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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公共外交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社会各界日益认同公共外交思想的重大意义。然而外训领域的公共外交

研究却十分欠缺。本文归纳总结了国内学界对公共外交领域的研究，接着分析了外训公共外交的研究现状，

指出了国内外训公共外交研究的不足，最后分析了进行外训公共外交研究的意义，旨在推动外训领域的公

共外交研究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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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军事培训（以下简称“外训”）是军事外交的重

要内容之一，在我国的整体外交战略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

特殊作用。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做好外训工作，有助于

为我们争取知华、友华力量，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水平、

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从而有助于推

动我国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就实践而言，外训项目以“请进来”的方式培训他

国军事人员，旨在增进国际间军事教育交流，增强其他国

家对中国和中国军队的了解，展示并提升中国军队的形

象，同时能够促进传播中国文化，让他国军人了解中国的

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并有认同感，未来成为支华的友好力

量。显然，上述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所有外训工作者的积极

作为、主动解释，润物细无声地向他国军人介绍中国和中

国军队，这正是公共外交的思想和理念。 

1  公共外交与外训 

1.1  公共外交 
美国塔弗兹大学的古力恩教授 1965 年最先提出了公

共外交的概念，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西方国家的

关注和认同，并将其作为一个重要手段，助力国家软实力

的提升。近年来，中国政界和学界也高度关注公共外交，

对此所做的研究越来越多，国内关于公共外交的基本概念

界定日益明晰。 
1.1.1  公共外交的主体 

关于公共外交的主体，国内学者主要持三种观点。第

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外交的主体只能是一国政府。第二种观

点认为公共外交的主体是民众和社会组织。第三种观点是

前两种观点的综合，认为以政府为主导的任何行为体都可

以是公共外交的主体。 
1.1.2  公共外交的对象 

关于公共外交的对象，中国学界的一种观点认为，公

共外交的对象只包括外国公众。而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公

共外交的对象不仅包括外国公众，还包括本国公众。例如，

曲星认为新时期中国公共外交最重要的特色是内外并重。

目前，更多的学者赞同的是第一种观点，即公共外交的对

象只能是外国公众。 

1.1.3  公共外交的方式和性质 

中国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公共外交的方式包括对

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新闻传播两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有学者提出网络也是公共外交传播的重要方式。关于

公共外交的性质，一些学者将公共外交看作是争取他国民

心而采取的公关行动。也有学者认为公共外交是超越宣传

手段的外交活动，一方面，宣传和公共外交不等同，公共

外交具有更深的战略内涵；另一方面，宣传手段是公共外

交的主要表达形式。 

1.1.4  公共外交的目标和功能 
大部分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功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

关于公共外交的目标，不同学者进行了不同的分类。郭海

儒指出公共外交的目的既有建设性的也有破坏性的；李艳

艳指出大国与小国开展公共外交的目标不相同。 

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出，我国学界对公共外交的概念界

定层次多样，但大致相似，在公共外交的主体和客体、方

式和性质、目标和功能等方面不存在大的分歧。基于已有

的研究成果，可以概括出公共外交最本质的内涵，即公共

外交是一国政府为争取他国民心而采取的各种公关行动。 
1.2  军事公共外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不断增强，国际影

响力也变得越来越大，中国日益崛起为一个令世界各国瞩

目的大国和强国。近年来，在中国的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

中，中国军事实力也在日益增强。世界想要了解中国和中

国军队，而中国军队也需要主动向世界说明自己。因此，

为了树立中国军队和国家的形象，让国际社会更加全面、

客观、公正地了解中国和中国军队，中国有关军事部门必

须要重视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以赢得有利的国际舆论，

确保中国军事战略的实施，维护国家安全。 

国内关于军事公共外交的研究开始的时间比较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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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 2 期的《公共外交季刊》中，胡昌明发表了《中

国军队公共外交的时代使命》一文，中国学界普遍认为该

文章标志着国内学界认可了“军事公共外交”的提法。军

事公共外交从字面看，即是军事领域的公共外交，因此军

事公共外交有公共外交的共性，也有其独特之处。因此军

事公共外交的概念要结合公共外交概念界定的四个方面

来看，涵盖主体、对象、方式和性质、目标和功能。军事

公共外交是军方主导的，针对外国公众和他国军队，而采

取的各种形式的外交活动，以通过影响外国公众和军队，

树立中国军队良好的国际形象，营造有利于军队活动和发

展的国际舆论环境，从而服务于国家整体外交目标和战

略。 
1.3  外训公共外交 
中国军事公共外交的内容包括健全军事新闻发言人

制度，推进军事教育交流项目，定期发布国防白皮书，参

与国际维和、国际援助、反海盗行动等。军事教育交流项

目是提高军事“软实力”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培养军事人

才，增强本国的军事吸引力，减少他国误解。中国的军事

教育交流项目既注重“走出去”，又注重“引进来”，“引

进来”指的就是对外军事培训。 

外训公共外交是军事公共外交的一个方面，具体来

说，外训公共外交在方式和性质、目标和功能方面具有军

事公共外交的共性，而在主体和对象方面则更加具体。外

训公共外交的主体是军队相关的外训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而对象主要是来中国参加军事培训的外国军人及其陪同

家属。 

外训在国家外交和军事外交中发挥着窗口作用。外训

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对中国友好的国际力量。外军学员

中的一些有潜力的学员，将来可能会在其国家政治生活中

发挥重要作用，决定和影响着其国家和军队的政策。外训

工作有助于加深外军学员对中国和中国军队独立自主和

平外交政策的了解，使他们成为中外友谊的友好使者。因

此，如何发挥外训的应有作用，努力做好传播友谊、扩大

影响工作，是我们每个外训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的课题。 

2  外训中公共外交的研究现状 

外训本应是公共外交发挥重要影响的领域，然而由于

公共外交这一“舶来品”在中国兴起时间并不长，大多数

外训工作者对此并不了解，导致在思想上缺乏公共外交意

识；在身份上，没有将自己与公共外交挂钩，因而在行动

上，虽然会有一定的公共外交实践，但是不会主动去开展

公共外交，向他国军事人员解说中国，解读中国的大政方

针政策，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这就发挥不了

外训应有的效能。如今，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高度发展的

时代，信息化和网络化程度高，信息传播速度快，公众参

与广泛，我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不容乐观，仅靠传统单

一的外交声音是远远不够的，外训工作者必须要积极参与

到公共外交中来，才能满足我国外训工作的需要。因而开

展外训公共外交研究十分必要。 

然而国内关于外训公共外交的研究十分欠缺。作者以

“公共外交”和“对外军事培训”或“外训”为关键词对

知网数据库进行全文检索，仅发现 2 篇文章同时含有这两

个关键词。陈晨的《军事公共外交时代背景下的军队院校

外训翻译刍议》主要分析了外训翻译的作用，提出针对军

校外训翻译的具体要求，指出提高外训翻译水平有助于推

动军事公共外交的发展。胡振威和白燕在《培养外军留学

生中国情结的研究与探索》中论述了培养外军留学生中国

情结的重要性，以及培养外军留学生中国情结面临的问题

和路径，指出军事外训是开展公共外交的有效平台。但在

这两篇文章中，作者对于外训公共外交的论述都不多。而

与“对外军事培训”或“外训”相关的文献中，绝大多数

是着眼于外训教学、外训翻译或外训管理的某一领域，虽

具有一定的公共外交意识，但缺乏对外训公共外交整体上

的研究。 

3  外训公共外交研究的意义 

第一，通过界定外训公共外交的概念内涵，引起国内

学者对外训公共外交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的重视。通过对

外训领域公共外交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可以看出这一领

域还是一片学者们较少关注的领地。笔者将“外训公共外

交”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提出，旨在引起国内相关学者对

这一领域的重视，进而对其进行更多深入的研究。 

第二，通过探究新时代外训工作的特点和要求，明确

开展外训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东升西降的趋势日益

显现。伴随着中国经济活动走向世界和利益在全球范围内

延伸，中国的军事力量必然会跟着“走出去”。中国和中

国军队亟需让世界了解自己，消除外界对我们的疑虑和误

解。这是新时代外训工作面临的新外部局势，这就要求我

们外训工作者必须客观真实地传播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军

方的声音，争取国际社会的知华、友华力量，为中国军队

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 

第三，通过剖析新时代外训公共外交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尽管外训领域公共外交缺乏相关的

理论研究，但是无意识的公共外交实践却早已萌芽。然而

这一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比如上级机

关对各外训单位的领导力偏弱，缺乏统一的制度安排；各

外训单位职能任务被低层次定位，各外训单位在其大单位

内一般处于边缘化地位，外训工作的重要性未上升到应有

的战略高度；各外训单位内部教学组织和管理混乱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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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训课程安排不合理，管理不科学；外训人才队伍能

力素质欠缺的问题；长效联系机制短缺的问题；以及外训

效果评估办法缺乏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将使外训的效果大

打折扣，因此十分有必要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第四，通过普及外训公共外交思想，提高外训工作者

的公共外交意识，提升外训效益。新中国成立后，受冷战

格局和国内政治的影响，中国的外交领域一直持韬光养晦

的态度，不主动暴露锋芒，中国公共外交表现出防御性的

特征。受此影响，外训工作者的公共外交实践也多为被动

应战型。但是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的沉默

或者后发的被动反应不利于良好国家形象的培养。因此，

在外训工作者中普及公共外交思想，有利于外训工作者树

立公共外交意识，变被动应战型公共外交为主动出击型公

共外交，从而发挥外训工作的应有之意，扩大我军外训影

响力。 

4  结语 

外训公共外交是公共外交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其研究

成果能为我军外训教学改革、人才培养以及保障管理模式

的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对促进现在和未来外训

效果的提升具有现实意义，对全军外训工作也具有推广使

用价值。作为新时代的外训工作者，我们肩负着向世界说

明中国军队的重任，开展外训公共外交研究对于帮助外训

工作者树立公共外交意识，了解公共外交的策略，培养公

共外交的能力和素质，是十分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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