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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牢

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在进行具

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话语权事关国

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话语霸权建构是西方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统治和文化渗透的重要

手段，是维护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和利益格局的

重要意识形态支柱，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经济体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威胁，近期又呈现

出若干需要加以关注的新变化新特点。

一、西方话语霸权建构的新变化新特点

话语霸权建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西

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软实力的表现。伴随着中国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话语权的斗争更加激烈，

与此同时，西方通过话语霸权建构施加政治影响的

意图更加明显，手段更加隐蔽。

1.从政治话语霸权延伸到经济、社会、生态、能

源、网络等领域，建构“整体”话语霸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尤其是美国通过不遗余力地生产概念和建构话语，

成功包装和营销了“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同时，发

明“普世价值”概念，神话“选举民主”制度，并打上

“政治正确”的烙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然而，“颜

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证明，西方

所谓的“民主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会出现严重“水土

不服”，甚至导致国家分裂和经济社会历史性倒退。

不少发展中国家逐渐认识到被西方政治话语霸权

“蒙骗”和“忽悠”，“美式民主”在舆论上和心理上破

产了。针对政治话语霸权式微和“中国道路”感召

力、吸引力不断增强的现实，近几年西方国家不断调

整话语霸权的侧重点和着力点。除了继续强调“自

由民主”的“老一套”之外，加大了话语霸权的内容创

新和心理战力度。在经贸问题上，西方开动宣传机

器，将中国扣上“操纵汇率”的帽子，并为逼迫人民币

升值提供所谓“理论依据”。在全球生态问题上，片

面关注中国负面环境事件，运用批判性话语，制造

“中国环境威胁论”，刻意忽视中国为环保做出的巨

大努力和进步。在国际能源问题上，宣扬“中国能源

饥渴症”“中国能源威胁论”，不断妖魔化中国的能源

战略，鼓吹中国的能源需求对全世界的威胁。在虚

拟社会治理上，美国政府发明“网络自由”概念，与现

实人权问题相关照，重点抨击“中国没有网络人

权”。总之，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从传统话语

建构到非传统话语建构，西方国家不断创造词汇，不

断发明概念，不断引导舆论，“逢中必反”“龇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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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形成对中国的舆论“围剿”态势。

2.从语言演绎归纳演变为操弄数据、模型，建构

“指数”话语霸权，设定“普世”标准

从西方话语霸权建构发展来看，出现了一条明

显的从语言逻辑向语言逻辑与数理逻辑“并行”的脉

络。过去，无论是“自由民主”理论还是“三权分立”

思想，无论是“历史终结”判断还是“普世价值”宣传，

无论是“新自由主义”渲染还是“公民社会”论调，西

方进行话语霸权建构主要立足于生产概念、包装理

论、推销思想。然而，近期却发生了重要转向，西方

话语霸权越来越注重数理逻辑、挖掘数据、建构模

型，形成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发展等领域的一

系列“指数”产品，以看似更为“科学”“中立”“精致”

的衡量标准和运算结果为西方的强势话语扩张进行

注释和论证。例如，“自由之家”指数、“政体四”和

“经济学人民主指数”以罗伯特·达尔的“衡量民主七

要素”作为理论逻辑支撑，进行综合运算和排名归

类。[1]在这些指数中，近年来民主法治、社会发展进

步巨大的中国排名十分靠后，而在“阿拉伯之春”中

政权更迭、战火纷飞的国家的成绩则甚为“抢眼”。

这种基于特定理论和制度标准而设定的所谓“客观

指数”，往往与对象国的主观感受相去甚远，打着学

术研究、科学论证的招牌，结论却极为荒谬。再如，

世界治理指数被公认为是当前主流治理指数中影响

力大、使用面广的综合指标之一。但是研究发现，这

个涵盖了6大指标维度、441个变量、215个国家样本

的指标体系，仅仅体现出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治理的

相对狭隘理解，实质上是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观

作为统一标尺来简单测量全世界不同发展类型国家

的治理状况，存在强烈的价值偏好和价值导向。按

照西方“套路”进行治理的国家在指数统计上毫无例

外“成绩优异”；反之，即使治理绩效良好，在指标体

系中也“表现平平”甚至“划为另类”，其测量结果理

所应当打上大大的问号。而目前西方社会科学界精

于此道、乐此不疲，越来越善于通过“数理论证”和构

建“指数话语”，掌握标准制定权和结果裁判权。

3.从学术研究范畴扩展到网络娱乐空间和社会

基层，建构“流行”话语，进行基层渗透

就话语霸权建构而言，“学术研究”“理论推导”

“模型分析”的影响范围往往局限于接受西方教育和

理论体系的知识界、理论界。如今，西方学术话语霸

权、理论话语霸权进一步“外溢”到网络空间、基层社

会和青年群体中，通过建构大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

的“流行”话语，通俗化表达，形象化表述，网络化传

播，娱乐化解构，增强其话语霸权的覆盖面、渗透性、

影响力，左右大众思维、认知方式和社会舆论。西方

利用海外代理服务器、“网络马甲”等新技术新手段，

制造网络思想渗透“原材料”，倡导“历史虚无”和“价

值虚无”，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

历史“编排”成为若干“历史故事”“历史秘闻”，对既

有历史观、价值观进行颠覆、解构和重构，对中国网

络空间和社会舆论开展“精准影响”，深度建构中国

民众政治心理。在网络空间，西方号召所谓“推墙运

动”，鼓吹“推墙精神”，将中国现行的制度和体制丑

化为禁锢思想和自由的“封闭之墙”，并以此鼓励青

年网民和“意见领袖”颠覆国家政权的极端行为，旨

在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通

过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等平台深度“植入”西方标识，

美化西方价值，塑造“言必称希腊”的社会心态和共

同心理。近期，西方国家又通过各种媒体包装和渲

染中国“锐实力”，指责中国的“触角”无处不在，深刻

影响西方国家内政外交，实际上是变换花样炒作“中

国威胁论”，将中国界定为具有危险性的“他者”，旨

在激发西方社会共同抵制中国发展壮大的思想情

绪。总之，西方话语霸权影响的基层化、大众化、年

轻化的趋势十分值得关注和警惕。

4.从官方主导建构发展到政府、社会组织、新闻

媒体、虚拟空间一齐发力，建构“权力”话语

近年来，为数不少的西方左翼学者看到了“西方

之乱”的症结所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在经济领

域，诺姆·乔姆斯基和大卫·科兹都把20世纪70年代

以来新自由主义泛滥视为当前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和

发展中国家生存危机的根源。在政治领域，左翼学

者对西方金钱政治的虚伪本质进行了质疑，认为西

方政府由极少数大利益集团操纵，民主成为利益集

团谋求私利的工具。但是，在话语建构过程中，西方

左翼学者的话语权、发言权严重失衡，处于“边缘化”

甚至“失语失声”的状态，成为“无牙齿的老虎”，很难

··4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19.3 思想政治教育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改变西方话语霸权的内在逻辑和主导格局。在所谓

“政治正确”的前提下，西方右翼学者与资本主义宰

制体制形成“共谋”，或是对“西方之乱”视而不见，或

是进行政治投机和利益代言，玩弄学术“障眼法”，编

织资本神话和“皇帝新衣”。不仅仅西方学术界如

此，在资本力量的裹挟下，一些社会组织、新闻媒体、

跨国企业也深度参与西方话语霸权建构过程。打着

“客观”“中立”招牌的非政府机构隐蔽获得西方国家

政府资助，设立“论坛”，炮制“指数”，颁发“奖项”，对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手画脚，为符合西方

“口味”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张目叫好。西方大众

传媒在涉华报道中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尽管

“看好”中国的声音不断增多，但是戴着有色眼镜遏

制中国的论调依然大行其道，一定程度上形成话语

垄断，产生极为不利的外部舆论环境。苹果、谷歌等

互联网企业为美国政府提供“后门”，利用大数据平

台为进行政治心理分析和话语霸权建构提供技术支

撑和各种便利，危害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意识形态

安全。毋庸置疑，多方协作、深度融合的大传播格局

助推了西方话语霸权建构，并将其影响力、渗透力、

传播力提升到一个全新高度。

二、西方话语霸权的政治影响与现实危害

伴随着西方话语霸权从内容到形式再到功能的

嬗变、提升，其政治影响的隐蔽性、整体性、长远性不

容忽视，已经和正在以大量的事实证据表现出来。

1.塑造社会心理和集体认知

西方话语霸权建构和影响的过程，是一个典型

的“塑造心灵”“重构认知”的过程，包含从“概念生

产”“话语包装”，到“媒体操控”“价值输出”，直至“思

想占领”“文化收编”等诸多环节。具体而言，西方话

语霸权渗透学术界，主导科研范式和研究结论；影响

新闻媒体，将西方价值观“隐蔽”在新闻“叙事”中；操

控网络技术，通过代理服务器、“网络马甲”进行政治

符号“植入”；塑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

解释“图景”和话语工具，形成有利于西方利益的思

维定式和思维习惯。长此以往，将导致学术界“全盘

西化”，完全用“西方范式”“西方概念”“西方话语”进

行解释说明和分析判断，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学术研

究和理论宣传，产生重大误导和偏差。同时，长期在

“西方经验”“西方理论”侵染下成长的领导者，也会

不自觉地采用“西方视角”“西方套路”想问题、做决

策、定方向，其科学性、真理性可想而知。不仅如此，

广大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将在西方话语霸权

“遮蔽”中学习思考、工作生活，直接影响其价值判断

和政治主张，逐渐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丢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丧失“主体意

识”，形成“价值依附”，动摇了独立自主探索自身发

展道路的战略信心，反而以成为“西方翻版”、获得

“西方点赞”为终极价值追求。由此可见，西方话语

霸权产生了塑造社会心理和集体认知的客观效果，

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

“外部变量”，搞不好会成为“心头之患”。

2.误导国家长远发展战略

话语体系较量看似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竞争，

实则关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问题。一旦

国家的理论体系出现偏差甚至颠覆，其战略和政策

也将发生180度转变，在不知不觉中推行一套有利于

别国的政策，甚至“自废武功”“自毁长城”，遭遇国家

衰亡的命运。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盲目崇拜美

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芝加哥男孩”在拉美多国的

经济战略选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倡导原教旨主义

的资本主义，结果为日后的“拉美陷阱”埋下历史伏

笔。在中东，2010年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和评估政

府政策的“KOF全球化指数”排名中，埃及和突尼斯

在发展中国家中表现优异、排名靠前。然而真实情

况却恰恰相反，埃及和突尼斯的经济社会状况不容

乐观，不久之后两国就发生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深

层次原因在于，近几十年来中东国家遵循“华盛顿共

识”，追随西方道路，出现了“去工业化”、贫富分化加

剧等一系列严重问题。而今，“芝加哥学派”又活跃

在“阿拉伯之春”之后的中东诸国重建中，继续主导

民主化之后的国家建设。 [2](P9)以这些事实看待近期

西方的“指数”霸权、“逻辑”推演，用安东尼·葛兰西

的话讲，西方“无非是创建了一个霸权工具，因为它

创建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领域，导致了一种对意识

和知识方法的改造”。 [3](P285)其最终的目的是披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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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外衣，打着数理招牌，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政策洗

脑”和“战略忽悠”。“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如果在

发展战略上搞“拿来主义”“全盘西化”，迷信伪科学、

伪理论、伪指数，会使一国犯了颠覆性错误而不自

知，最终形成对西方的依附性关系，始终处于国际产

业链的下游，阻断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3.威胁政权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马克思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

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形式

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4](P550-551)西方话

语霸权体现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利益和对

全球的统治欲望，凸显了跨国资本的侵略性和扩张

性，其本质是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跨

国剥削助力的精神形态和文化形态。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利用话语霸权“矮化”中国形象，海外垄断资本

集团阻挠中国发展，从舆论上思想上“干扰”和“围

堵”中国，是当代国际竞争较量一种新方式，也是我

们提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5](P15)的重要原因之一。习近平指出，不好的舆论

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

“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6](P38)除了在政治上推销

“宪政民主”“三权分立”“轮流坐庄”等之外，西方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污蔑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

僚资本主义”，为削弱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推行“私

有化”“休克疗法”制造舆论环境。同时，抨击“党管

媒体”，鼓吹“西方新闻观”，却对自己存在的“资本媒

体”“信息垄断”视而不见，反而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

“新闻自由”和“舆论空间”。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

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多国实践证明，西方话

语霸权塑造心理是基础，影响战略是关键，更迭政权

是结果，其最终目的是为西方跨国资本在目标国家

的行动“开道”，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扩张“铺路”。

在爆发西方极力推崇、一致叫好的“颜色革命”后，多

国丧失经济主权，陷入民生凋敝，导致国家分裂，成

为西方话语霸权政治危害的不争事实。

三、消解西方话语霸权的路径选择

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必须高度重视西方话语霸权的

新动向新变化，积极防范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寻求消

解西方话语霸权的路径与方法。

1.揭露西方话语霸权的本质和危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狠抓意识形态工作和新

闻舆论工作，西方话语霸权的本质和危害为越来越

多人了解。但是，依然有少部分人或是以“学术自

由”为名诋毁马克思主义，或是从西方历史经验出发

大谈“普遍真理”，或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发

展实践，制造错误舆论氛围，误导党员群众认知。习

近平强调，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 [6](P208)

在国际上，如果任由西方话语霸权大行其道，将恶化

国际舆论生态，使中国长期置于“挨骂”的境地。在

国内，如果任由这些错误观点和思潮大肆传播，势必

危及国家政权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因此，要通过

各种形式和渠道，深入剖析西方话语霸权的“阴暗背

后”，深入批驳西方话语霸权建构的歪理邪说。在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将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

力量深入浅出阐释清楚，帮助青年学生提高对西方

话语霸权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网络意识

形态管理上，打好主动仗，注重正面引导，通过占领

制高点、弘扬主旋律来挤压错误言论的生存空间。

在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上，高度重视理论建设，推进理

论研究中国化、本土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在党的思想建设上，把批驳西方话语霸权作

为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的重要内容，党员干部和各

级领导要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马克思

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

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

本。”[4](P11)事实证明，把西方话语霸权的生成机制、政

治目的、现实危害、深远影响等问题说明白、讲透彻，

就能够说服群众，就能够争取人心，最大限度地消解

西方话语霸权的负面影响。

2.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破除对西方话语的顶礼

膜拜、一味追随是前提和基础。针对西方话语霸权

玩弄的“学术外衣”和“指数游戏”，习近平指出：“对

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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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7](P18)对现

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

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

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

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恩格斯说：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

有理论思维。”[8](P875)在消解西方话语霸权的过程中，

我们应当有破有立、边破边立、破立结合，大力构建

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首先，要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于理论研究的全过程，转

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

方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让越来越多的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

认识现实、指导实践。其次，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

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

范畴、新表述，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科学理论

和概念，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第三，要

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

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

“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从而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进一步提高当代

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知晓率和认同度，摆脱有理没

处说、说了传不开的被动境地。

3.革新国际舆论斗争的战略战术

研究发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话语霸权

建构过程中注重政治话语与经济话语、社会话语、娱

乐话语等相结合，操作学术概念与主导历史叙事相

结合，促进官方宣传与民间传播相结合，推动“线上

线下”一齐发力，形成一整套体系化、灵活性策略。

相比之下，中国解构西方话语霸权的努力和中国特

色话语体系的建构则显得相对被动、应对不足。一

方面，对西方话语霸权建构过程和运行机制掌握得

不甚充分，深入细致的规律总结、理论认识和趋势研

判还不够；另一方面，局限在较为传统的理论宣传和

对外宣传的思维框架、策略选择中，缺少针锋相对、

有效管用的战略战术创新，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

舆论格局，我国新闻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还不够强，声

音总体偏小偏弱。习近平指出，针对西方话语霸权

的网上斗争，是一种新的舆论斗争形态，必须讲究战

略战术。“对新媒体，我们不能停留在管控上，必须参

与进去、深入进去，运用起来”，[6](P46)调整思路，针锋相

对，出奇制胜。因此，要深入研究西方话语霸权建构

的一般规律和基本方法，既从其中学到战略战术精

髓，也由此掌握应对和破解之道，抓住其“命门”和

“七寸”，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同时，要打破传统思

维定式，进一步树立大传播思维，建立大传播格局，

因时而动、顺势而为，积极推动战略战术创新，做到

善于调动民间力量，形成官民共建合力；善于发挥新

媒体作用，增强覆盖面、传播力和渗透性；善于统筹

内宣和外宣，有力服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通过中

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成功建构和持续影响，巩固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

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早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有力的战略战术支撑

和思想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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