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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意识形态：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武器∗

李　 帅

［摘　 要］ 意识形态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武器。 美国通过将中美意识形态差异塑造为不可调和的现实

冲突， 意图全面遏制中国发展。 意识形态武器为美国对华战略遏制提供道义制高点， 包括否定中国经济体制合

法性以开展经济制裁， 塑造政治干涉正义性以打造 “围堵” 中国的政治联盟， 鼓吹西方价值观念优越性以开展

文化输出。 它们建立在美国的经济霸权、 政治军事强权、 文化塑造和话语操控的基础上。 我们需要从揭穿其道

义伪装， 构建合理的竞合关系， 彰显中国的制度优势， 建设中国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等方面应对当前美国的意

识形态攻势。

［关键词］ 意识形态武器　 战略竞争　 美国对华战略　 意识形态安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 为民族立魂的工作”①。 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面临着 “风高浪急” 乃至 “惊涛骇浪” 的新挑战。 意

识形态是国家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依据， 是国家政权运行赖以生存的价值基础， 也是国家内政外交

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 如马克思所言，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 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

使整个时代覆灭”②。 当前美国以意识形态为武器对中国开展全面遏制和攻讦， 需要明确其特征

以进行有效应对。

一、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的意识形态武器

武器是攻击对手、 捍卫自身利益的工具。 除军事武器外， 思想理论也可作为 “武器” 使用。
当前， 美国以政治战、 舆论战、 认知战等对华进行全面竞争， 将其以 “自由主义” 为核心的意

识形态进行武装， 成为美国攻讦、 打压竞争对手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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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武器

（一） 本质特征： 美国资本集团攫取垄断利益的现实工具

当前， 美国把中国定位为全面竞争对手， 以意识形态为武器的 “全政府” 遏制在美国对华

战略竞争中愈发凸显。
一方面， 美国的意识形态代表了美国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 并成为其攫取现实利益的工具。

美国意图维护其在科技、 金融、 国际贸易等领域的垄断利益， 打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

美国在诸多领域的所谓 “挑战”。 另一方面，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 意识形态呈现出明显的攻

击性和对抗性， 对中国开展全面的战略遏制。

（二） 政策基础： 由 “接触” 转向 “竞争” 的战略调整

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 “武器” 属性， 其武器特征的彰显程度取决于国家的战略需求， 美国

对华战略也是如此。 有学者指出， 当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外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时， 美国就会对中

国采取不友好甚至敌对态度； 当现实利益考虑占据上风时， 美国就会强调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意识形态因素①。 中美建交以来， 美国长期以 “有限接触” 为原则将中国定

位成 “窗口国家” 并进行 “和平演变”。 它主要以 “心理战” “公共外交” 等模式， 依托 “美国

之音” 等传播阵地， “富布莱特项目” “福特基金会” 等教育交流阵地， “和平队” 等对外援助

项目， 进行意识形态上的 “思想争夺”， 企图按照美国的意愿实现中国的 “自由化” “民主

化”②。 但目前中国的制度优势打破了美国 “自由民主” 神话， 造成美国意识形态危机。 由此，
美国对华战略布局中对意识形态的考量超过对现实利益的考量， 意识形态的武器属性也随着战略

调整愈加凸显出来。
特朗普政府的 《２０１７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和拜登政府的 《２０２１ 战略竞争法案》 等正式将中

国定位成美国的 “战略竞争对手”， 其中意识形态攻击占据了大量篇幅。 第一， 意识形态偏见成

为美国解读中国的逻辑起点。 如美国大量使用 “威权政体” “威胁的我们价值观” 等话语解读中

国③， 涉华问题几乎均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 第二， 将导致中美冲突的因素归结为中国意识

形态的非法性。 美国宣称中美之间的竞争是 “威权主义” 和 “自由民主” 的竞争， 使用 “信息

窃取” “恶意竞争”④ 等词语否定中国取得成就的合法性。 第三， 将意识形态遏制作为美国对华

战略的逻辑基础。 如 《２０２１ 战略竞争法案》 宣称从科技竞争、 盟友及伙伴关系、 价值观塑造等

方面对华进行 “长期性、 战略性竞争” 以维护 “自由的生活方式”⑤。 总体来说， 当前美国对华

意识形态攻势已经超出 “思想争夺” 范畴， 进入竞争遏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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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本模式： 将意识形态差异塑造为不可调和的现实冲突

意识形态本属于思想观念范畴， 它是如何被锻造成遏制、 攻讦的武器并在现实层面产生影响

的呢？ 第一步， 美国将意识形态间的差异塑造为对抗。 世界各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不同， 其意

识形态必定有所差异。 而美国将自身的意识形态 “神圣化”， 以审判异教徒的眼光去看待异质意

识形态， 由此美国将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转化为正义与邪恶的对抗。 第二步， 在美国将异质意识

形态视为对手的前提下， 通过国家硬实力赋予的行动力将意识形态从理念对抗转化为现实冲突，
将其意识形态所标榜的价值理念通过军事入侵、 经济制裁等手段强行付诸实践。 由此， 美国将原

本作为价值理念和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打造为打压竞争对手， 遏制他国发展的现实武器。
美国为何以意识形态为重要武器对华开展攻势呢？ 第一， 美国意图在可能长期存在的中美战

略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 美国具有发动 “先发制人战争” 的传统， “当美国领导人害怕他们正在

崛起的对手占据优势时， 先发制人的诱惑足以驱使国家发起攻击来削弱对手的增长”①。 在美国

抓不住中方过错的情况下， 意识形态为其先发制人提供 “师出有名” 的借口。 第二， 美国意图

建立基于意识形态的反华联盟， 以降低单独与中国进行竞争的成本。 有学者认为， “中国 ‘崛
起’ 激起的普遍担心和恐惧感正是美国借机实施对华战略构想的机会”②。 美西方国家对中国在

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 不受裹挟、 不站队表示不满， 对中国未按西方设想的道路发展产生担忧，
这种 “不满” 和 “担忧” 成为美国建立反华同盟的重要基础。

二、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武器的基本构成

当前 “全政府” 竞争是美国意识形态武器的重要特点， 它以 “道义” 为合法性基础， 在

经济、 政治、 文化方面施展意识形态攻讦， 借助强大的国家实力全面释放出意识形态的武器

功能。

（一） 建构意识形态的道义性， 为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提供道义制高点

道义是关于 “道德和正义的准则”， 在一定条件下是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

则”③。 意识形态竞争不仅包含哪方是最好社会制度的问题， 也是哪方更具道义性的问题。 道义

是美国意识形态 “武器” 的基础， 以抢占道义制高点的方式为对中国发起经济、 政治和文化等

攻击提供合法性支持。
其一， 美国通过赋予其意识形态真理性以获得道义属性。 美国将其意识形态打造为 “普世

价值”， 将其塑造为绝对的、 不可撼动的真理， 将原本属于少数人的利益包装成全人类的利益。
同时， 妄图通过赋予其意识形态 “普世” 性形成一种排他性阐释， 即 “普世价值” 之外概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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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此， 美国 “代议制民主” 的政治制度、 “自由竞争” 的经济制度， 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文化

价值观被 “普世化”。 比如， 美国将资产阶级 “自由民主” 鼓吹为现代国家民主形态的唯一范

式， 以此掌握 “民主国家” 的认定权。 美国在其导演的 “全球民主峰会” 中以民主的评判者自

居， 赋予资产阶级 “自由民主” 以强烈的道义属性， 任何拒绝这种 “民主” 的国家就会被打上

专制的烙印， 将不符合 “民主” 标准的国家打上 “反民主” 的标签。 这种 “自由 ／专制” 和

“先进 ／落后” 的 “二元对立” 认识论框架， 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意①。

其二， 美国积极扮演 “卫道士” 的角色， 以其意识形态为标准进行 “党同伐异”。 美国以

“普世价值” 为标准圈起一个个 “小团体”， 比如，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七国集团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Ｓｅｖｅｎ） 发表

了针对中国与俄罗斯的联合公报， 其中 １４ 处对中国的香港、 新疆、 人权以及东海、 南海和台海

等问题说三道四②。 同时， 美国对中国进行 “危机想象”， 以营造 “伐异” 氛围。 比如， 美国在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的 “五眼联盟” 会议中积极带领成员国炮制一系列所谓 “中国对西方进行政治渗

透” 的谣言， 以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③。 由此， 美国通过意识形态塑造出负面 “滤镜”， 打造出

一套扭曲的 “中国观”， 成为其对华遏制战略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二） 否定中国经济体制的合法性， 为美国施展经济制裁寻找借口

美国通过对经济规则的 “灵活解读” 来遏制、 打压中国企业， 以攫取非正当利益并扭转中

美贸易逆差。 其逻辑基础是通过否定中国经济体制的合法性， 来塑造对华贸易制裁的合法性。 美

国既认为中国政权合法性建立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 也宣称中国发展的模式是以国家主导

的、 缺乏市场参与和调解的 “儒家重商主义”。 由此得出结论： 中国的发展成就建立在 “反市场

经济” 的体系中， 遏制中国的关键在于打破这种 “畸形” 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他们看来， 对于

中国来说， 要么 “西化”， 要么 “崩溃”， 除此之外都是鬼话④。

其一， 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当性以对华开展贸易制裁。 比如， 为扭转中美贸易逆

差， 美国对华展开 “３０１ 调查”， 宣称中国的贸易优势建立在窃取商业机密、 贸易保护、 强制技

术转让等行为的基础上⑤， 由此对中国航天、 军工、 半导体、 芯片等领域以禁运等方式进行贸易

制裁， 以加强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再如， ２０２２ 年生效的所谓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宣称

中国 “以强迫劳动获得成本优势”， 全面禁止新疆制造的产品流入美国， 同时意图联合所有盟国

共同建立排除新疆产品的供应链体系⑥。 总之， 在经济理念上， 美国鼓吹 “自由市场” 对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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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 Ｕｙｇｈｕｒ Ｆｏｒｃ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ｃｔ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ｇｏｖ ／ １１７ ／ ｐｌａｗｓ ／ ｐｕｂｌ７８ ／ ＰＬＡＷ －

１１７ｐｕｂｌ７８.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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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优势， 宣称美国的 “自由市场” 崇尚竞争理念， 而中国市场则充满政府调

控和国家干预。 但事实是， 美方装模作样地要求中国 “公平竞争” “尊重规则”， 又常常在毫无

证据的情况下， 仅凭一个 “国家安全” 的借口就对中国企业喊打喊杀、 随意切割国际供应链①。
其二， 对中国经济体进行负面定性以开展制裁。 对他国经济体的负面定性可以使其沦为

“戴罪之身” 以待美国裁决， 其惯用手段是将 “罪” 强加于他人。 比如， ２０１５ 年美国政府以

“商业贿赂” 为名帮助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低价强行并购法国行业巨头阿尔斯通的部分业务， 这种

做法被称为 “美国陷阱”②。 在美国制裁华为案中， 颇有 “阿尔斯通案” 的特点， 即试图强迫公

司的高管认罪并对其公司进行制裁， 实则是对美国行业竞争对手的打击和限制。 再如， 美国在正

面遏制手段 “黔驴技穷” 的时候给他国 “定罪”， 以 “紧急” 程序出台法案应对潜在威胁。 如

白宫发布报告宣称：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具有主导世界未来产业、 挤压别国产品的市场生存空间的

政治目的③， 由此紧急出台推动对华 “脱钩” 的 《保护 ５Ｇ 国家安全战略》 《无尽边疆法案》 等，
以芯片等关键部件的禁运压制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

（三） 塑造政治干涉的正义性， 为美西方 “围堵” 中国提供合理说辞

美国十分在意对自身权力的包装， “美国权力必须是 ‘正义’ 的权力， 而且只有全力以赴运

用这种权力， 美国人才确保被救赎”④。 塑造权力行使的正义性是美国对外干预的合法性基础，
这种正义性源于其意识形态的 “真理性” 建构， 并将异质意识形态及其政治观念斥为 “异端”，
以 “真理” 与 “异端” 正邪对抗的价值逻辑创造出美国 “施展正义的空间”， 利用强权对包括

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 “削足适履” 式的改造。
其一， 关于 “民主” 与 “威权” 的对抗。 比如， 美国称中国政治因缺乏代议制民主， 因而

是 “威权国家”， 宣称中美之间的竞争是 “威权主义” 和 “自由民主” 的竞争， 指责中国虽然

发展迅速但却牺牲了人民的 “自由”⑤。 由此， 中国的 “人民” 便成为被拯救的对象， 成为美国积

极开展颠覆活动的借口。 如美国将在他国的 “颜色革命” 模式应用到中国香港， 资助美国民主基金

会等组织， 在香港通过舆论造势、 人员收买等方式进行乱港行为， 纠集 “港独” 分子煽动群众， 以

达到扰乱香港社会秩序的目标。 据统计， 有官方背景的美国民主基金会仅 ２０２０ 年就向与中国有关

的 ６９ 个项目提供 １０００ 多万美元， 是资助反华分裂活动的 “专业户” 和 “大金主”⑥。 尽管美国政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郭言： 《美捣鼓经济 “新冷战” 不得人心》， 《经济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
〔法〕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 马修·阿伦： 《美国陷阱》， 法意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１９ 年， 第 ３３４ 页。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８０６ＦＩＮＡＬ － Ｃｈｉｎａ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Ｒｅｐｏｒｔ － ６. １８. １８ － ＰＤＦ. ｐｄｆ．

〔美〕 史蒂文·胡克等： 《二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 白云真等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２５ 页。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ｕｍｐ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ｇｏｖ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ｕｎｉｔｅｄ － ｓｔａｔｅ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ｔｏ － ｔｈｅ － ｐｅｏｐｌｅｓ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 ｏｆ － ｃｈｉｎａ ／ ．
郭言： 《肮脏的美国 “第二中情局”》， 《经济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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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颠覆给所在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但美国却口口声声宣称那是一道道 “美丽的风景线”①。

其二， 关于 “世界稳定” 与 “修正主义” 的对抗。 在美国的语境中， 中国是意识形态的

“异端”， 因此必然对西方世界产生威胁， 便有了所谓的 “中国威胁论”。 拜登政府炮制的 《２０２２

国家安全战略》 宣称美国要联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付那些代表 “黑暗” 前景的国家， 以挫败

其对美国的威胁②。 美国 《２０２３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以渲染 “中国对美国等西方世界的威胁”

作为其增加军费、 维护霸权的理由， 并以 “民主” “自治” 为由进行对台军售③。 美国操纵他国

对华进行 “围堵” 均基于以上逻辑， 如美国操纵立陶宛与台湾频繁互动以试探中国的对台政治

底线， 操纵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政府共同抵制中国冬奥会， 授意西方社会为其 “人权”

政策站台等。

（四） 鼓吹西方价值理念的优越性， 为美国文化输出创造认同土壤

文化输出是美国意识形态渗透的典型模式， 它通过电影电视、 文学艺术等方式鼓吹其意识形

态的优越性， 渗透和影响目标国的受众群体， 通过其思想上的变化引发行为上的变化。

其一， 美国通过文化产品建构西方文化的优越性。 如文学艺术作品中将华人视为劣等人， 将

高颧骨、 眯眯眼等标志塑造成西方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 这种将 “审丑” 变为 “审美” 的做法

深刻地影响着国内对美的定义， 以至于成为中国时尚圈的审美标准。

其二， 美西方以先驱者的姿态引领文化议题， 比如， 当前流行的 “女权主义” “动物保护主

义” 等均为美西方引领， “女权主义” 挑动男女对立， “动物保护主义” 将动物权置于人权之上

等行为， 均为美西方输出的思维定式， 搅乱和影响着受众国人民的思维方式。

其三， 美西方延续了对华文化渗透的 “老阵地”。 有学者统计， 当前美西方在中国周边地区

设有 ３０ 多个电视广播转播台， 对我国尤其是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宣传， 每天以 １７０ 多个频

率播出的电视电台节目合计 ６０ 多个小时④。 这些电台经常伪造 “听众来信”， 或以 “异见人士”

言论为头条， 歪曲和渲染关于中国的相关报道。 再如， 好莱坞大片同样乐于 “夹带私货” 地传播

美式价值观， 将捍卫 “正义” 与捍卫 “美式民主” 混为一谈， 营造美国社会及其价值观的正面

形象。

值得关注的是， 当前美国以 “网络战” “认知战” 等新途径开展意识形态渗透。 比如， 在

“俄乌冲突” 中， 大量微博名人不顾战争来龙去脉而以 “普世价值” 为价值起点支持乌克兰， 打

·９９·

①

②

③

④

Ｎａｎｃｙ Ｐｅｌｏｓｉ， “Ｐｅｌｏｓｉ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ａｔ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ｏｍ Ｌａｎｔｏ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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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 ｔｏｍ － ｌａｎｔｏｓ．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ｒｏｏｍ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１２ ／
ｆａｃｔ － ｓｈｅｅｔ － ｔｈｅ － ｂｉｄｅｎ － ｈａｒｒｉｓ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２０２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ｇｏｖ ／ ｂｉｌｌ ／ １１７ｔｈ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 ｈｏｕｓｅ －
ｂｉｌｌ ／ ７９００．

参见金民卿： 《西方文化霸权的四大 “法宝” 会不会失灵》， 《人民论坛》 ２０１６ 年第 ３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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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发起战争者有罪” 的幌子不顾事实原委地谴责俄罗斯， 塑造中国网民的信息认知。 再如，
生成式人工智能程序 “ＣｈａｔＧＰＴ” 对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新冠病毒源自哪里” 等问题的

回答， 产生有严重错误价值导向的内容， 宣称 “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新冠病毒源自中国武

汉市” 等。 美西方国家通过筛选信息流， 使得互联网上只能看到 “有利于自己” 的声音， 将受

众困于 “信息茧房” 之中。

三、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武器的现实基础

意识形态归根结底属于思想范畴，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武器离不开现实力量的支撑， 其中经济

霸权、 政治军事强权、 文化塑造和话语操控是重要基础。

（一） 经济霸权： 意识形态武器的物质基础

美国以经济霸权实现了在信息媒体上的垄断地位， 在全球范围内制造 “共识”。 有研究指

出， 美国垄断了全世界近 ９０％ 的新闻信息，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ＣＢＳ）、 美国广播公司

（ＡＢＣ） 和有线新闻网 （ＣＮＮ） 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 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信息总量的 １００ 倍，
向世界传递着美国的价值观①。 美国通过对媒介的控制来加强传播其意识形态蕴含的价值观念，
意图通过对信息制造的垄断在思想意识上控制社会大众， 实现其 “说服” 世界的战略目标。 通

过垄断信息， 美国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编造对手的负面信息， 以信息流量优势歪曲事实。
同时， 美国以 “党同伐异” 的原则对媒体信息进行控制， 编造信息达到欺骗世界的目标。

比如， 美西方操纵的媒体对澳大利亚军队在阿富汗滥杀无辜、 日本的核污水排放、 西方国家新冠

疫情造成大量死亡等视而不见， 转而讨论、 抨击如 “中国人吃肉导致全球变暖”、 中国的新疆

“强迫劳动” 损害 “公民自由” 等话题。 总之， 资本集团 “力图控制大众在网络上读到的、 听到

的和看到的， 从而制造网络上政治讨论的议题和政治正确的标准”②。

（二） 政治军事强权： 意识形态武器的武力保障

美国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迫使世界各国在面临美方讹诈时大多都不得不就范， 否则将面临较

大的对抗成本。 由此产生了美国的政治军事强权， 使其意识形态攻讦能够对现实产生巨大影响。
首先， 美国的政治军事强权赋予其意识形态强大的 “领导力”。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

战中以资本主义世界领导者的身份获得了巨大的威望， 同时借助其在全球经贸往来、 “北约” 军

事联盟、 地缘政治同盟中的主导地位深化了其在西方及世界的影响力。 同时， 美国以强大的政治

军事威慑力在日、 韩等国家培植亲美势力。 如美国在战后日本的 “民主化” 改造中成功地将美

国的价值观念植入日本国家特性中， 使 “日本在日美关系中体现出对美国半永久性的依存及其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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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金民卿： 《西方文化霸权的四大 “法宝” 会不会失灵》， 《人民论坛》 ２０１６ 年第 ３１ 期。
李希光： 《谁蒙上了你的眼睛？ ———人人必备的媒介素养》， 北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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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性的独立’”①。
其次， 美国的政治军事强权确保其意识形态可转换为直接的政治军事行动。 一方面， 美国强

大的军事实力使其成为地缘政治中不可绕过的力量。 尤其是美国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 使美国可

以远离本土采取政治、 军事行动。 另一方面， 美国强大的政治实力使其成为国际体系运转中不可

或缺的力量。 美国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也是世界银行、 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开发银行

等世界经济重要组织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再次， 美国的政治军事强权确保其意识形态具有强制力。 如以 “人权高于主权” 为口号的

科索沃战争造成近百万人流离失所， 寻找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的伊拉克战争造成数十万平民

伤亡等。 这些战争都是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非正义性战争， 给世界造成巨大伤害。 美国

在其意志难以通过正当程序实现的时候， 往往会施展其强权采取单方面行动。
（三） 文化塑造： 意识形态武器的艺术呈现和价值建构

美国通过文化产品潜移默化地培养人们对美国文化的好感， 认同美国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观念。
其一， 通过把控文化产品的创作赋予其意识形态内涵。 以好莱坞电影为例， 一方面， 好莱坞

电影建构美国价值观的积极形象。 如 《阿甘正传》 《肖申克的救赎》 等强调对美国价值观的坚守

从而得到救赎并实现 “美国梦” 的过程， 《独立日》 《环太平洋》 等将美国的全球干预包装为一

种善意的力量。 另一方面， 好莱坞电影建构他国的刻板负面形象。 如 “傅满洲” 系列电影中丑

陋阴鸷的华人阴谋家形象， 以及电影 《尚气》 中充满刻板印象的装扮和世界观等， 均是 “黄祸

论” 的艺术体现。 实际上， 美国的文化产品都是资本有意建构的产物， 文化产品的生产受到资

本的严格管制， “实权派人物和各种组织机构刁难打击影片和制作人的案例比比皆是” “任何背

离既定思想意识路线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打击和迫害”②。
其二， 通过非政府组织制造一系列貌似中立实则充满价值偏见的言论。 比如， 长期以来美国

资助的致力于传播美国文化的 “和平队” 以及 “基督教青年联合会” 等， 积极在中国开展宗教

宣讲、 文化传播相关活动， 并在大学校园、 购物广场、 体育场等青少年活跃的地方进行活动， 尤

其是借助圣诞节、 感恩节、 万圣节等活动吸引青少年， 培养人们过 “洋节” 的习惯。 再如， 具

有官方背景的 “民主基金会”， 以非官方研究组织的身份将中国展现出的影响力称为 “威权软实

力”， 并创造出 “锐实力” 概念抹黑中国的发展成果， 对中国的 “人权状况”、 中国对外文化传

播活动等横加指责③。 这种资助非政府组织开展意识形态渗透与同化的行为， 使其反华理论看似

出自 “第三方”， 实则依然是美西方垄断资本的喉舌。 浸润资产阶级价值观的 “女权主义” “动
物保护主义” 等也均是由此产生并传播。

（四） 话语操控： 意识形态武器的战略支援

话语能够影响受众的认知和价值判断， 在理念和行动上占得先机。 美国及其盟友借助强大的

·１０１·

①
②
③

〔日〕 松田武： 《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 金琮轩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３ 页。
〔英〕 马修·阿尔福特： 《好莱坞的强权文化》， 杨献军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１９ 页。
参见孙海泳： 《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角色、 作用与前景》， 《国际展望》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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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优势， 塑造出有利于美西方的舆论方向。
其一， 对国际热点议题进行即时的舆论造势。 比如， 美国主流媒体在对俄乌冲突的报道中，

闭口不提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国家安全造成的现实威胁， 将冲突的起因完全归咎于俄罗斯， 妄图胁

迫中国 “站队” 西方。 再如， ２０２３ 年年初的 “流浪气球事件”， 美方不但击落因不可抗力因素

误入美国领空的中国民用气球， 两党政治人物、 新闻媒体还试图以此炒作， 试图掀起新一轮

“中国威胁论”。 此外， 美国政客为 “美国民主峰会” 造势，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进行阴阳怪气

的评论等行为均属此类。
其二， 以 “双标” 的方式设置有利于美国的议题。 美国对不利于本方阵营的新闻事件进行

隐匿和删除， 将与目标对象相关的新闻事件进行负面解读。 如在 ２０２１ 年年初美国的 “国会山骚

乱” 事件， 主流媒体都以谴责的态度将其称为 “暴乱” “耻辱”， 用 “恶棍” 等词形容冲击国会

的人员。 但他们却将香港的暴力示威者称为 “民主英雄”， 将暴乱称为 “美丽的风景线”， 其

“双标” 特征一览无遗。 美国通过话语控制对事件进行焦点转移， 掩盖或淡化西方内部的矛盾冲

突， 丑化和攻击美国的竞争对手。

四、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武器的应对策略

美国对华战略围堵可能成为今后较长时间内的一种发展态势。 为应对美国对华的意识形态武

器， 需要结合其特点制定应对策略。
（一） 揭穿美国的道义伪装， 积极抢占道义制高点

美国将其特殊利益伪装成全人类利益以抢占 “道义制高点”， 其 “软肋” 即在于道义的虚伪

性， 揭穿其道义伪装就会从根本上瓦解美国的意识形态攻讦。 通过揭露 “普世价值” 具有特殊

性而非基于普遍利益去揭示其虚假性； 通过展现美国意识形态的目标是服务于少数人而非绝大多

数人来否定其道义性； 通过揭露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其受惠者是少数西方国家而非第三世界

国家的现实来批判其狭隘性， 美国意识形态武器的合法性可由此被消解。
当前， 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超越美西方 “普世价值” 的现实之举。 一方面， 全人

类共同价值超越了美西方 “普世价值” 的虚伪性， 从全人类共同利益而非西方资本 “普世” 利

益的视角去看待问题、 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 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美西方 “普世价值” 的狭

隘性， 不是将 “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 等价值观据为己有并任意解读。 在全

人类共同价值的对比下， 美西方对华开展意识形态攻讦的本质就会明晰： 其不过是美国等西方国

家维护其霸权， 打压新事物的手段而已。
（二） 构建合理的竞合关系， 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经贸规则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围堵已经深入经济领域， 构建合理的竞合关系是应对美国利用经济武器施

压的基础。 我们要放弃幻想、 自力更生， 加大对未来产业关键技术的研发， 构建成体系的产业

链， 从根本上突破美国对华遏制的关键筹码。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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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贸易规则， 从根本上超越、 替代旧的、 不合理的经

济规则。 我们要团结世界上最广泛的第三世界国家， 以及受到美国经济霸权欺凌的国家， 合作构

建公平合理的贸易规则， 构建新型的多边贸易关系， 以团结和凝聚最广泛的力量， 制衡、 超越美

国的经济霸权。 同时， 我们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 “共建共享” “合作共赢” “交
流互鉴” “绿色低碳” 等原则推动形成国际经贸新规则， 以多方力量推动国际规则向更公平合理

的方向发展。
（三） 彰显中国的制度优势， 形成意识形态攻讦的 “免疫力”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武器攻势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营造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负面想象。 当前中

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从新冠疫情积极防控、 脱贫攻坚摆脱绝对贫困， 到中国持续性的经济高速

增长等， 与美国在新冠疫情防治、 社会治理、 贫富差距等方面令人震惊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 我们应加大对比宣传， 二者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同时， 中国需要对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攻讦的

常见 “套路” 分门别类， 形成对意识形态攻讦的 “免疫力”。 要全面拆解美西方的各类意识形态

“武器”， 对其 “不可告人” 的目的进行系统、 全面的分析， 使我国人民能够在认识其意识形态

攻讦的模式上司空见惯、 习以为常， 辨认出美国意识形态中的错误思想和政治野心， 对其常见套

路形成免疫力。 此外， 要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帮助人民群众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 方

法去看透、 看清美西方的意识形态实质， 加强人民群众对敌意识形态的反渗透能力。
（四） 建设好中国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 加强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

美国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可归结为一种话语攻势， 美西方话语借助文化内核或文化产品赞扬资

本主义意识形态， 否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我们需要建设好中国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 超越美西

方文化攻势的价值偏激。 中国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应由中国发展的现实成就所决定， 它既具有超

越美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的 “新” 属性， 也具有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 “有效” 属性， 还具有与

邻为善主张共同发展的 “和平” 属性。 “新” “有效” “和平” 应成为建设中国国际话语传播体

系的重要关键词， 也是讲好中国故事， 传递好中国声音的重要选题。
加强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 是超越美西方文化偏激的利器。 一方面， 以开放的态度构建好中

国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 不搞西方 “普世价值” 以意识形态规定文化标准， 甚至划分善恶那一

套， 要搁置偏见寻求共识。 同时， 积极挖掘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进行推广， “民族的就是世界

的”， 增进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另一方面， 要尤其注重中国话语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 积极凸

显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优秀成果， 积极掌握第一手信息传

播渠道， 并在世界范围内破除美国对中国建构的刻板印象， 从而塑造出真实的、 良好的中国

形象。

（李帅系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宝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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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ｅｓ， ｂｙ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ｔｏ ｉｒ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ａｂｌｅ 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ａｌｌ ｆｒｏｎｔ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ｍｏｒ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ｌｌｙ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ｅｎ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ｊｕｓｔｉｆｙ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ｏ ａ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ｂｙ ｅｘｐｏｓｉｎｇ ｉｔｓ ｈｙｐｏｃｒｉｓ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ｉｈｉｌｉｓｍ Ｚｕｏ Ｌｕｐｉｎｇ （１０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ｏｇｉｃ'ｓ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ｉｈｉ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ｙ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 ｅ. ， ｍｉｓｃｈｉｅｖｏｕｓｌｙ ｐａｒｏｄｙ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ｈｅｒｏ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ｓｓ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ｏｃｔｉｎｇ ｆａｌ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ｎｄ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ｔｓ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ａｒｍ，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ｊｅｏｐａｒｄｉｚｅ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ｎｉｈ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ｏｆｔｙ ｖａｌｕｅ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ｍｕｓｔ ｂ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ｃｔｉｆ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ｕｒｂ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ｈｅｒｏ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ｓｈａｐ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ｏｆｔｙ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 •

Ｎｅｗ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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