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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主要问题、研究内容和研究意义等角度探讨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研究的内涵

与意义。本文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构建研究主要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语体特征研究、

中外外交话语比较研究、批评话语分析视域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研究，以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

构建方式和方法研究等 4 大研究领域，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本领域研究将深化学界关于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的重要性的认识，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构建工作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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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on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no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HU Kaibao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on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alyzing its research questions，major re-
search areas，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study involves the research on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discourse on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 com-
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discourse on diplomacy，the research on the discourse on ma-
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approaches to constructing this discourse． This study will deepen our under-
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and shed new theoretical light on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on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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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引言

自 2014 年 11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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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大国外交”以来，我国政府积极宣传并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一全新的外交理念，

在国际社会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必须指出，从北京 APEC 峰会到“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从“西湖之畔”到厦门会晤，中国正以自身实践向世界诠释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理念，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中国答案。然而，这一外交理念能否得到全世界大多数人

的认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而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话语的构建是重要前提。没有话语的构建，自然谈不上话语的翻译与传播。因而，开

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的研究，对于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推进

我国外交工作的开展，提升我国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关于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的研究较为肤浅，且不成系统，学界尚未获得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话语构建的理念与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风格、修辞和规范的正确而客观的认

识。鉴于此，本文将从主要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等角度阐述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研究的内涵与意义，以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的原则、方式

和路径，从而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工作的开展。

2． 0 相关术语的界定

2． 1 外交话语

话语构建是指按照一定的目的，采取一定的方式，有意识地生产具有特定内容、特定

表达方式的话语，如言说、表达和叙述等。话语本质上是对同一事物或现象的不同陈述进

行研究之后提炼出的关于这个事物或现象的书写或言说，具体分为概念或术语、陈述和理

论形态等层次。外交话语是关于国家的外交政策或外交理念的话语及其话语行为，具体

包括国家发布的外交文件、白皮书、国家领导人的对外讲话、国家间条约、协议和公报、以
及新闻发布会等。

2． 2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我国政府自 2014 年以来积极实施的外交理念。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坚持中国特色的义利观，要求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 主张多边主

义，强调合作共赢，推动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一带一

路”框架下的国际合作;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治理体系改革，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0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研究的内涵

3． 1 主要问题

本研究旨在分析如何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以便阐释并传播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和原则，促进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正确理解，赢得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和举措的支持，从而助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争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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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软实力。话语构建是指按照一定的目的，采取一定的方式，有意

识地生产具有特定内容、特定表达方式的话语，如言说、表达和叙述等。本研究重点关注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的原则、策略和方法，探讨如何建构融通中外的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的话语体系。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求，我们应当着力构建“融

通中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如何做到“融通中外”，如何创新话语表达并将这

些话语表达译成外语，从而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外交理念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并且发

挥重要影响力，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也是本研究需要花大气力研究的主要问题。
必须指出，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实施，引起了国际社会

的普遍关注。然而，国外政府、民众或媒体常常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产生误解。例

如，“中国梦”常常被西方国家政府或媒体误解为“复兴中华帝国梦”“向全球推行威权主

义之梦”，“一带一路”倡议被曲解为“军事扩张的图谋”和“地缘政治的野心”，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被误读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政治

体制、社会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与我国差异很大。这些国家往往不大认可我国外交思想，

甚至采取敌视的态度。另一方面，我国外交话语的构建通常以我为主，话语表达的方式和

策略往往很少考虑到其他国家的社会文化语境和话语体系。话语构建的形式比较单一，

大多采取单向的宣传形式。这些因素会导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不大容易为国外政府

或民众所接受。显然，要让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和举措为西方国家所理解和认可，就必

须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方面多下功夫。为此，本研究将依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思想、批评话语分析和外交学相关理论，在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进行全面而深入分析

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的原则、形式、策略和方法等，以推进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构建与传播。
通常，任何话语的构建与传播都表现为不同形式，如包含书面形式和口语形式在内的

文字形式，以及包括影像资料和图片资料在内的多模态形式。相比较而言，文字形式更常

见，也更为重要，因为影像资料和图片资料大多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应用。因而，本研究将

以文字形式呈现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3． 2 主要内容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研究涵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语体特征研究、中外外

交话语比较研究、批评话语分析视域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研究，以及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话语构建方式和方法研究等 4 大研究领域。其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语体特征

研究和中外外交话语比较研究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研究的基础，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话语构建方式方法研究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研究的核心。只有掌握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语体特征，才能把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原则和方法，而要构建

融通中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就必须掌握中外外交话语的异同。批评话语分析视

域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加深我们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本质属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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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语体特征研究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语体特征研究主要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语言特征研

究、语体风格、话语策略和话语修辞等领域的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语言特征研

究是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在词汇、句法、语篇和叙事等层面的特征研究。本领域研

究将以外交话语语料库的应用为基础，依据语料库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和原则，重点分析高

频词、关键词及其搭配、词汇密度、第一人称代词、情态动词、模糊限制语、话语标记语、评
价性词汇、名词化、被动式、关系从句等典型词汇或句式结构的应用以及隐喻的应用，从词

汇、句法和语篇层面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语言特征及其内在动因。该领域的研

究将深化我们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原则和方法的认识。詹德斌( 2017 ) 考察

了建国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中“好”字的应用频率及其搭配，发现中国外交话语经常使用

“好关系”词语描述或构建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指出这些词语的应用体现了中国

人特有的人际关系思维模式。许静( 2017) 采用语料库方法，对中国和美国外交新闻发布

会话语中模糊限制语的应用趋势进行比较分析，解释模糊限制语应用背后的意识形态差

异。其他学者也先后讨论了外交话语的语言特征( 魏在江，2006; 李战子、胡圣炜，2009;

王彦、陈建生，2016; 单理扬，2017) 。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语体风格研究是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在语言结构应

用和话语策略等方面表现出的独特特征的研究。风格是独特的或与众不同的表现方式以

及形成这一表现方式的选择。风格通常有作品风格、语体风格、作家风格、流派风格、时代

风格和民族风格之分。语体风格是指具体语体由于交际目的、对象和语境等因素的制约

作用在语言风格上形成的区别于其他语体的特征。通常，外交话语的语体风格有别于科

技语体、文学语体及其他语体，通过语音、词汇、句法、语义、语篇或叙事等方面的凸显加以

共现。外交话语语体包括建交公报、白皮书、新闻发布会和政府领导人对外讲话等多种体

裁，故而外交话语语体风格的研究既要关注外交话语的这些体裁在不同语言层面以及叙

事策略或话语策略等方面所呈现的区别于其他语体的共性特征，又要关注这些体裁的具

体特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语言特征研究不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语体

风格研究不仅要描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语言特征，而且还要描写其话语策略，并在

描写的基础之上归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语体风格。本研究可以利用语料库，在对

外交话语与其他话语进行比较的基础之上，从典型词汇和句法结构切入，对外交话语语言

特征和话语策略进行描写，并以此为基础归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语体风格。张立

新( 2018: 3) 认为外交话语的语体风格主要表现为委婉性、含蓄性、模糊性和折中性等特

征; 经济隐喻的高频出现，构成经济外交话语的语体特征。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话语策略研究侧重于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话语表

达方式与方法。本领域研究将依据话语分析和叙事学相关理论，在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话语的交际目的和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话语策略。本质

上，话语策略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采取一些话语实践，从而达到某一目的。话语策略可

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如从语篇分析角度，可以分析指示语策略、互文性策略、修辞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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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命名策略、述谓策略和视角化策略。指示语策略是指通过指示语的频繁运用达到一定

交际目的的策略。一般而言，指示语可大致分为人称代词、时间指示语和空间指示语等。
人称代词常用于施加影响、自我保护和表示亲和与礼貌。人称代词可以使话语产生人际

功能，其使用可以拉近与读者或听众之间的距离，引起读者的共鸣。时间指示语和空间指

示语的应用可以构建互文性，让读者身临其境。互文性策略旨在凭借互文性的应用来实

现语篇连贯，表明立场。根据 Kristeva( 1969: 145) ，互文性是指任何话语都是一长串话语

链上的一环，既受制于又得益于并改变着其他话语，其应用可以表明说话者的立场。修辞

策略重视具体修辞手法的应用。一般而言，修辞手法的应用可以使语言表达生动、形象。
命名策略旨在凭借指示词和名词的使用来命名、指称话语中的社会行为者、物体、现象、事
件、及过程和行为，将成员进行分类，以构建身份认同，拉近与读者或听众之间的距离。述

谓策略是指给社会行为者、物体、现象、事件及过程赋予特征和属性的话语方式，语言实现

形式包括积极的或消极的评价性语言。述位策略应用于对事物进行价值判断。视角化策

略主要指引语，包括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的应用，旨在阐明作者的观点，分

析其态度是介入还是疏离。窦卫霖和李霁阳( 2013) 以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3 月至 6 月

所做的国际演讲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习总书记对外演讲所采用的话语策略。研究表明，

习近平总书记的演讲成功运用了“讲故事”“不含糊”“亲民化”和“巧引典”等话语策略，

不仅切合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立场，而且大大增强了演讲的效果。丁邵君( 2017) 以中

国国防部和外交部网站上关于南海争端的报道为研究对象，采用语料库方法，通过对高频

词和关键词进行分析，分析中国外交话语的话语策略。研究发现中国外交话语往往比较

保守，所采用的话语策略多为负面进攻性策略甚至防御策略。在面对美方责难时，往往一

开始倾向于解释、回避冲突，或者表达不满和异议，较少运用指责的策略。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话语修辞研究主要关注话语修辞的运用及其效果，侧重于

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修辞手法和修辞人格。本领域研究采用语料库方法，从典

型词汇或句式结构的应用切入，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修辞人格和修辞手法。
修辞是指利用多种语言手段以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修辞有狭

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修辞是指修饰文字或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准确、
鲜明而生动有力。广义上，修辞是指话语或文章的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修辞一般表现

为修辞手法的应用。修辞手法是为提高表达效果，通过修饰、调整语句，运用特定的表达

形式以提高语言表达作用的方式。修辞通常由修辞人格、情感和理性等 3 大要素组成，修

辞人格是指作者或演讲者的道德品质、人格魅力和威信要能让读者或听众信服。亚里士

多德认为修辞人格是“最有效的说服手段”，因而作者或演讲者必须具备聪慧、美德和善

意等能够使听众信服的品质。这种形象构筑的过程是言说者塑造修辞人格的过程。情感

是指做文章或演讲时，应当考虑读者或听众的情感特征，让听众产生情感共鸣。理性是指

推理技巧和语言逻辑，要求文章或演讲的推理过程环环相扣，逻辑性强，具有说服力。
3． 2． 2 中外外交话语比较研究

中外外交话语比较研究旨在对中外话语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比较，系统考察中国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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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家外交话语的差异及其内在动因，以获取关于中国外交话语的本质属性和特征的客

观而全面的认识，并汲取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外交话语构建方面的经验。事实上，要构

建融通中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体系，有必要了解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外交

话语构建的特征与规律，吸收这些国家外交话语的积极成分，包括这些国家外交话语提出

的重要问题和话语建构的成熟理念与方法。本领域研究可采用语料库方法，从高频词、关
键词、典型词汇和句式结构的应用以及隐喻等角度对于中外外交话语尤其是中国和西方

国家的外交话语进行比较分析，分析中外外交话语在语言特征、语体风格、话语策略、话语

修辞、话语规范和话语构建方式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并基于此探讨如何吸收国外外交话语

的营养成分，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建构。一些学者比较分析了中外外交话语语

言特征的异同。许静( 2017) 对中国和美国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中模糊限制语的应用做

了语料库考察，发现中国外交话语中模糊限制语的应用频率高于美国外交话语。窦卫霖

( 2011) 以中美最高领导人对外演讲、官方发言人话语和国家白皮书文件为研究对象，比

较分析了中美外交话语在词汇、语用和语篇层面的差异。研究发现中美外交话语差异是

由于中美两国国际利益、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另外一些学者则探讨了中

外外交话语在隐喻应用方面的差异。贺梦依( 2014 ) 的研究表明中美两国政要在对外演

讲中均使用了大量概念隐喻，但这些隐喻存在较大差异。它们隶属于不同文化系统，蕴含

不同的认知思维。翁青青( 2013) 以语料库的应用为基础，比较了英国、加拿大和中国的

历次国际气候大会发言中隐喻应用的差别，发现各国在气候话语中均频繁使用隐喻，并将

隐喻作为政策合法化的话语策略。
3． 2． 3 批评话语分析视域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研究

根据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话语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制约，同时又反作用于意识形态，参

与意识形态的建构。作为一种特殊话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既受制于意识形态又反

作用于意识形态。为此，批评话语分析视域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研究不仅关注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话语规范，而且也探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塑造的中国形象。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话语规范研究旨在通过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语言

特征揭示对话语主体产生影响的意识形态因素。通常，话语主体在使用话语时会受到他

所处的社会思想、政治、文化体系和话语环境的影响。每一个话语主体都是在一个自己意

识不到，但却深受影响的话语框架下进行话语实践的。任何社会都有人们不能谈论的东

西，都有必须以某种方式谈论的东西。这些东西即话语规范。不同社会文化都具有不同

的话语规范，这种话语规范在外交话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话

语规范研究可以在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高频词、关键词及其搭配、典型句式结构

的应用，以及隐喻或其他修辞手法应用基础之上，探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话语规

范。吴华清等( 2010) 对新华社和《中国日报》关于 2010 年世博会的报道进行考察，分析

了中国公共外交的话语建构。研究结果显示这些话语反映了中国话语的多元文化融合规

范。王磊( 2009) 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反恐话语的高频词和关键

词进行语料库分析，发现其背后的话语规范主要表现为宗教规范、民主规范和保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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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规范和民主规范是美国外交话语的主要规范，保守规范是美国保守派所使用的规范。
该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可以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话语规范研究提供借鉴。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塑造的中国形象研究依据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从高频名词和

高频动词及其搭配、情态动词和人称代词及其他典型词汇的应用等角度，分析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话语中的中国形象，包括中国政府形象、中国国家形象和中国文化形象等。刘朋

( 2010) 的研究表明中国政府白皮书对塑造和提升中国和平、负责任的良好形象发挥了重

要作用。胡开宝和田绪军( 2018) 以自建的中国外交话语语料库 1． 0 版为研究平台，从高

频词、关键词、情态动词和“we”的应用及其搭配切入对中国外交话语英译所塑造的中国

形象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外交话语塑造了脚踏实地、积极有为、热爱和平、倡导合作与发

展、追求共赢的形象。
3． 2． 4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方式和方法研究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方式和方法研究涵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概念体系构

建路径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形式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的方式研

究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表的研制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概念体系构建路径研究将依据批评话语分析和外交学相关理

论，从理论层面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的原则，重点探讨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话语概念体系构建的路径。目前，中国话语的传播之所以不尽人如意，其重要原因在于我

们对中华文化、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认知不足，难以传递出中国立场或中国观点。有鉴于

此，本研究将依据外交学、话语分析和术语学相关理论，在详细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

想的实质和内涵，比较中外外交思想的差异以及中外外交话语异同的基础之上，探讨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概念体系的构建路径，以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
一般而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概念体系可以通过以下四种路径进行构建，即本土概

念的提升、草根话语的升级改造、西方概念的中国化和西方概念的直接借用等。然而，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核心概念如果直接借用西方概念，便无法构建独立的中国外交话

语。为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应当以我为主，注重从本土话语汲取营养，对

本土话语进行提炼和升华。必要时，可以对西方概念进行改造，使其符合中国语言文化规

范。郑永年( 2009) 强调中国外交思维必须避免美国化，从而采取与美国相似的外交政

策。中国必须建构独立的外交话语。孙吉胜( 2017 ) 认为中国只有建构自己的外交话语

体系，才能更好地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道路和中国外交，履行一个新兴大国的国际责任和

义务。王义桅( 2012) 指出中国外交赢得国际话语权面临一个悖论: 如果强调自我表达，

外交话语便太中国化，很难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如果一味按照西方的表达方式或习惯来表

达，则容易失去自我。他强调中国外交话语的构建应当以我为主，树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

信观，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模式对世界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形式研究旨在对于话语构建不同形式的属性和特征进行

比较，探讨不同话语构建形式的采用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的影

响，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如何采用不同形式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通常，话语构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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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分为物质形式和符号形式。前者是指多边或双边会议或其他相关活动，如学术会议

等。后者包括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在内的文字形式以及包括影像资料和图片资料在内的

多模态形式。相比较而言，物质形式更加直观、生动，更容易让受众接受，往往会在较短时

间内产生影响。符号形式相对而言要间接、抽象，所产生的影响要滞后些，不过影响更为

持久。应当指出，目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研究侧重于文字形式研究，未曾对多模

态形式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给予充分关注，而物质形式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

语构建也未曾得到任何关注。为此，本领域研究不仅要关注文字形式和多模态形式在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中的作用，还要关注物质形式的作用，更要研究如何对这些形式

进行组合，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构建与宣传。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构建方式研究旨在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不同构建

方式及其应用。一般而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能否成功构建并得到有效传播，除了确

定构建形式和话语策略之外，还应根据话语内容和受众选择适当的构建方式。一般而言，

话语构建方式按照语类来划分，可以分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民间话语。相比较而言，

政治话语更加庄重、严肃，但往往比较生硬，与听众或读者之间的权力距离较大。学术话

语比较严谨、客观，但不大容易为普通听众或普通读者理解并接受。民间话语贴近普通民

众，因而容易为他们所接受，但往往不够严谨。从具体体裁上看，话语构建方式可以分为

散文式、叙事式和辩论式。散文式话语较为随意，情感真挚; 叙事式话语以故事形式呈现，

较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辩论式话语可以呈现观点的交锋。我们可以根据交际目的和交际

场景，选择具体构建方式来表达并宣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根据孔根红( 2014) 的观

点，外交话语可以采取散文式、叙事式和辩论式构建方式。张崇防( 2014 ) 强调将刚性的

国内政治话语转变成柔性的学术话语，把抽象的政治概念转换成生动的故事，可以有效拉

近讲话者与听众之间的距离。荆学民( 2016) 认为政治话语应当多采用意义具体的词汇，

多吸收民间话语。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表的研制研究主要依据外交学理论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思想，在梳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术语，分析这些术语的内涵及其相互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

之上，研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库。本领域研究可利用语料库软件 WordSmith 的

词表自动生成功能，研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术语表。应当指出，作为话语的建构单

位和基础要素，术语能够在建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更新话语结构和优化话语的语言形

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术语体系并制作术语表，可以帮助我们理

解并把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及其话语表达方式。

4． 0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研究的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研究在深入分析中外外交话语的基础上，探讨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的原则、方式、方法和路径，研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

库，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构建。本领域研究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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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领域研究将系统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构建策略与路径，推进外交话

语研究。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研究将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建构

原则、话语构建形式和话语构建方式。具体而言，本研究将在全面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思想及其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外外交话语的异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话

语策略、构建形式和构建方式方法，探讨如何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本

研究还将研制中国外交话语术语库。显见，本课题研究将有力推进外交话语的研究。
其次，本课题利用语料库对中外外交话语以及外交思想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形成外

交学的话语研究范式。
本课题采用包括语料库方法在内的文本数据分析方法，合理使用定量分析和定性研

究方法，从主题词、关键词及其搭配、以及典型词汇和句式结构的应用等角度对中西外交

话语的文献进行分析，考察中西外交话语所体现的外交思想以及外交政策，外交学的话语

研究范式将最终形成。本课题研究将重点分析中外外交话语在概念和陈述层面的差异，

以把握中国特色外交话语的区别性特征。一般而言，外交话语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外交理

念和外交政策。从高频词、主题词、关键词和其他典型词汇或句式结构对中外外交话语进

行比较，不但可以阐明中国和外国及国际组织外交话语的差异，而且可以掌握中国和外国

或国际组织在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异同。
再次，本领域研究利用语料库技术开展外交话语相关课题研究，有望催生外交话语文

本数据研究这一全新的研究方向。
本领域研究采用语料库方法，在对大量外交话语语料进行考察和数据统计分析的基

础上，对外交话语构建的相关课题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与以定性研究为主的传统外交

话语研究不同，本课题将语料库方法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引入外交话语研究，使得该领域的

研究建立在大量语料分析和数据统计的基础之上，研究结论较为客观、可信。可以认为，

本课题研究将推动数据驱动的外交话语研究，外交话语文本数据研究将最终诞生。
最后，本课题系将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的原则、方式、方法和路径，重

点探讨创新外交话语，构建融通中外的外交话语体系的途径和方法。本课题研究不但将

有力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工作的开展，而且可以为政府提供关于构建与创新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话语的政策性建议或咨询。

5． 0 结语

本文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研究的主要问题、主要研究内容

和研究意义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旨在探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构建的原

则、方式和方法，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语体特征研究、中外外交话语

比较研究、批评话语分析视域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研究，以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

语构建方式和方法研究等研究领域。本领域研究不仅能够推进外交话语研究，形成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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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话语研究范式，而且能够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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