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评论 ,, 年第 期

良好⋯的⋯⋯蒸⋯际 ⋯鹜⋯关翻⋯是幸
李井份井耳仁涪公资雄井斗拜井燕李斗幸资价李价价井
叮 牛公公公李班扮称幸诊斗扮价称价扮级拜公价公

赢得世⋯界报场⋯的桥梁攀

曾德国

对外开放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

实现四化
、

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基本方针
,

其 目的 一是把外国

的先进东西引进国内 二是把中国的先进东西打入

世界 三是让世界竞争帮助中国淘汰落后的旧东西

四是使社会主义 中国帮助世界淘汰落后的旧东西

五是使 中国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
,

与世界经济

融和发展和同步发展
。

没有对外开放就根本不可能

实现上述 目的 而对外开放也只是为实现这些 目的

指明方向和创造一定条件
。

如同过河
,

对外开放也只

是允许你可以过河
,

怎样过河 还必须建桥或造船
。

对外开放要获得成功
,

必须具有类似桥或船一类的

东西
。

建立对外公共关系网就是对外开放所必需要

的桥或船
。

何谓公共关系 它就是一个社会组织同它拥有

的公众之间建立起相互理解
、

相互交往
、

相互支持与

相互合作的联系
。

公共关系网是指这种联系的多样

性
、

综合性和广泛性的概念
。

对外公共关系网是一个

国家或一个地区
、

一个部门
、

一个社会团体
、

一个企

业同它 国外广大公众通过各种传播媒介
,

在贸易
、

资金融通
、

物资交流
、

科技文化和劳力与劳务交流等

方面
,

建立国际间的相互支持与合作的关系
。

这样的

对外公共关系 网对任何一个追求发展的国家和经济

组织来说
,

都是绝对必要的
,

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它的

企业来说
,

无论从理论上或是从实践上都充分证明

是非有不可的
。

下面从几个方面论证为什么要建立

对外公共关系网
。

一
、

建立和发展对外公共关系网是社会

主义胜利的前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一书中说过
“

共产

主义 ⋯⋯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

交 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 。 ①马克 思 在这里说 的

“

交往 ”包含相互交流和相互往来的意思
,

也即一个

国家同别的国家在世界竞争中进行商品交换
、

资金

交流
、

科学技术文化交流
,

为共同的或相关的事务进

行人员相互往来
,

交换对某些 问题的看法
,

通过谈

判
、

协商
、

调解等方式解决某些问题等等 马克思的
“

交往 ”同今天我们的
“

公共关系 ”概念是一致的或相

近的
。

他的
“

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 ”就是我们所说的
“

国际公共关系网 ” ,

因为当世界各国之 间的交往十

分频繁时
,

交往关系必然普遍 建立
,

纵横交错
,

有如

蛛网
,

这就必然形成
“
国际公共关系网 ” ,

马克思在这

里不仅萌芽了公共关系和 国际公共关系网的概念
,

而且阐明了公共关系的重要社会意义的基本理论

第一
,

他认为
“

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 ”
与

“
生产力的普

遍发展 ”
具有同等重要的社会意义

,

就是说
,

建立和

发展世界范围的公共关系网与生产力在全世界的普

遍发展
,

同样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第二
,

他

认为
“

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 ”和
“

生产力的普遍发展 ”

一起同是共产主义胜利的前提
,

马克思把国际公共

关系活动作为战胜资本主义
,

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的条件之一
。



马克思关于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的理论
,

对我

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具有头等重要的指导意

义
,

是我国
“

对 内搞活
,

对外开放 ” ,

进行全面的社会

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

也是批判闭关 自守

的封建保守主义思想的锐利武器
。

我们从马克思的

社会变革的基本理论中应该认识到
,

只搞生产关系

的变革
,

而忽视生产力的高度和普遍发展
,

要建成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只是空想 现在还应当进一步认

识到
,

关起 门来发展生产力
,

而忽视国际交往的作

用
,

忽视建立 良好的国际环境
,

同样
,

会使建成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空想
。

搞社会主义不能用种种

方式束缚生产力发展
,

同样也不能用种种借 口 阻碍

国际交往的发展
,

不能在一个极其不利的国际环境

中发展
。

生产力的发展同人们的社会交往是同时产

生
,

一直是相互促进
、

相互制约
,

不可分割地联系在

一起的
,

社会交往是生产力产生和发展的条件
,

生产

力的发展又促进社会交往
。

生产力越是高度发达
,

要

求交往的范围越广
,

交往的内容越丰富
,

交往的形式

更多样
,

反过来交往越是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

就越是

促进生产力向更高更广发展
。

从社会主义实践经验

来看
,

为什么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 包括较发达的和

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都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

国家
,

原因当然很多
,

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都忽视世界交往的作用
,

没有充分吸取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和经营管理的理

论与成功经验去发展本国 生产力 而近几年我国经

济发展获得举世瞩 目的成功
,

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
“
实行对内搞活

,

对外开放 ”的政策
,

这个政策的核心

就是发展国内交往和国际交往去为生产力的发展创

造各种条件
,

促进生产力更快地发展
。

近几年我国同

世界各国的交往多起来了
,

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科学

技术和外国资本
,

改造我国的落后技术条件
,

建立先

进水平的现代化企业 同时扩大向国外出 口商品
,

技

术
、

劳务和输出资金
,

参加世界竞争
,

使我国的生产

力冲出国门
,

走 向世界
,

同世界生产力相融合发展
。

所有这些理论与实践都表明
,

发展世界交往建立国

际公共关系网
,

对建设现代化的富裕的社会主义社

会是非常必要的
,

绝对不可忽视的
。

国际交往只能越

来越广泛探入地发展
,

对外开放的门只能越开越大
,

而绝不是向相反的方向倒退
。

二
、

世界的相互依赖性与国际分工需要

建立世界范围的交往关系

今天的世界 已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

各国
、

各地区和各个经济集团之 间都是互相依存
、

互相制

约
、

互相交往和互相促进的
。

一个国家不论是多么发

达
,

也不能百分之百地满足 自己需要的一切
,

必须同

其它国家进行多种交往才能补充 自己 的不足
。

美
、

日
、

德
、

英
、

法
、

意
、

加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它们生产

的商品不仅要在这些发达国家之间交流
,

还必须到

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寻找销售市场 发达国家一般

都缺乏许多重要原材料和能源
,

必须主要从发展中

国家进 口
。

据计算
,

美国的战略物资对外国的依赖程

度分别是 锑
、

锰
、

锡
、

钨
、

工业

钻石 。
、

天然橡胶
、

钻
、

铝土
、

铬
、

铂
、

铁砂
、

石油和天然气
,

另有

种重要工业原料的 以上依赖从发展中国家进

口
。

西欧共同体的工业原料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性

比美国还大
,

它们的石油的
、

矿物原料的
、

铬
、

锰
、

钻
、

铂
、

妮
、

黄金
、

担等的
,

锑
、

钨
、

钒的

主要依赖从发展中国家进 口 ,

德国和法国的石

油的 以上来 自发展中国家
。

日本更是资源极为

贫乏的国家
,

的石油
、

天然气和多种矿场原料都

依赖从发展中国家进 口
。

可以断定
,

发达国家不与发

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进行交往和交流
,

不建立和发展

国际公共关系网
,

它们的不足是无法解决的
,

因而也

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

过去它们依靠剥削与掠夺性的

交往关系使 自己富裕起来
,

今天和将来它们仍需要

保持不平等的交往关系并利用国际公共关系网巧妙

地进行剥削和掠夺才能继续富裕下去
。 ⑧

广大发展中国家今天的经济特点是 经济技术

落后
、

人 口 多
、

普遍贫穷
。

它们对发达国家同样也有

很大的依赖性
,

它们需要发达国家提供无偿资金援

助和低息贷款 需要帮助它 们发展工业
, 、

农业及各

行各业 需要为它们的工矿原材料和工农业产品提

供市场等等
。

这些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交流和交

往只能解决一部分
,

大部分必须同发达国家交流和

交往才能解决
。

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身的缺陷

需要同发达国家及其它国家建立国际性公共关系网

才能弥补它们的不足
。

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不能满足 自己的一切需要
,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既需要相互交流以补充其不足
,

又需要学习和吸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

术知识和经济管理科学知识 需要引进先进设备以

改造更新 自己的旧设备 需要引进外资以补充本国

资金之不足 需要同所有国家发展贸易 既需要广大

发展中国家的多方面的支持
,

也应当给发展中国家

以广泛多样支持 还需要同许多国家协商
、

调解各种

国际问题和双边问题等等
,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适应

国际环境变化
,

参加世界上的各种公共关系活动
,

进

行广泛的交往
,

才能使 自己同整个世界共同发展
。

整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相互依赖
、

相互制约
、

相

互促进
、

相互补充的不可分割的社会整体
,

每个国家

和地区只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部分
。

全世界形成一

个统一的国际分工
,

每个国家和地区只承担一部分

经济任务
。

每个国家和地区必须为全世界提供 自己

的物资和服务
,

同时又享受全世界其它部分提供的

物资和服务
,

这种国际分工的形成和实现
,

并不是通

过某种主宰世界的机构实行统一的计划进行的
,

而

是在国际市场和国际交往中通过偶然性的相遇实现

的
。

谁的国际公共关系活动开展得好
、

形成国际公共

关系网
,

国际公关活动既能持续地又能广泛地开展
,

国际公关活动连续不断地覆盖全世界
,

就可以把每

一个偶然的机会网罗进来
,

实现理想的国际分工与

合作
。

不开展国际公关活动就是 自己放弃参加国际

分工与合作的权利
。

中国是一个有近 亿人 口
、

国土面积占世界第

三位的大国
,

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

既具有社会

主义国家的优点
,

又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
。

中国的

人多
、

贫穷
、

落后需要全世界的帮助才能彻底解决

世界的重大经济
、

政治和社会间题没有中国的参加

与合作也解决不了
。

中国需要世界
,

世界少不了中

国
。

闭关 自守
,

不与世界交往
,

是一条倒退落后的绝

路 只 向世界开放而不在全世界广泛深入开展国际

公共关系活动
,

就不能实现 自己应当享有的国际分

工与合作的权利
。

三
、

建立和发展世界供销网是发展对外

贸易的必要条件

商品经济发展 的条件之一是 国 内外市场 的需

要
,

商品经济越发达
,

对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也越大
,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单纯依靠国内市场而发展

成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
,

所有发达的和 中等发

达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

都借助于对外贸易而迅速

发展起来
,

它们的政府部门和企业都善于在国际间

作生意
,

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均有许多顾客
,

用户
、

代

销机构
、

代理商人
,

为它们推销商品
、

资本
、

劳务或供

应各种原材料
、

资本和劳务
,

同时还有专门从事市场

信息传播与反馈的一套人马
,

这样就组成两大网一

销售网与供应网
,

使它们的对外贸易不断兴旺发达
,

发达的和 比较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部门

与企业同遍布全世界的顾客
、

用户
、

代理商
、

信息传

播者建立起相互理解
、

相互支持与合作的国际公共

关系
,

保证它们的对外贸易能不断扩大与发展
。

它们

都非常重视建立国际公共关系 不惜代价花费巨资

维持国际公共关系的正常活动
。

美国的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儿乎遍布全球各地
,

同当地政府部门
、

企业和顾客用户都建立起密切的

公共关系
,

美国各州和大中
、

小城市在世界上开展经

济外交活动
,

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
。

据美国政府统

计
,

美国已有 多个城市同外国城市建立 多

对姊妹城关系
,

多个城市在国外派出贸易代表
,

从事吸引投资
、

开发市场
、

推销商品的工作
,

每年用

于推销的费用达 万美元
。

一些大城市专门设立

处理国际经济事务的机构来协调同世界各地的经济

贸易和旅游关系
,

它们在国际交往中始终把经济利

益放在第一位
。

旧金山的女市长访遍各国
,

为该市的

公司寻求投资场所
,

年春季在上海谈成一笔

亿美元的合资企业生意
。

美国的城市通过同外国城

市建立姐妹城关 系
,

已 在 国外投资达 多亿美

元
。

美国有许多闻名世界的公共关系公司
,

如博雅公

司
、

西部国际媒体公司
、

公共关系公司
、

柏底拉和

史匹尔公司等
,

专门替联邦政府
、

州
、

市和地方政府

及各大
、

中
、

小公司在全世界进行公共关系活动服

务
,

帮助他们寻找顾客和雇主
,

调查市场
,

传播市场

信息
,

年营业额多的达 亿美元
,

少的也在 万

美元以上
,

波特威集团公司专门提供美国公司进入

外国市场和外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的服务
。

尼尔生

公司在世界 个国家提供市场研究和试销与商品

销售服务
。

柏逊一
一 马斯特勒公司和美国科技公司

分别专门为中国提供全套公共关系服务和产品销售

服务
。 ③



日本政府和它们的企业在国际上开展公共关系

活动不 比美国人差
,

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人
。

为

了在美国内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
,

日本人在美国大

力开展公共关系活动
,

大量聘请美国退休高官当 日

本的商品的推销员
,

威廉
·

科尔比曾是 一 年

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人
,

被聘请到一家 日本驻美国

的商行工作
,

里查德
·

艾伦在 一 年是卡特总

统的特别助理
,

现在被 日本企业聘请为顾间
,

前共和

党参议员爱德华
·

布鲁克也领取 日本工资为 日本商

人服务
。

据统计
,

大约有 多名美国人在美国帮

助 日本搞推销工作
。

美国司法部统计
,

年已注

册的外国代理人的花费为 。万美元
,

年为

万美元
。

日本在美国设有 个领事馆
,

个 日

本贸易中心
,

个 日本社团
,

个非盈利机构和数

百家私人公司
,

很协调一致地在美国开展公共关系

活动
,

以便赢得美国人的人心和好感
,

日本人善于在

美 国送礼
,

收买拉拢重要的美 国人做各种宣传
、

调

解
、

妥协和友善活动
,

大大提高了 日本企业在美国的

知名度和声誉度
,

不仅为 日本在美国投资和推销商

品建立 比较稳定的关系 网
,

而且使 日本人有效地获

得美国的自动控制数据处理和多种高技术
,

迅速利

用美国的先进科技知识发展本国的经济
。 ④

欧洲共同体国家相互之间都有顾客网
,

在世界

上也有他们的公共关系网
。

如荷兰政府和 民间共同

在国外建立推销网
。

政府部门在国外到处建立官方

贸易关系
,

半官方的
“

贸促会 ” 、

商会和各大公司组成

的工业联合会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办事 处
,

及时

为国内提供市场信息和资助
,

为本国政府部门和公

司在 国外开展贸易创造条件
,

政府领导人常常亲 自

出国访问为公司在国外寻找市场
。

由于政府重视建

立国外的公共关系网
,

使得荷兰这样的一个资源贫

乏
、

人 口 仅 万的小国
,

年进出 口 贸易总额

高达 。亿美元
,

商业竞争力居世界第 位
,

欧洲

共同体第 位
。

共同体其它国家都善于在全世界建

立供销网
,

普遍开展国际公共关系活动
,

使它们能依

靠本国人的智慧和先进技术
,

利用全世界的各种资

源发展本国的经济
,

成为富裕的发达国家
。

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善于在世界上发展国

际公共关系
,

建立供销网
,

以扩大外贸出 口 ,

印度很

会在美国和前苏联两个集团国家间玩弄平衡经济外

交
,

乞取援助
,

过去每年要从这些国家获得数以亿计

的美元 或卢布 的援助
,

同时获得出 口 本国商品和

劳务的优惠待遇
。

台湾也同美国经济建立各种密切

联系
,

如台湾同美国的俄亥俄州
,

内华达州等 个

州建立姊妹省州关系
,

不仅使台湾的商品能在美国

广泛畅销
,

而且能优先获得奖金和先进技术
。 ⑥香港

在全世界设有销售网
,

仅在我国内地就有一大批人

遍布各省市城乡
,

搜集市场信息
、

洽谈生意
,

建立各

种合作关系等等
。

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都是非常发达

或比较发达的
,

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借助 国际公共

关系
,

建立广泛的供销 网
,

确保对外贸易的稳定发

展
。

我国近几年外贸发展比较快的原因之一
,

也是在

全世界开始并 已经找到 了一些贸易伙伴
,

逐步建立

了某些国际公共关系
。

但由于在世界各地还没有找

到同我们这样的大国地位相称的众多的贸易伙伴
,

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对外贸易的供销网
,

使我国的大

量商品打不进国际市场
,

没有众多可靠的买主
,

只是

依靠官方对官方的贸易协定出口商品
。

年我国

进出 口 总额已达 亿美元
,

比 年增长

倍
,

已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

但在世界贸易总额中仅

占
,

居世界第 位
,

与我国 的大国地位很不

相称
,

比同年美国进出 口 贸易总额 亿美元
,

日本 亿美元相差很远
。

形成这种差距的根本

原因当然是中国的科技和工业发达程度远远低于美

国和 日本
,

但美国和 日本有覆盖全球的供销网
,

而我

们中国没有覆盖全球的供销网
,

是其 中相 当重要的

原因 ⑥ 。

扩大对外贸易要做的工作很多
,

当然首先要运

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进生产
,

提高产品质量
,

多创世

界水平的新产品
,

使我国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

很强的竟争力
。

但学习外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先

进经验
,

实行官方同民间通力合作
,

共同在全世界建

立和发展国际公共关系寻找一切可以找到的贸易伙

伴
,

建立遍布全球的销售网和供应网
,

不断开拓贸易

新天地
,

是使我 国摆脱外贸落后局面的另一个战略

任务
,

也是进一步扩大外贸的必要条件之一
。

四
、

建立对外媒介网是沟通和发展对外

经济关系的桥梁

在世界贸易市场上竞争如同打仗
,

能否打胜
,

一



靠实力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优质商品
,

二靠与在

世界市场的公众 顾客
、

用户 有 良好的关系网 三靠

在世界市场上的广泛而有效的舆论宣传 良好的媒

介传播
。

这三条是缺一不可的
,

各有各的重要性
,

第

一条 国际水平的优质商品 是扩大外贸的基础
,

我

国外贸部门和企业界 已有认识和深刻体会 近几年

正在努力创造越来越多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优质

商品
。

对第二条
,

即与世界上的公众建立 良好的经济

贸易关系网的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 对第三条舆论

宣传的认识也不够
。

其实这后两条是发展对外贸易

的两个基本手段
,

有如左右手一样重要
,

前面讲了在

国际上与广大公众建立 良好经济贸易关系的重要

性
,

这里着重讲在国际上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性
,

只

有通过舆论宣传
,

一个国家或企业的先进商品或优

质服务才为广大公众了解和理解
,

才产生购买这些

商品或服务的欲望
,

不进行舆论宣传
,

就无法沟通这

些商品或服务与广大公众之间的了解和理解
,

因而

不可能产生购买它们的欲望
,

更谈不上购买了
。

不进

行舆论宣传
,

原有的公众会被竞争对手吸引过去
,

更

无力吸引新的公众
。

所以舆论宣传既是沟通商品与

公众之间的联系的桥梁
,

又是寻找公众的望远镜和

显微镜
。

正因为在世界贸易中舆论宣传如此重要
,

因

而各发达国家及中等工业化国家都不惜一切代价
,

动用全部媒介系统
,

在全世界大力宣传本国的商品
、

技术
、

劳务
、

文化
、

艺术
、

旅游等有形商品和无形商

品
,

大作广告
,

大搞国际公共关系活动
,

达到沟通与

世界广大公众的联系
,

求得世界公众的理解
、

支持与

合作
,

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

美国动用最强大的现代化的大众媒介系统在全

世界进行宣传
。

美国的通讯社每天在几分钟之 内就

能通过通讯卫星或电缆电视把美国的经济信息情报

资料传送到 巴黎
、

伦敦
、

苏黎世
、

海牙和香港
,

美国的

《国际先驱论增报 》每天上午就可以到达上述地方的

读者手里
,

美 国的两大通讯社 —美联社和合众国

际社每天广播 万个单词
,

美联社在国 内外有

个分社
,

向国内 。家报纸和 家电台提

供信息
,

国外 多个 国家的众多用户订购它 的信

息和新闻图片 合众 国 际社每天 向 家报纸和

。。家电台和 电视台提供信息与录象
,

每天用

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
,

为了替美国政府和 国 内各大

中小公司做广告宣传和唤起世界各地的公众对美国

商品和资本的兴趣
,

制造大量录象带免费供欧洲 电

视台使用
。

年 月 日
,

美国新闻署竟然动用

最现代化的媒介传播系统向海外公众进行全球性推

销宣传
,

用通讯卫星 向 个欧洲 国家播放 广告节

目
,

邀请这些国家的用户
、

顾客去洛杉矶参加博览

会
,

引起欧洲公众的很大兴趣
,

有 万人收看它的

节 目
,

这是美国首次利用公共关系的最新媒介技术

来出售美国的新技术与新产品
。

经济信息在全球的

传播是不受国界限制的
,

谁的信息传播系统强大
,

谁

就能在世界上控制经济界的舆论
。

美国在这方面有

很大优势
,

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无孔不入地宣传
、

传播

经济信息
,

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操纵世界经济舆论
。

她可向 多亿人 口 宣传美国的先进技术和商品
,

攻

击别国的技术和商品的弱点
,

甚至操纵舆论故意贬

低
、

排斥
、

打击世界竞争对手
,

大众媒介系统弱的国

家不能与之抗衡
,

在舆论上败于美国
,

它们的顾客和

用户就会不断丧失而进入美国人的怀抱
。

大众媒介

系统很弱的国家往往屈服于美国及其它发达国家的

压力
,

不得不花费巨资租借别国的大众媒介为 自己

的商品
、

劳务和技术作舆论宣传
。

美国非常重视大众

媒介系统和各种信息传播设施的建设
,

每年投资数

十亿美元以保持信息传播系统的世界领先地位
,

就

是企图用控制全球的经济舆论来保持美国经济在世

界的垄断地位
。

我国的信息传播系统在解放后 已有很大发展
,

报刊杂志
、

邮 电
、

电话 电报
、

有线和 无线广播
、

电视
、

卫星通讯等等 已形成完整系统
,

信息传播的速度和

效率 已大大提高
,

对沟通国内外的信息起重要作用
,

但与发达国家 比较仍较落后
,

远远不能满足 国家经

济发展的需要
,

阻碍
“

对内搞活
,

对外开放 ”

政策的进

一步贯彻
,

特别是同国际上广泛深入具体地和高速

地传播沟通经济信息比较更加显得落后
,

因而产生

许多严重间题和造成大量不利影响

国内经济信息还没有很好地传播到世界各

国各地的广大公众中去
。

中国有许多独有的传统技

术劳务和产品
,

有现代先进的产品
、

技术和劳务并不

为外国人了解
,

我们经济上的一些缺点也并不为外

国人正确认识
。

我们向世界宣传不够
,

外国人就难以

掌握中国的经济信息
。

这对取得世界广大公众对中

国的理解
、

支持与合作是一个大障碍
。

因为外国公众

不了解中国的产品
,

技术和劳务
,

他们就不肯购买 ,



外国的公司不全面了解中国经济情况 有利和 不利

情况
,

他们无法估计是否有利可图
,

就下不了决心

向中国投资
,

所以要取得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
,

支持

与合作
,

就必须把向国外发出信息的门开大一些
,

把

中国的经济信息全面具体地向世界传播出去
。

外国对 中国特别有用的详细具体的经济信

息不能很好地传播到国内来
,

我国的通讯社
、

记者和

报刊杂志 比较注重把国外的宏观信息传播到 国 内

来
,

忽视跟踪外国的微观信息
。

特别是已经向我国发

生经济联系
,

或者表示愿意或有可能同我 国发生经

济联系的外国公司的具体经济情报
,

我国经济部门

和公司
、

企业最需要的经济情报
,

都往往找不到
,

在

同外商接洽
、

谈判时心中无数
,

想鉴订协议
,

又怕受

骗上当
,

不鉴订协议
,

又担心丢掉一笔生意
,

举棋不

定
,

使外国人难以忍耐
,

或是如同对牛弹琴
,

不见反

应
,

这种情况往往使我们错过 良机
,

损坏我们的形

象
,

有时由于不了解国外具体情况而错误作出决定
,

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

所以及时准确把外国具体经

济信息传播到国内来
,

是国内制订决策所必需的
。

利用传播媒介充当我 国 同世界公众之 间的

调解角色非常不够
。

解放以来
,

我国对国外的舆论宣

传有很大的片面性
,

长期以来只宣传好的
,

不讲缺

点
,

使外国人不相信中国的舆论宣传
,

在世界上没有

树立起 良好的形象
。 “

文化革命
”

结束以后
,

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把国家的真实情况 向国外

宣传
,

使外国人 了解 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

既讲成

绩
,

又讲缺点
,

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全面认

识
。

但有一个时期
,

对中国的缺点落后的东西讲得过

多
,

对西方国家的成绩讲过 了头
,

似乎 中国漆黑一

团
,

什么都不如西方国家
,

使中国的青少年对中国产

生了误解
,

对西方国家也产生误解
,

使外国人也觉得

中国什么都落后
,

没有什么先进的东西
,

看不起 中国

出 口 的商品
、

技术和劳务
,

不愿购买
,

不愿同中国人

合作 或在合作中贬低中国方面的价值和作用
。

我们

的舆论传播和宣传系统没有很好地担当起我国同世

界广大公众之间沟通信息
,

调解矛盾
,

消除误解
,

促

进相互理解的作用
,

这 种缺点必须改变
,

从而使我

国的传播媒介在我国同外国开展国际公共关系活动

中起到 良好的作用
。

我国在国际上的奥论宣传力量较弱
,

我国没

有美国及其它发达国家那样强大的世界媒介传播系

统和舆论宣传队伍
,

不能在国际舆论宣传上占有较

大的位置
,

更不能控制世界舆论
。

这对传播我国的经

济信息提高我国各方面在世界上的知名度
、

声誉度

和 良好形象是很不利的
。

我们的经济干部和企业家

大多不懂外国语言
,

我国外文报刊杂志也不多
,

在世

界上的影响也不大
,

我们的电台
、

电视
、

卫星通讯对

地球的复盖面不大
,

难以影响全球的舆论宣传
。

这种

不足是我国 目前的国力还难以克服的
,

必须借助国

际媒介力量和外国媒介力量
,

帮助中国在世界上和

外国国内进行舆论宣传
。

这就必须付出代价
,

花一些

钱
,

租借外国的舆论工具
,

雇用外国人帮助我们造舆

论
。

要借用国际媒介力量
,

必须使我国的媒介网同国

际媒介网和外国媒介网建立良好的相互支持与合作

的关系
,

相互进行对双方有益的舆论宣传
,

消除国际

交往的障碍
,

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传播的环境
,

对我

国建立向世界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十分必要

的
。

总之
,

建立国际公共关系网是为社会主义胜利

创造条件的需要
,

是解决世界的相互信赖性的矛盾

的需要
,

也是发展国际贸易和沟通国际信息的需要
,

一句话
,

就是为了 自己的国家和企业获得立足世界

的 良好的国际环境
,

这种 良好的国际环境是国家和

它的企业借以吸取世界的丰富营养
,

促使其生根
、

成

长
、

开花
、

结果的肥沃土壤
。

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

唯有获得这种 良好的国际环境和肥沃土壤才能在世

界上立于不败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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