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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军队的形象定位与传播策略

张 昆，方 圆
（华中科技大学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交流日益密切，国家形象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着越

来越重要的地位。国家作为多要素的组合体，其形象必然是多维度的，由多个部分组成，军队形象是国家总体形象的

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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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国

力也逐步提高。我国 GDP 总量仅次于美国，位居

世界第二。在此基础上，国家近年来加大对国防的

投入，军队建设不断加强，国防事业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了较快的发展。2001 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

织，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军队也逐渐走向

国际。但随着国际交流不断密切，各国军事交流日

益增多，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遭到了某些既得利益

国家及一些邻国的强烈质疑，他们以所谓的“中国

威胁论”作为噱头四处挑拨，造成了于我不利的影

响。“中国威胁论”在很多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市场，

他们对中国抱有疑虑，存在戒心。

一、走出去的中国军队遭遇“形象困惑”

国家形象，一方面表现为本国公众对国家自身

的评价，可称之为国内形象；另一方面则是他国媒

介、民众对该国的总体认知，即国际形象。国家形

象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涉及众多的要素和变量。

国家形象按照不同的性质可划分为不同的组成部

分。国家作为“形象”的主体，在空间的意义上可分

为政府形象、官员形象、国民形象等；国家形象通常

还是通过具体的领域来反映的，由此可划分为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生态等方面的形象；从

哲学的意义上还可将国家形象分为主观认识下的

形象和客观状态下的形象。一个国家，其形象并非

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通过某一个因素决定的。

在这众多因素中，军队建设是构建良好国家形象的

重要组成部分。

军队形象是国家形象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构成军事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军队形象建构的

目标要适应时代背景，服从和服务于军队建设与国

家形象塑造的大局 [1]。军队是国防的主体，军队建

设也是国防建设的核心。我军历来重视人民军队

形象的塑造，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根据形势

先后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是穷人的队

伍”“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

口号，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广为宣传，树立良

好的形象，赢得农民的信任，获得了国际社会对共

产党领导的军队的认可及全国公众的支持和拥护。

近年来，中国军队逐渐国际化，走出去的中国

军队一直用实际行动来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积极

参与世界维和活动，严厉打击海盗行为，加入防疫

救灾组织，维护国家的权益。这是一种国家形象的

正面体现。如 2008 年的索马里海盗事件，随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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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海盗活动越来越猖獗，国际社会相继出台各种

措施打击索马里海盗。自 2008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2 月，中国先后共派出 19 批次海军护航编队远赴

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参与打击海盗，这是我国海上

作战力量首次赴海外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海洋

权益，无疑具有开创性和标志性的历史意义。中国

军队几番亚丁湾护航，其一是维护国家的利益，积

极打击海盗行为；其二是履行大国的责任和义务，

同其他国家一同采取强制的力量去保护航道的安

全，对于恢复亚丁湾正常秩序、恢复国际航运业的

信心是非常有帮助的。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一

点，中国海军解救人质，保护商船，关乎中国的国家

形象问题。

但是，随着中国军队走向国际步伐的迈进，中

国军队也开始遭遇到形象定位的困惑。在全球化

的背景下，作为发展中的世界大国，中国一直把其

他国家人民的喜爱、认同作为目标，而尽力避免引

发他们的恐惧和反感。我们的对外传播一向偏好

展示国家的硬实力，致力于报道我国经济发展、国

力强盛，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忽略了软实力的宣扬。

或者说，我们忽略了理想与现实的界限，把理想的

国家愿景当成现实，按照愿望去描写现实的国家。

其结果可想而知。近年来，中国将发展对外传播升

级到国家战略的角度、以期强化中国特色的话语体

系，中国军队也被塑造成正义之师、和平之师、威武

之师，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平的理念，但现实却是

国家的投入大大增加，可实际效果不如预期，这究

竟是为什么呢？

二、中国军队外部形象的定位

在新军事变革的趋势下，军队形象的自我构建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目前，我军

如何构建一个“正义之师、和平之师和威武之师”的

军队形象，未来如何建立一个符合国家利益、促进

国家发展、有利于军队建设和顺应军事变革的军队

形象，都是我军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课题。本研究

认为，中国军队的形象塑造，应当兼顾理想与现实，

友善与威严，不应一味沉溺于单向度的友好与友

善，既避免给人留下蛮横无理的印象，也不应让人

觉得软弱可欺好人主义，应当承认并接受国际政治

的某些必然法则，承认并接受军队形象的多维现

实，承认并接受外部受众的某些接受心理，审时度

势地向外界展示不同的中国军队形象，以避免军队

形象塑造投入大，而成效不尽如人意的尴尬现实。

具体来说，应包括以下三个维度的形象定位。

（一）令人爱戴的形象

长征组歌的《四渡赤水》中有一句歌词是这样

的：“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亲人送水

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创建

以来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发展路程，从当年的“小米

加步枪”到现在的航空母舰，在任何时候他们都在

无私地为国家付出和奉献。在中国人民的眼中，中

国军队是令人爱戴的，是“最可爱的人”。

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较为著名的战

斗。“联合国军”在上甘岭这个不足 4 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先后投掷炸弹 190 万发。孙占元在战斗中两

腿被炸伤，依旧顽强指挥战斗，用缴获来的两挺机

枪轮流射击，毙伤美军官兵 80 余人，子弹打完之

后，他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通

信员黄继光所在连突遭敌火力点阻拦，危急时刻，

黄继光奋勇冲上前，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

眼。其实，何止在上甘岭，又何止是黄继光、孙占

元，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这样激烈的战斗随时

都在发生，这样的英雄壮举几乎在每一次战斗中都

会涌现。

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道：“谁是我们

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

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

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

丽和宽广！”[2]

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在半个世纪之前，

他们这种令人爱戴的光辉形象就已刻在了人民的

心中。

“他们的速度快如闪电”，这是四川汶川地震

后，海外媒体对中国军队救援的评价，他们认为中

国军队在现代化道路上有了实质性进展。汶川地

震发生后，中国解放军迅速投入救援活动中，他们

空投伞降，在灾区建立通信联络，将一条条鲜活的

生命从废墟中拯救出来。中国军队的形象在人们

心中更加亲切，更加鲜活。因此，在对外传播领域，

这一令人爱戴的形象应当被继承并大力弘扬，让中

国军队和平之师的形象深入世界各国人民的心中。

（二）令人敬畏的形象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说：“由于战争

是充满危险、劳累、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领域，因

此，勇敢是军人的首要品质；机智、干劲、顽强、刚毅

和坚定，都是军人必须具备的素质。”[3]34-61军队是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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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工具，是实现国家根本利益所必不可少的。正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

某种程度上能侧面地反映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我

们走在追求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并不意味着我们在

面对问题时不具备还手的能力。当今时代，虽然和

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但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并未发

生改变，利益仍然是国家的最高原则，军事依然是

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后手段 [4]10-11。历史告诉我们，落

后就要挨打。中国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谋求

发展，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支撑。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化，单纯的受人喜爱的

形象定位似乎已经无法完全适用于当今社会。马

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到，人们冒犯所爱戴的人

的顾虑要比冒犯自己所畏惧的人少得多，因为爱戴

乃是靠恩义来维系的，由于人性的恶劣，人们常常

会为了一己之利而忘恩负义。可是畏惧之心，则因

为担心受到惩罚而会长久地存留着 [5]82。中国军队

在现如今应当让其他国家有敬畏之心，依靠不断增

强的军事力量加大他国对我们的畏惧感。对内，解

放军可以是“最可爱的人”，但对外，必须骁勇善战，

必须是令人敬畏的强军形象。

当前，国际安全环境并不稳定，恐怖主义、极端

主义等依旧存在，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国军队

必须具有多样化的军事应对能力。在信息技术迅

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善于运用各种宣传与传播手

段，充分展现我军在参与国际维和与抢险救灾等行

动中表现出来的英勇事迹；通过各种对外军事交流

与合作演习，展示我军严明的军纪、过硬的军事素

质和协作能力，努力塑造中国军队善战与强军的军

队形象，适时的向某些不友好势力展示“肌肉”，打

消他们对我国我军的不良企图[6]。

（三）开放进取的形象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由于政治体

制、意识形态的不同，国际社会间的斗争一直存

在。一些西方国家强权政治、依靠暴力和军事解决

问题有违和平发展的时代要求。一直以来，中国就

是一个坚持和平发展的国家，这是基于中国国情的

必然选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的发展尚不平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改善人

民生活始终是我国的中心任务。走和平发展道路，

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其

次，它也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追

求和平、发展与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任何国家要实现自己

的发展目标，都必须顺应世界的发展趋势。

2014 年 11 月 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大利

亚联邦议会发表题为《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并肩

实现地区繁荣稳定》的重要演讲，阐述中国和平发

展道路和亚太政策。习近平在演讲中说：“中国坚

持和平发展，决心不会动摇。中国需要和平。中国

虽然是个大块头，但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人就认识

到‘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纵观历史，任何国

家试图通过武力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最终都是要

失败的，历史上那些不可一世的帝国如今都成了过

眼烟云。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维护和

平。当今世界的潮流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7]

因此，提高我军透明度，加强与他国的军事合

作与交流，树立我国军队“开放合作”的国际形象也

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开放和合作能起到增信

释疑的作用，是对中国威胁论等的最好驳斥 [1]。同

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应某些势力对我军现代

化建设“不透明”的指责，有助于塑造我军开放自信

的外部形象，给世界各国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2011 年，中国进入了航母时代，成为世界上第

十个拥有航母的国家。今年 4 月，美国国防部长哈

格尔在访华期间参观了辽宁舰，美国海军部长也曾

表示欢迎中国航母访问美国。如此种种，说明中国

的航母外交时代正在开启，这对于国家外交及中国

军队形象的定位有着重要且深刻的意义。中国“蓝

水海军”呼之欲出，中国军队走出去有助于打造其

开放进取的良好形象。

三、中国军队形象的外部传播策略

（一）占据信息传播主动权，做到适度透明

长期以来，军事领域的科学研究、计划行动常

被认为是涉及“国家机密”而需要“保密”，中国军队

呈现给公众的形象，往往是神秘而模糊的。如多年

来的解放军演习行动，大都不会提前对外公布。但

在当今媒介化时代，各类传播渠道的发达，使得所

谓的“涉密”信息面临“被公开”的挑战而不再神

秘。2014 年 7 月底，一批外国记者受邀参加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防部的月度新闻发布会。这是我国自

2011 年建立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以来，首次邀请

驻华外国记者参加的军方新闻发布会。美联社在 7

月 31 日的报道中对解放军的一个细微变化给予了

高度赞赏：中国国防部邀请外国记者参加新闻发布

会，对于中国军队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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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队朝着塑造一个更透明军队的形象中往前迈

进了一步。军方首席发言人耿雁生在新闻发布会

上的发言恰切地表达了中国军队这一做法的目的

和意义：“我们希望参加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能

够对你们报道中国有帮助，并且希望帮助世界更客

观地了解中国和中国军队。”[8]

在不威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适度地放开军事

报道的一些领域和议题，既与当今开放、公开的时

代诉求相呼应，亦有助于遏制因信息不畅导致的流

言、谣言的产生，避免我军在应对舆情上面临被

动。不仅如此，适度的信息公开和透明，更有利于

塑造中国军队的开放、透明、自信的形象，消弭“中

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

（二）充分整合，利用国内外传播渠道

长期以来，在涉华军事报道中，西方媒体将“中

国军事威胁论”作为“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体现

而大肆传播和宣扬。如有研究者通过对美国《纽约

时报》的 120 篇涉华军事报道比较集中的话题“中

美军事对话和交流”“担忧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或

威胁”“中国军事力量的变化与台海关系”“中国军

费透明度”等内容进行分析，发现《纽约时报》所呈

现的中国军队的形象已经偏离真实情况，是《纽约

时报》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和本国的利益需求进行改

造和重新建构之后的图像。其中原因，除了国家立

场、文化霸权主义的逻辑之外，还与国内媒体对中

国军队形象的传播重视不够，未能充分、全面地向

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军队的真实形象有关。

传播是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消除误解的重要

手段。军队形象传播，就是利用各种信息传播渠道

和技术手段，将军队形象及时有效地传达给国内外

公众。军队形象传播主要通过重大战争军事行动

报道和非战争军事行动报道两类渠道。在重大战

争军事行动的报道中，我国媒体要充分展示军队的

勇担责任、履行国家使命的正义形象；在非战争军

事行动报道中，如抗震救灾报道中，媒体要着力展

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英勇

无畏、自我牺牲精神。另外，加强中国军队形象的

传播，还应充分考虑国内外受众的多元化诉求，利

用多种新媒体手段，如微博、微信平台、论坛等，采

用多种报道题材，多角度、全方位展示中国军队的

立体形象。此外，还可以考虑在适当时机，充分利

用国外媒体现有的新媒体平台宣传我军形象，事实

证明，这些新媒体平台对国外主流受众的影响是非

常巨大的，有些时候能起到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

（三）报道内容上“硬”“软”结合呈现军队形象

军队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终途径，但并非唯一

途径。面对国际的众多问题，我国一向是“反对武

力，却也决不放弃使用武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要强硬起来。要使用武力，但不能滥用武

力，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是我国对待

国际问题和国际事务的立场和态度。在当今和平

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之下，大众传媒在报道军

事问题、军事行动时，要着力宣传中国军队的和平

之师、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威严形象，树立中国军

队的公信力。

在运用“硬新闻”传播中国军队“硬汉”形象同

时，运用“软新闻”讲故事的方式展示中国军队的亲

和力，在当今受众诉求多元化的时代不失为一种有

效的传播手段。“软新闻”手法常用于非战争军事报

道中。如“新华网”关于“海军赴索马里护航”的系

列报道中，《记者出海第一天体验舰上生活》以体验

式报道的方式向读者讲述了海军战士的海上生活，

富有人情味和亲和力。“中国军网”2012年 4月 25日

报道了第 10 批护航编队在返航途中出访泰国，一

位 69 岁泰国老华侨迈着蹒跚的步伐上舰与战士交

谈，抚摸前甲板的主炮时老泪纵横，表达他对祖国

的思念，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军民鱼水之情。事实证

明，这一新闻报道取得了非常良好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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