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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过去72 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这一变化瞬间引起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注，
虽然中国在全球的国际地位肉眼可见的上升，但相对于资本主义
发达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稍显不足，
在面对国际性议题时，话语权受到限制，西方国家的压制没有
得到根本解决。在薄弱的软实力阻碍着硬实力的发展下，向国
际传播中国声音就越发地急切，这时如何对外传播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1　传播媒介的成功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它决

定了党管理国家的方针政策，同时这一理论在实践中起到了引领
带头的作用，实现了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也为能参与全球话语
体系建设中打下了基础。文化制度传播的软实力是国家对外输出
硬实力的基本保障，在如今呈现多元化发展的国际话语体系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际话语体系传播在这时就体现得尤为
重要。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建设国际传播体系，向全球展现
一个积极有影响力的中国[1]。

2　传播国际话语体系的认知需求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在对外宣传方面要加

强传播建设，让世界聆听到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崛起成为全世界
关注的焦点，习近平新时代的指导性思想也成为了西方国家争相
报道的头条新闻。长久以来被压制话语权的局面正在慢慢突破，
这是中国对外建立话语体系千载难逢的机遇。西方国家对于中国
的了解还停留在上个世纪，面对现今焕然一新的中国，资本主义
媒体甚至专家学者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时，急需构建一个面向国
际的话语体系，让世界的认知跟上中国历史发展的脚步。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下实现了
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等全新面貌，它使其他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思索
中，他们寄希望在中国成功发展的改革下获得对于自己国家有益的
理论和实践参考。中国需要将历史的实践经验构建一个适用于全球
的话语体系，传播中国的改革发展经验，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获
利，同时打消某些国家对中国语言态度上的偏见，这不仅是中国作
为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有利于提高在国际地位上的话语权。习
近平新时代的思想最终获得的发展成果，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
说，具有相同性和模范的意义，这一思想在原本理论的思想上不断
地创新发展，为那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考模板[2]。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成功的实践，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发达国家感到恐惧和敌意，为了阻止中国在国际上传播这一理论
任意编造谎言，大肆宣传污蔑中国这一理论的传播实则是传播国
家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国家重重的阻挠下，如何顺利有效地在
国际上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体系成为中国亟需解决
的问题。

3　传播内容的亲和力和包容性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之一，从古至今讲究大国的亲和力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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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构建特色理论下的国际话语体系，亲和力和包容性缺一
不可，同时，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基础的属
性之上添加了创新性。与西方国家指导性资本理论不同，中国
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会以包容的姿态传播正确性的相关理论话
语，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传播本国的政治理念的同
时，尊重每一个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出发，选择一条属于本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呈现实践
的过程，在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崛起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在一次次实
践中得出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制度高
度融合的产物，强调内在一致性的同时推进理论上的创新。

全球的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话题关乎人类命
运共同体，针对这些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话语体系
需要给出明确的回答。作为全球性质的议题，中国在回答这些议
题上应该做到客观公正，并且呈现相关理论领域的各种问题，阐
明这些理论形成的由来和观点，每个观点间的争论需要保持理性
话语的传播，并且赋予它们生命力和吸引力[3]。

国际关系的紧张化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话语体系
的传播，为了能够有效传播国际话语这一体系，中国不仅需要在国际
地位上增加“四个自信”，也要认识到自身传播的缺点，国内传播和
国外传播应该相辅相成，在总结归纳的同时，要善于学习、吸收和借
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将各国的话语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国际话语体系结合起来，使这一体系更具有先进性和时代性。

4　结束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际话语体系是传播媒体发展的必

然产物，体系内容的准备性和新兴媒介的运用是决定传播这一体
系广度与深度的主要原因。在2016年2月19日，新闻舆论座谈会
上指出，媒介上的内容是根本，优质的内容最终会赢得发展的优
势[4]。优质的资源整合可以提高产品的升值和利用，在2019 年
1月1日上线的“学习强国”平台就是靠着优质资源整合来提高自
己的知名度和使用率。5G技术时代的到来，将会带动网络传播进
入快效率的阶段，也会为中国特色这一理论的国际话语体系带来
新的传播技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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