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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修复美国国际声誉的外交叙事

胡文涛    郭振雪 *

[内容提要] 外交叙事是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一国国
际声誉的塑造、传播和维护。面对特朗普政府遗留下来的美国国际声誉

负资产，拜登政府以“美国回来了”的拟人化外交叙事打造美国合群遵

约的国际形象，试图通过相对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积极修复与欧洲盟

友的关系，重构美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外交叙事，为修复美国国

际声誉进行话语铺垫。拜登政府的外交叙事对于美国国际声誉的修复

具有一定的成效，但终究没能走出高开低走的既往套路。但是，由于拜

登政府外交叙事自身内在缺陷、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引发的位置焦虑、国

内政治的持续极化以及“否决式政治”盛行，其运用外交叙事修复美国

国际声誉的前景不可能完全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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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胡文涛，肇庆学院副校长和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主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美国政治、文化外交、

国际传播；郭振雪，肇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亚太

政治、区域合作。

叙事是话语、特定意义以及事件的一种组织结构，是关于世界本质与人

类体验的特定理解。①外交叙事是外交话语的一种特殊形式，要求外交实体

从一国外交话语的特点和需求出发，用“故事化”的方式生动准确地宣传其

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实现与其他行为体的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自现代民

本*     本文得到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招春袖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①   山秀蕾、刘昌明：《话语转向、安全叙事与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7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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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国家诞生至今，风格迥异、话语多变的外交叙事就成为国家塑造、传播和

维护其国际声誉的关键变量和重要途径。国际声誉（international prestige）

是指“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一国的持久特征或特性的一种信念与判断，

主要功能为利用国家过去的行为来预测、解释其未来行为”。①一国的“持

久性特征或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软实力的外部演绎和体现，但从他

者的视角看，也与外交叙事的话语、风格、视角等镌刻在其他行为体心中的

集体记忆密切相关。美国非常注重形象政治，其历届政府都把建构和传播

美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作为重要使命，并将国际声誉等形象力量纳入国家软

实力范畴。但是，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的国际形象屡遭破

坏，国际声誉持续下跌，“山姆大叔”的魅力和光辉大为消退。在特朗普任

期结束前，包括德国和英国在内的许多传统盟友对美评价皆跌至历史最低

点。美国民调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0年10月的一份

研究报告表明，美国在主要盟国中的支持率创20年来的历史新低。其中，仅

20%的加拿大人表示对特朗普有信心，更只有10%的德国人表示对特朗普有

信心。在被调查的13个国家中，平均只有16%的受访者对特朗普有信心。②可

见，拜登政府不仅要谨慎处理国内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民粹主义泛滥等内

忧，还必须有效应对特朗普政府遗留的美国国际声誉下滑这一外患。

一、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外交叙事的修正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 ing	 Gof fman）1989年即提出“印象

管理理论”（Impression Management Theor y）。该理论认为，塑造他人

对自己形象感知的行为和（或）信息控制，并逐步应用到组织层面，这种

①    吴志成、李金潼：《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视角与实践》，《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5期，第118页。
②   参见“Pew	Research	Center:	American	Trends	Panel	Wave	76	[Roper	#31118070],”http://www.ropercenter.

cornell.edu/ipoll/study/31118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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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管理对危机后组织形象修复有很大的正面影响。①拜登政府的外交

叙事正在有意无意地验证上述理论。为重构其他行为体对美国的形象感

知、行为认知和信息解读，摆脱特朗普政府遗留下来的美国国际声誉负资

产，从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开始，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拜登就通过

演讲、辩论和接受媒介采访等方式和渠道，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叙事进

行全面批判和猛烈攻击。2021年1月，拜登入主白宫后，其外交团队更是全

面修正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叙事，力图尽快挽回和修复美国的国际声誉。

（一）拜登政府以“美国回来了”（America is Back）的拟人化外交叙

事引领美国回归多边主义，重返国际社会，全力打造美国“合群遵约”的国

际形象。人称政治素人的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少见的另类总统，其任职给

美国及整个国际社会造成强烈冲击和巨大影响。特朗普在第72届联合国大

会演讲时声称，“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我将永远把美国利益放在第一

位”。②在“美国优先”（Amer ica Fi rst）的导向下，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的单

边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引发了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对美

国严重不适应。为扭转这一不利局面，2021年2月初，美国总统拜登在国务

院发表讲话时宣称：“美国回来了，美国回来了！外交又回到了我们对外政

策的中心。”③拜登政府这种拟人化的外交叙事有意“通过重拾对多边主

义及国际规则的重视，恢复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在全球事务上持续展示

多边主义的外交努力，同特朗普政府的民粹主义与单边主义外交遗产进行

切割”。④实际上，拜登政府明确表达了美国重返国际多边机制和国际社会

的诉求，如“美国将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以观察员身份重返联合国

①    杨洁、郭立宏：《负面报道后国企和民企间接印象管理策略比较研究—基于“双组件”模型的分析》，
《管理评论》，2017年第12期，第128页。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2n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White 

House,September 19, 2017.
③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White House, February 4, 2021.
④   邹鑫：《理解“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外交调适—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评析》，《阅江学刊》，第4期，

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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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与七国集团首脑共同提出“重建更好世界”倡议等等。同时，

拜登在公开场合以显性或隐性叙事表现出对国际多边机制的遵从。2022

年11月11日，拜登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上表示：“我们立即重新加入了《巴黎协

定》，还召开了重要的气候峰会，我对我们曾经退出协议感到抱歉。”2023

年9月，拜登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强调，美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将持

续支持多边主义、人权、民主、自由等核心价值观。拜登政府以“美国回来

了”的拟人化外交叙事取代和中止了特朗普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单边主义论

调，力图为美国塑造合群遵约的国际形象。

（二）拜登政府运用相对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积极修复与欧洲盟友

的关系，为美国重返西方“民主同盟”的“盟主”宝座“清障”造势。特朗普

在任期间，创造了跨大西洋关系的多个历史纪录：第一位公开表态“欧盟是

一个敌人”的美国总统，第一个公开反对欧洲一体化、支持欧盟解散、威胁

欧洲说“美国有可能退出北约”的美国总统。①特朗普政府“离经叛道”、

偏激乖张的外交叙事使不少欧洲盟友对美国的国家信誉产生了严重质疑和

强烈不满，从而导致其在西方世界的声誉不断下滑和“盟主”地位岌岌可

危。早在2020年，拜登就在美国《外交》期刊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美国必

须再次领导世界——特朗普下台后，拯救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该文指

出：“自从2017年奥巴马总统和我卸任以来，美国的信誉和影响力一直在下

降。”②他还指责“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贬低、削弱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抛弃了

美国的盟友和伙伴。”③拜登要求下一任美国总统“必须挽回我们的声誉，

①    赵晨：《特朗普的“蛮权力”外交与美欧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82页。
②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Foreign Affairs, Vol. 99, Issue 2, March/April 

2020,	pp.64-68,70-76.
③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Foreign Affairs, Vol. 99, Issue 2, March/April 

2020,	pp.64-68,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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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我们领导层的信誉”。①2021年2月，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时

宣称，“欧美伙伴关系是而且必须继续是我们希望在21世纪实现的一切目

标的基石，就像我们在20世纪所做的那样，”为拉紧美欧关系纽带，美国支

持“建立一个完整、自由与和平的欧洲，完全信守美国对北约盟国的承诺，

同时也欢迎欧洲不断增加军事能力建设投资，强化美欧共同防御”。②对

此，有学者认为：“在政治和学术界，人们暂时乐观地认为，拜登总统将开

启一个欧盟——美国合作的新时代，有助于证明跨大西洋纽带的韧性。”③

相比之下，在对待欧洲盟友时，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叙事充斥负能量和否定

性，拜登政府的外交叙事则相对温和、正面，因而更能引起欧洲盟友的共

鸣，缓解或淡化盟友对美国的负面评价和敌对情绪。

（三）拜登政府重构美国参与全球气变治理的外交叙事，塑造美国参

与全球气变治理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为修复美国国际声誉进行话语铺垫。

随着气候变化（气变）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严峻，国际社会越来越

清晰地认识到气变的真实性和威胁性，气变治理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愈发

提升，主要大国对全球气变治理的关注度、参与度以及其间的利益争夺都

在升级。④美国是全球温室气体累计排放量最多的国家⑤，对全球气变治

理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但是，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在全球气变治

理议题上采取全面倒退政策，曾一意孤行退出《巴黎协定》，致使全球气

变治理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和困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拜登政府在全球

气变治理议题上的大踏步前进预留了广阔空间。早在2020年美国总统竞

①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Foreign Affairs, Vol. 99, Issue 2, March/April 2020, 
pp.64-68,70-76.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2021 Virtual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White House，

February 19，2021.
③	 	 	 Josephine	D'Urso,	“Ca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Reignite	 the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Policy 

Paper, Institute forPolitics and Society, February 2021.
④    董一凡、孙成昊：《美欧气候变化政策差异与合作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4期，第103页。
⑤    Antony Froggatt, Daniel Quiggin, “China,	EU	and	US	Cooperation	on	Climate	and	Energy,” Chatham House, 

April 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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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之初期，拜登作为候选人就承诺将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为其上台后的

“优先事项”，并提出了“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气变治理外交

叙事。在多边层面，美国努力提升和强化气变治理议题在外交战略棋盘上

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全球气候危机称作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

安全的中心”。①此番表态无疑给美国盟友和不少对全球气变治理持观望

态度的行为体打了“强心针”。为了争夺全球气变治理规则的制定权，并吸

引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气变治理进程，拜登政府提出“绿色债务减免”

（Green Debt Relief）倡议，以恢复美国在全球气变治理中“负责任”的大

国形象。在双边层面，美国委派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拜登执政百日内

相继出访欧洲和亚洲，以发表联合声明等方式向国际社会传递美国参与全

球气变治理的“雄心”。2021年3月，克里与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联合声

明，“敦促他国实现2050年零碳排放进程”②。与中国达成的《中美应对气

候危机联合声明》强调中美携手“为解决气候危机采取进一步行动”。

二、拜登政府外交叙事修复美国国际声誉的初效

拜登的执政团队汲取特朗普政府外交叙事重创美国国际声誉的教训，

上台之初就着力采取修正举措，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尤其利

用“美国回来了”拟人化外交叙事稀释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和怨气，重构

美国参与全球气变治理外交叙事改变非盟友国家对美国国家形象的认知。

2021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拜登担任总统的第一年，

大多数西方国家受访者都对他给予积极评价。总的来说，74%的人对美国总

①   Antony Blinken, “Tackling the Crisis and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America’s Global Climate 
Leadership,”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9, 2021. 
② “Joint Statement：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ommit	 to	Greater	Cooperation	 to	

Counter the Climate Crisis,”	US	Embassy	and	Consulates	in	France,	March	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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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世界事务中做正确的事情有信心。”①

（一）拜登政府“美国回来了”拟人化外交叙事显示出平等的姿态，帮

助美国在国际上缓解了一些不满和怨气。作为执政团队的核心人物，拜登丰

富的社会阅历、坎坷的人生经历与亲和宜人的个性特质促使其果断抛弃前

任特朗普高调直白、锋芒毕露的外交叙事，代之以“美国回来了”的外交叙

事。“美国回来了”以拟人化的叙事风格向外界宣示，美国要重回盟友“怀

抱”，倾听盟友意见，重登“盟主”之位，拜登治下的美国将摒弃特朗普时期

的“独行侠”形象，重返国际社会大家庭。针对拜登政府宣布重返《巴黎协

定》的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拜登宣誓就职后发表推文表示：“我欢迎美

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欢迎回来！”②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对拜登政府的做

法也都给予积极评价。2021年1月，面对美国“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继

续为该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的表态，时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 ros 

Adhanom Ghebreyesus）当即回应称：“世界卫生组织是世界各国的大家

庭，美国留在这个大家庭中，我们都很高兴。”谭德塞本人更是将全面负责

美国防疫工作的知名传染病学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亲切地称

为“我的托尼兄弟”。2月，拜登政府宣布美国以观察员身份重返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此举得到了多数国家的认可。有学者认为，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是

重归多边主义的行动之一，值得肯定。③总体而言，拜登政府“美国回来了”

外交叙事的一系列表态赢得了大多数国际行为体的理解和肯定，“拜登政

府必须通过公共外交、国家品牌以及对国际组织、机构和条约的投资来恢

复美国的形象。为了在国际组织内部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华盛顿将不得不

①   Richard Wike, Jacob Poushter, and et al., “America’s Image Abroad Rebounds With Transition From 
Trump to Biden.”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10,2021,	p.23.
②   Alexa Lardieri，“Macron Welcomes U.S. Back to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USNews,	 January	

20,2021.
③  《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是为“人权”吗？》，《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10月26日。



拜登政府修复美国国际声誉的外交叙事  |  111  |

区
域
与
国
别
研
究 

支持这些倡议，即使他们不直接符合美国的利益。”①“美国回来了”的拟

人化外交叙事显示出尊重、亲和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其他行为体

对美国“持久性特征和特性”的信任、信念和判断，有助于美国与各方转向

良性互动。

（二）拜登政府相对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在一些重大或争议议题中

帮助美国笼络住了盟友的支持。2021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在首次出访欧洲

时高调宣称，此行的目的在于履行之前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承诺，团结欧洲

以共同应对“新威胁”。拜登政府对盟友的重视远不止于此。在安全问题

上，与特朗普关于北约“过时”的看法和“威胁退出”的姿态不同，拜登政

府认为，北约是所谓“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堡垒，是更持久、可靠、强

有力的伙伴关系，是现代历史上最有效的政治军事同盟。②拜登政府相对

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换来了欧洲不少盟友紧跟美国的回报。自2022年2月

乌克兰危机爆发至今，有关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财政和人道主义援

助的研究表明：乌克兰的支持者首推美国，其次是波兰、英国、加拿大和德

国。③在全球性的公共议题上，拜登政府相对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使其

在盟友中有所得分，收获了不少响应和支持。以全球气变治理为例，美欧

在参与全球气变治理的目标、原则、重点、路径等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

和矛盾，但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欧盟还是出台并实施了一些与美国步调比

较一致的做法。为响应和支持拜登政府提出的本国2050年“碳中和”目标，

2021年4月，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已达成共识，表示共同支持“2030年减

排55%”目标。此前欧盟发布的《欧盟——美国新全球变革议程》呼吁将 

2050 年实现“碳中和”作为跨大西洋的目标和共识，加强欧美在全球气候

①	 	 	Tanguy	Struye	de	Swieland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An	Opportunity	 to	Affirm	a	Flexible	and	
Adaptive American World Leadership,” World Affairs, summer 2021.
②    曾向红、陈明霞：《论承认缺位与美欧关系修复的限度》，《区域国别学刊》，2023年第2期，第84页。
③   Antezza A , Frank, André, Frank P , et al, “The Ukraine Support Tracker: Which countries help 

Ukraine	and	how?"	Kiel Working Paper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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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框架下的合作，同时联手塑造碳关税体制、绿色金融规则、绿色贸易议

程等一系列气候相关的国际经济规则。①2021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

莱恩与到访的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发表联合声明，主张将全球“升温控

制在 1.5℃内”，联手“敦促他国实现 2050年零碳排放进程”等。②较之于

特朗普执政期间让美国盟友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太多惊世骇俗之语和任

性乖张做法，拜登政府的外交叙事相对温和、正面，部分回归之前对于盟友

“负责任、有担当”的“盟主”形象，重燃众盟友“同舟共济”的希望。

（三）拜登政府重构参与全球气变治理的外交叙事改变了非盟友国家

对美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美国国际声誉的基本面。特

朗普执政期间坚持国家主义和孤立主义、坚持“美国优先”，引发美国与非

盟友关系持续紧张而跌入低谷。以与东南亚关系为例，特朗普三次缺席东

盟系列峰会，双边互动稀少，双边关系始终比较冷淡，美国在东南亚的声

誉随之下降。拜登入主白宫后，多次强调东盟居于其“印太战略”的核心位

置，同东盟加强气候变化合作是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内容。③由于

拜登政府重构美国参与全球气变治理的外交叙事，美国与东盟的气候合作

进入活跃期。2022年5月，美国和东盟举行特别峰会并联合发布愿景声明，

共同表示将在增强东盟抗灾救灾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促进清洁能源发展

等方面加强合作。2022年11月，在第10届美国—东盟峰会上，美国和东盟

宣布将继续在气候和能源领域扩大合作，包括发起美国—东盟电动汽车倡

议、支持东盟气候变化中心建设等。④受此影响，东盟一些国家逐渐改变

对美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和态度，双边关系持续升温。2021年8月，印尼外长

①  “A	New	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	European	Commission,	December	2,	2020.	
②				Joint	Stat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ommit	to	Greater	Cooperation	to	Counter	

the	Climate	Crisis,	US	Embassy	&	Consulates	in	France,	March	9,	2021.	
③    张玉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东北亚论坛》，2023年第4期，第55页。
④  “Fact Sheet：President	Biden	and	ASEAN	Leaders	Launch	 the	U.S.-ASEAN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White House, November 1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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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特诺·马尔苏迪在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首次战略对话上表示，“作为东南

亚最大的民主国家和最大经济体，印尼与美国强大的伙伴关系将成为美国

强化地区参与的重要资产”。①随着美国与东盟气候合作的不断深化和气

候异常的威胁加剧，气候合作成为越南与美国关系发展的新动能。2022年2

月，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在与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会晤时表示，“越南将

应对气候变化视为美越战略合作的核心内容”，“推动与美国等合作伙伴建

立公平的能源转型伙伴关系”。②2023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美越

双方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三、拜登政府修复美国国际声誉的前景

目前，拜登政府已进入执政的“下半场”，而其通过外交叙事变革以

修复美国国际声誉初见成效但未能持续。有评论指出：“改善形象很重要，

但美国既需要致力于更有效地讲述故事，也需要创造一个更好的故事来讲

述。底线是不要指望拜登政府（的形象）会很快反弹。”③相比于执政初期

的雄心壮志和动作频频，当下的拜登政府在修复美国国际声誉方面似乎呈

现躺平的迹象，在拜登讲话或美国政府文件中越来越少见具体、专门的相

关建议或措施。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即便拜登政府

（包括美国下一届政府）持续推动外交叙事“创新”，也未必能彻底扭转美

国国际声誉总体不佳和缓慢下滑态势，遑论再次将美国的国际声誉推高。

（一）拜登政府外交叙事的话语“创新”和包装无法掩饰其虚伪性和

①  “Secretary	Blinken's	Meeting	with	 Indonesian	Foreign	Minister	Retno	Marsudi,” US Department of 
State，August 3, 2021;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and Indonesian Foreign Minister Retno Marsudi Before 
Their Meeting,”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3, 2021.
②   徐金金、严俊诚：《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越全面伙伴关系：新进展、动因及前景》，《东南亚纵横》，2023

年第1期，第104页。
③   Nicholas J. Cull,“Biden’s First Year: Saving America’s	Image?”Clingendael Spectator, Januar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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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相悖真相。以拜登政府“美国回来了”外交叙事引领其回归“多边主

义”为例。拜登执政后，阿富汗国内的现实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拜登

政府对各方的呼吁和意见置若罔闻，“义无反顾”地按照前任特朗普既定时

间表强行从阿富汗仓促撤军。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塔利班再度进驻喀布尔

之后，七个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恶化，美国在英国的净支持率更是下降了

10个百分点。①2023年10月7日巴以冲突爆发至今，拜登政府无视国际社会

绝大多数国家“停火止战、对加沙实施人道主义救援”的强烈要求，无条件

支持、纵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连续两次否决作为世界最大的多边

组织联合国的安理会关于巴以问题解决方案草案，以赤裸裸的单边主义行

径诠释了拜登政府选择性回归“多边主义”的虚伪本质。拜登政府的“中产

阶级外交”亦如此。2021年，拜登在就任总统后第一次外交专题演说中明

确提出，“我们在国外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考虑到美国工薪家庭。推

进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迫切需要把重点放在国内经济复苏。”②为

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更多倾听来自地方的声音，了解外贸政策对地

区和地方经济的影响，让政策制定更能反映中产阶级心声，不能仅仅服务于

商界。”③从中产阶级的政策期待出发，拜登政府强调要着眼于占全球比重

95%的非美国市场，提升美国自身的制造能力，确保美国可以制造出最好的

产品销售到全世界；④“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制定对美国最为有利的规则”，

“强调经济全球化中的‘公平’高于‘自由’。这个所谓‘公平’体现为在全

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推进符合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的劳工待遇、人权、环境保

①  “How	the	World	Sees	America	Amid	Its	Chaotic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Morning Consult, 
August 26,2021.
②   Joseph R．Biden，“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White House 

February 4，2021．
③   Salman Ahmed，et al．，Making U．S．Foreign Policy Work Better for the Middle Clas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20，pp.38-39．
④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2, March/April 2020, pp.6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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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以及所谓透明度等标准，确保美国企业、中产阶级在所谓‘公平竞争’中

的获胜。”① 在外交实践中，拜登政府无法落实顺应全球化的“中产阶级”

外交理想，依然推行在权力场胜出的“美国优先”理念，坚定奉行霸权维持

政策。据此，有学者认为，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只是“美国优先”的

“2.0版”，是改头换面的“美国优先”外交叙事再出场。②

（二）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引发位置焦虑，使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很

难实现与其他行为体的良性互动，从而削弱外交叙事对美国国际声誉的修

复效果。位置现实主义的核心原则是：国家首先应该准确认识自己所处的

位置，然后确定合理的位置性目标，这样有利于制定理性的外交政策。③在

百年大变局持续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发

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衬托出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及其国际地位的动摇。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

献率为38.6%，同期美国为18.6%。2022年，中国经济总量（18万亿美元）相

当于美国（25.46万亿美元）的70.7%，而1978年这一比例仅为6.36%。④美

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其对自己全球第一的位置产生了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美国外交叙事的头等大事和首要议题将是

采取一切手段防范与打压任何可能威胁其地位的行为体。正是由于这个原

因，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优先”成为贯穿美国外交叙事的主线。具体而

言，特朗普政府以高调直白的“美国优先”“使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外交

叙事将美国凌驾于整个国际社会之上，而拜登政府则以委婉含蓄的“美国

回来了”和诸多相对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包装其继续秉持的“美国优先”

①    刁大明：《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4期，第12-13页。
②   参见刘卫东：《拜登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动因、特征与前景—兼论“美国优先”的政治底色与逻

辑陷阱》，《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3年第2期，第71-99页。
③    宋伟：《国际秩序地位：位置现实主义的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3期，第120页。
④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 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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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维护美国霸权的战略意图，但终究难以获得其他行为体的信任。国际

声誉“是由社会建构而成的，是一个关系型的概念（relational concept），而

不是私有或属性概念”，①即一个国家的国际声誉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

是后天内生的，而是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互动中形成、获得的。美国与其

他众多行为体的翻脸、决裂使其无法与其他行为体形成良性互动，更无法

使其他行为体建构起对于美国“持久性特征和特性”的信念和判断，从而

导致美国政治精英利用外交叙事修复国际声誉的努力极易陷入“出力不讨

好、出力难出彩”的困境。

（三）美国国内政治的持续极化和“否决式政治”盛行导致美国政治

精英修复国际声誉的外交叙事往往仅停留在叙述层面，难以真正落到实

处。政治极化并非一种新鲜的政治现象，可以追溯至建国伊始。自20世纪

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极化在跃升式演进中翻新。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美

国的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固化，并引发政治和社会的撕裂。有学者认为，

美国政治极化最显著的消极影响就是，在许多重大政策举措背后，美国两

党很难达成共识。②与之紧密相连的就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否决式

政治”（vetocracy）盛行，其核心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20世纪后半期以

来的政治实践表明，美国式民主政治不断陷入政治僵局，否决式政治正日

益取代早期的民主政治，美国式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陷入功能性失调。③

其走向日益背离美国权力制衡设计者所宣称的践行和保障“权力在民”初

衷——保护个人权利、约束国家权力。拜登就任总统以来，曾多次呼吁以民

主党内部以及两党之间的妥协来弥合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裂痕，但相关

数据显示美国社会围绕两党政治所产生的结构性撕裂没有消失。④一个典

①    王学东：《国家声誉与国际制度》，《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第14页。
②   Kenneth A. Schultz, “Perils of Poliarization for U.S. Foreign Policy,”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0, No.4, 2018, p.11.
③    杨卫东：《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基于政治领导力的视角》，《国际论坛》，2021年第1期，第56页。
④    祁玲玲：《美国政治极化中的妥协困境》，《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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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案例就是，2022年6月3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就“西弗吉尼

亚州诉环保署”案作出最终判决，认为国会没有授予环保署监管温室气体

排放的特定权力，环保署监管发电厂碳排放的权力过大，违宪。这对拜登

政府实现“到2035年实现100%零碳电力”的气候目标构成巨大挑战，拜登

向世界展现的新气候政策叙事因内部“否决式政治”遭遇重挫。因此，无论

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修复国际声誉的外交叙事都难以善始

善终，其对美国国际声誉的修复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结语

国家的外交叙事是外交话语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既有高度的学理

性，更有生动的实践性。外交叙事具有能够向外部世界全面、精准地阐释国

家外交理念和对外政策的重要优势，但外交叙事能否有效塑造、传播和维

护国家国际声誉不仅仅取决于外交话语的内容、质量和议题选择，更取决

于外交叙事主体是否能做到言行一致。拜登政府旨在修复和提升美国国际

声誉的外交叙事变革与创新有得有失，值得深入思考。

首先，外交叙事已成为大国外交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

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无论是传统大国还是新兴崛起国家，鉴于形象

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凸显，外交叙事尤其具有修复和提升国家国际形

象的功能，因此，美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都

特别重视在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议题上的政策叙事、话语传播。国家的外

交叙事越是有利，对外交事务就越是构成助力，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

就越是会得到提升。

其次，国家外交叙事与外交做事要同向、同行，人们既“听其言”更“观

其行”。外交叙事起自谋划和设计，在总体上应该顺应世界发展大趋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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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发展大计，在具体实践中应该既把握好场景、技巧和风格以开展精准

阐释和及时宣介，又切实贯彻叙事的政策导向，并努力做到言行一致，从而

使得叙事与做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拜登政府曾联手英国抢夺法国订单

帮澳大利亚建核潜艇，这一事件曾引发法国朝野强烈不满，与拜登上任之初

“开启一个欧盟——美国合作的新时代”的叙事背道而驰，如此表里不一

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其国际形象和与法国的合作关系。

最后，外交叙事只有立足现实、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收到服务国家需要

之效。外交叙事属于外交工作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内政的延续，必须立足全

面把握国情、深入了解外交政策制定的国内外背景、精准掌握外交政策实

质。外交叙事需要针对不同议题、不同对象进行策略设计。在具体操作的过

程中，外交叙事需要考虑不同议题和不同国家、地区、场域的特定情境及条

件，充分尊重交往对象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合理运用和不断提升自身

的国际话语权力与外交叙事能力，开展针对性的精准叙事。因此，外交叙事

要从交往双方面临的客观现实和交往对象的合理需求出发，既不能自说自

话，还应避免无端抹黑交往对象或对其进行攻讦，以使其对叙事听得进、听

得懂和能理解、能接受，真正收到叙事效果，最终服务于国家发展与世界和

平事业。

（责任编辑：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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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ce	with	Russia	and	strengthening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le	engaging	in	a	fierce	tit-for-tat	struggl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As	the	US	
and the West intensify their efforts to contain and suppress Russia and Belarus, Belarus’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strategy	will	become	more	pronounced	with	the	features	of	“uniting	Russia,	relying	on	China,	
resisting	the	US	and	pulling	Europe”	while	expanding	its	military	preparations	and	improving	its	defense	
capabilities.
Keywords:
Belarus, Ukraine crisis, Russia–Belarus relations

Trends of US–Japan–ROK Tr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              Yao Huanyu and Zhou Wenxing
Abstract:
Since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he US, 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 (ROK)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military	and	economic	security	as	well	
as coordination of their diplomatic policy stances, setting the stage for an emerging Tr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This not only serve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trategic	demand	for	competition	with	China	but	also	reflects	the	collective	response	by	the	US,	
Japan, and ROK to the escalating Ukraine crisis and heightened military activities by ROK.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facilit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security mechanism by strengthening 
bilateral	alliances	with	Japan	and	ROK,	managing	disputes	between	 the	 latter	 two	countries,	
fostering	multilateral	collaboration	with	a	bottom-up	approach,	and	embedding	Japan	and	ROK	into	
US	alliance	network.	While	there	remains	momentum	and	room	for	further	collaboration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in military and economic security, the Tr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 faces 
constraints stemming from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the three countries and challenges intrinsic to the 
mechanism itself. The Tr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 has impacted both regional and global security 
stability, bringing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China.
Keywords: 
US–Japan–ROK	relations,	Tr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	alliance	management,	Asia–Pacific	security,	
Sino–US relations

Russian Private Military Security Companies and Their Role in Foreign Affairs
Zhang Yu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ussian	private	military	security	services	 industry	has	grown	to	meet	 the	
needs of corporate clients and the government. Although modeled on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the	private	military	security	companies	 in	Russia	are	unique,	not	 limited	by	international	 law	
on	mercenaries,	and	are	rarely	prosecuted	under	domestic	law.	As	a	result,	it	has	the	flexibility	
and	secrecy	that	 traditional	diplomatic	 tools	do	not	possess,	and	can	serve	as	a	quasi	agent	of	
the Russian government to participate in combat operations outside its borders in the “gray 
zone,”	without	 incurring	a	country’s	responsibility.	In	foreign	affairs,	 the	Russian	government	
can	use	private	military	security	companies	 to	achieve	 limited	goals	without	direct	military	
conflicts	with	Western	countries,	and	can	also	use	them	to	expand	geo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e	
conflicts	 in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domestic	 legislation	and	
weak	regulation,	the	Russian	government	faces	a	series	of	problems	when	using	private	military	
security companies in foreign military operations.
Keywords: 
private military security company, Russia, Wagna, Ukraine Crisi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Diplomatic Narrative of Repairing th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Hu Wentao and Guo Zhenxue
Abstract: 
Diplomatic	narrativ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diplomatic	strategy,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sha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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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emin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a	country’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Faced	with	the	negativ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left behin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created	a	new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group	compliant”	country	
with	a	personified	diplomatic	narrative	of	“America	is	back.”	It	has	actively	repaire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an	allies	using	a	relatively	warm	and	positive	diplomatic	narrative,	reconstructed	the	
diplomatic narr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repairing th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early diplomatic 
narrative	innovation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in	repairing	th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ultimately	failed	to	break	away	from	the	previous	routine	of	“opening	
high	and	walking	low.”	Due	to	the	inherent	shortcomings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diplomatic	
narrative,	the	position	anxiety	caused	by	the	relative	decline	in	US	power	the	sustained	polarization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prevalence of “veto style politics,” the prospect of American political elites 
using diplomatic narratives to repair America’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is not optimistic. 
Keyword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diplomatic	narrativ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open	high	and	walk	
low

Raisi’s Foreign Policy Based on Conservative Pragmaticism
Jin Liangxiang and Zhong Ling

Abstract: 
Recent years have seen changes of Iran’s foreign policy after Raisi became president including 
further	 de-escalation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more	 resolute	 implementation	of	 “look	
East”	 strategy,	 enhancing	 relations	with	anti-American	countries	and	 rationally	distancing	
away	from	the	West.	Conservative	turning	as	a	result	of	pressures	from	US	Trump	and	Biden	
administrations,	together	with	Ibrahim	Raisi’s	personal	conservative	approach,	has	made	Raisi’s	
foreign policy more conservative. Besides, the necessity of enhanc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by 
economic	growth,	 together	with	 the	pressure	of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has	made	Iran	
foreign	policy	more	pragmatic.	While	conservativism	was	the	framework,	pragmaticism	was	an	
inevitable choice. Raisi’s conservative and pragmatic policy has served to maintain domestic 
stability	at	diplomatic	level	in	turmoil	year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great	de-escalation	of	tensions	
in	the	region,	and	has	facilitated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configu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Keywords: 
Iran’s foreign policy, Raisi’s government, conservative pragmaticism, regional order
 
Japan Joining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and Its Impact

Shi Jinfang, Zhao Xueting and Yan Yu
Abstract: 
In	May	2022,	Japan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joi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	
which	aims	to	expand	its	economic	diplomac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supply chain of important commodities,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and achiev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Although	Japan	may	gain	short-term	benefits	by	deepening	cooperation	
with	IPEF	members,	the	IPEF	is	essentially	an	economic	cooperation	establis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geopolitics.	Therefore,	in	the	long	run,	Japan’s	entry	into	the	IPEF	will	not	only	
hinder China’s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occupy China’s share of global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ntensify	the	competition	in	the	infrastructure	fiel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ut	also	may	delay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s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recovery	of	the	world	economy.	In	view	of	this,	China	should	study	the	impact	
of	Japan’s	accession	to	the	IPEF	on	China,	build	a	more	resilient	global	supply	chain,	develop	
the	digital	economy,	accelerate	 the	pace	of	 joining	 the	CPTPP,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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