作为核心的决策观念，维护和平，加快发

展，促进合作成为中国国家形象战略变革的重要表

现。在这种战略观念指导下，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

到了经济建设上，并立场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不断

加强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的合作，树立

了和平、发展、合作的国家形象。
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战略”方针指导下，启动了

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也正是通过改革开放，“中国

已不再是旧式的‘中央帝国’或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

的‘孤独的革命者形象’，而是‘今日地球村’里维护

整体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的一个重要

成员。”［１０］（Ｐ４７）所以，由邓小平发起的中国改革开放，
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重大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改革开放的伟大

成就也令世人折服。可以说，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

就没有今天的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影响力“北京模式”
的形成与发展。

三、江 泽 民 国 家 形 象 战 略 思 想 及 实 践

价值

（一）江泽民国家形象战略思想

冷战结 束 后，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末９０年 代 初，国

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

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

·４３·



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虽然两极争霸的世界格

局已经结束，国际局势趋于缓和，但霸权主义和强权

政治依然存在，领土、民族、宗教、资源等引发的武装

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绵出现。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挑

战更趋复杂化，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平演变”等
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和政治稳定。

在这种背景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

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国家形象战

略 思 想，“提 出 了 ‘旗 帜 就 是 形 象’的 科 学 论

断”。［１１］（Ｐ８７）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旗帜问题

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在１９９９
年２月召开的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更

是明确提出 了 在 对 外 宣 传 中 要 树 立 我 国 的 五 个 形

象，即“继续 向 世 界 说 明 我 国 改 革 和 建 设 的 伟 大 成

就，说明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正确性，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

自己的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形象；继续向世界

说明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充分展示中国人民

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反

对霸权、维护和平、支持国际正义事业的立场，充分

展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

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局势，
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为维护安定团结和实现繁荣富裕

而不懈奋斗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社会主义

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象”［１３］。

江泽民的国家形象战略思想更加丰富和成熟，
其突出特点 有 以 下 几 个 方 面：第 一，在 国 家 利 益 观

上，强调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

观”。第二，在中国国家身份定位上，认为中国经过

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

已经得到解决，但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
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在中国国家形象

战略目标制定上，更加注重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

综合的国家利益的维护与实现。
（二）江泽民国家形象战略思想实践指导方针

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和挑战，以江泽民同志为

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和

发展的大局，捍 卫 了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事 业。
最为重要的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党的十四大

确立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

指导方针，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

阶段。
在江泽民国家形象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准确

把握国际局势，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执行了“伙伴外

交、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倡导世界国际关

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等一系列指导方针政

策，打破了西方国家因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对中国的制

裁体制，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互信与团结，为中国国

内的全面发展和开展国际政治经济合作营造了良好

的国际环境和地区环境。
（三）江泽民国家形象战略思想实践成就

面对‘一超多强’的国际局势，在“伙伴外交战略

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各种

类型的战略伙伴关系，结交的“伙伴”遍五洲。具体

来说，主要取得了以下实践成果：第一，与世界主要

大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第二，与周边主要

邻国建立了伙伴关系，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更加趋

于和平稳定；第 三，在“伙 伴 外 交 战 略 方 针”的 指 导

下，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进一步巩

固和加强。实践证明，通过伙伴外交战略的实施，中
国在国际上树立了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好伙伴的国

家形象，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为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

国际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很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

开拓了外交空间。

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倡导世界国

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等一系列指导方

针指导下，中 国 积 极 推 行 多 边 外 交 与 合 作，促 进 了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积极融入世界体系，经过

艰难谈判成 功 加 入 了 ＷＴＯ，在 联 合 国 中 越 来 越 发

挥着重要作用，努力推动亚太经合组织沿着健康的

方向发展。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方针指

导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

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转变，打开了 我 国 经 济、政 治 和 文 化 发 展 的 崭 新 局

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进

展，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

跨越。特别是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９年我国政府先后恢复

对香港、澳门 行 使 主 权，洗 雪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百 年 耻

辱。这 段 时 间，中 国 经 济 继 续 保 持 了 快 速 发 展。

２００１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９５９３３亿元，比１９８９
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９．３％，经济总量已居世界

第六位。这１３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国际

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威望进

一步提高，向世界展示了一个走向民族复兴的社会

主义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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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胡 锦 涛 国 家 形 象 战 略 思 想 及 实 践

价值

（一）胡锦涛国家形象战略思想

进入新世纪，全球化继续深化和发展，中国的国

际地位、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改变，使得中国国家形象

战略必然要做出新的调整。面对新的挑战，党的十

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

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国家形象

战略思想，并赋予了新的内涵。即以科学发展观为

统领，以和谐 思 想 为 核 心，以 新 国 际 主 义 为 目 标 依

托，确定了新的中国国家形象战略目标，采取了一系

列有效战略手段，积极树立中国应有的政治形象、经
济形象、文化形象、安全形象等。胡锦涛国家形象战

略思想主要有：

第一，以科 学 发 展 观 为 统 领，实 施 国 家 形 象 战

略，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奋斗目

标，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以胡锦涛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

导集体关于 发 展 的 重 要 思 想，提 出 了 科 学 发 展 观。

科学发展观蕴含着丰富的国家形象战略思想。胡锦

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落实科学发展观

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其中之一就是要“统筹国内国际

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

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
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中国国

家形象战略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为中国

国家形象战略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胡锦涛在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人类的发展进步，民族的

繁荣富 强，应 该 也 只 有 通 过 和 平 发 展 道 路 才 能 实

现。”在 联 合 国 成 立６０周 年 首 脑 会 议 上 的 讲 话 指

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

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

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并多次重申要努力推动建设“持久

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第二，在战略思想上积极倡导“和谐”价值理念，
努力构建国际社会认同。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人

民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将“和
谐”思想置于中国国家形象战略的核心地位。在国

际社会上积极倡导“和谐”价值理念，努力构建国际

认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更

将构建社会和谐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

的高度。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２日，胡 锦 涛 在 亚 非 峰 会 上

首次提出和谐世界理念，这就意味着当代中国和谐

社会的思想 和 理 念，已 经 从 中 国 内 政 延 伸 到 外 交。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５日，胡 锦 涛 在 联 合 国 成 立 六 十 周 年

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的和谐世界》的讲话，是对中国构建和谐世界这一主

张的最新诠 释。２００６年１１月，胡 锦 涛 在 越 南 首 都

河内参加ＡＰＥＣ第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对

中国有关和谐世界的构想又作了全面阐释。同时，
中国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第一次写入了ＡＰＥＣ
领袖共同发表的联合宣言。

第三，在 战 略 目 标 定 位 上 积 极 倡 导“新 国 际 主

义”原则。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

央领导集体，将中国国家形象战略目标赋予了新的

内涵，即实施国家形象战略不只是为了实现自己利

益而奉行“国家利己主义”，而是秉持国家利益与国

际利益相结合的“新国际主义”。胡锦涛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充分表达了中

国奉行新国际主义的思想，指出，“共同分享发展机

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

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

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

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

准则，在 国 际 关 系 中 弘 扬 民 主、和 睦、协 作、共 赢 精

神”。“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

在一起。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

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

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中国

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

国人民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人类的美好

理想而不懈努力”。
（二）胡锦涛国家形象战略思想实践指导方针

中国要落实科学发展，实现奋斗目标，没有良好

的外部环境就根本无法实现。进入２１世纪后，国际

利益格局和权力分配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间

的关系和竞争更加复杂化，无硝烟的战争和冲突此

起彼伏。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不再仅仅局限于军事

和地缘政治方面，经济、文化、社会、能源、环保等已

经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变量，这正是这一时期

国家形象战略主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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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相

处作为国家形象战略的指导思想，确立了新的国家

形象战略指导方针，即：实现和平发展，国内发展与

对外开放相统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

的共同利益相结合，积极塑造和平、发展、合作、和谐

的新形象。
（三）胡锦涛国家形象战略思想实践成就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

体，在实施国家形象战略方面更加成熟和理性，在处

理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中显示出非凡的智慧，有效

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尊严，维护和拓展了中

国国家利益。政治形象方面，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国
际影响力明显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建设性作用，树立了和平、和谐、负责任的民主

政治国家形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争得了良好的

国际环境；经济形象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批有实

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和

竞争能力不断攀升，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提高了抵

御国际经济危机的能力，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

率最大的国家，树立了让世界可以信赖和充满信心

的经济形象；文化形象方面，通过开展全方位的对外

文化交流，推动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与合

作，彰显了文化外交的魅力，树立了优秀的中国文化

形象，增强了我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免疫力；安全形象

方面，通过实施国家形象战略，树立了中国亲善的、
友好的、永不 称 霸 的 国 家 形 象，最 大 限 度 地 消 解 了

“中国威胁论”，增加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信任和认

同，为中国赢得了安全利益，有效地维护和实现了中

国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军事安全等。

注　释：

①　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 和 时 代 特 点，中 国 的 国 家 形 象

战略不是孤立进行 的，而 是 和 其 他 战 略，如 外 交 战 略 等 交 织 在

一起进行的，所以中国国家形象 战 略 的 指 导 方 针 与 中 国 的 国 际

战略或外交 战 略 等 其 他 战 略 的 指 导 方 针 具 有 很 强 的 重 合 性。

这一特性 自 始 至 终 贯 穿 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过

程中。

参考文献：
［１］　刘静 波．２１世 纪 初 中 国 国 家 安 全 战 略［Ｍ］．北 京：时 事 出 版

社，２００６．
［２］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３］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５］　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　李 宝 俊．当 代 中 国 外 交 概 论［Ｍ］．北 京：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２．

［７］　赵英．２１世纪中国国家 形 象 的 优 化 战 略［Ｄ］．长 春：吉 林 大 学，

２００７，（４）：１６．中国期刊网．
［８］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９］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０］　王逸舟．全球政治与中国 外 交：探 寻 新 的 视 角 与 解 释［Ｍ］．北

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１］　管文虎．国家形象论［Ｍ］．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２］　人民日报［Ｎ］．１９９９－０２－２７．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ＬＩＵ　Ｙａｎ－ｆ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Ｈｅｂｅｉ　０５００２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ｖ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ｇｉｖｅ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Ｗｉｔｈ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ｈｅｌｐ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ｎｄ　ｐｒｏ－
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ａ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责任编辑　毕顺堂］

·７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