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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的现

实困境

（一）网络传播主体单一，缺乏多元主体参与活力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网络传播主体多为

政府机构、官方组织。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

和瞬息万变的网络舆情背景下，官方主导的传播主

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政治正确、内容权威、话

语严谨，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一方面，近年

来，西方媒体在涉及对中国媒体的报道上往往加上

“政府运作”(state－run)字样，暗指其是政府宣传工

具，报道内容可信度低。其原因就在于，以官方为主

导的媒体在对外网络传播的话语建构中容易形成固

定的话语模式，话语表达刻板。另一方面，网络信息

时代，传播者的权利被大大削弱，媒介控制传播进

程、引导舆论的难度大大增加，受众获取信息的途径

并不局限于国内外主流媒体对中国文化的官方报

道，还来源于各种新媒体平台信息。

（二）网络传播思路“以我为主”，缺少因地制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历史、文化、经济、国家

利益方面存在多样性，这也意味着“用户”存在着巨

大的差异，其信息需求、信息选择、接收心理、使用效

果都千差万别。但中国文化在“一带一路”上的网络

传播，一直处于“以为我主”的网络传播思路，长期以

来以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元素，充分展示中

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为主要呈现方式，而对不同

国家和受众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文化

习俗缺乏深入研究，导致传播内容缺乏“在地化”精

准匹配，无法把“我们想要说的”变成“受众愿意听

的”，进而导致传播内容只是被接收，而不是被接受，

无法实现信息有效传递。

（三）网络传播媒体缺乏深度融合，协同创新能

力不强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出现了全程媒

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舆论生态、媒体

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

的挑战。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文化形

象，就必须发挥媒体融合发展的平台力量，激发讲好

中国故事的活力。“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网络

传播还存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缺乏融合，地方媒

体和中央媒体缺乏协调，主流媒体和商业媒体缺乏

互动，大众媒体和个人媒体缺乏配合等问题。

（四）网络传播过程缺乏双向互动，传播效果不佳

解决民心相通需要加强文化互动，讲好中国故

事，需要“听”的人积极主动参与进来，把“别人讲”同

“自己讲”结合起来。“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网

络传播平台虽然采用了最新的新媒体技术，但是运

营思路较少关注传播受众的差异和兴趣，自上而下

的单向度信息传播把受众的积极参与变成了被动旁

观。此外，留言入选不及时、互动不积极等问题严重

影响了中国文化的网络传播效果。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网络传播机制

的构建路径

（一）网络传播动力驱动机制

一是内生动力。从历史来看，主要有古丝绸之

路开放精神驱动；从当今时代的要求来看，主要有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

代需要驱动。二是外部需求动力。全球化和“一带

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文化的多样性和全球性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网络传播
机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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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造就了“全球人”和“世界公民”，但同时属地文

化意义开始减弱，文化利己主义奉行。要加强对互

联网新技术、新手段、新平台的掌握和运用，丰富和

提高太极文化、中医文化、功夫文化、瓷器文化等广

受国外受众青睐的文化体验，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一带一路”受众提供真正接地

气的、能满足其精神生活需要的文化消费。

（二）网络传播话语转换机制

一是要提高对信息编码和解码的把控。在传播

过程中，传播信息作为一种符号，是双方共享的符

号，要形成有利于反映自身立场和利益的“协商符

码”，建构具有中国特点同时具备全球共通性，能被

通俗编码、清晰解码的国际传播话语。二是要加快

实现从“内容为王”到“受众为王”转变。从不同文化

圈、地缘政治版图、社会形态和国际组织等多个维度

全面研究传播受众，充分了解不同历史文化背景、民

族宗教习俗、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的受众特征，从跨

文化角度深入分析其思想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

念、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寻找与“一带一路”受众

“预存立场”的契合点，用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代、包

容与开放传递“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共识和价值共

识，同时还需要考虑需求的差异性和不同文化带来

的文化接受力，避免“文化折扣”。

（三）网络传播载体平台协同创新机制

一是强化互联网思维，积极推动新旧媒体深度

融合发展。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内容建设为根本，

打通不同媒体、平台之间的壁垒，实现不同内容形式

的融通融合，充分发挥各种媒体、平台的优势。二是

推动“文化+科技”创新，深入研究运用人工智能、5G

网络、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对中国文化进行创造

性整合和创新性展示，实现传播内容与用户场景在

跨文化环境下的精准匹配。三是推动国内媒体与海

外华文媒体联合创新。海外华文媒体作为跨文化传

播的最前沿，对当地的文化、风土民情有着最直接的

认知，要充分发挥海外媒体跨文化传播优势，把我们

眼中的中国文化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文化融通起

来，群策群力讲好“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故事。

（四）网络传播效果评价机制

一是评价指标多层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网络基础建设及新媒

体技术普及水平之间还存在巨大差异，单一层次的

指标体系很难兼顾沿线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中国文化

网络传播需要，因此，要加快构建网络传播效果三级

指标评估体系，以传播学“5W”传播要素为一级指

标，以各要素影响因素为二级指标，并通过对二级指

标的细分量化得到三级指标。二是评价标准多维

度，在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坚持全面性、客观性、

科学性、系统性为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不

同类型的网络媒体可分类考评，对于模糊不清的无

法量化的指标可通过专家评议法，对于不同发展阶

段的网络传播效果可采用动态指标考核等。三是评

价角度多元化，“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的网络

传播效果可以通过对沿线政府、文化企业、海外媒

体、智库研究机构、留学生等群体进行分类考评，还

可以通过与非网络传播效果进行横向对比，进而寻

找更有针对性开展网络传播工作的方式方法，提高

网络传播效果。

（五）网络传播舆论引导机制

一是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要把握大势，细分对

象，精准施策，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

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故事融入中国文化对外宣传中，牢牢把握正确舆

论导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

想舆论，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二是

要加强舆情防御评估。根据“一带一路”倡议下的

国际传播格局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建立“一带

一路”网络舆情数据库，按照网络舆情的种类、危害

程度和影响范围将网络舆情设定为不同的预警等

级，及时做好网络舆情危机防御。三是要提高舆情

危机应对水平。要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及时掌

握舆情采集、监测和分析技术，不断提高管网治网

水平，针对次生舆情、反转舆情频发现象，深入分析

网络舆情突发性、隐蔽性、多元化、爆炸性特征，加

强网络舆情监控，加快形成舆情快速反应力、舆情引

导力、舆情控制力三力合一的网络舆情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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