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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文明是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继承了

中华民族传统的生态文明智慧, 又吸收了人类现代文明进步的精华, 其理论性、 时代性、
可行性增强了在国际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能够构筑

中国生态文明叙事话语、 彰显中国生态文明思想情怀、 贡献中国生态治理智慧, 在价值向

度层面阐明其何以国际传播。 提炼以生态民生为导向、 以生态价值为核心、 以生态承诺为

目标的叙事话语, 试图在国际话语场域构建话语共识和认同, 在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阐明

其以何国际传播。 在实践层面, 以国家叙事构筑叙事路径、 以共情叙事聚合内生动力、 以

数字技术赋能效能提升, 以期探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国际传播中的有效抵达, 从而彰

显其对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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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 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

践, 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系统回答了 “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 怎样建设生

态文明” 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作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之一①, 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 也是千百

年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经历了敬畏与崇拜、 顺应与改造、 征服与控制之后的历史经验, 更是系统

思维的具体呈现, 而 “系统思维强调动态性审视与整体性关照”②, 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坚持走

自身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还要积极探讨世界级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为全球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

展贡献中国的治理经验与建设智慧。
生态文明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 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 实现生态文明

可持续发展的底层逻辑是全球合作应对生态环境变化的真正落实, 而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治理逆全球

化对全球合作应对生态环境变化构成了严峻挑战, 加强全球合作是现实之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遵循, 呼吁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③, 以 “世界主义” 的开放视

角与加强全球合作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深度耦合。 因此, 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是促进

全球合作应对环境变化的现实要求。 本文试图在价值向度上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何以国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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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在叙事话语上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何国际传播, 并在此基础上科学探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国际传播的实践进路, 从而彰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贡献。

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价值向度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纵观古今, 在历时性中承继了传统的生态文明智慧, 在共时性中吸收了人

类现代文明进步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精髓, 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 鲜明的世界意义。 面对全球

性生态环境问题, 加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
(一) 批判与超越: 构筑生态文明叙事中的中国话语

西方意识形态霸权正对全人类可持续发展共识构成挑战, 以其所谓的 “政治正确” 超越基本底

线。 具体而言, 随着发展中国家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 部分西方国家利用话语优势, 垄断着

国际话语规则的制定、 议题的设置以及内容的传播①, 在全球治理中忽视发展中国家的角色与诉求。
现实地看, 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脆弱性远高于发达国家, 气候危机早已不只是科学问题, 而是关乎全

球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问题。 即便如此, 部分发达国家以自我利益为导向对可持续发展共识置若

罔闻。 如美国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对全球统一应对气候变化造成巨大冲击; 日本政府无视国际

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 全球海洋生态安全形势愈加严峻等。 全球性的问题

和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 因个体为谋求短期效益而无视整体长远效益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全

人类可持续发展共识。
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 建设者、 引领者, 我国始终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 合作共

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与此同时, 西方社会鼓吹 “中国生态威胁论” “中国资源掠夺论” 等言论

抹黑中国生态叙事图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 始终

站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立场, 从中提炼的标识性叙事话语亦然。 传播的核心是话语, 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国际传播的核心亦是从中提炼的标识性叙事话语。 从意识形态安全的角度而言, 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国际传播并非中国生态话语的向外渗透, 其运行逻辑是基于全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以一

种整体生态价值观实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有助于批判西方的不当言论。 具言之, “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② (以下简称为 “两山论”) 从人类价值和自然价值双重统一的视角构筑了我国生态文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态景观, 有助于消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叙事逻辑;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事业”③ 高度契合 “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

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④, 着眼于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 凸显出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关于公平正义的价值意蕴, 而非西方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利益博弈和贫富分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国际传播中以其未来叙事和价值叙事对西方的不当言论实现了双重超

越。 其一, 擘画 “碳达峰碳中和” 叙事愿景, 力争二氧化碳在 2030 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在

2060 年实现碳中和⑤, 充分表达中国作出话语承诺的主体性自信。 其二, 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将可

持续发展作为第一要义, 倡导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表明中国在生态

叙事话语上的价值引领。 无论是 “碳达峰碳中和” 愿景还是全球发展倡议都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内在支撑的叙事话语表达, 蕴含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在提供意义阐释的同时也

在形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对外话语体系。 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不仅能够加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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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世界的互动, 在全球生态文明建构的意义空间内构筑生态叙事中的中国话语, 而且对建构和完

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外话语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二) 共识与共情: 彰显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中国情怀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 建设绿色家园是世界人民的共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

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依归, 由此在生态环境领域提出的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

际传播提供新的生态图景。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 在地球范围内的自然与我们人类一道构成生命共同

体, 二者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① 以 “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系统性思维看待世界生态系统的整体

性。 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从系统观念出发凸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利己” 和 “利他” 相统一的

世界视野和天下情怀, 具体而言: 一是作为建构性议题, 地球生命共同体以中国为方法, 立足中国

生态治理实效, 展现中国生态治理成果; 二是作为开放性议题, 地球生命共同体以世界为场域, 以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为载体, 破解全球北方的迷思。
共情是达成共识的基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共情维度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 共

情框架。 地球生命共同体将世界置于共同体的框架中, 在这个意义空间内的各个行为单元都不是孤

岛, 承担着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以价值理性呼唤情感理性, 这是共情的基础。 其二, 共情因子。 共

情是一种根植于人类基因中与生俱来的理解和分享他人感情的能力, 地球生命共同体与中国人与生

俱来的共情基因有着天然的联系,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倡议蕴含着推己及人的共情价值观, 这是

共情的内生性向度。 其三, 共情隐喻。 人类世的现实隐喻, 使得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成为各国人民

共同的愿望。 面对生态危机, 只有强调互动沟通和对话协商,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致力于

增强世界人民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这既是共识之处也是引起共鸣之处。 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立足以共情达共识的基调, 在共情维度引发共鸣的同时实现高低语境背景

下人们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从而阻断社会区隔意识的延伸, 既为其国际传播叙事提供了可沟通的意

义框架, 又能彰显其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的情怀。
(三) 共治与共享: 贡献生态治理中的中国智慧

人类活动是自然环境变化的主要因素。 保罗·克鲁岑 ( Paul Crutzen) 和尤金·斯托尔默

(Eugene Stoermer) 认为, 地球始于 117000 年前的全新世 (Holocene) 已经结束, 并随之进入了一

个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 (Anthropocene), 在这个地质时代人类是 “影响地球地形和地球进化的

地质力量”②。 基于此, 威尔·斯蒂芬 (Will Steffen) 等在国际知识界颇有声望的科学家试图以工业

革命为起点研究人类对地球系统的影响。 麦克尼尔指出: “由于人类活动, 碳排放量增长已然达到

87 万年间的峰值, 并且人类对生物圈和全球生态的影响力正迅速上升”③, 世界正处于大加速之中。
尽管较为前沿也饱受争议, 但人类世概念的提出代表着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全球知识界已经把人类

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乃至对地球进化的影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气温上升引发海平面上升、
极端恶劣天气频发、 大量动植物灭绝等事实表明, 人类世和大加速正在齐头并进, 虽无法预知大加

速会持续多久, 但由于人类活动引发的自然变革, 加强全球合作治理生态问题就成了全人类的共同

价值与选择。
生态治理是全球问题。 面对超国家困境, 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做出努力。 全球化时代, “地球村”

正由理想变为现实, 那么横亘在生态治理上的空间距离正在缩小,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的态势

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点。 绝对空间距离的缩小意味着生态治理的责任边界不再以地理疆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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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 更加强调各国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与义务。 彼得·辛格 (Peter Singer) 认为绝对空间

距离不应成为阻碍我们援助他人的道德理由, 这是一种全球关怀的内在化, 即 “世界化”, 全球生

态治理同样如此。 从生态危机的现实性来看, 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 极端气候天气的频

发等问题使得我们的生态危机更加显著、 即时,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问题牵引产生移情, 促使各国共

同应对全球生态危机, 而这种移情避开了空间距离的远近, 从知觉和时间上来促成共识。 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同样如此, 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的全球生态安全观, 将生

态问题看作是全球的共同问题, 通过马丁·霍夫曼所说的 “诱导” 展现全球生态危机显著、 即时的

特点, 从而激发人们的移情因子, 随着移情增强, 生态治理的空间距离感逐渐消弭。 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国际传播在某种意义上是以 “诱导” 诉诸合作共治的尝试, 有助于呼吁各国共谋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之路, 从而实现从疏离到合作。
共治是手段, 共享则是目标。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

大进展。 事实上,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昭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图景。 由此, 在国

际传播中展现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共享维度。 其一, 基于自身探索的生态现代化道路向世界共

享中国的生态治理模式和智慧, 通过中国生态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反映世界生态现代化道路的普遍

性, 为世界生态现代化打造 “中国样板”; 其二, 立足全人类共同价值, 强调全球生态环境的改善

和绿色可持续发展为世界人民带来自然和人类的双重价值, 这是共享的最终归宿。 无论是呼吁共

治, 还是成果共享,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现实意义清晰、 直观, 为世界生态治理贡献中

国智慧。

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叙事话语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在本质上是国家话语的传播和互动过程①, 话语作为传播的重要载体之

一, 承担着穿越 “文化屏障”、 凝聚共识和建构认同的重要作用。 在变动不居的社会中, 如何在浩

如烟海的叙事话语中 “披沙拣金” 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前, 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 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历史经验以及全球变暖的现实危机是当今世界的共识性问题, 虽无法洞悉共识性问题

的 “有效期”, 但在当前语境给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叙事话语提炼提供了方向指引。
(一) 以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为导向的生态民生叙事话语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 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 为了人民、 造福人民的理论。”②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领域的理论成果, 反映了我们党为了人民、 依靠人

民、 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生态民生观, 是人民至上理念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直观表达。 在生态叙事

上以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为话语导向, 主张 “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

优先领域”③, 抓住生态环境质量这个薄弱环节集中攻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虽然我国经济发展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但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 成为民生之患、 民心之痛”④。 同样地, 纵观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历程, 以资本逻辑为导向, 人异化为 “经济动物”, 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

代替, 虽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 但是生态环境恶化之殇危及了人类自身。 从这个层面来讲, “良好

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呼吁人们共同治理当前的生态环境以谋求人类自身的环境安全, 是

以人类整体需要和利益为旨归的叙事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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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环境就是民生, 诉说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良
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建立在现代人类共同的现实处境基础之上,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

面: 其一, 良好的生态环境关乎人类健康。 在生命共同体视域下, 人类健康与生态环境休戚与共,
生态环境的恶化必然危害人类健康。 相关研究显示, 在世界范围内, 人类 24% 的疾病负担和 23%
的死亡都归因于环境因素。① 环境的变化还会影响其他生物的健康, 有研究表示当前每 6 个物种中

就有 1 个物种受到气候变化压力而走向灭绝。② 其二, 良好的生态环境关乎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理

念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 其主要含义是 “要求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公正原则, 实现人类

在环境利益上的公正, 期望每个人都能在一个平等的限度上享受环境资源与生存空间”③。 公平正义

是民生福祉的重要方面, 而一部分人、 国家或者地区成倍地享用资源并污染环境, 造成的恶果又强

加于他人, 由所有人共同承担, 导致资源环境的占有和享用失衡, 公平严重缺位。 “良好生态环境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从健康和环境正义两个方面契合了人们的现实需求, 在国际传播中以鲜明的

人民性导向建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惠民、 生态利民、 生态为民的叙事话语, 这种建构反过来

推动实现生态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 以期达成话语传播和民生叙事的双向奔赴。
(二) 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为核心的生态价值叙事话语

“两山论”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论断之一, 在国际传播中承载着人与自

然双重价值统一的叙事逻辑。 “两山论” 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 在

实践中, 我们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关系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

山, 二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 三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④ 可以看出, 经济发展和

环境保护经历了由对立到统一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自然价值和人类价值逐渐实现统一的过程。 从

价值层面来看, 绿水青山是自然价值, 金山银山则是人类价值。 自然价值是资源优势, 人类价值则

是经济优势, 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是当前国家发展转型中共同面临的问题。 西方工业文

明以 “人类中心主义” 为主要特征, 认为人有价值, 而自然没有内在价值, 否认了人与自然价值的

统一关系。 早在 1972 年, 《增长的极限》 一书就揭示了工业化过程中的高污染、 高消耗发展模式在

有限的地球空间内难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诸如伦敦雾、 莱茵河 “中毒”、 西德森林枯死病等事件

也表明西方通过污染而获取经济价值的现代化道路模式引发了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是价值异化的结果。 这里的价值异化是人们为了获取金山银山而破坏绿水青山, 在无

法实现二者平衡的情况下, 自然价值被人类价值所代替的结果。 西方人类中心主义认为, 自然是人

们满足消费欲望的手段, 从这个层面来说自然价值是一种消费性价值, 人们的消费欲望无限膨胀使

得自然沦为人类的工具。 自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非消费性价值, 消费性价值掩盖了自然的本质,
从而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塑造了西方的现代化观念。 历史地看, “与
他者对立” 缔造了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而从 “你” 与 “我” 转向 “与他者共在” 是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思维视角, 是和合共生价值理念的体现。 “两山论”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理念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问题叙事, 并 “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取向”⑤

的绿色发展理念建构人与自然统一的价值共同体。 质言之, “两山论” 从人与自然双重价值统一的

角度回应了人们的现实关切, 贴合了国际话语场域的叙事话语指向, 以 “共同价值” 将传播效果扩

大化, 并以其共生性和价值同源性提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国际传播中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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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为目标的生态承诺叙事话语

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 既是中国向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 也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目标和挑战。 为

应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 各国纷纷采取措施进行碳减排, 积极提升碳汇能力, 并多次举行联合国气

候大会, 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公约。 其中, 《京都议定书》 依据 “共同但有区别” 的原则, 基于总

量控制目标, 为每个国家分配了具体碳减排量, 并且明确减排时间。① 《巴黎协定》 则明确了全球

温控目标, 并提出了 21 世纪中叶全球实现碳中和的要求。 由此可见, “碳达峰碳中和” 是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的政治共识。 目前, 全球已有许多国家和地区提出了 “零碳” 或碳中和的气候目标。 然而

事实表明, 各国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和落实之间存在着一定差距, 作为环保之都的丹麦哥本哈根市

暂时放弃 2025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部分欧洲国家也将重启高耗能火力发电。 此时, 中国大力倡

导践行 “碳达峰碳中和” 生态承诺, 以一往无前的坚定决心展现出高度的生态自觉。
“碳达峰碳中和” 的实现与否关系到人类共同的生存和发展。 人类的过度活动导致全球变暖,

全球变暖则是因为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过高所致。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拉响 “红色警报”, 在其发布的 《气候变化

2022: 减缓气候变化》 报告中指出, “过去十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处于人类最高水平, 而且还在持

续上升, 如果不进行必要的干预行动, 那么 《巴黎协定》 设定的目标将会落空”②。 从国际安全看,
地球目前的气候安全形势严峻。 拉尼娜现象和负印度洋偶极子引发了非洲之角四十年来最为严重的

干旱, 该地区有 1840 万—1930 万人面临粮食危机③; 北半球夏季热浪和干旱事件使得欧洲国家遭

遇高温和森林火灾, 美国南部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强的飓风侵袭, 人民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受到极大

的损害。 由此可见, 气候危机并非一国之痛痒, 是关系世界各国生存发展的共同问题。 一方面,
“碳达峰碳中和”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近景和远景目标, 是以自身生态

承诺反哺世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叙事话语, 具有鲜明的世界性向度。 另一方面, 作为国际传播的热

点议题, 主动回应 “世界未来如何走”, 以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方案凝聚共识。 有共识就会有互动基

础, 这表明以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为目标的生态承诺叙事并不是国际话语场域中线性的单向传播,
而是基于互动反馈机制实现双向甚至是多向传播, 有助于 《巴黎协定》 中的 “生态承诺” 不落空。

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实践指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互动得以不断完善④, 其鲜明的价值向度和叙事话

语阐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何以国际传播和以何国际传播。 理论的表达最终需要回归现实, 现实

地看, 随着近年来中国与世界的深度融合,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与变局重构了中国国际传播的国家叙

事话语体系; 共情传播中的共情叙事奠定了国际传播的情感基调;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指明了国际

传播的数字化方向, 从而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构筑了实践愿景。
(一) 以国家叙事构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叙事路径

国家叙事指叙事学视野下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传播, 其作用在于对内凝聚共识和形塑国家认同

感, 对外向其他国家展现本国形象。⑤ 叙事就是讲故事, 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 国家叙事

作为观点交流和信息沟通的媒介, 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叙事路径。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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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思想是一种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存在, 并非基于线性历史观的平铺直叙, 而是承接过去、 解

释现在、 呼唤未来, 具有时空特性, 这就具体指明了国家叙事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

叙事路径。
第一, 从纵向的时间维度进行国家叙事。 首先, 以传统的生态智慧为叙事起点。 崇尚天人合

一、 道法自然,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跨越了数千年的历史, 孔子的 “天何言哉? 四时

行焉, 百物生焉”①, 老子的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②, 王阳明的 “天地万物与人

原是一体”③ 等思想表明古代中国在生态领域的国家叙事, 建构了人们对 “生态中国” 及其独特生

态智慧的认同, 塑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文化基因。 其次,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为叙事主题。 在世界生态现代化的历程中, 西方工业革命引发的生态危机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

精神创伤。 以史为鉴, 中国的生态现代化道路规避了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强调 “人与自然是

生命共同体, 人类必须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④, 从而开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 以此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主题叙事具有现实性。
第二, 从横向的空间维度进行国家叙事。 这里的空间维度是指在生态文明建设当中国家如何组

织、 安排与协调各方, 主要表现为生态制度的合理性与人民是否幸福。 生态制度是否合理由人民来

评判, 二者相互嵌套。 首先, 在制度层面以 “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⑤,
加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 进而在实施过程中逐步搭建起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

“四梁八柱”。 其次, 在人民幸福层面以 “让老百姓吃得放心、 住得安心”⑥ “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

香田园风光”⑦ 等叙事话语契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价值追求。
第三, 超越时空进行国家叙事。 异质思想在全球话语场域中相遇会因文化背景、 意识形态等差

异难以避免文化折扣, 因而超越时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 新范畴、 新表述, 增强国家叙事的国

际传播信度与效度至关重要。 具体说来, 基本价值与共享议题是超越时空限制的国家叙事。⑧ 首先,
表现在生态领域的基本价值是环境正义。 将环境正义纳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叙事框架

之中, 以环境正义理念构建可供交流的意义空间, 从而以人类认同的基本价值缝合认知差异。 其

次, 共享议题是指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从移情的角度来说, 人们置身于生态危机之中更能产生移

情作用从而达成共识加强全球治理。 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需要立足全球生态的共享

议题进行叙事, 在全球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中不断调整和创新国际传播的叙事框架。
(二) 以共情叙事聚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内生动力

相较于宏大的国家叙事逻辑, 共情叙事从微观视角切入, 将情感注入叙事主体, 通过叙事主体

的主观感受促使 “通情点” 发生作用, 这有助于在国际传播中降低理解成本, 减轻文化折扣。 国际

传播的目的是说服, 而在文化、 意识形态等差异悬殊的国际传播语境下, 说服的效果往往不太理

想。 共情叙事强调立足用户的情感认同, 而情感认同规避了文化差异、 意识形态壁垒等问题, 在情

感认同的基础上链接共通的价值, 促进理解和沟通, 从而在国际传播中完成说服使命。 以共情叙事

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能够聚合内在的情感动力, 为提升国际传播效果寻求情感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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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在内容上以民生议题进行共情叙事。 民生问题作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环境就是民生, 并将其作为改善民生的着力点。 一是在叙事中借助生态治理实践关联共情体验。
通过不断探索, 近年来中国生态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不断向美丽中国目标迈进, 擘画了中国式现

代化的生态图景。 在这一过程中, “绿水青山” 转化为 “金山银山”, 自然价值与经济价值逐渐实

现统一, “鱼逐水草而居, 鸟择良木而栖” 的景象逐渐形成,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不断增强。 作为生态治理的参与者、 见证者、 受益者, 更能感同身受地关联共情体验。 二是在叙事

中以环境正义诱发共同情感。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在地包含环境正义理念, 从环境正义的角度来

看, 人们可以平等享用环境资源和生存空间。 现实而言, 环境正义存在缺失现象。 此时, 将这种不

公平现象投射到国际传播场域, 使其快速进入受众认知领域, 促使受众自发转换角色, 从而链接共

同情感。
第二, 在对象上借助 “景” “物” 进行共情叙事。 相比于就事论事, 借助 “景” “物” 叙事更

能提高国际传播的视觉感知力和情感力度。 首先, 以景叙情。 自然山水比之人文景观更能唤起人们

对美的感知, 山水常用来指代自然, 与自然有着天然的联系。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①

采用人们易于理解和接受的传统山水文化元素来表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叙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之情, 这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现实追求。 其次, 以物寄情。 动物是情感表达的载体之

一, 能够建构情感合意空间。 云南野象群北迁事件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型事例, 在国际上引发

了广泛的情感共鸣。 动物情感与人类情感存在共通之处, 在云南野象迁徙过程之中, 母象帮助小象

过河沟、 象群将小象保护在中间的画面表现出人与动物的情感共通点, 能够实现角色转化, 将人自

身的情感寄寓其中, 这种共通的情感也能够强化人们保护生态的意识, 从而强化共情叙事推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效果。
(三) 以数字技术赋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效能提升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各种思想和理念的传播样态, 传播也表现出更精准、 覆盖面

更广等特点, 深刻影响了当前的国际传播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

“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 不仅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数字化方向, 也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 当前, 数字化技术与人类生活的深度融合表明数字化、 智能化将成

为推进社会发展尤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新引擎”, 由此借助数字技术打造智能化国际传播新

范式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着力点。 智能国际传播以数据、 算法、 算力等为核心要

素②, 结合这三要素有助于提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效能。
第一, 借助大数据透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现状。 大数据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物理世

界数字化和数量化, “人类的未来是镜像世界” 正在成为现实。 那么, 大变局中的世界可以凭借大

数据得以可视化描述, 而各种思想、 观念、 理念也能通过大数据予以表征。 首先, 大数据依靠 “数
据收集 +智能计算” 的底层逻辑能够轻易洞察国际传播的现实境况, 以数据可视化的方式营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数字化环境, 呈现国际传播的数字化图景。 其次, 大数据能够进行

文本分析和语义挖掘。 通过文本分析和语义挖掘能够快速获取当前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信息,
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 融合吸收有益成果深化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 从而提升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效能。
第二, 借助智能算法实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准智能国际传播。 在国际传播中, 算法通过

其强大的技术逻辑促使国际传播越发智能化。 首先, 借助算法实现受众精准洞察。 依托算法技术分

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不同国家、 地区的传播现状、 传播进展等, 了解其在国际受众中的认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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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从而快速洞察全球生态治理的特征、 走向以及发展规律, 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普
遍性和特殊性”, 使其国际传播更加精准、 高效。 其次, 借助算法实现精准议题推荐。 通过调节算

法模型参数提高国际用户聚焦中国生态议题的注意力或者增加其出现频率, 在算法机制的作用下影

响公众的注意力资源分配, 有助于实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国际传播中的有效抵达。
第三, 借助算力保障大数据和算法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作用。 算力可以加快数据

处理、 特征提取和模型优先的速度, 从而有效提升算法技术和数据分析的效率。 在国际传播中, 传

播内容纷繁复杂, 如何分析海量的数据生成用户画像则需要依靠算力, 算力确保内容生成和传播,
能够优化智能化国际传播生态链。 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而言, 大数据透视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现状、 算法实现用户精准洞察等都依靠算力对模型进行不断训练, 随着不断

训练和优化计算模型直至模型 “固定”, 最终实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算法模型和数据

分析模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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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related to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not only inherits th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sdom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absorbs the essence of modern human civilization progress. Its theoretical nature,
contemporary nature, and feasibility have enhanced its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can build
Chinas ecological narrative discourse, highlight Chinas ecological thoughts and sentiments, contribute
Chinas ecological governance wisdom, and explain why it is disseminated internationally from a value
perspective. Refining the narrative discourse that is oriented towards ecological peoples livelihood, with
ecological value as the core, and ecological commitment as the goal, attempts to build discourse consensus
and ident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field, and clarify how it is spread internatio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t the practical level, we use national narratives
to build narrative paths, empathic narratives to gather endogenous motivations, and digital technology to
empower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arrival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us highlighting its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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