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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背景下北京冬奥会与国家形象塑造:
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王 莉

(外交学院
 

体育教研室,北京 100037)

摘 要:如何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国家形象危机,成为当前我国亟需解决的现实政治问题。

2022年北京冬奥会作为后疫情时代我国最大规模的主场外交活动之一,成为助推中国国家形象化危

为机的重要机遇。依据国家形象形成与变迁的相关理论,分析疫情背景下冬奥会与国家形象塑造的理

论和实际问题,认为:影响北京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的主要因素可归结为本源性、主观性和中介性3
类;3类影响因素的组合变化,构成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的内外社会环境;不同社会环境状态下冬奥

会提升国家形象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有所不同。为有的放矢地推动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应该从国

家高度进行主动战略规划;把握冬奥会主场外交优势,充分展现多元国家形象;优化传播体系;加强

智库和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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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围绕着病毒来源、

抗疫信息透明度、援助动机和防护品质量等议

题,部分国家无视中国为全球抗疫所贡献的智慧

与力量,反而炮制 “武汉病毒”“东亚病夫”“中
国道歉论”等奇谈怪论,对中国国家形象造成很

大冲击。因此,疫情防控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成

为当前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这

关系到中国与世界未来的互动关系和国家自身

发展。
 

  2022年北京冬奥会作为近年中国最大的主

场外交活动之一,是后疫情时代将国家形象危机

转化为改善国家形象契机的重要平台。疫情后更

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增加了冬奥会塑造国家

形象的难度,亟待系统研究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

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鉴于此,本文在理论比较、

逻辑论证、形势研判的基础上,提出冬奥会塑造

国家形象的基本思路和实践路径,旨在为提升冬

奥会塑造国家形象实效、减少冬奥会举办风险及

增强中国国际体育话语权提供借鉴,并为未来相

关研究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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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形象形成与变迁的影响因素与理

论逻辑

  目前,“国家形象”较为统一的定义是国家

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行为、各项活

动及其构成给予的总评价和认定[1],影响国家形

象形成与变迁的因素多且复杂[2]。国内外学者从

不同理论视角对此进行了研究,通过对这些成果

的梳理与比较不难发现,虽然描述有差异,但是

学者对国家形象形成与变迁的核心观点有很多共

通之处。国内学者认为国家形象的形成,基本由

2个相辅相成的部分组成。首先,国家形象是代

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对其国家进行的对外展

示,是一国主动塑造的过程;其次,国家形象又

是国际社会依据接收到的信息,根据当时的环境

背景,对一个国家做出的综合评价,是一国被外

界认知的过程[3]。国外学者认为国家形象形成的

机制既需要考虑国家行为,也要将行为背景纳入

考虑[4],即需要将社会因素 (关系)纳入国家行

为的判断中。可见国内外学者均强调国家主体、

评价主体和社会环境对国家形象形成的重要性。

根据国家形象的定义及形成理论可以明确,

国家形象形成至少包含本源性因素、主观性因素

和中介性因素3个方面。本源性因素指国家本

身,包括国家行为及事件等,是国家形象形成的

基础,属于一国可掌控的主动塑造过程;主观性

因素是指他者根据先验知识或是即时信息对一国

做出评价的主观行为,是国家形象形成的形式,

属于一国难以控制的被认知过程;中介性因素是

指他者解读一国真实状况过程中传播媒介的影响

行为[6],是国家形象形成的关键,属于一国通过

努力可以做好的主动塑造过程。这些基本因素的

变化组合,构成影响国家形象塑造的整体环境,

直接影响国家形象塑造的效果。在厘清影响因素

之后,需要思考这些影响因素如何变化会使国家

形象发生改变,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这就需要明

确国家形象变迁的理论逻辑。
  

研究国家形象变迁的逻辑起点是基于内外环

境准确研判后的国家定位[6]。中国目前被国际社

会普遍定位为正在崛起的大国[7]。国际关系学界

认为,崛起大国的国家形象变化条件是:在有利

环境中,如果没能遵守既有国际规则,其他国家

就会降低对其形象的认识,进而国家形象受损;
在不利环境中,如果继续遵守既有规则,其他国

家将提高对其形象的认识,则国家形象提升;而

在有利条件下遵守国际规则或者是在不利条件下

违背国际规则,国家形象都不会变化[8-9] (表

1)。可见,中国提升国家形象的重点应该集中在

不利条件下的思考与作为,同时严防有利条件下

做出不符合国际规则的行为。本文的后继部分研

究将依据这个逻辑思路并围绕3个主要影响因素

展开。
表1 正在崛起的大国国家形象维持和变化的机制

行为 有利条件 不利条件

遵守国际规则 — ↑

违背国际规则 ↓ —

  注:—表示国家形象不变,↓表示国家形象下降,↑表示

国家形象上升;此表根据林民旺的研究编制,见 《国家声誉的

塑造与变迁:一个分析框架》

3 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的影响因素及理

论逻辑

3.1 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的影响因素

3.1.1 本源性因素

2022年北京冬奥会筹办得成功与否,是冬

奥会能否助推良好国家形象塑造的核心,直接关

乎中国体育形象和国家形象。自申办成功以来,
北京冬奥会始终践行申办诺言,紧锣密鼓地开展

筹备工作。疫情来袭,场馆建设虽暂时放缓了一

段时间,但在疫情基本稳定之时,最早投入复

工,与国际体育组织保持积极交流。通过视频方

式,如期举办了世界转播商大会、赞助企业大会

等重要活动,发布了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可持续性计划》。线上文化活动不断,全

国人民热情不减,为冬奥会积极营造良好的软硬

件环境。国际奥委会对疫情下的冬奥会筹办给予

高度评价。目前,冬奥会场馆建设已经全面进入

测试阶段。但是,国际疫情的蔓延带来了设备器

材进口困难、专家不能现场指导等挑战,同时,
病毒长期存在的风险,给赛事筹办增加了众多不

确定性,大大提 升 了 北 京 冬 奥 会 组 织 工 作 的

难度。
  

疫情后中国国内的实际发展状况是冬奥会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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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基础。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灾

害,举国上下团结一心,以最有效的方式快速控

制住疫情,及时有序复工复产,目前中国经济平

稳复苏,社会秩序稳定安全。面对疫情的艰难处

境,中国始终向着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努力前行,

体现了强大的综合国力、显著的制度优势和可贵

的中华民族精神。然而,面对某些西方国家的恶

意污名,国内民众反应强烈,通过网络社交平台

予以回击,由于缺乏媒介素养,部分民众回击方

式过于偏激,强烈的民族意识有可能加深国际社

会对我们的误解。

3.1.2 主观性因素

中国作为东方崛起大国,是近年来倍受国际

社会关注和争议的国家,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巨大

差异导致的固有异质化认知,使得中国处于一个

“不太公平”的国际环境,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更

加不易。当前,疫情加剧了世界的不稳定,国际

局势不明朗,各国更易根据自己的利益追求来判

断中国的国家形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

迅速反应,庄严承诺全力防控疫情,中国政府将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10],立足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高度,全力保护本国和世界人民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有效遏制了国内疫情蔓延,为

世界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贡献,全方位、多维度

塑造着负责任大国形象。这让世界再次认识了中

国的价值,国际媒体的评价逐渐从 “偏见到共

识”[11]。《纽约时报》发文称赞中国的疫情防控

工作,标题简单明了——— 《中国为西方争取了时

间,西方却把它浪费了》[12],其对中国防疫工作

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法新社指出,“中国正

从作为致命冠状病毒疫情中心的形象,转变为有

能力帮助他国和地区抗疫的全球专家形象”,一

改批判性论调,转而分析中国抗疫的成功经验。

然而,仍有部分西方国家的政客、媒体执着于有

组织、有节奏地 “趁乱”抹黑中国,就疫情首先

暴发于中国、中国政府决策 “滞后”、个别国民

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等小问题进行夸大,试图颠覆

过去几年中国塑造的良好国际形象[11]。这些恶

意污名导致一些对疫情有认知局限的外国民众,

对北京冬奥会产生担忧甚至抵制参赛。
  

除了对国家的认知之外,他国对北京冬奥会

前期的认知评价更直接影响着冬奥会塑造国家形

象的效果。疫情下,顶住经济压力和舆论压力,

北京坚定办好冬奥会,场馆建设不间断、文化活

动不停顿,冬奥组委始终与国际奥委会保持联

系,共同探讨疫情背景下的办赛方案和应对风险

预案,表达为世界体育贡献力量和智慧的决心,

彰显了体育大国形象。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对此

做出高度评价,“中国人民正在积极有序抗击疫

情,我们完全相信北京2022年冬奥会筹备工作

不会受到影响,中国将再次在北京欢迎全世界运

动员同场竞技。”然而,北京冬奥会的筹办也同

时受到多方质疑。首先,部分国家认为中国积极

争取举办冬奥会,意在扩大国家影响力、抢夺国

际体育资源;其次,国际媒体习惯性地制造涉华

国家形象舆论[13],乐于对 “中国人权与民主”、

北京空气质量、气候特点、场地自然条件、冬季

项目水平等话题进行报道,更有中国越是加大投

入,越被西方社会视为别有用心之势;最后,面

对疫情长期存在的风险,冬奥会应对疫情的能

力、防控方案与措施等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新重

点,中西方对疫情防控政策认知的差异,可能会

加剧抵制北京冬奥会的风险。

3.1.3 中介性因素

疫情下,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媒体的

主动发声意识、对复杂叙事环境的把握能力、对

舆论制高点的争夺和引导国际舆论走向的能力,

都是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影响因素。同

时,中介传递得顺畅与否,还直接关系到他国评

价信息反馈的真实性和时效性,影响着国家形象

战略制定或调整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另外,由于

新兴媒体和各类社交平台的兴起,各国民众之间

的线上交流更加频繁。因此,中国民众的国际意

识、媒介素养等也成为影响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

的重要因素。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面对不

断出现的 “新型黄祸论”“治理危机论”“经济骤

降论”等大量西方诋毁性言论[14],由于中国主

流媒体长期以来国际话语权弱和影响力低,中方

的解释与辟谣未得到充分报道。加之中国媒体自

身体系不健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外传播

国内疫情防控信息的速度和深度不够,在争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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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信任、避免其他国家采取过度限制方面未

能充分发挥作用[15]。同时,在过去一段时间里,

由于疫情需要,我国媒体集中于抗疫前线的报

道,对于冬奥会的报道有所减少,对于冬奥会筹

办过程中涌现的感人故事讲述得不够及时和具

体,也影响了冬奥会对国家形象的塑造。结合上

文讨论,可将影响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的因素进

行归纳 (图1)。

图1 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的影响因素框架图

3.2 疫情下北京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路

基于以上分析,本部分依据国家形象形成与

变迁的理论逻辑,提出北京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

的思路。

3.2.1 有利条件下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路

疫情暴发后,中国中央政府及时进行战略部

署,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抗疫,当前,中国经

济有序复苏,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健康得到保

障,国家发展总体利好。冬奥会筹办没有间断,

投入力度没有减弱,建设标准没有降低,获得国

际奥委会的高度认可。国际社会对中国抗疫表现

的认知转变及对冬奥会的期待形成了冬奥会筹办

的良好国际舆论氛围。依据 “崛起大国”国家形

象的变迁理论逻辑,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下,冬奥

会应避免出现与国际规则不符的行为。例如,场

馆建设质量问题、兴奋剂事件、赛事防疫方案不

完善、过度强烈的民族意识表现、赛时利用东道

主优势有意 “偏袒”、媒体制造与传递虚假冬奥

信息等。

3.2.2 不利条件下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路

疫情下办赛,北京冬奥会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和模式。目前,国际疫情的蔓延带来了设备器材

进口困难、专家不能现场指导等挑战,加之新冠

病毒传染性强、潜伏期长、易变异,疫情发展趋

势难以判断,这些都是冬奥会未来筹办需要面对

的巨大困难。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固有成

见、对冬奥会的先前质疑,以及中国媒体国际化

水平不高等,也构成了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的不

利环境。依据 “崛起大国”国家形象的变迁理论

逻辑,针对疫情下办赛的困难,我国应继续履行

申办承诺,加强与国际奥委会、国际冬季单项体

育联合会协商沟通,边探索边积累边改进创新。

同时,按照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冬奥组委应与

国家卫生防疫部门加强合作,共同制定防控预案

和应急计划。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抗疫表现的负

面认知,应对恶意抵制的国家进行及时 “消毒”,

即利用公众平台大力展示中国抗疫的客观表现和

成效;对存在疑虑的国家,要主动公开各项信息

并积极进行赛事宣传,有效回应质疑,打消疑

虑。针对对北京冬奥会的负面认知,要从推动奥

林匹克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继续坚定拥护国

际奥委会的领导,严格遵守国际体育规则,为国

际体育组织排忧解难,为疫情下的世界体育贡献

力量。同时加强媒体建设,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应逐渐增加对冬奥会的报道篇幅和频率,借

冬奥故事更加生动地讲述抗疫故事,提振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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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气。国内民众面对国际舆论,应保持理性,以

开放包容的态度当好赛会东道主,真实传递中国

声音。

4 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的实践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加大了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的

难度,如何转危为机,笔者认为应该紧紧抓住疫

情防控常态化、国际关系多元化、传播环境复杂

化等后疫情时代特点,将冬奥会置于公共外交语

境下进行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疫情,

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

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

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

主动战。”这为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指明了方向。

结合上文的理论逻辑分析,具体可以从4个方面

着手完善。

4.1 国家高度的主动战略规划

4.1.1 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为冬

奥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疫情在全球蔓延,绝非一国所能应对[11],

人类终将在风险的威胁下走向一体。中国政府应

以此为契机,将疫情带来的危机化为助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转机。应始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为行动指引,以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

为战略定位,紧抓防疫工作和冬奥会筹办,强调

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对人类团结抗击疫情、提高人

类健康意识、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推动作用。适时展现我国在抗疫和冬奥会筹

办过程中的事迹,广泛争取国际认同,及时消除

误会疑虑,为冬奥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最终通过成功举办冬奥会,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

转化为提升中国形象的契机[16]。

4.1.2 恪守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初衷,做

好冬奥会形象战略规划

疫情给全球体育带来了巨大威胁,对冬奥会

筹办形成巨大挑战,如此艰难局势之下,冬奥会

应恪守申办初心和承诺,更具针对性地制定冬奥

会塑造国家形象的战略规划。第一,面对疫情给

全世界人民带来的健康威胁和心理创伤,冬奥会

应更加凸显 “守护人类健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主题,将疫情下更符合民众需求的主题融

入冬奥会筹办与宣传中,通过冬奥会的人文关怀

行为更好展现中国勇于引领人类发展的负责任大

国形象。第二,针对部分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冬

奥会政治化倾向及各种恶意污名,要站在国际社

会道义制高点进行回应。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说:“后疫情时代体育不应该成为这场危机的组

成部分,而应成为解决这场危机的有力手段。”

因此,冬奥会筹办应遵循国际体育秩序和奥林匹

克价值体系,突出冬奥会顺利举办对于促进人类

和平发展、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等方面具有的重要

价值,以此塑造遵守国际规则的文明大国形象。

4.2 把握主场外交优势,充分展现多元国家形

象

冬奥会是一个媒介事件,也是一个公共外交

事件。在办好赛事的同时,应将它回归国家公共

外交事件的本质,尤其在疫情危机之下,充分利

用主场外交具有的议程设置先导性、话语输出便

利性、国际联合规模性和媒介影响先导性等优

势[17],发挥我国作为 “东道主”的能动性和主

导性,是把握好冬奥会优化国家形象的关键。

4.2.1 立足主场外交,做好赛事服务

主场外交成功的基础是国家强大的综合实力

和主场活动本身的成功[18]。因此,冬奥会应始

终把重心放在办好赛事本身、完善核心机制建设

方面。坚持 “以运动员为中心”,做好生活保障

服务和赛场专业服务,不仅要提供优越的硬件设

施,更要创建舒适的软件环境,这是我国多次成

功组织国际赛事的宝贵经验,也是国际奥委会的

基本办赛宗旨。面对疫情重击,要充分发挥我国

的制度优势,上下协调、内外联动,集中力量办

赛,维护好我国信守承诺、负责任的体育大国形

象。具体来说,以节约理念规划好场馆建设和赛

后利用,以共享理念发展好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以绿色理念做好冬奥会

环境改善工作,以科技理念创新办赛模式和方

法。疫情下,应多以线上方式就赛事组织管理问

题与相关国际体育组织进行交流,就运动技术问

题向冬季项目强国虚心请教,同时结合我国实际

和疫情防控形式,积极探索创新,树立办赛标

杆,通过成功举办冬奥会自然展现国家综合实

力,彰显负责任的体育大国形象。

03



第5期 王 莉:疫情背景下北京冬奥会与国家形象塑造: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4.2.2 主动设置议程,创造机会提升赛事形象

做好北京冬奥会的议程设置工作,有利于实

现冬奥会作为主场外交的工具性与价值性的有机

统一,提高形象塑造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首

先,面对一些国家的歪曲认知,主动向国际社会

清晰表达中国举办冬奥会的目标和理念,全面介

绍中国抗疫行动和冬奥会筹办工作,及时澄清和

反驳不实言论。其次,外交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牵

头,媒体辅助,学者跟进,为北京冬奥会推动国

家形象塑造设计议程和配套活动。利用冬奥组委

掌握大量信息的优势,巧妙设置议程,有效引领

舆论走向,建构积极有为的冬奥形象。再次,合

理设计国家领导人赛时活动,利用国家领导人出

席及讲话,表达中国在艰难时期为全球体育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诚意和决心。最后,充分发挥

体育界精英的话语引导功能,借助国际会议、论

坛阐释我国体育政策及中国体育成就背后的制度

优势和体育文化精髓,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及中

国体育的了解。

4.2.3 制定赛事防疫政策与方案

当前疫情继续在全球肆虐,发展趋势仍不明

朗,冬奥会的筹办应未雨绸缪,及早出台防疫政

策、制定应对方案和升级防范措施。首先,出台

疫情下的赛事组织规范,这既是赛事组织者塑造

形象的重要一步,更是保护涉赛人员安全的必要

措施。赛事组织规范应该包括详细的风险评估内

容、动态监测机制、赛事应急准备、涉赛人员检

测措施、减少疫情传播风险的物品准备、救援应

急能力说明等,提前向国际奥委会、世卫组织报

备。其次,在筹备期对相关具体风险逐一检视并

进行赛事风险等级评定,将参赛防疫方案做好、

做细,赛事防疫一旦出现问题,即使是个案,在

全球抗疫的语境下,也会损害 “中国体育”形

象,还会消解我们塑造中国良好形象的努力。再

次,畅通信息传递渠道,重点关注他国人员对防

疫政策的反馈和态度,定期发布冬奥会筹办进展

和防疫信息,最大限度避免对防疫政策的误解和

不实报道,有利于冬奥会持续获得国内外社会更

广泛的认同和理解。最后,要协调公安、卫健、

疾控等部门,跨 领 域 做 好 冬 奥 会 的 疫 情 风 险

防控。

4.2.4 增强主人翁意识和能力

良好的国民素质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因

素。当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冬奥会时,中国民众的

形象最直接地影响着他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

知。因此,首先政府要做好冬奥宣传工作,增强

国内民众对国家形象塑造的认同,大力宣传冬奥

会对于改善国家形象的重要意义,通过举办各领

域和层面的 “冬奥会形象大使选拔”等活动,不

断提升国民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促进其

自觉投身冬奥会国家形象的建设。其次,发挥我

国制度优势,就加强冬奥会国家形象建设问题出

台政策文件,激发全国上下投入冬奥会国家形象

建设中,指导国民以高素质迎接冬奥会。最后,

对运动员、赛事工作人员、媒体等重点涉赛人员

组织专门的外交外事礼仪培训,建立相关激励和

考核机制,对在冬奥会筹办中塑造国家形象有功

人员及时表彰。

4.3 优化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的传播体系

建立一个系统、透明、开放,既有自我价值

理念又符合国际规范的冬奥会传播体系,对于占

领后疫情时代国际舆论制高点、引导舆论走向、

塑造良好赛事形象具有重要作用。

4.3.1 精准把握疫情下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的

叙事语境

传播的内容再好,如果脱离语境或者语境错

位,都难以取得好的传播效果[19]。后疫情时代

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处理好

语境与内容的关系,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疫和

冬奥会筹办更为广泛的认同与理解。
  

首先是疫情语境。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继续

蔓延全球,国际公众需要更多的人道主义关怀和

人文精神鼓励。因此,将关爱人类健康、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叙事融入冬奥会的精神主

旨,以注入希望和鼓励为传播主题,以共情叙事

引发民众共鸣,推动冬奥会国家形象的塑造。其

次是主场外交语境。北京冬奥会是后疫情时代中

国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应充分利用主场优势,

通过组织相关国际交流活动、设置议程等方式,

加强与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文化互融,让更多

的国内报道成为外媒的消息源,减少他国的错误

认知[10]。再次是体育赛事语境。结合冬奥会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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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特点设计具有亲和力、感染力的冬奥会传播

形象。优化调整冬奥会整体宣传方案,围绕开闭

幕式创意方案发布、测试赛举办、火炬传递等重

要筹办节点,精心设计赛场内外景观,策划组织

宣传推广和文化活动,突出体现后疫情时代人类

命运共同体意识。最后是跨文化语境。中西方传

统文化的巨大差异一直是影响我国有效传播的天

然屏障[20]。面对疫情带来的形象危机,中国媒

体需要改进传播的叙事手法,将中国的抗疫故事

和冬奥故事以平民化、微观化等西方公众易于接

受的方式进行有效传递,例如选取中国体育明星

的抗疫故事、冬奥会筹办中的先进事迹等。

4.3.2 精心设计传播内容

首先,克服疫情艰难处境,北京冬奥会始终

践行申办承诺,最早复工建设、工作人员一丝不

苟、民众热情依旧高涨,疫情下冬奥会筹办中这

些体现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事迹应作为重要传

播内容,以生动的叙事进行传播,并着力展现其

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

化优势[21]。其次,针对疫情发展趋势不明朗及

风险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将北京冬奥会的赛时风

险防控方案、参赛防疫须知等最受国际社会关注

的信息作为重要传播内容,及时消除涉赛人员的

疑虑和担心,充分体现具有人文关怀的大国形

象。再次,直面国际上的猜测和质疑,通过深度

报道、援引专家观点等方式,将解决问题的具体

方案作为传播内容,直接回应国际舆论关切。最

后,传播内容要避免引发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避免过度体现商业化赛事运作、避免过度强调

“金牌至上”等负面内容[22],过于功利地强调传

播内容的工具性以及肤浅符号的操纵式宣传,这

往往会引起他国民众的反感,在塑造正面国家形

象中过犹不及。

4.3.3 立体化传播路径

目前,国家层面的信息传播获得了国际社会

的积极回应,但由于中国媒体对外传播能力不

足,中国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无法广泛有效地传

递给各国民众[10]。因此,完善传播路径迫切而

重要。首先,应统筹内外传播,同时发挥主流媒

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和社交媒体的辐射功能,从横

向覆盖与纵向渗透2个维度,多元传递后疫情时

代国家和冬奥会筹办形象。其次,借鉴其他领域

的线上公共外交经验[23],善用平台媒体及时推

送信息,打消公众疑惑。最后,与国际强势媒体

及我国海外媒体整合[24],通过他们将中国在疫

情下为筹办冬奥会所作的努力用本土化表达方式

最直接地传达给当地受众,坚决阻断国内社交媒

体呼应国外媒体偏见的传播渠道,防范虚假信

息、杜绝借题发挥[25]。

4.3.4 扩大传播主体

扩大传播主体有助于疫情下中国更为广泛地

在国际舆论场中发声。首先,我国主流媒体、外

宣单位作为主要传播主体应积极发声,以 “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冬奥会主要传播理念,

在提升传播实效层面下功夫。其次,打造由体育

界领导、专家学者、体育明星等组成的精英传播

团队,设置相关制度保护与鼓励他们走向国际社

会,利用他们丰富的国际交流经验和接地气的形

象,在各类媒体上积极发声。再次,鼓励民间组

织和个体发挥 “共情共鸣”的交流优势。此次疫

情期间,中国普通网民在回击国外抹黑言论和展

现抗疫实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继续动员与

引导广大社会群体利用网络平台讲述疫情下的冬

奥故事,但同时也要注重提升民众的媒介素养,

避免不恰当传播内容和方式引发负面效果。最

后,适当邀请外国记者参与冬奥会事件报道,让

他们作为一个有效的传播主体讲述冬奥故事,有

利于避免国家自我形象与 “他我”形象的传播

差异。

4.4 加强智库和理论研究

对疫情下冬奥会如何发挥公共外交的实践效

用、切实提升国家形象进行研究意义重大。目前

是以政府发声、媒体跟进为主,智库和学者的作

用还有待挖掘,亟待国际政治学、外交学、社会

学等各相关学科的襄助与贡献。应重点研究疫情

下冬奥会改善国家形象的学理机制,提升形象塑

造的国际适应度;重点挖掘冬奥会办赛理念与

《奥林匹克2020议程》理念的深层共鸣点,让北

京冬奥会完美诠释 《奥林匹克2020议程》的改

革理念,构建诚信体育大国形象;重点探寻主场

外交对于冬奥会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指导,为冬奥

会国家形象塑造战略的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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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支持。具体来说,应通过各领域的合作研

究,加快完善冬奥会外交活动的整体形象方案,

包括主题议程设置、媒体传播计划、赛事形象设

计、配套外交活动、形象危机管理等内容[26],

通过理论创新推进北京冬奥会公共外交,助力国

家形象塑造。

5 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疫情背景下冬奥会推动国家

形象塑造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冬奥会塑造国

家形象的研究应在国际关系学中国家形象形成与

变迁的理论指导下开展,立足 “崛起大国”的国

际定位,遵循 “在有利社会环境中不违背国际规

则和在不利社会环境中继续遵守国际规则”的国

家形象提升原则。后疫情时代,国际环境更加复

杂多变,冬奥会塑造国家形象应站在 “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和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政治高

度,充分发挥冬奥会主场外交的 “主动引导”优

势,通过传播优化和智库支持,减少或避免冬奥

会筹办的阻力和风险,共同推动冬奥会塑造国家

形象的工作实效,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和实现 “人
类命运共同体”等宏伟目标。

  

我国近年来承办了众多大型国际体育赛事,

笔者希望本研究能发挥抛砖引玉之功,期待今后

国际关系学、外交学、传播学、体育学等领域的

智库学者能合力将主办国际体育赛事视为国家公

共外交活动,并进行战略性、常态化、系统性研

究,深度探寻 “体育赛事主场外交”在塑造国家

形象方面的特点、功能及运行方式等,最终将理

论创新成果转化为我国体育赛事推动国家形象塑

造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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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ow
 

to
 

resolve
 

image
 

crisis
 

result
 

from
 

Covid-19
 

is
 

a
 

realistic
 

political
 

problem
 

that
 

China
 

needs
 

to
 

solve
 

urgently.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as
 

one
 

of
 

the
 

largest
 

domestic
 

di-

plomacy
 

activities
 

in
 

the
 

post
 

epidemic
 

perio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visu-
alize

 

crisis
 

into
 

opportunit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the
 

national
 

im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f
 

shaping
 

and
 

improving
 

the
 

national
 

image
 

of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pidemic.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national
 

image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can
 

be
 

summed
 

up
 

as
 

three
 

catego-
ries

 

of
 

origin,
 

subjectivity
 

and
 

intermediary;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factors
 

constitut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cial
 

environment
 

for
 

shaping
 

the
 

national
 

image
 

of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There
 

are
 

different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s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image
 

of
 

the
 

Winter
 

Olympics
 

under
 

different
 

soci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to
 

shape
 

the
 

na-
tional

 

image,
 

we
 

should
 

carry
 

out
 

active
 

strategic
 

planning
 

from
 

a
 

national
 

perspective;
 

Grasp
 

the
 

ad-
vantages

 

of
 

domestic
 

diplomacy
 

of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
 

fully
 

display
 

a
 

pluralistic
 

national
 

image;
 

Optimize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
 

Strengthen
 

think
 

tanks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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