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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伦敦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受到的不公

正裁决、西方媒体的苛刻挑刺等都让国人印象深刻。

尽管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作为国际政治

经济秩序的后来者，中国未能拥有与之相匹配的话语

权和国际地位。作为常年奔波在世界各地的老经贸

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对提升中

国国际话语权的话题感触深刻，在去年的全国政协会

议上，他还作了题为《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切实维护

国家利益》的发言。

中国国际话语权与经济地位不相称

记者：在 追 求 更 高、更 快、更 强 的 奥 林 匹 克 赛 场

上，我们遗憾地看到，明显不公正的判罚并不鲜见。

从体育赛场到国际环境，您怎么看待中国国际话语权

的现状？

万季飞：最近举行的伦敦奥运会再一次让大家认

识到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

就国际事务、国际事件发表意见的权利及其影响力，

集中表现为话题设置权、规则制订权、事务主导权、市

场定价权、利益分配权。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和平发展

过程中面临的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也是中国在从世界

大国成长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难以回避、必须妥善应

对的问题。

中国国际话语权较弱，主要是说我们拥有的话语

权与中国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越来越不相称。中国已

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额居世界第一位，

而且是人口第一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

是，我们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国际交

往的各个领域，设置话题、制订规则、主导事务、市场定

价、分配利益等的权利都没有达到与综合国力相匹配

的水平。比如说南海问题，本来是历史脉络清晰、主权

归属明确的问题，但由于美国挑起事端、有关国家附

和，中国在国际场合表达立场以及影响国际舆论的能

力比较有限，一直未能居于主动地位。在制订关于全

球公共产品如极地、外太空、公海、气候、环境保护等的

规则时，中国的话语权明显偏弱。不但如此，中国还往

往受制于西方的国际话语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经常针对中国设置话题，如“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

论”、“中国傲慢论”、人权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中

国不得不“应战”，并为此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但是结

果还不尽如人意。

记者：在我们看来，提升国际话语权似乎是外交部

门的事，您作为商会领袖，为什么会对此感兴趣呢？

万季飞：中国贸促会成立于 1952 年 5 月 4 日，是中

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始终工作

在中国公共外交的第一线。近十几年，中国贸促会配

合国家重大外交战略承办了一系列经贸活动，如 G20

经贸部长会议、中欧工商领导人峰会、APEC 工商领导

人峰会、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论坛、中非领导人与工

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中日韩工商峰会等。由于我们

经常参加、组织国际活动和国际会议，较早地感知到中

国国际话语权偏弱的状况及其带来的不利影响。

此 外，中 国 贸 促 会 发 起 设 立 的 中 国 国 际 商 会 在

1994 年加入国际商会。国际商会是制订国际经贸规则

的国际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承担政府之间谈判的职

责不同，其更多的是协调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我认

为，要特别重视发挥商协会等中介组织在运用和改造

国际经济规则、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商协

会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凝聚产业和行业的力量，帮助

企业应对国际贸易投资中的摩擦和纠纷，更好地开展

国际化经营，拓展国际空间，扩大行业国际影响力和话

语权。

记者：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缺失似乎并没有影响中

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您认为，国际话语权对于中国这

样的大国而言有什么重要意义？

万季飞：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事实上，正是由于

没有很强的国际话语权，中国丧失了不少应得的利

益。对一个国家来说，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

说，国际话语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国际话语

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我们注意到，在欧美

国家新闻媒体居于强势的国际舆论环境中，不少国家

的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印象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负

面的。这不利于我们很好地参与国际交往、获得相应

的国际地位。其次，国际话语权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

获得较多利益。居于国际话语权强势地位的国家往往

能够通过制订、修订规则维护和发展自身的政治利益、

经济利益、军事利益；话语权较弱的国家则处于从属地

位，利益往往没有可靠的保障。最后，国际话语权还关

系到一个国家的安全。无论是南斯拉夫战争、伊拉克

战争，还是利比亚冲突、叙利亚内战，都清楚地告诉我

们，一些国家依靠其强势国际话语权，丑化对其不利的

国家，进而引导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推翻有关国家的政

权。多年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政治、经济、文

化体制改革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某些西方国家视而

不见，一味妖魔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利用其强势国

际话语权煽动一些分裂势力危害中国安全。这是需要

特别警惕的。

国际话语权取决于国家实力

记者：随 着 中 国 经 济 实 力 增 强，您 认 为，中 国 的

国际话语权是否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为什么国际话

语权这种软实力不能与强大经济体这种硬实力同步

发展？

万季飞：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必然带来两个方面的

影响，一是中国的实力得到全世界公认，二是世界各国

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经济。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

后，包括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也离不开中国。有人戏

称，现在是中国人在给美国人发工资。我个人认为，中

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谁都

不敢小瞧的力量。但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仍然相对

较弱，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外部的

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从历史看，中国综合实力快速

提升的基础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

是“与国际接轨”、全方位地融入全球化时代相互依赖

的世界，更多的是对已经确立的国际话语权格局的接

受和认同。从现实看，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提升，文化建

设、道德建设却没有同步提升，媒体也未能全面“与国

际接轨”，国际传播能力和水平相对较低，在争夺和运

用国际话语权时往往处于下风。从外部看，现行国际

经济体系是过去半个多世纪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建立

的，西方国家掌握着国际话语权或者国际话语霸权，中

国不可能从参与者一跃成为主导者。从内部看，中国

对国际话语权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到位，特别是对如何

把综合国力转化为国际话语权优势还缺乏全面的部

署，内部协调和资源整合的意识和能力不强。

记者：相比西方国家历经百年才争取到国际话语

权，中国融入世界进程的历史刚刚开始，如林毅夫成为

首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朱民

获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主席。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中，我们应该如何行事才能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

万季飞：国际话语权的获得不能等待别人赐予，而

应靠自己努力，通过强化自身的实力不断提升国际话

语权。我们要做现有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而不

是革命者、颠覆者。国际政治经济治理已经有了一套

运行规则，而且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丰富，这些规则是

有其合理性的。这些规则的背后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主

要经济体之间的博弈。

林毅夫、朱民登上世界舞台，是中国多年来经济快

速发展、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的结

果。他们成为这些国际经济、金融组织的领导人，首先

要遵从这些国际组织的运行规则，然后才有可能在一

些问题上代表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出声

音，维护更多成员国家的利益。应该看到，这只是一个

开始，中国人仅仅担任领导人职务还是不够的，我们还

需要输送更多的专家、人才参与到国际组织的具体运

营中，才能了解更多的情况，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

记者：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都是在西方已

经走完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只能按照既定规则办

事，这曾经让中国拥有后发优势。随着中国日渐成为

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完全按照别人制订的规则行

事如同大象起舞。请问，国际金融危机是否为中国争

取国际经济领域话语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难得机遇？

万季飞：应该说，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对于

“二战”之前的状况有很大的进步，同时，现有国际政治

经济秩序并不是某一两个国家决定的，也不完全是由

某一两个国家操控的，而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世界主要

经济体共同参与、施加影响而形成的，也有中国的印

迹。我们说中国国际话语权较弱，并不是说中国没有

话语权，也不是说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中国发展

是完全不利的，而是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综合国力

的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应不断增强，在国际事务、

国际事件、国际活动中享有更多的话题设置权、规则制

订权、事务主导权、市场定价权、利益分配权。

从历史经验看，国际话语权格局存在着此消彼长

的动态调整。一个国家包括国际话语权在内的软实力

的状况最终取决于其硬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因此，

中国经济实力持续增强，最终能够转化为国际话语权

的提升。国际金融危机将带来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以

及各主要经济体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国经济持续稳定

增长而欧美日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确实能够为中国在

国际经济领域争取和提升话语权提供有利条件。但

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的利益

交汇点日益增多，如果国际经济大衰退，中国不可能独

善其身；相反，如果国际经济繁荣，中国可能在国际经

贸交往中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实现更快的发展。与

此同时，不同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

响。如果国际经济持续衰退以至于出现大萧条，政治、

军事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之争也可能会影响到经济领域

国际话语权的格局。因此，我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和欧

债危机对中国争取国际经济领域话语权来说是“双刃

剑”，我们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其中的风险。

占领理论制高点才能持续发声

记者：您曾经提出，今后 5 年至 10 年是中国提升国

际话语权的历史机遇期，也是最为关键的时期。您认

为我们应该如何提升国际话语权，才能为经济社会科

学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万季飞：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有

适宜的国际环境、适当的时机，也需要有各方面的长期

共同努力。我觉得，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需要放平心

态，戒骄戒躁，既不要妄自菲薄，又不要妄自尊大。

首先，要持之以恒做好自己的事情。硬实力是软

实力的基础，只有国力增强了，在国际场合发言才有底

气、有影响力。因此，我们要继续用好重要战略机遇

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定地走和平

发展道路，不断提升综合国力。要理性看待中国发展

状况，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折腾”，不因

国力见长而改变，不因国际利益碰撞加剧而动摇。

其次，以平和而积极的心态参与国际事务，敢于发

声，勇于维护合理权益。中国国力增强了，也需要承担

相应的国际责任，对此，我们不必讳言，要积极提供全

球公共服务产品，特别是参与国际规则制订，展现“负

责任大国”的风采。在各类适宜的国际场合，我们要积

极发声，不能“失语”，也不能“跟风”。

再其次，要坚持创新，占领理论、技术等的制高

点。只有领先者，才有发声的底气，才有足够的影响

力。无论是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体育领域、文化领

域还是军事领域，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都是永恒的课

题。是否有理论上的创新，能否切中人类社会发展的

主流，是否掌握最先进的技术，都直接决定着我们能否

有足够的国际话语权。除了参与现有国际组织、国际

活动，在别人的平台上表达自己的立场以外，我认为很

有必要更多地创建、发展自己的平台。

最后，加强协调，共同努力。一方面是要注意经济

领域国际话语权与其他领域国际话语权的协调发展，

另一方面是要注意国际话语权建设的各参与方之间的

协调。不能把提升国际话语权看作仅仅是政府部门的

事，而应作为国民共同的事务，全面发动。

记者：《功夫熊猫》本是中国题材，我们有 5000 年的

历史，却不擅长用国际语言讲中国故事。在经济领域，

尤其是中国外贸依存度这么高，如何在贸易规则上用

国际语言表述中国关切，进而维护中国利益？

万季飞：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有一个很时髦

的词叫“与国际接轨”。这个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

难，要做得好就更难了。我们很有必要学习国际通行

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用国际工商界听得懂的语言、

看得懂的行为来表述我们的立场和要求。要想更好地

用国际经贸规则维护中国利益，我认为需要重点从以

下 4 个方面做工作:一是要采取多种方式，使中国企业

熟悉国际经贸规则，合理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维护自身

利益；二是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要有意识地积极参与

国际经济组织的活动，派员参与其运营工作，实际参与

相应国际经贸规则的制订、修订和完善；三是要注意发

挥商协会、贸促机构的作用，使一些中外经贸事务对话

的参与方身份对等，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而不能事

事都由政府部门出面；四是要注意培养专家型人才，帮

助其参与国际经贸组织的工作，从源头上占据国际话

语权。近年来，中国国际商会组织中国银行界、商界参

与国际标准银行实务统一规则的修订，并向国际商会

推荐国际保函专家组专家 6 名，推荐国际标准银行实

务修订委员会起草组组员 1 名、顾问组专家 1 名。这些

专家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
———专访全国政协常委—专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

编者按：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走上了国际舞台。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成

为中国应对当前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种诉求。作为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贸易投资促进

机构，中国贸促会始终工作在中国公共外交的第一线，较早地感知到中国国际话语权偏弱的状况及其带

来的不利影响。发挥中介组织在运用和改造国际经济规则、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凝聚产业和

行业的力量、帮助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成为中国贸促会的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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