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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国际舆论环境愈益复杂，中国与以美

英为首的西方国家间的舆论斗争愈加激烈。尤其从

武汉新冠疫情暴发开始，西方媒体在其涉华报道中，

先后围绕疫情溯源及抗疫模式竞争、新疆维稳、香港

颁行《国安法》、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等不断设置议

题，建立符合西方意识形态的新闻框架，以期达到

掌控国际舆论、歪曲中国形象、阻滞中国和平发展、

对华“不战而胜”的政治目标。拜登政府近来虽然

有缓和中美紧张关系的某些表示，但西方国家不少

涉华舆论依旧在污名化中国方面步步紧逼。本文

以框架理论为主要视角，通过对近期西方几大主流

媒体的涉华报道进行质性分析，试图厘清当前国际

环境下，西方媒体如何通过对新闻事实的选择、突出

和诠释，进而影响中国在海外受众心目中的形象。

最后，本文尝试对中国应对西方媒体涉华舆论战提

出几点思考。

一、当前美西方媒体涉华舆论态势

通过对近年西方国家主流媒体进行系统性阅读

与观察、分析，可注意到以英美媒体为首的西方主流

媒体的涉华报道有不少值得关注的新手法、新特征，

其涉华舆论已带有明显的“舆论战”特征。

一是美英主流媒体牵头，挑起话题，其他一些西

方国家的主流媒体“众犬吠声”，相互应和，力求造成

系统性孤立、围攻中国的舆论态势。这是美欧等西

方国家把中国视为“系统性对手”在国际舆论斗争中

的直接反应。正是这种在舆论战线力求系统性孤

立、围攻中国的态势，使得美西方涉华舆论具有了国

际舆论战的一般特征。特朗普任内，美搞所谓“美国

优先”，在对华打贸易战、科技战的同时，也把打击目

标针对其欧、日、韩、加等西方盟友，使“美国在尊重

其盟友方面已经让自己变得过度扩张”，①导致美与

其西方盟友一定程度的疏远，并招致其盟友的批

评。这一时期美西方媒体虽然也一以贯之地对华搞

舆论围堵，但火力与议题有所分散。拜登上台后，美

国政要宣称“美国归来”，明确、公开地将中国定位为

“系统性对手”，并宣示对中国奉行“竞争、对抗与合

作”并行的新战略。②美西方主流媒体一时间欢呼雀

跃，似乎有了新的反华方向感和主心骨。在美国主

流媒体的主导下，美西方媒体再度聚集在一起，掀起

了冷战后新一轮以中国为“群殴”对象的舆论战恶

浪。在某些具体议题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媒体有

时甚至比美国媒体更积极主动。例如，在新冠病毒

溯源和“栽赃”中国方面，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就扮演

了美西方媒体的马前卒角色。在污蔑中国新疆存在

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框架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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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权”问题及攻击中国政府在香港颁布施行

《国安法》问题上，英国主流媒体也一度一马当先。

二是美西方主流媒体涉华负面报道与其政府涉

华负面言论、负面政策宣示相互唱和，甚至每当美英

等西方国家政府及其官员发表涉华负面言论和挑衅

性政策时，其主流媒体通常一拥而上，进行解读、论

证，为其政府及其官员的涉华负面言论与政策造势、

背书，而美西方政府也有意引导其主流媒体为贯彻

其负面涉华宣示和政策造势。美西方媒体一向信奉

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包括所谓新闻“独立”“不

接受任何政治势力或经济势力的干预”，等等。也因

为如此，西方媒体与其政府间“各有各的目的和需

要”，常有“摩擦”，存在着“固有的紧张关系”。③然

而，在当前新一轮西方涉华舆论“围殴”中，美西方政

府机构、官员与其主流媒体间却前所未有地表现出

一致性和默契。当美国政府高官出言指责中国扩充

核武库、要求中国加入美俄核裁军谈判进程时，④西

方主流媒体就连篇累牍报道中国在中国西部沙漠地

带搞数以百计的核导弹“洞库”，并煞有介事地刊登

附有大幅图示的评论文章；⑤当美国防部《中国军力

报告》别有用心地预测中国将在 2027年对台发动军

事“进攻”时，美西方媒体就集中刊登中国舰机环台

湾航行及环日本航行的照片和评论文章；⑥当美欧政

府宣称中国是美西方的“系统性对手”时，其媒体也

就闻鸡起舞，集中发表有关“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

军事威胁论”，中国“窃取知识产权”，中国在AI领域、

高超音速武器研制等方面领先于西方的消息。⑦而

当美西方政要扬言要抵制北京冬奥会时，一些西方

媒体也纷纷鼓噪跟进。⑧

三是蓄意搞“选择性失明”，即直接违反所谓以

“客观报道为最高原则”的“新闻专业主义”，⑨在涉华

重大问题、战略性问题上罔顾事实，极尽污蔑、攻击

之能事，一切以“污名化”中国为归依，凡是涉华正面

报道，一概视为“政治不正确”。近年美西方涉华舆

论变本加厉地玩“选择性失明”游戏，这从其对中国

坚持“动态清零”抗疫思路的叙事及其评判方面足可

见一斑。尽管也有某些西方媒体基于不同需求对中

国“动态清零”抗疫思路与政策给予过一定的“客观

真实”报道，如彭博社2021年10月6日一篇署名文章

赞扬“(中国)所发挥的能力是举世瞩目的”，还认为

“(‘动态清零’策略)使新冠死亡人数被抑制到非常低

的水平，在疫苗大范围接种前几乎没有造成什么损

害，这与美国和欧洲不同”⑩。《经济学人》也有文章

称，“如果世界再次面临类似的疫情，许多国家会选

择中国的应对方式。”然而，这种正面肯定中国抗疫

成就的报道在西方媒体中可谓凤毛麟角。更多的西

方媒体则不厌其烦地歪曲、污蔑、攻击中国的“动态

清零”，甚至断言这一策略未来必将失败，并顺水推

舟将问题推向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质疑上。如《经济

学人》极力渲染“动态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重

大损害，并断言中国最后必然不得不考虑与病毒长

期共存，并幸灾乐祸地认为，由于“动态清零”政策下

较低的感染及死亡人数被当作中国政治体制优越性

的证明，因此当中国放弃这一策略时，中国民众内心

必将大受打击。路透社则以中国西南小城瑞丽的

抗疫为例证，大力渲染所谓“动态清零”让负责防控

的边境城市不堪重负；英国《卫报》则宣称，为了“动

态清零”政策，“个人自由、个人工作、隐私、尊严和心

理健康都可以被牺牲”，“人民已经开始受苦”。也

有部分西方媒体无法理解“人民生命健康高于一

切”的中国理念，将“动态清零”的政策追求曲解为

中国政府面对其地缘政治对手时，“维持政权合法

性的需要”。

西方媒体涉华舆论的“选择性失明”，不但在报

道、评判中国“动态清零”抗疫思路时有明显表演，在

其他一些重大涉华报道，如报道香港颁行《国安

法》、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以及台海形势、南海问

题、中国军备建设等议题时，也莫不如此。

二、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主要框架策略

从传播学理论和舆论战策略视角观察，近期美

西方媒体涉华报道，包括有关中国坚持“动态清零”

抗疫思路、有关中国在香港颁行《国安法》以及涉疆、

涉台和南海问题等相关报道，经常采用的是传播学

理论中框架理论及框架手法。也正因为如此，尽管

美西方媒体恣意混淆黑白、歪曲事实、搞“选择性失

明”，对中国极尽诬蔑、攻击、污名化之能事，却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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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段、一定范围内混淆视听，使“谎言武器化”达到

极致，造成中国在国际舆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也迫

使中国学者提出如何以“真相武器化”应对“谎言武

器化”的传播学思考。

所谓框架理论，是一种关注个体如何诠释现实、

如何构建意义并由此而引导行动的社会学理论。

美国学者吉特林在其有关新左派运动的研究中首次

将框架理论引入对大众媒体的分析，并给出了媒介

框架的定义，即它是一套由媒体进行的“选择、强调

和表达的原则，由很多对存在、发生和发展的事务加

以解释的细微理论构成”。换言之，大众媒体通过

对特定新闻事实进行选择、放大、诠释，从而建构出

意义。媒体为了获得最广大的影响力与受众支持，

需要进行框架整合，即通过适当调整其嵌入新闻报

道中的框架，在保留原有立场的同时，适应受众所处

语境，引发情感、价值或文化的共鸣。根据框架理

论，西方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的框架整合时采取多

种策略，包括“框架桥接”(Frame bridging)、“框架增

强”(Frame amplification)、“框架延伸”(Frame exten⁃
sion)和“框架转换”(Frame transformation)等。近期

美西方涉华舆论战中，正是交替采用这些策略，强化

涉华负面报道，污损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显示美西

方决心打一场系统性的涉华舆论战，实现其对中国

“不战而胜”的战略追求。

(一)框架桥接。所谓框架桥接，是指面对特定事

件时，两个或多个意识形态上一致而结构上并不相

干的框架可以被相互连接。换言之，一旦某一新闻

可以被多个框架同时阐释，而这些框架又在意识形

态上趋于一致，那么通过人为的选择与建构，它们之

间可以产生一种关联性，进而如同拼装积木一般，形

成一套内部互相绑定的框架组合，即加姆桑及莫迪

利亚尼等人所说的“解释包 (Interpretive packag⁃
es)”。一旦受众接受这套解释包，形成思维定式，日

后看到任何类似新闻，极易自动套用并产生联想。

随着媒体反复报道，这一过程一再重复，最终受众心

目中将会形成一套被不断强化的系统性刻板印象，

从而使其更加容易策动和操纵。

在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涉华报道中，英美媒体

频繁使用框架桥接手法，其报道内容往往呈现高度

的互文性。譬如一旦报道涉及中国新冠疫情，美西

方媒体就常常会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强调“武汉起

源论(暗示中国应对此负责)”“信息隐瞒(暗示不可

信任中国政府)”“严格封锁(暗示中国缺乏自由)”，
以及近期尤为频繁地提及“冬奥会(暗示中国面临

潜在危机)”等要素。在有关 2021年末西安暴发疫

情的报道中，英国《金融时报》及美国《纽约时报》采

用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框架桥接策略，组合出极为雷

同的新闻图景(见表 1)。尽管这两家媒体国籍不

同，其新闻生产过程彼此独立，但报道逻辑与框架

策略却如出一辙，可见针对同一主题的涉华报道，

西方媒体内部早已生成一套统一、规范、固化的桥

接方式。

表1 《金融时报》及《纽约时报》西安疫情报道的框架桥接

采用框架

武汉起源论

信息隐瞒

严格封锁

冬奥会

《金融时报》

(1)这是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当局在武汉限制行动以来，在中国实

施的最严厉的封锁之一。 (2)自武汉首次发现疫情以来，中国成功地将

病例控制在最低水平。

在社交媒体上出现恐慌性抢购的报道后，西安市政府在微博上表示，当

地已经“积极应对”疫情，并向居民保证食品和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

这是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当局在武汉限制行动以来，在中国实施

的最严厉的封锁之一。

几个月后，北京将迎来冬季奥运会。在这一政治敏感的赛事上，政府禁

止海外游客前往。

《纽约时报》

西安是自2020年1月武汉首次发现新冠病

毒、中国当局封锁武汉以来最大的封锁城

市之一。
在微博上，“在西安买菜很难”的标签已经

被点击了 3亿次，但审查机构删除了其中

一些帖子。
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了硬封锁，但中国政

府仍在实行严厉的限制措施。
此次封锁正值北京将于2月举办冬奥会之

际，而中国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正

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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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框架增强。所谓框架增强，是指对于一些特

定议题或事件，即便媒体已然构建了诠释框架，但对

于相当一部分受众来说，该框架与其自身的联系仍

旧充满着模棱两可与不确定性，因此这些框架还需

要进一步阐明和强化。框架增强可以分为两种：价

值增强(value amplification)和信念增强(belief amplifi⁃
cation)，前者指将某些受众普遍信奉的价值进行定义

和升华，视其为所有人应当共同达到的终极理想；后

者则指将某些受众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关于客观世界

的认知提升为绝对真理，从而引发认同和共鸣。在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西方媒体涉华报道中，此两种

框架增强方式均十分常见。

例证一是西方媒体关于香港《国安法》的报道充

分体现了其涉华负面报道中顽固地贯彻价值增强的

框架策略。香港《国安法》颁布并实施后，英美媒体

无法再继续为暴徒反中乱港的行为煽风点火，于是

转而大打“民主、自由”牌，换言之，此时“民主、自由”

即为被增强的价值。由于这些媒体大多在香港设有

常驻记者站，因此能够借助机构优势，对香港社会的

变化进行较为细致的刻画。其报道的思想方向基本

一致，将香港社会当今由乱变治的境况扭曲为“自

由”遭到“镇压”“侵蚀”，“公民社会”走同“终结”。

西方媒体还污称香港《国安法》的实施造成了一种

“新常态”，让香港居民每天都不得不“小心翼翼”。

甚至许多原本与政治毫不相关的事件也被强行勾连

到“民主、自由”这一母题之上。例如香港M+视觉博

物馆近期正式向公众开放，《纽约时报》在进行报道

时，并未对这一盛大事件表示半分祝贺，而是大放

“悲声”，无中生有地渲染香港文化与艺术正遭受来

自中国大陆的“审查威胁”与“控制”。类似地，CNN
网站对于同一则新闻的报道，亦展现极为相似的论

调，可见这种价值增强的手法对西方媒体而言已成

惯例。

美西方媒体涉华负面报道中贯彻信念增强的框

架策略最典型的另一例证是其有关台海形势的报

道。在涉台报道中，美西方媒体往往并非基于台湾

本身，而是通常将其置于中美博弈的角度探析。因

此但凡提及台湾，必牵涉中美，不少报道中有关中美

的内容远多于台湾本身。在这些报道中，中国通常

被塑造成一个“好战”且“野心勃勃”的“威胁”，台湾

则是在“威胁”之下心惊胆战却又“不甘示弱”的“自

由捍卫者”，美国则往往被视为唯一有能力对抗“威

胁”的“救世主”。如在《卫报》的一篇报道中，作者以

充满悲情的口吻描绘所谓“台湾人”面对“中国威胁”

的担忧和恐惧。文章一方面渲染所谓台湾的“美好”

形象，称“今日的台湾，紧密相连但有时也会分裂，充

满恐惧但又不甘示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

体”；另一方面将中国大陆描绘为打破“美好”的麻烦

制造者。而美国所扮演的“救世主”形象，正与西方

基督教文明“善恶分明、二元对立”的宗教观念十分

吻合。换言之，这种宗教观念即为被增强的信念，

“救世主理应维护正义，拯救世人”。

(三)框架延伸。所谓框架延伸，是指当媒体报道

新闻的主要框架未必与受众最关注的问题、最切身

的利益或最信奉的价值息息相关的情况下，为了吸

引更多受众，增强新闻影响力，媒体会试图扩大其主

要框架的边界，以期将这些原本无关的问题、利益或

价值包含进去。这在新冠疫情以来的美西方涉华负

面报道中有大量表现。一个具体案例是西方媒体关

于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报道。随着中国近年来发展

步伐加快，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美西方尤其加强与华

“对抗”的一面，西方报道则极力渲染中国“军事威

胁”。近期中国超高音速武器的发展引发了高度关

注，然而国际军事领域的竞争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

活仍存在一定距离，因此在报道这一事件时，西方媒

体大量运用了框架延伸的手段，以期勾起受众的情

绪共鸣，激起更强烈的反馈。

在报道中，西方媒体将中国的军事发展延伸至

“美苏冷战”。美国《防务新闻》刊文将中美当下的紧

张态势与数十年前的美苏对峙相对比，认为“苏联解

体使世界免受核战争的威胁”，但中国像苏联一样

“正在篡夺的美国主导地位”，字里行间充斥着你死

我活的冷战思维。《金融时报》报道称，对美国而

言，中国超音速武器的试射“就像‘斯普特尼克时刻

(Sputnik moment)’”，同样将中国与苏联进行了类

比。中国和平发展路线与苏联的霸权主义路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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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不同，这种类比极为不妥，但西方媒体一方面

为自身政治意识形态驱使，另一方面又一味追求眼

球和流量，整体呈现出一种冷战心态。不少西方受

众未必关心中国武器技术的最新发展，但对于经历

过美苏冷战以及受到麦卡锡主义遗留影响的他们

而言，一旦媒体将事件延伸为“一个类似于苏联的

共产主义国家正在崛起”，造成的舆论效果将截然

不同。

(四)框架转换。所谓框架转换，是指在一些新闻

事件中，媒体试图推行的解释框架与已有的解释框

架不一致甚至背道而驰，无法通过桥接或延伸进行

勾连。在这种情况下，旧的含义被抛弃，而新的阐释

则被培植建构。换言之，媒体将事件的意义从根本

上进行重建，甚至可能黑白颠倒，将绝大多数人眼中

的正面新闻反转为负面新闻，或者反之，将负面新闻

反转为正面新闻。在近期美西方涉华舆论战中，最

能体现美西方媒体采用框架转换策略对中国搞舆论

攻击的案例是其有关中国坚持“动态清零”抗疫路线

的负面报道。随着全球开始进入“后疫情时代”，对

新冠疫情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已开始从如何防控、

如何治疗变为如何以及何时与新冠病毒共处的问

题。当前中国作为唯一坚持“动态清零”(英美称之

为“零感染”)策略的大国，正遭遇英美媒体的多方联

合攻击。尽管一些西方媒体为维持其新闻报道“客

观真实”的面纱，不得不在其报道中先承认“动态清

零”策略使中国国内新冠感染和死亡人数极低，与许

多其他国家相比不值一提。但它们也总不忘强调

这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是“无所不用其极(no holds-
barred)”的。随后绝大多数媒体更话锋一转，从不

同角度质疑“动态清零”，并断言这一策略未来必将

失败。即使在病毒新变种奥密克戎出现后，西方媒

体仍未停止对中国“动态清零”策略的攻击。彭博社

刊文虽然承认这种新型病毒“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

中国的零感染方法是正确的”，但仍不忘强调“长达

数周的隔离和再入境程序意味着中国人民实际上被

锁在了中国”。《经济学人》宣称，“面对奥密克戎，

中国的经济尤其脆弱”，因为“并不是这种病毒会在

中国传播得更广，而是恰恰相反，政府会拼尽全力阻

止它这样做”，并预测更频繁更严厉的封锁措施会阻

碍中国的经济发展。

对于美西方媒体在涉华报道中采用的框架整合

策略，包括其框架桥接、框架增强、框架延伸、框架转

换等手法，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其推特上从传播

学专业的视角，不无讽刺地剖析说：“中国取得的积

极成就如何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显得可疑、简单，其

只需要在标题上加上‘代价是什么？’”，并配上一系

列的报道截图就可加以佐证。“诚哉斯言！”应该

说，赵立坚的剖析一语中的，击中了美西方媒体如何

在涉华报道中玩“框架游戏”的要害，也击中了美西

方媒体借助“框架游戏”把中国抗疫的“积极成就”框

架转换为“消极代价”框架，从而污名化中国的要害，

揭穿了美西方媒体正不遗余力地对华搞舆论战的战

略本质。

三、关于如何应对西方涉华舆论战的思考

通过对美西方主流媒体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尤其是近几个月来涉华报道舆论战特性及其所运用

的框架策略等进行系统性观察与分析，不难发现美

西方涉华报道呈现出不少值得关注的新手法、新特

征，以及其希望通过对华打舆论战，实现“不战而胜”

的政治诉求，中西“舆论战”态势愈加明显和激烈。

早在 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发

表讲话时就曾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

失语就要挨骂。”西方当前涉华舆论不仅在系统性

地污名化中国，更在于通过污名化中国为其阻滞、破

坏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造势。为保障中华

民族复兴大业，中国必须从战略高度着眼，以积极姿

态应对斗争，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在国际舆论场上

争取主动权。

一是准确把握当前国际舆论斗争态势，分清国

际舆论战线上的“敌我友”，在与西方反华主流媒体

斗争同时，争取国际友好媒体的同情、呼应。1949年
11月 8日，周恩来同志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

话，开宗明义提出，“今天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清

敌友”。外交战线如此，国际舆论斗争也同样如

此。在当前国际环境下，西方反华媒体无疑是主要

斗争对象，俄罗斯及周边发展中国家的不少媒体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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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为外援。即使在西方媒体中，也仍旧有不少涉

华报道存在客观性的一面。如在西方媒体充斥大量

有关香港的负面报道时，《金融时报》就曾选登一则

来自香港的读者来信，信中抱怨称：“我写这封信是

为了质疑英国《金融时报》对香港的一贯负面看

法……一切都暴露了外国对香港的干预程度，也正

因此而导致了2019年的暴乱。这又可以追溯到最后

一任港督的离任，正是他解散了香港警察的安全部

门，使大门敞开。”这说明西方媒体，即使是其主流

媒体，也并非铁板一块。因此，中国应尽可能团结可

以争取的国际媒体，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美英等国

家少数持僵硬立场的反华媒体。

二是正确估计国际舆论战线的力量对比，沉着

应对。当前国际舆论战线上敌强我弱是基本态势，

对此要有基本认识，但也不要过于夸大对手之“强”

及我方之“弱”。通常认为，西方媒体体系成熟，且玩

的是所谓“新闻自由”的游戏，对华发动舆论攻势时

手段多样，我国无论从发声渠道抑或发布手段上都

呈一定劣势。尽管如CGTN、《环球时报》等媒体早已

作出与美西方主流媒体正面对抗的初步尝试，但与

不少西方百年历史的老牌传媒相比，中国外宣媒体

还是存在发声渠道狭窄、经验尚嫌不足等弱点。因

此，中国媒体更需要对西方媒体的强点与弱点充分

辨析，取长补短。需注意的是，西方有数十个国家及

众多媒体，集中发声时气势虽大，然而其内部并非铁

板一块，有不少矛盾可以利用。而中国有14亿人民

支持，步调统一，在国际上也并非孤立无援；推进中

华复兴事业是进步事业，是民心所向；中国媒体在一

天天进步，也可做大、做强。

三是战略战术上既要与西方媒体的反华论调针

锋相对，又要避免受其刻意设置的议题和话语框架

牵引，以防落入其具有话语体系优势的框架之中。

1950年 9月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前夕，毛泽东同志针

对美强我弱的军事态势，提出我方战略是“你打你

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

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毛泽东同志这一战略

思想今天仍可用于指导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与西方

媒体进行舆论斗争。“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是一

方面避开西方国家的固有优势，如其媒体数量、平

台、话语、框架优势等，避免进行一对一的逐条回应，

以免被其带节奏；另一方面挑选西方国家，尤其是美

国的国际战略及其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及民生中的

“痛点”，另起话题，建立中国自身的舆论议题与框

架。中央电视台等主力媒体近期聚焦报道，批评美

国抗疫乱象、枪击频发、种族问题以及警察执法乱象

等，都收到了很好的反制西方话语霸权的效果，是贯

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战术原则并取得成效

的最好案例。

四是充分认识到中西方对“舆论战”认知的本质

区别，做好持久战准备。虽然西方媒体目前占据一

定平台优势、技术优势、话语优势、理念优势，但毕竟

不能只手遮天、指鹿为马。一旦其背离自身曾自我

吹嘘的客观、真实、中立、自律等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必将逐步丧失公信力。如从长线、从全局、从大时空

看待这一题，瞬息万变的国际舆论场上，媒体只是多

方力量的其中一支，舆论战不仅仅体现在媒体层面

的技术、经验与操作，更是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实

力乃至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的比拼。当下世界格局

正处于“南起北落、东升西落”的大格局之下，中国承

受住了惊心动魄的疫情冲击，显示了制度、文化和社

会主义事业的优越性，中国人民因而对国家前途充

满高度热情和信心，思想意志空前统一，而西方国家

当前因抗疫失败而乱象频生，新自由主义泛滥，西式

民主早已异化为内耗严重的对抗式政治，西方优越

论的神话正在被戳破。面对中国崛起，不少西方国

家虽然依然怀着居高临下的优越心态，不愿或不敢

面对新变局，其媒体话语则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一种

自说自话、圈地为牢、粉饰太平的自我封闭模式。就

此而论，传媒领域的西强东弱态势也在变化。从发

展的眼光看问题，中国通过着重于人才培养、平台的

打造、理念的创新等，一定能扭转传播领域西强东弱

的态势。

五是充分认识美西方涉华舆论战的专业性质，

从传播学专业视角加强应对。针对美西方涉华报道

中采用的传播学框架整合策略，包括框架桥接、框架

增强、框架延伸以及框架转换等手法，中国媒体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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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出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第一，由于

语言和地域优势，中国媒体对发生在本国的新闻事

件具有更加敏锐的感知，能够做到更细致、更迅速、

更准确地播报，因此不少西方媒体的驻华记者除了

自身实地采访之外，很多消息实际来自中国国内报

道。中国媒体应该尽可能把握这一机会，学习利用

西方媒体的框架整合手法，把握国际舆论场的框架

设置权。第二，可以用“反框架”模式回击西方媒体

的框架设定，这也符合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你打你

的，我打我的”这一战略原则。由于不少中国媒体

已经能够在海外平台上直接发声，以自己的框架诠

释中国故事，西方媒体难以对这些声音视而不见，

亦不能全部转换，因此不得不作出对话和回应。在

近年国际舆论斗争中，《人民日报》发表的系列锐评

就是一种“反框架”模式，并收到了较好的国际斗争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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