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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有人　　愿意去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国度？
　　愿意去一个愚昧、贫穷的蛮荒之国？
　　愿意去一个他感到恐惧的国家？
　　愿意去一个“有没有电灯”、“有没有卫生纸”、“有没有药店”都不清楚的国家？
　　我猜想，总有人会去，那是被人们称作“探险家”、“冒险家”的人。
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总愿意去一个充满生机的、安全的、人民是热情友好的礼仪之邦去投资，
去旅游，去就学，去寻梦，去寻找机会。
　　三千年的文明，二十年的改革，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礼仪之邦。
它张开双臂，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投资者、旅游者、就学者。
但是，我们毋庸讳言，世界各国有大批的人对中国心存疑虑，就像本书作者所描绘的，即使像见多识
广的美国大学教授对中国也不甚了解。
“让世界了解中国”，这就是我们的对外传播的责任。
　　毫无疑问，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时间，我们的对外传播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要求相比，我们的对外传播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去做，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加
速发展，更凸显对外传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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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对外传播”作为现今热门的话语，已衍变为全球化背景下新闻传播的重要课题。
本书以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多维视角探讨了我国对外传播的成败得失，概述了对外传播
的基本理论、发展历程及趋势。
本书首次提出了目前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问题，以及对我国英语媒体发展的影响，并通过实证方法
探讨了我国对外传播的实际效果，分析了我国英语媒体传播效果不够理想的成因。
作者还对当今国际媒体涉华报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国际舆论和国际受众、我国对外传播发展战
略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阐述。
    本书既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又具有教学所需的系统性，可作为新闻学、传播学教学的必备教材，也
可供媒体从业者、对外传播人员作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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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平面媒体的影响力依然强劲　　在国际传播中，国际性平面媒体（如报纸和杂志）的影响力依
然强劲。
虽然四大媒体都先后被应用于国际传播过程，但是应该承认，左右世界的舆论场基本上还是《纽约时
报》、《华盛顿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新闻周刊》、《时代》杂志等美国或国
际性主流平面媒体。
　　这些国际性媒体在国内报道中强调传播的客观性、开放性和多元性，但是在国际传播的议题设置
中则突出了传播的意识形态特点和政治性。
这些媒体的议题设置在国际事务中受到政治的强大影响，而且都是被精心策划的关键问题，会影响世
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国际事务和国际战略方面②。
　　这一点在国际性英语媒体过去十年对中国的报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到李文和案、上海孤儿院事件、法轮功事件、中美撞机事件以及一直被炒作的
台湾问题和中国“威胁论”，国际性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无一例外地被披上强烈的政治色彩，带有
意识形态的偏见。
例如，美国在2002年7月12-15日四天时间内相继推出两份有关中国军力的报告，又一次渲染“中国威
胁论”。
于是各大国际性媒体又开始利用其影响力，制造舆论。
这一点只要看以下的标题就可以略知一二：《五角大楼告诉国会，中国军事现代化是对台湾的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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