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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有效的全球治理将成为本世纪的普世诉求。其迫切性可归因于： 

（1）独步天下的单极强国---美国的“本国优先”政策,已令其国际舞台角色

日趋萎缩, 进而不能引领世界应付日新月异的挑战； 

（2）联合国麾下的国际组织在西方列强的要胁与不予配合下倍感被动,功

能渐失。成员国急寻新的领导中心,辅以新的科技和方案, 以期能走出困局

； 

（3）众多的弱小国家对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一体化所订立的国际秩序, 已

日渐幻灭。它们既没有制定法规的话语权,更没有利益普惠的保证。这驱

使它们觉得人类社会在面临存亡考验之际,大家的命运休戚与共, 实属一个

人类命运共同体,迫切需要它们能行使话语权的治理方案。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基建为主要抓手, 启动了“互联互通”的机制。对

发展中的弱小国家是空前的发展机遇,可缩减与发展国家的经济鸿沟；对

欧美发达国家而言,则是天赐的商机。 

 

这盘大棋包含古代谋圣鬼谷子的合纵、连横的智慧布局,数据是最佳的说

明。截至今年11月底，中国已与五大洲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共建“一带一路”文件199份，况且是在西方媒体极尽妖魔化能耐下逆势而

为的。 



不争的客观事实是：一带一路已带动起新一波的全球一体化（

Globalisation 2.0 )。这不单体现了中国履行大国的国际责任, 也奠定了它今

后引领群伦的地位。 

 

中国的产能输出不应只停留在解决自身产能过剩的问题高度上。更为可取

的是以儒家“兼济天下”的精神, 为未来的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方案与

经验。 

在这方面, 中国不乏可供深耕细作的抓手。信手拈来, 可与世界分享的有： 

* 减贫脱贫的经验； 

* 改善生活素质的科技,如：5G通讯、移动金融等； 

* 用于公共行政、地方治理的大数据科技； 

* 节能减排的绿能环保科技。 

 

与此同时, 中方在顺应时势,愿意挑起引领全球治理的重担当儿, 以美国为首

的国际反华势力势必会加剧其破坏抹黑的动作。因应当前这种变局, 中方

在下列若干领域层面加强力度、提速推进是刻不容缓的。 

 

今年5月的《亚洲文明对话》提供了一个跨文明对话的契机。跨国、跨族

乃至跨宗教与跨洲际的文化交流互动可由此而生。实质性的互动互鉴必须

多层次推动,而不仅止于学术论述的铺陈。 

在这方面, 中国是旅游大国。每年出国的游客人次之多,若善加规划, 不难使

之成为发挥软实力的民间大使, 。这可名之为“国民外交”, 筱关国家形象, 

涉外出行者需要严谨的筛选。 

 



发挥软实力的另一载体是媒体的话语权。眼前的现状是, 中方需要更多境

外的媒体、智库等为其发声与驳斥境外对等单位的抹黑与不实的论述。中

方的论述必须走出政治文宣与学术论道的匡限。 

 

中国的和平崛起, 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近年来,西方媒体与朝野政客的“中

国威胁论”不容等闲视之。要有效中和或反击这种水银泻地的妖魔化负面

宣传, 中方正面的国际维和形象是亟待塑立的。 

尽管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兵员之多、开销之钜, 他国（包括美国）

难望其项背,可其相应的国际维和形象的营造,却仍嫌不成比例。 

 

举一反三,值得借镜的是, 美国藉海豹突击队歼灭宾拉登与巴格达迪等国际

暴恐头子的事跡,成功塑立了本身引领国际反恐的形象。可事实上, 美军在

阿富汗的战场上, 丝毫占不到便宜,不单消灭不了塔利班,反而更见它日益壮

大,毒品交易日见猖獗。 

 

中国要有效扮演大国的国际角色, 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的大环境。中方要争

取国际社会的信任,就必须致力破解反华势力的妖魔化。正面的论述传播

与国际维和形象的塑立, 正是当前亟需快马加鞭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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