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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中国形象。三是在传播方式上，加强对媒体信息

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影像等

技 术 提 升 国 际 传 播 的 应 用 度 与 广 度 。 四 是 在 传 播 效 果

上，以用户视角作为反馈的依据，通过分类采集符合不

同用户的语言习惯、思维惯性的方式，建立分类分时传

播机制，改善传播质效。

3、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1）推进文化外交，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从古至今，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被赋予时代意义，

因其文明多样性而存在，不同文明交融发展，也是祈求

世界和平发展的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在不同场合强调文化的和合作用，指出“每种文明都

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因

此，各种因意识形态、国家制度和历史发展的差异，而

形成文化的对抗、抵制甚至诋毁，都是肆意破坏人类文

明 进 程 的 行 为 ， 为 历 史 发 展 所 不 容 。 中 华 文 明 海 纳 百

川、开放包容，始终与其他文明之间保持着互融互通的

关系。其中，“文明互鉴论”旨在构建一个互相尊重、

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意在构建共商、

共建、共享的发展模式。共商是原则，共建是过程，共

享是目的，将参与文明互鉴的国家都纳入责任共同体，

同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构 建 异 曲 同 工 ， 以 此 弘 扬 中 华 文 明

的同时，又能推动其他文明的国际传播，实现“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发展理念，中华文

明不断被注入新的活力，爆发出欣欣向荣的生命力。

（2）加快文化软实力建设，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

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时代，文化软实力与国际传播

力密切相关。文化软实力作为文明的向度，是否具有影

响力和吸引力，取决于国际传播的能力和效果。长期以

来，国际传播格局被西方操控和垄断，广大新兴国家并

不占据国际传播的优势。尤其面对西方黑恶势力的舆论

捏造和打压，中华文明想要走出去，面向世界，必须要

打破这种垄断格局，通过广泛的文化交流，加大文化贸

易投资，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构建打造一个有利的文化发展空间，为中华文明的

接续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传播环境。

小　结

在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 向 第 二 个 百 年

奋斗目标进军之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就是要切实增强文化自信，用中国话语体系传播好

中华文明，挖掘文化基因，晕染文化底蕴，以革命文化

刀 刃 向 内 实 现 自 我 革 新 ， 用 社 会 主 义 先 进 文 化 激 励 前

行，多措并举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首先，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发展新风尚，提高全社会的

文明程度，这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前提，也是文明互鉴的

首要条件；其次，以蓬勃健康向上发展的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为中华文明传播的重要载体。文化的发展是潜移

默化的，通过市场化竞争，丰富文化内容与形式，是中

华文明传播的重要手段；最后，要打破国际传播壁垒，

通过多主体、多元化的传播方式，运用智能媒体技术拓

宽 国 际 传 播 的 平 台 和 方 式 ， 提 升 国 际 传 播 能 力 与 影 响

力，方能增强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传播力和

吸引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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