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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

自信自强：新时代国际传播的精神意蕴

【内容提要】在从事国际传播时，有一些工作者总显得不够自信，对中国优势看得不透，对中国潜力发

掘不足。本文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剖析国人为什么需要自信自强和怎样自信自强。本文认为，中国创

造的物质财富令全球啧叹，促使中国更自信地向世界展示自我；中国提升的民生福祉受他国羡慕，鼓

励中国更自信地直面暂时困难与挑战；中国倡议的发展理念让国际信服，坚定中国更自信地对外交往

的战略定力；中国发展的未来预期被世界看好，鞭策中国更自信地走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五千年文

明积淀而成的勤奋聪慧基因、近现代化进程以来凝聚的民族奋进精神、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探索

与制度构建，是当下中国理应更自信自强的根本源泉。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精神  自信自强  国际传播

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将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地向世界表达与传播，是当前中外交往

的重要议题。然而，在从事国际传播时，有一些工作者总显得不够自信，遇到中外分歧习惯于从

自身找不足，对中国优势看得不透，对中国潜力发掘不足。事实上，“自信自强”是党的二十大

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题中之意，①剖析国人为什么需要自信自强，怎样自信自强，

关乎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21世纪的持续腾飞，也会影响到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各类

形势的演变进程。

一、中国发展成就足以令我们更自信自强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尤其是新时代的创新发展，中国的发展成就越来

越赢得所有国家刮目相看，即使那些对华不友好势力也不得不承认所谓“中国崩溃论”已破

产，②必须直面中国日益壮大的实力。从物质财富的积累到民众福祉的提升，从理念倡导到未来

预期，中国发展底气支撑着我们向世界展示更自信的国家形象。

1.中国创造的物质财富令全球啧叹，促使中国更自信地向世界展示自我

这些年，中国创造的物质财富是举世公认的，社会生产力已达到令世界震撼的新水平。截

至2023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全球高铁建设超过70%里程在中国。中国高速公路里程全球

最长，已超过16万公里，是美国的近2倍。全球20大港口，16个在中国。拥有100座以上摩天大楼

（150米）的全球10座城市，6座在中国。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大公司数量连续三

年超过美国，数量位居世界之首。在工农业生产方面，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六百

多个工业小类在中国都有完整生产链，超过一半工业品的产量均是世界第一。中国连续12年成

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2022年制造业产值更是超过G7国家制造业产值的总和。中国连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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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蝉联全球第一汽车生产大国，2022年生产量是美国的

约3倍，其中新能源车产量与销量均占全球一半以上。水

电、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和在建核电规模稳

居世界第一，建成充电基础设施也是全球规模最大。中国

主要粮食产量连续35年稳居世界第一。5G基站超230万

个，居世界第一。信息、商务、研发、营销等现代服务业的

水平，均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物质财富创造，造就了世界最大的“工厂”，也

在成就世界最大的“市场”。2017年以来，中国已连续五

年保持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全球233个国家

和地区中166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过

去20年，中国是世界进口增长最大的国家，占世界货物进

口总额比例从2001年的3.8%上升到2022年创纪录的约

12%，年均增长11.9%，是世界货物进口增长率的2.2倍。

③据预测，2023年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对中国物质财富创造，广大亚非拉国家都将中国视

为典型与榜样，正在越来越深入研究中国经验对本国的

借鉴意义。而西方那些对华不友好势力也在重新调整对

华态度。2023年3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415的全票通过

了一项《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法案，不再给予优惠待

遇，以便展开与中国更激烈的竞争，更是从另一个方面折

射了西方一些人对中国目前发展状况、国力与国际形象提

升的承认、敬畏甚至嫉妒。

中国发展不奢求美国或西方的优惠，且中国自我清醒

认识到，自身长期处于底子薄、资源相对不足、人均收入

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的发展中国家阶段。但面对当前快速增

长的物质积累，中国理应更有底气向世界展示自我，更有

自信地与世界对话与沟通，更能平视世界的优缺点与平和

地自我审视。

2.中国提升的民生福祉受他国羡慕，鼓励中国更自信

地直面暂时困难与挑战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服务、城市治安、电子支付、互联

互通等关乎民生福祉的改善，令越来越多的国家羡慕。中

国城市没有像巴西、墨西哥、印度那样动辄产生百万人居

住的贫民窟，也没有像美欧一些城市中心区那样形成“治

安黑洞”，相反，中国通过棚户区改造、城市有机更新等

方式改善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通过电子技术、警民合作

等方式创造了世界一流的城市治安，每10万谋杀率、犯罪

率均是世界最低的。中国城市宜居与生活条件持续提高，

2020年中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约42平方米，比2010年增

长了34%，已超过俄罗斯、波兰、希腊等中东欧国家，甚至

已超过英国、韩国等发达国家。

智能技术的高效运用，使中国成为数字经济、共享

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有望打造成全球最早的无现金

社会。快递外卖、网约车、家政服务、共享单车等全面普

及，逐渐推动了不同收入者享受基本社会服务的均等化。

2022年高铁联结93%的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县县通

高速”“村村通宽带”极大降低中国人的流动成本，“朝

发夕回”在中国多数城市之间都可实现。更重要的是，

中国保持多年来农村人口收入增长高于城镇人口收入，

2021年更是宣布全面消除贫困，超过96%中国人享有医

保、社保；人均用电量超过英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越

来越多外国人感叹，普通劳动者在中国享受到的综合社会

福利正在大迈步，甚至一些长期在华生活的“老外”发出

“今天的中国比很多西方国家更先进”的感慨。

尽管网络中时不时都有一些吐槽与抱怨，近年来经

济下行压力也令不少人面临新的困难与挑战，但我们可以

更自信地认为，困难与挑战往往是中国下一步进步的动

力。民众不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并能得以实现，促使普通

中国人比其他国家国民对历史更自豪、对现状更安心、对

未来更乐观。

3.中国倡议的发展理念让国际信服，坚定中国更自信

地对外交往的战略定力

近十年来，中国对外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

倡议等多个重大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赢得世

界多数国家的支持，多次写入联合国及主要国际组织的文

本或决议文件中。这些重大理念化解了国际社会自上世纪

末以来对崛起中国的全球战略的疑虑，更有力地回击了西

方舆论炮制的诸多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尤其是在美国

接连侵犯他国、俄乌冲突僵持不下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

国际精英相信中国崛起不是重复西方霸权的道路，而是

代表着一种“文明型大国”的崛起。④ 
更重要的是，中国是唯一过去40年未发动、未参与、

未卷入任何军事冲突和战争的主要大国。中国没有重复过

往西方列强与大国崛起的道路，没有给世界带去殖民、战

争、难民、分裂、灾难、制裁，相反，中国带给世界的是和

平、合作、贸易、基建、旅游、投资。新冠疫情前，中国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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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保持1.5亿人次左右的出境游，年均为世界带去境外

消费1300亿美元。2023年出境游逐渐复苏后有望达到新

高峰。中国连续四年出国留学人数都超过70万人，是许多

国家的第一旅行者来源国、第一留学生来源国。2020年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规模大幅下滑的背景下，中国

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跨境投资国，助力全球经济

的复苏。中国基础设施承包商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承担项目，总额占全球基建市场约1/4，涉及交通、电力、

房建、通讯、石化、环保等领域，尤其是帮助非洲修建1万

多公里公路、6000多公里铁路、80多个大型电力设施、近

20个港口及诸多机场、80%以上的通信基础设施，为发展

中国家的社会繁荣、民生便捷、持续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尽管西方媒体上还在时不时在渲染着“中国威胁”，

抹黑中国形象，但我们应该更自信地看到，这些抹黑无法

否认中国诸多重大倡议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欢迎的基

本事实。美欧国家不得不“偷师中国”，近年来推出“建

设更好的世界”（B3W）倡议、“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

（PGII）计划等都在借鉴“一带一路”的相关理论。

美国《新闻周刊》曾发表《中国正在赢得全球舆论

战》一文，披露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基本事实：“在统称‘全

球南方’（包括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发展中国

家）的地区，中国现在比美国更受欢迎。”⑤这一切都让我

们更坚定地保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推动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定力。

4.中国发展的未来预期被世界看好，鞭策中国更自信

地走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外资涌向中国，用真金白银

“投票”看好中国的未来。中国是长期保持吸引外资最

多的两大国家之一。尽管某些西方媒体一直在唱衰“动

态清零”政策下的中国经济，反复强调外企退出中国，但

实际情况是，2022年年度中国美国商会推出《中国商业

环境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企业仍看好中国市场，近三

分之二的会员企业将中国列为近期全球投资的首位或前

三位。⑥2022年上半年欧盟对中国的投资比一年前增长

15%，对投资中国的热情不降反增。

尽管 个 别 西方 智库 近 期 在 炮制“中国崛 起 顶峰

论”“中国开始衰弱论”等“标题党”式的文章，⑦试图打

压世界对中国的预期，但他们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几乎

所有投行、国际咨询与研究机构都普遍预测，中国将在

2030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在多数企

业家看来，中国是世界上政治局势最稳定、主要政策最持

续、城市最安全的国家。中国发展的确定性与政策的可持

续性，让那些在中国的投资、贸易与合作能看到可预测、

可判断的未来。

中国发展带动着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国

家的“群体崛起”。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帕拉格·康纳在其

近作《亚洲世纪》所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受到19世

纪欧洲化和20世纪美国化的影响……21世纪亚洲化在世

界文明的兴起犹如地理学中最新的沉积层形成。……20
世纪美国梦将被21世纪亚洲梦所代替。”⑧中国在所在亚

洲区域大崛起的大背景的助力下，没有理由不更自信地乘

风破浪、更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二、中国理应更自信自强的根本源泉

五千年文明积淀而成的勤奋聪慧基因、近现代化进

程以来凝聚的民族奋进精神、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探

索与制度构建，是当下中国理应更自信自强的根本源泉。

环顾世界，极少有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吃苦耐劳、

勤奋拼搏、温顺恭良，也极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真正吸取

“落后要挨打”的民族耻感、深刻教训而坚忍前行，更极

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善于实事求是地规划未来、并通过符

合国情的道路探索去努力实现规划目标。文明基因、历史

教训、经验探索，逐渐凝聚而成了一系列可行、管用、高效

的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让我们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更加坚定。⑨ 
其实，相比俄罗斯、美国等国，中国地缘方位相对较

差，资源禀赋也不出众，且在人口众多、需求提升的条件

下在某些能源矿产上甚至还出现短缺窘境，但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没有主动挑衅军事冲突，没有侵占周边一寸土

地，没有教唆他国进行代理人战争，更没有拉帮结伙组建

军事集团，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经济金融危机并对外转嫁，

创造性地保持着“无战争崛起”“无危机崛起”的大国纪

录。这就是中国理应更自信的现实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

会上指出：“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

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⑩厚重的历

史积淀、深刻的奋进经验、强盛的国力基础，令所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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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势豪迈，雄心壮志地创造中华民族复兴路上的更光辉

未来。

三、强化国家认同、充实文化底气、提升未来信心

人类近现代化以来，中国这条农耕文明为基础、大陆

地缘为特征、和平发展为路径的大国崛起与民族复兴之

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也是一条没有现成模式可循

的征途。当前一些舆论里出现自怨自艾、牢骚满腹、吐槽

不断，其中一个重要客观原因就在于中国崛起已进入到了

前所未有的、如登山者进入8000米以上海拔的“空气稀

薄地带”，险峻、艰辛都让所有为民族复兴的参与者而感

到心颤。但有无数的事实支撑着中国人为取得的重大成就

而自豪，也提醒着我们需要不断强化国家认同、不断充实

文化底气、不断提升未来信心，才能更坦然地对待当下的

复杂形势与繁重任务。

自信自强的中国，需要有强大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

的强化，是我们防范在欧美各国流行的分裂主义、孤立主

义与民粹主义思潮渗入国内的重要手段，也是汇聚全国各

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为实现美好生活目标而不懈努力的

有效动力。当下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世界舞台

的中心位置，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具有影响世界运行的

能力与推动人类进步的潜力。提升国家的认同感，尤其要

提升对党的支持度，让所有人的付出汇聚成团结的力量，

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可能阻止中国的继续发展。中国能够在

过去70多年获得如此重大的进展，也一定能够在新征程

中取得更大突破。

自信自强的中国，需要有充足的文化底气。文化底气

的充沛，是我们激发寻找困局良方的灵感、防止在遇到艰

巨难题时束手无策和坐以待毙的思想源泉，也是融通中

外、化解分歧、跳出大国争霸旧律的内在动力。当下中国

拥有解决难题的工具与办法比任何时候都多，配置全球

资源的能力比任何时候都强。相信民间的智慧，依靠人民

的力量，挖掘市场的潜力，任何外部压力都有可能转化为

中国发展内生的动力。悠久厚重的文化传承护佑中国成为

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本土生生不息文明主体，也一定能够迈

过当下诸多内外的崛起陷阱。

自信自强的中国，需要有踏实的未来信心。对未来信

心的厚实，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追逐个人梦想、扩大生产

投资的个体心理基础，也是吸引国际资金、改善国家形象、

领衔国际发展的群体价值前提。国民很乐观、经济有活

力、社会很奋进的国家，肯定能获得世界的喜爱、尊重甚至

追随，也更愿意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优秀文化，更真切地

弥补本国的落后与不足。过去百年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推动中国人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未来百年的新征程，

同样需要这种对未来充满乐观与信心的精神与信念。11  
后疫情时代，中国持续前行的总趋势将更明显。国际

传播理应保持斗志，乐观自信，胜不骄，成不怠，难不退。

国家内部更是应该持续提升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信心恢

复了，预期提升了，各种困难与挑战自然就会被逐渐稀释，

新的增长点就会逐渐出现。努力对内扎实前行，对外展现

真诚，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者一定能为早日实现中国崛起

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而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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