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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指出，今年 8 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3%，较 7
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也高于市场预期的6.2%。

统计局的数据分三大门类看，8月份，采矿业增
加值同比下降 1.3%，制造业增长 6.8%，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7.0%。8月份部分指
标有所改善，新经济新动能快速成长，国民经济继
续保持基本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的发展态势。

路透社总结，中国8月宏观数据齐超预期，内外
需略改善带动工业增速升至5个月高位，基建和房地
产投资反弹助力整体投资持稳，零售销售则在汽车
消费等拉动下回升。结合此前公布的贸易和通胀数
据，证实中国经济已走出 7 月低谷，三季度 GDP 增
速或与上半年持平。

但是同时也需谨慎，未来房地产投资恐受制于
销售放缓，基建投资也面临高位回落压力，整体投
资下行风险犹存，意味着中国经济稳增长还需政策
面未雨绸缪：货币政策料维持稳健，积极财政受到
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加大的制约，未来可能更多寄望
于PP（公私合营模式） 加快落实，撬动民间投资。

国际舆论聚焦中国宣传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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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时报》网站近日刊登题为《如何对抗中国的全球宣

传攻势》一文。文中提到，中国媒体正在扩大自己的全球影响力，

并听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说，“软实力”的关键在于“谁的故事赢

（而不是谁的军队赢）”。中国正努力向世界讲好属于自己的故事。

网络视频、说唱乐歌曲……亲民而时尚的方式；与国外媒体合作、

听取国际公关公司建议……想方设法贴近西方受众；纽约时报广

场的国家形象片、国外电视台制作的主题广告、国外媒体上的中

国记者文章……西方惊呼“中国全球宣传攻势”来临。一波一波的

“中国故事”正在路上，世界准备好了吗？

★国 际 论 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中国故事是时代命题，讲好中国故事是时
代使命。当中国与故事关联时，中国就不是一般的中国，故事也不是一
般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不是所谓的马斯洛效应：生存问题、温饱问
题实现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表达自我的行为，而具有更深
远的时代内涵与全球意义，是为了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首要的就是讲好中国发展故事及其背后的发展
理念。《“十三五”规划纲要》 提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充
分展示了中国的发展观，只有五千年文明史演绎的“兼收并蓄、融
会贯通”思想才能在国际社会创造性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人类
发展。因此，发展成就、发展观最能体现中国的软实力，最能提升
中国发展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首先是讲好中国的发展故事，及
其背后的和平理念，这是世界的期盼，也是中国的担当。

但要讲好中国故事尤其要改变这两种现象：一是有故事，没中
国。掌握国际舆论话语权的西方媒体往往就中国某个问题大肆炒
作。因此，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是在国际社会构建客
观、全面、生动的中国观过程，任重道远；二是有中国，没故事。
中国人讲中国，往往有中国但没故事，或者故事太中国特色，缺乏
通约性表达，难以引起国际共鸣。为改变这两种状况，讲好中国故
事，就是将中国、故事连贯为中国故事，通过中国故事讲世界故
事，塑造世界的中国观。

因此，讲好中国故事，就要做好“三位一体”——自塑、他
塑、共塑。超越“中国”——自塑；超越“故事”——他塑；超越

“讲”——共塑，关注他人，关注时代，关注世界。
超越“中国”。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自己的故事，要以个

人魅力折射中国魅力。同时，中国人自古有天下担当，需超越中
国，关注他人，善交、广交朋友。

超越“故事”。中国故事是多方面的，既有成功，也有教训，关
键是故事背后的道。道在，自信在。超越自信，养成自觉，关键在讲
好中国故事之道。中国故事是解决发生在中国的世界性问题，与其他
国家的故事具有共通性。外国人不只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听众，也可成
为讲中国故事的主人。

超越“讲”。要学会问，学会倾听，激发对方听我讲的兴趣，然
后才能有针对性讲，更好与对方互动。我们常常说国际舆论场“西
强我弱”，其实“为而不争，故莫能与之争”。中国的持续成功，使
得各种中国“崩溃论”、“威胁论”等不攻自破。

总之，讲好中国故事之道，是讲好“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基
于历史而引领未来”的逻辑，讲好世界故事，讲好时代故事。

（刘林卿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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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中国经济呈现全面好转苗头

最新公布的宏观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呈现全面好
转苗头——作为经济第一增长动力的投资企稳回
升；工业和消费增长双超预期回升，呈现“稳中趋
升”态势；得益于本币的贬值，外贸发展在无新刺
激措施下，终于扭转下滑势头，亦呈企稳回升势头。

可以预见的是，2016-2017 中国经济将呈现稳中
有升态势。投资仍然是中国经济的第一增长动力，为

“托底”经济，必须扭转投资下滑态势，民间投资和房
地产投资的下降，是前期市场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
最大理由。但有学者认为，投资下降局面必将在 2016
年内终结，未来投资缓慢回升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2016 年 5 月，中国公布 1.6 万亿元的东北“除
锈”计划和 4.7 万亿元的三年交通基础设施完善计
划，两项规模合计6.3万亿元，增长超过2009年“四
万亿”的 50%。除了政府引导投资之外，中国还加
大了推动 PPP 落地的进度，2016 年后的 PPP 项目签
约率显著提升，从3年前推出时的不到10%提高到了
约40%，政策通过PPP“托底”投资态势明了。

可以相信，中国政府后续对新增投资的激励措
施还会陆续出台。当前民间投资并不低迷，反映了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因为财政投资
实际上并没有和民间部门争夺资金，当前中国货币
过分充裕的情况，决定了财政投资“挤出效应”不
会有。另一方面，由于投资结构改变 （地产投资比
重的下降），当前的投资回落，并非意味着资本形成
会有同比例下降，因此经济平稳运行的状态将延续。

德国之声

中国经济稳增长还需未雨绸缪

来源：《金融时报》来源：《金融时报》

9 月 22 日，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
理局共同编辑出版的 《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公报》 正式发布。公报显示，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额同比增长18.3%，达到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首次
位列世界第二。

从全球看，中国仅次于美国排在第2位，超过日本。
在金额上首次超过同期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1356 亿美
元，实现资本项下净输出，正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2015年末，中国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 4.37万亿美元。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连续13年快速增长。

——《日本经济新闻》

《柳叶刀》 杂志公布的全球居民健康排名中，中国排名第 92。
中国的评分是60分，满分为100分。

对中国的排名产生负面影响的是自然灾害造成的高死亡率
（100 分中的 39 分），大量受感肝炎人群 （40 分），卫生水平较低
（38分），以及PM2.5空气污染指数 （25分）。对排名产生正面影响
的是几乎不存在疟疾 （94分），高水平的产科 （97分），低程度的
被忽视热带病传播 （89分），以及最低程度的家庭性暴力 （96分）。

制定该排名的标准包括儿童和婴儿的死亡率、交通事故中的死
亡率、儿童的超重情况、酒精与烟草的消费水平、艾滋病、肺结
核、患病率、乙肝的患病率、自杀率。

——《俄罗斯卫星网》

在未来 10 年内，中国每年将至少新建 6 座核电
站。也就是说，60个新的核反应堆。然而，即使60个
新的核电站全部开始运转，核电在中国的发电总量中
仍仅占10%。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今天已达到20%，在
法国甚至占到 70%，亚洲的核电领先者韩国则占 30%。
因此，中国发展核电仍有较大空间。

无论是核电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有一点是非常
肯定的：技术的未来将由中国决定。这不仅仅因为中
国在全球范围内建造的核电站数量独领风骚，而且还
在于西方的新核电站也有相当一部分由中国人建造或
共同建造。中国企业能提供最好的性价比，包括有利
的融资。在停止10年后，欧洲第一座新的核电站就由
法国和中国的企业共同建造。 ——德国《商报》

今年，中国的石油进口已经成为推动需求的重要力量。据估
计，全球需求增长了130万桶/日，而中国迄今为止的石油进口量
较去年增加了13%，相当于每天增加90万桶。所以，中国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

大量的进口石油流入了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今年上半年，
中国战略储备增加了1.36亿桶，总量达到3.69亿桶。这意味着增
幅达到60%。

不过，石油市场正在担忧中国将停止增加战略储备，因为已
经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储存这些廉价石油。中国官方的储备能力只
能容纳2.62亿桶，所以政府动用了第三方储存空间来存放剩下的
石油。另外，油价现在并不像今年早些时候那样便宜了，布伦特
油价24日前市时段报每桶47.22美元。

——《华尔街日报》

中国2015对外投资额跃居世界第二中国2015对外投资额跃居世界第二 全球居民健康排行中国名列92位

石油市场担忧中国停止增加储备中国发展核电仍有较大空间

方式：越来越聪明

《纽约时报》 网站文章称，中国的宣传手段正变得
越来越聪明。一个好例子就是一段名为《领导人是怎样
炼成的》的视频。这段在网上传播的视频既针对中国观
众也针对外国观众，它把在美国、英国和中国成为最高
领导人的过程进行了比较。在中国的制度下，领导人是
经过数十年培训和考验的，而对美国选举程序的呈现则
重点强调了筹款的必要性。这段视频和其他类似的短片
是由专业人士制作的，远远不像中共开展的传统运动那
样容易被当成宣传手段。

中国正通过越来越亲民而且时尚的方式展示自己。
多家媒体注意到，说唱乐成为中国展示自身形象的

新手段。德国之声电台网站近日报道了“这就是中国”
这首英语说唱乐歌曲。报道称，这首歌一开始便提出了
自己的诉求：“抛开过去的种种偏见，今天我想重塑世
界对中国的印象。还原那些长期以来被外媒编纂的不实
报道。”据这一组合的两名成员李毅杰和王梓鑫在其微
博上表示，歌曲制作过程超过两个月，并称目前歌曲点
击量已经超过700万。

美国《时代周刊》则看到了更多相似的例子。其报道指
出，包括“这就是中国”在内，中国官方近来屡屡使用说唱乐
作为宣传手段。中国解放军曾使用说唱乐制作征兵视频。一
个称作“复兴路上工作室”发表英语说唱乐“十三五之歌”，
解释“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官媒央视曾推出“深改小组两岁
了”，新华社也制作了中文说唱乐“四个全面”。

此外，中国媒体也加紧了“走出去”的步伐。正如英国
《金融时报》引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汉学研究教授、“刘氏中
国研究院”院长克里·布朗的话所说，共产党正寻求与西方
主要传媒机构建立关系，以帮助提升其在西方的形象。

上个月，英国《卫报》报道，英国每日邮报在线网
和中国《人民日报》达成了一项内容共享协议。这笔交
易是在去年签署的。报道还指出，每日邮报在线网并不
是与中国媒体达成合作协议的首家总部位于伦敦的出版
公司。电讯传媒集团和一些西方新闻出版商都签署了相
关协议，发表由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记者撰
写的赞助内容。

《纽约时报》 网站文章也指出，《华盛顿邮报》 和
《华尔街日报》 目前都在出版国有报纸 《中国日报》 提
供的“中国观察”专版。新华社正在纽约时报广场的巨
大广告屏上播发消息，数以十亿美元计的中国投资也在
近年来涌入好莱坞。

另据澳大利亚洛伊解读者网站报道，今年5月，中
澳两国媒体在悉尼签署了六项合作协议。文章称，这些
协议孤立地看来或许并不算特别重要。但如果把它们加
在一起看，显示中共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胜利。

为了“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认识真正的中国，
中国正在更加努力地贴近西方受众。

在前不久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期间，总部
位于纽约的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制作了一
系列在峰会期间播出的广告。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
报道，视频中包含中国风光和城市天际线的激动人心的
画面，其间穿插着“创新”“2030 年能源更绿色”和

“十三五”规划等口号。
这不是中国政府首次寻求西方公关公司打造形象。

2008年中国政府就曾雇用国际顾问公司帮助推广北京奥
运会。

还记得在纽约时报广场亮相的中国国家形象片吗？
由杨利伟、袁隆平、章子怡等行业代表领衔的 《人物
篇》曾令国人印象深刻。将来，中国国家形象片或许会
有不同的风格了。据路透社报道，为了更高效地与西方
观众沟通，中国政府已经分别听取了5家国际公关公司
的宣传新方案。据内部人士透露，国务院新闻办要求上
述公司分别就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形象问题和新媒体
管理经验做出陈述。

使命：“讲好中国故事”

自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实施了“走出
去”战略，包括大力推进国家媒体向海外扩张。中共把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的关键在于“谁
的故事赢 （而不是谁的军队赢） ”放在心上，给外宣部
门委以“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澳大利亚洛伊解读者
网站文章这样解读中国的外宣努力。

那么，中国要给世界讲述怎样的中国故事呢？
《俄罗斯报》一篇题为《北京面孔》

的报道指出，对北京而言，在海外塑造
积极正面的形象至关重要。外交的多边
性、国际经济项目的参与者、在地球最
偏远角落的积极存在、在不同领域提出
的全球性主张、在弘扬传统的同时向世
界敞开大门……这便是中国媒体欲在
全球积极塑造的国家形象。

中国媒体对上述行动积极报道，夯
实北京有意在国际舞台上发展对话与
合作的国际形象。同时，从中不难发现，
中国并不试图与“西方标准”接轨，它拥
有自身的目标及本国的发展计划。

最重要的是，北京有意向全球推
出自己的战略，且无惧于充当若干宏

伟战略的领头羊，例如新丝绸之路理念，它成为全球主
要报章评论员的热门话题。

《纽约时报》 的网站文章则显得极有“危机意识”。
文章指出，对中国媒体而言，“讲好中国故事”意味着
宣传中国的政治体制、即所谓中国模式的如下形象：由
训练有素、富有远见的技术专家来进行的任人唯贤和注
重效率的优于西方民主的统治。

“中国故事”已经开始慢慢赢得人心。
近日，《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5》出炉。本次

调查报告首次覆盖了G20中19个成员（欧盟除外），访问
样本共计9500个。报告显示，相比2014年，中国整体形象
得分提升了0.3分（总分为10分）。其中，发展中国家对中
国的印象（6.9 分）比发达国家（5.5 分）明显更为积极。值
得注意的是，相比年长群体，海外年轻人（18—35岁）对中
国的了解程度更高，整体印象更好，对中国未来发展形势
的看法也更为乐观。

未来：“需要更高效沟通”

中国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努力引起了国际舆
论的关注，其中不乏“唱衰”的声音。

美国的“中国通”、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
教授沈大伟在《外交事务》杂志7—8月号发表了《中国软
实力攻势——寻求尊重》一文。在该文中，沈指出，随着中
国国际实力的增长，北京意识到了国家形象的重要性。近
几年，中国在国际上发起了一轮软实力攻势，可收效甚
微。他的结论是：中国的软实力攻势不能一厢情愿。

莫斯科大学俄中传媒、新闻及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
叶夫根尼·扎伊采夫也指出，中国媒体对外国受众来说
还不够有说服力，它常常是半官方的，对中国政策和利
益的推广过于直白。

不过，绝大多数的声音是肯定的、积极的。
《俄罗斯报》 引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

亚历山大·伊萨耶夫的话说，中国人总体上对境外受众
的信息及心理需求把握相当到位，“因此，他们使用的
提法及论据具有一定‘说服力’，是对方新闻环境中常
见的”。例如对环保项目的宣传等。当然，中国没有刻
意回避尖锐问题。

《纽约时报》 网站文章指出，中国在设法影响西方
舆论的过程中或许会面临逆境，但不把中国的努力放在
眼里将是错误的。它事关重大。文章认为，鉴于许多西
方民主国家显然正处在危机中，中国的宣传或许会在发
展中国家遇到沃土，中国的经济成功和社会稳定给这些
国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人务实，他们总是很好地计划、论证和计算自
己的项目。因此，
他们的政策是长
期性的，与经济
和外交利益密切
相关。”《俄罗斯
报》很有信心，中
国必定能“讲好
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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