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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对周边宣传的现状、问题和建议

黄耀东 黄 韬 玉芸芸※

一、广西媒体面向东盟的对外宣传现状

（一）广西纸质媒体引入了“东盟元素”
一是广西日报以大篇幅宣传报道中国与东盟

合作、东盟国家文化等内容。《广西日报》社一直注

重对东盟国家的报道。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广西日报》就开设了“东南亚之窗”专栏，介绍东盟

国家的信息。2003 年 1 月，为配合报道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宣传中国“以邻为伴、与邻为

善”的外交政策，《广西日报》推出“东南亚”专刊，全

面介绍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情

况。2003 年底，广西日报社成立了东盟报道部，并于

2004 年 1 月正式开辟“对接东盟”专版，每周用 5 个

整版的篇幅对东盟国家进行专项宣传报道，全面介

绍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情况。
在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

务与投资峰会召开期间，《广西日报》主报及其子

报、子刊采取出专版、特刊等多种形式，编发东盟国

家的图文专版，形成了更为集中和突出的东盟报道

热潮。《广西日报》4 种报纸、1 个网站对会议作全面

报道。同时，为了扩大在东盟国家的影响，以《广西日

报》为主的广西报业通过开展与东盟国家媒体的交

流合作实现对东盟国家的信息传播。2000 年，广西

报业集团与越南部分报社建立联系，分别与越南《广

宁报》、《海防报》、《北宁报》、《义安报》、《广平报》、
《新河内报》等报社开展了人员互访活动。新加坡《联

合早报》和越南共产党《电子报》代表团也分别在

2007 年和 2008 年应邀到访《广西日报》社，双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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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洽谈互通信息，并就加强往来，开展业务交流，加

强合作达成共识。
二是《荷花》杂志成为中国与越南沟通的重要桥

梁。《荷花》是中国唯一一本面向越南发行的越文杂

志，创刊于 2002 年 9 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主管、主办，一直采用越文进行报道。该杂志的

宗旨是“通过报道中国和广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等各方面发展情况，反映中国和广西改革开放取得

的巨大成就和中国百姓蓬勃而充满生气的精神面

貌，增进越南人民对中国和广西的了解，维护睦邻友

好的周边关系，加深中越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促

进合作，共同繁荣”。该杂志的发行量在 2009 年上

半年以前都保持在 1 万份左右，其中大概有 8000 份

发行到越南，发行范围集中在河内及其周边地区。
（二）广西广播媒体联合打造覆盖东盟大部分国

家的外宣频率

为贯彻国家“扩大对外宣传”战略思想，把中国

的声音传向世界各地，使世界各国听众、观众了解真

实的中国，了解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态度

和观点，《广西对外广播电台》付出了艰辛劳动，取得

了显著成果。1984 年 12 月 1 日，《广西对外广播电

台》正式开播，用越南语播出，每日播出 6 小时；1991
年，《广西对外广播电台》除了越南语广播，还增加了

广州话对越南及东南亚华人华侨广播；1998 年，《广

西对外广播电台》广播频率由原来的一个增加到两

个（5050KHz、9820KHz），覆盖面扩大到越南、柬埔

寨、老挝的全境和泰国东南部地区；1999 年 5 月 10
日起，《广西对外广播电台》播出呼号由《广西广播电

台》正式更名为《广西对外广播电台》。自成立以来，

《广西对外广播电台》紧紧围绕国家的外交战略，大

力宣传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中国特

别是广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成就，

增进了越南人民和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中国及广西的

了解，促进友谊，积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2009 年 10 月，《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与《广西对外广播电台》创新中央和

地方媒体对外宣传合作的全新模式，联合打造《北部

湾之声》广播对外宣传频率，采用普通话、广州话、越
南语、英语、泰语共 5 种语言播出，全天 17 小时调频

直播，8 小时短波并机直播。短波频率有效覆盖越

南、柬埔寨、老挝全境和泰国大部分地区，马来西亚

西部，新加坡等地。调频频率有效覆盖越南广宁省

大部、谅山省和高平省北部、海防市局部及北部湾海

域大部，覆盖人口超过 1 亿。
（三）广西电视媒体境内外合作有声有色

为让广西电视走出去，多年来广西电视台积极

开拓传播渠道和创新手段，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是自 2000 年起，广西电视台每年都“走出去”
与国外主流电视媒体一起，在国外举办“中国广西电

视展播周”活动。2008 年，广西电视台策划组织了

“中国广西电视展播年”展播活动。在一年的时间里，

每个月与一个国家的主流电视媒体联合举办电视展

播周活动，共在东盟 10 国、日本、韩国等 12 个国家

举行了这一活动。通过电视展播活动，向东盟各国

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全面介绍广西的自然风光、
民族文化、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广西与世界各国交流

合作等方面的情况，以此传播睦邻友好愿望，增进中

国与东盟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合作。
二是广西电视台从 2004 年起举办“聚焦广西”

国际电视采访活动，至 2013 年已举办了 7 届。通过

邀请周边国家特别是东盟各国的电视台派摄制组到

广西进行采访拍摄，制作介绍广西的电视新闻、专题

节目和纪录片等，让这些国家的人民更好了解广西，

了解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区域经济合作情况。
2009～2011 年，广西电视台与泰国国家民联厅

轮流举办了 3 届中泰广播电视民族艺术综合晚

会———“中泰歌会”；与东盟国家电视台合作，在印度

尼西亚巴厘岛、越南胡志明市等地多次联合打造“山

水之约”系列电视文艺晚会，尽情展现双方富有特色

的民族文化等。目前，广西电视台已与日本熊本放

送、韩国清北道清州放送、缅甸国家电视台、老挝国

家电视台缔结为友好台；与泰国民联厅、越南数字电

视台签订了合作协议，进行节目交流。
三是在 2010 年 1 月 1 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如期建成之际，广西第一个电视国际频道———广

西电视台国际频道正式开播。频道信号通过中国卫

星电视长城平台，频道节目面向东南亚以及美国、加
拿大、拉美地区、欧洲等地区 24 小时滚动播出。广

西电视台国际频道正式开播标志着广西电视台第一

个立足东盟，面向全球，对外宣传中国、宣传广西的

外宣电视频道诞生。广西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开播是

广西、广西台践行国家外交战略道路的重要一步，增

强了中国向东盟国家、向世界各国进行对外传播的

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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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目前广西电视台的节目主要通过两个渠道

影响东盟国家的观众：一是“广西卫视”在东盟各国

的传输渠道。通过与东盟各国电视媒体建立长期的

合作关系，“广西卫视”成功实现在部分东盟国家的

落地覆盖。当前，“广西卫视”在东盟 5 个国家都有

信号覆盖，进入了越南河内市和胡志明市、柬埔寨金

边市、老挝万象市、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等国家和城

市的主要有线网。广西电视台影响东盟观众的第二

个渠道是国际频道，2010 年 1 月 1 日，广西电视台

国际频道通过中国卫星电视长城平台实现对外播

出，覆盖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盟

国家，还覆盖美国、澳大利亚、荷兰、西班牙、意大利、
奥地利、英国、德国、波兰等国家。

（四）广西网络媒体异军突起

进入 21 世纪，充满活力与魅力的互联网发展迅

猛，其显现出的越来越强大的媒体功能令世人瞩目。
自 2004 年以来，广西网络媒体不断发挥网络即时发

布信息、互动性强、信息海量等优势，迅速发展成宣

传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合作、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的一支强大生力军，其整体的

表现力和影响力伴随着网络世界和网民数量的快速

扩张而迅速提高。
2004 年 4 月开通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官方网

站，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对外宣传和服务的

窗口。几年前，中国—东盟博览会官方网站就已开

通中（简、繁体）、英、越、泰、印度尼西亚共 5 种语言

文字版。该网站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利用最新的信

息技术，不断创新商业模式，为中国和东盟企业服

务，打造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最具影响力的会

展营销、管理和网站运营等综合服务的网络媒体，深

受海内外商界人士的欢迎。
“北部湾东盟经济网”是北部湾东盟经济网络中

心针对泛北部湾区域的我国三省区及东盟 10 国，全

力打造的一个旨在服务区域经济建设、服务工商企

业的商务平台。几年来，该网站努力实施“建一流门

户网站，做北部湾和东盟企业真正的商务交流平台”
的目标，将网站打造成内容丰富、服务优质、点击率

高的区域性门户经济网站，为环北部湾区域和东盟

10 国经济建设宣传和经济信息发布做出了贡献，成

为泛北部湾区域、相关区域经济官员和企业家们经

常浏览的重点网站之一。
南博网由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主办，是中

国—东盟贸易门户，于 2006 年 3 月全面上线启动。
南博网以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双边贸易为

己任，通过网上网下、国内国外相结合的服务手段，

为从事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企业提供专业化的信

息服务、营销服务及交易服务，帮助企业开拓市场。

二、广西对周边宣传工作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

如上所述，广西对周边宣传工作优势是明显的，

但也面临着节目落地难、东南亚语种人才不足、对外

宣传经费紧缺、美国重返太平洋使南海问题复杂化

等系列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广西对周边宣传工

作的开展。
（一）节目落地有一定难度，亟需扩大覆盖、提高

覆盖质量

目前作为广西对外宣传重头戏的“北部湾之声”
节目还未能覆盖东盟 10 国，亟需扩大覆盖，提高覆

盖质量。
（二）东南亚语种人才储备不足，急需加强人才

培训

广西电台对越广播已开办 20 多年，有较强的越

南语广播人才优势，越南语节目在越南、老挝、泰国

有一定影响力。但因为种种原因，东南亚小语种人

才出现断层现象，目前整个频率仅有越南语专家 10
人、越南语翻译 6 人、泰语翻译 3 人，越南语人才老

化、小语种人才青黄不接，尤其是泰语、柬埔寨语、老
挝语、缅甸语、马来西亚语等小语种人才匮乏，已经

成为制约广西电台对外传播发展的一个瓶颈。近年

来，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广西

高校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

大学互派留学生，进行语言、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培

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南亚语种人才紧缺的问

题。但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泛北部湾开

放开发尤其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需求相

比，广西仍存在东南亚语种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
（三）经费紧缺，不利于对外传播体系综合平台

建设

“北部湾之声”正在建设区域外宣广播应急体

系，在采访直播设备配置、覆盖频点建设、小语种人

员培训、节目译制、新媒体建设、境外落地等方面存

在较大资金缺口，严重影响到频率的发展。
一是广西卫视在境外落地资金缺口较大。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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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广西电视台通过与东盟国家有关电视台、当地有

线电视公司协商协议，以我方付费方式实现了广西

卫视在越南胡志明市、柬埔寨金边市、老挝万象市、
菲律宾马尼拉市和泰国曼谷市、芭达雅、合艾市的有

线网落地覆盖。覆盖用户约 200 万户。另外还通过

与一些专业代理公司合作，通过境外 IPTV 平台，实

现在美国、加拿大、澳洲、亚洲部分国家和城市的落

地，共覆盖 4 万多 IPTV 用户。为此，广西电视台每

年要承担较大的境外落地相关费用，面临较大困难，

需要国家层面给予资金支持。
二是广西电视台国际频道的成长和发展需要政

府的大力支持。该频道主要服务于国家外交和外宣

战略，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政策引导。按照国家广电

总局的批文，广西国际频道不能在国内落地，无法按

照别的频道经营模式在国内经营广告，没有任何广

告收入，目前的经营支柱主要以政府拨款为主。而

靠政府的拨款，仅购买电视剧的海外版权就已经捉

襟见肘，更不用说在自办节目和大型活动等方面有

所建树。因此需要国家和自治区主管部门投入更多

的人力、物力、财力扶持广西国际频道运营。同时指

导广西国际频道加强与国外政府主管部门和媒体的

沟通联系，扩大在境外的落地覆盖、增加收视率。并

通过各种途径宣传推介，扩大广西国际频道的国际

影响力。
（四）南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周边

国家的外宣合作

南海问题复杂化使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外宣工作

受到影响，一方面中方媒体对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

宣传将面临更多的阻碍，另一方面中方媒体在越南、
菲律宾等国的进一步落地和扩大合作将受到影响。

三、加强广西对周边宣传工作的建议

（一）服从国家周边外交战略，树立大国形象

近年来，根据中央对周边国家外交工作的总体

要求，广西的对外宣传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稳定周边

和改革发展的大局，充分利用地方丰富的资源优势，

积极而主动地对国内外介绍广西经济社会和发展情

况，对于改善和发展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后，广西对外宣传要抓住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建设和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重要发展机遇，以更广的视角，站在维护国家

安全和周边和谐稳定的更长远战略高度，以经贸合

作为主要载体、以文化交流为感情纽带、以媒体联系

为沟通平台，深入、主动地向周边国家介绍中国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新进展、新成就，本着

“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宗旨，推动中国

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赢，维护和谐、稳定、祥和的周

边环境，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二）建立定位高、与广西地位相适应的周边外

交格局

在信息爆炸、全民传播的时代，广西的宣传工作

要有一个更高的定位，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而不是

误读的广西，让人们对广西这个符号有清晰的画面

感和立体感。
广西的宣传工作应在做好一般性宣传报道的同

时，集中精力抓重点宣传，瞄准广西最时尚、最现代、
最开放、最前沿的领域，推出一批力作、一批精品，让

人们全面了解一个现代文明、开放合作进步的广西，

即我们广西人既穿民族服装，也穿时装；既跳民族

舞，也跳现代舞；既做好山上文章，也做好蓝色海洋

文章。让广西元素、东盟元素、世界元素都在这里不

断汇聚，融合共赢，和谐发展。这样，别人有的广西

同样有，别人没有的广西也有，广西传播出去的信息

就能令人耳目一新，逐渐渗透、深入人心，广西与时

俱进的新形象也会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
（三）加大宣传力度，扩大“走出去”规模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广泛宣

传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意义和相关法律政策，

提高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和企业对加快实施“走出

去”战略的认识，营造有利于媒体、教育、文化、企业

“走出去”的良好氛围，引导“走出去”部门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支持在境外广泛开展宣传，在东盟国家、
欧美国家等广西“走出去”的重点市场，对我境外经

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及重大项目进行整体打

包宣传，树立形象，扩大影响，促进合作。
（四）努力实现广西对外宣传国际化传播进程中

的本土化、当地化

目前，广西的电视对外节目主要是从国内传送，

而根据多年来国际传媒业的发展规律，如尽快从传

播方式、节目资源和制作渠道等方面融入当地社会

将会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进而实现更多的经济效

益。目前广西电视外宣状况还不能进行太多的投入。
是否可以通过低成本、见效快的广播进行尝试呢？

美国被称为是汽车轮子上的国家，音乐又被称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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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通用语言，中国的音乐文艺广播率先实现本土

化可能更为可行和有效。
（五）从国家周边外交战略高度加大对广西对外

宣传工作的支持力度

广西国际频道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得到政府

的支持和国家政策的引导。因此建议多管齐下，由

政府牵头，实行政府拨款、民间与企业捐款和外宣媒

体部门广告收入等方式筹集资金。
广西是一个人杰地灵、山清水秀的地方，但除了

桂林、南宁、北海等少数城市，广西在国际上乃至国

内的知名度仍不高。作为外宣频道，广西国际频道

承担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播资讯和文化，更重要的是

宣传地方经济，让更多的人认识广西、了解广西。广

西应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泛北部

湾开放开发、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机遇和平台，加大对东南亚国家乃至全世

界宣传广西的宣传力度，在广西国际频道这个窗口

上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强与国外政府和

媒体的合作，扩大在境外的落地覆盖、增加收视率，

扩大中国及广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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