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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cop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Russian medi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One Belt, One Alliance” has also deepene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a-Russia media cooperation, and discusses the effective path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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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盟”与中俄媒体合作的基础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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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国国际合作、交流范围不断扩大，“一带一盟”背景下中俄媒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也进一步深化。论文对当前中俄媒
体合作发展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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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合作传播是国际传播的一种途径，媒体采用与对象国当

地媒体合作的方式开展国际传播，可以有效促进信息交流、

增进相互了解、助力合作国家在传媒领域及其他领域的共同

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传媒技术的发展，中俄两国

媒体以合作传播的方式介入国际关系的程度越来越深，对两

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2 “一带一盟”框架下中俄媒体合作的新发展

2013 年“一带一盟”倡议提出以来，中俄双方都致力于

进一步促进区域一体化，加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

合作，在此背景下，中俄媒体合作也迎来了战略机遇期。加

强媒体合作，对于促进两国“民心相通”，构建命运共同体，

提高两国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日益受到两国政府

的关注。2015 年 5 月 8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

统普京共同宣布，中俄两国将于 2016 和 2017 年举办“中俄

媒体交流年”。中俄媒体合作更是上升到了国家层次，合作

成果显著，获得了新发展，呈现以下特点：首先，中俄媒体

合作协议不断增多，合作程度逐渐深化。双方顺利完成多项

交流合作项目，合作制定专题节目，主流报刊加强交流，互

译中俄文化经典书籍等，多项交流合作项目的顺利完成，为

之后的中俄媒体合作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

2018-2019 年是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中俄双方进一步规划、

落实媒体合作项目，围绕政策沟通、主题报道，社交媒体合作、

举办大型活动、共同研发电影、电视剧等领域深化合作 [1]。“一

带一盟”倡议实施以来，两国媒体合作程度在不断深化，由

联合播放电影、节目互换等浅层合作朝着共同制作、合作研

发等深度合作的方向演变。其次，中俄媒体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新旧媒体通力合作。在“一带一盟”倡议实施以前，中俄媒

体合作主要集中在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领域，如联

合播放电影、开办俄语 ( 中文 ) 频道、开展中俄记者征文活动、

主流报刊加强高层对话、互译经典作品等。“一带一盟”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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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提出以后，中俄媒体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传统媒体领域合

作深化的同时，新兴网络媒体的合作程度也在不断强化。

3 “一带一盟”与中俄媒体合作的基础与路径
3.1 继续加强中俄双边关系，实现合作共赢

中俄继续加强双边关系，是基于各自的发展战略需要，

也是基于“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现实需要。中国方面，中

国长期以来对独联体国家的了解不够深入，与这些国家的互

信程度有待大幅提高。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得天独

厚，又有独联体作为区域政治组织发挥协调作用，在独联体

内部影响巨大而深远。中国可以借助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政治

影响力，打消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加强这些国家对中国

的信任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参与程度。丝绸之路经济带凭

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劳动力市场，更有“丝路基

金”、亚投行的资金保障，对中亚各国和俄罗斯有广泛的吸

引力。在此条件下，俄方开展“一带一盟”的对接合作，既

能吸引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资金，又可以激发欧亚经济联盟

的活力，使二者优势互补，推动自身“大欧亚”战略的发展 [2]。

3.2 明确中俄媒体合作目标

首先，两国媒体合作的初级目标是通过媒体合作，加快

传播两国文化，深化两国公众对彼此文化的理解，促进两国

人民的民心相通。其次，两国结合“一带一盟”的实施背景，

确定现阶段的具体目标是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

盟的对接建设，通过双方的媒体合作，传播投资信息，减少

对彼此战略意图的误判，为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增强投资打好基础，促进双方间的经济贸易领域

合作。最后，中俄媒体合作的长期目标是促进中俄关系的深化，

促进中俄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增强中俄媒体对外传播能力。

在此基础上，扩大中俄媒体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其“走出去”

的能力，强化议题设置的能力，提升其在国际传媒体系中的

地位。

3.3 主动服务国家战略

地方媒体应牢牢把握全球化发展趋势，聚焦国家对俄战

略需求和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充分认识开展对俄合作传播的

重要意义，承担好促进中俄政治互信、经济合作、文化交流

及引导舆论等方面的责任和使命，主动服务“一带一盟”“中

蒙俄经济走廊”等国家战略，力求做到任务、对象和内容的

精准传播。地方媒体要结合中俄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现

实需要，在继续做好品牌合作项目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对俄

合作传播的渠道、内容和方式，不断提升地方媒体服务国家

战略、推动地方发展的能力。地方媒体还要加强与政府、科

研院所的密切联系，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服务周边外交，

为区域交流合作提供智力支持，不断巩固中俄两国的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 [3]。

3.4 要加强同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

文化交流已成为世界各国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考量因素

之一，其中包括教育、科学、文化、民族等方面的考量，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的软实力，同时也是除了官方外交之

外的一种对外交流模式，在加强与沿线国家睦邻友好和务实

合作、增强互信、增进友谊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中方可以

与沿线国家举办多层次、多领域的文化交流活动，如通过专

家和艺术团体互访、互派留学生、互办文化节等活动，进一

步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近几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

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的实践充分说明了文化交流活动已产生

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和效果。

4 结语

综上所述，一带一盟背景下，媒体机构应把握时代契机、

顺势而为，从多维度、多层面寻求国际传播合作，有效利用

俄罗斯媒介资源，向俄罗斯及国际社会阐明中国立场、传递

中国声音，营造和谐的周边合作氛围，促进文化融合，丰富

合作内容，切实发挥媒体力量，加强中俄两国的国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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