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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发展，特别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与互动的

扩大和深化，“中国威胁论”一直不绝于耳，如今其新

变种“中国渗透论”正在西方主宰的国际话语市场中大行其道。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国际话语优势，从“政

治正确性”出发，开始从过去强调“硬实力”威胁转变为强

化中国对美西方的“软实力”威胁，将中国正常国际行为进

行非正常化对待与处理，试图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进而削

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其所带来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中国渗透论”以贬低中国国际行为为主旨，试图削弱

中国国际发展的合法性

国际话语权一直是西方影响甚至控制世界各国思想和行

为走向的主要手段，其以西方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作为评判标

准，凡是符合西方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国家被西方国家视为

学习的楷模，反之则视为异己 ；在处理方式上，西方国家往

往对异己不遗余力地进行打压。过去，“中国威胁论”主要针

对的是中国发展对西方经济、军事等“硬实力”造成的威胁，

甚至冲击，而作为“中国威胁论”的变种——“中国渗透论”

被西方认为是中国对其社会内部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进行价

值观或意识形态输出，是中国对西方“软实力”带来的威胁

或挑战。实际上，“中国渗透论”无非是西方国家运用国际话

语的垄断权，对中国国际行为再次进行打压的思想工具。

长期以来，西方一直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自居，

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价值观，核心目的是增强自身在国际

社会存在中的合法性。连西方一些学者也说得很清楚，当代

西方最著名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罗伯特·吉尔

平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强国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之一是“所

居的支配地位可望在意识形态、宗教或者别的方面得到与其

有共同价值观念的一系列国家的支持”①。西方国家一直把

中国的发展看作是基于不同类型的价值观崛起，必将威胁到

西方的治世体系，因而把中国的发展道路视为对西方的一种

挑战。如今，随着中国的强势发展，西方强烈地感觉到具有 

“非西方”特征的中国发展模式、发展理念对西方价值观和意

识形态造成的强大威胁，不仅担心中国模式、中国理念吸引

其他国家，更担心在自身发展低靡的情况下，对其内政统治

也构成威胁，至少担心中国在利用“软实力”将中国的意图、

中国的想法侵入西方社会的内部，影响西方的决策基础。因此，

在国际社会上，西方利用自身的话语权优势，高唱“中国渗

透论”，通过揭发中国的“所作所为”，展现中国国际行为的

所谓“非合法性”，从而削弱中国国际行为的合法性。

“中国渗透论”将极大地损伤中国国际“软实力”，阻碍

中国通过正常的国际行为获得国际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

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唯一达成一致的

认知就是战争并不能为交战各方从国际社会中获得持续不断

的、稳定的利益来源，更不能依赖战争手段治理世界。美国

前总统尼克松说 ：“我们的号召力量不是来自我们的经济财富

或我们的军事力量，而是来自我们的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由西方主导建立的世界体系核心出发点，一方面是避免

世界性战争的爆发，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抓住国际话语权和规

则制定权构筑以西方价值观为统治的“软”体系，目的是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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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削弱中国国际发展的合法性，损伤中国国际“软实力”，阻碍中国通过正常的国际行为获得国际经

济利益与战略利益，这是西方国家继续沿用的冷战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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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式从国际社会中获得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当中国以“非

西方”方式获得发展之后，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越

来越大时，西方国家越来越忌惮中国国际交往空间从硬实力

向软实力方向的扩展。从 2017 年 11 月到 2018 年 2 月，我

们看到西方国家集中火力，加大抹黑中国形象的“力度”，诸

如“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论”“中国分裂欧洲论”“锐实

力”“中国渗透论”，等等。这些言论无不是作为抹黑中国影

响力的“软”工具出现的。

“中国渗透论”带有明显的歧视性特征，试图异化中国国

际行为，核心目的是左右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正常交往，阻碍

中国从国际社会获得正常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降低中国

从正常的国际交往中获得应有的利益，压制中国国际发展空

间。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利用各种“软实力”工具对非

西方国家进行价值观渗透、意识形态渗透或者文化渗透，打

着“民主”“人权”“自由”等旗号在国际社会中推行西方意

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甚至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起到了直接

的推波助澜作用。因此，西方非常清楚价值观渗透、意识形

态渗透或者文化渗透能量，也清楚地知晓“西化”给西方国

家带来的“一本万利”的效果，当然也就更加担心“中化”

对西方本土的侵蚀。今天，西方自由主义治世的理论基础本

来就在发生动摇，对未来的全球治理越来越没有自信和底气，

同时中国的成功使得“中国模式”正在成为另一种发展版本，

世界的“中化”也意味着价值观、意识形态或者文化正向中

国方面倾斜，或者说，中国的发展理念正在成为世界性理念、

国际“软实力”，而这是西方国家所不能接受的。

“中国渗透论”实际上是西方国家继续沿用冷战思维，

试图从思想上让国际社会“远离”中国，进而在“物质”

上也达到“远离”中国的效果

西方国家通过制造“话题”，有意或无意加深他国对中国

的不信任，不仅影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正常交往，甚至与其

他国家交往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近些年，中国通过推进“一

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合作，来实现中国与周边发展

中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但是在这

一过程中，西方国家始终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国际行为，

害怕自身的发展观在发展中国家失去市场。一方面西方国家

采取不作为的方式，即不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另一

方面，则四处宣传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存在各种各样的

“问题”。例如，炒作“高标准基础设施”概念，目的是推高

“一带一路”战略相关项目的建设成本。西方国家一直认为中

国是在通过基建外交来提升国际影响力，因此，有必要“提

醒受援国应注意有风险贷款和有问题的项目”。“高标准基础

设施”概念不仅充当了打压“一带一路”的急先锋，更主要

的是要抬高基础设施项目的“标准”。再有就是“债务论”“新

帝国主义列强（中国侵略论）”等新提法，都可以看出，西方

国家正在滥用国际话语权对中国与第三方国家的交往进行的

舆论冲击，破坏中国的国际发展环境。

大国发展不仅是实力增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求国际社

会认同的过程，特别是大国发展的理念能够得到更多国家的

认同，将有利于维持大国地位。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

反复强调 ：“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对

中国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有利，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

中国和平发展的信念。”鉴于国际话语权建设是大国发展的必

备手段，事关合法性、战略利益以及国际影响力，在国际“软

实力”建设过程中，我们应从战略高度上重视国际话语权建设。

对新版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渗透论”所带来的危害

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明确我们的应对方向，做好必要的理

论准备和现实准备，为中国国际发展创造新空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家全球战略

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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