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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中的中国警察形象传播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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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跨国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本研究基于国际警务执法

合作视角，系统梳理中国在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中的实践，分析中国警察形象传播目前面临的挑战，包括法律制度和执法

理念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媒体传播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国际传播策略的系统性不足等。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强化国

际执法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多层次传播体系等提升中国警察国际形象的可行性路径，以期为其国际传播提供理

论支持与实践指导，助力构建专业、规范、可信的国际警务形象，推动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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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ed globalization and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ransnational crime 

issu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in policing has become in-

creasingly prominen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co-

operation,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China's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analyzing the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ed by Chinese police image dissemination, including coop-

eration restrictions caused by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and law enforcement 

standards,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bias, and the lack of systematic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proposes feasible paths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Chinese police, such as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improving interna-

tional discourse power, and building a multi-level communic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

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t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elp build a professional, 

standardized, and trustworthy international policing image, and promote China's active role in the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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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国际安全环境呈现出威胁多样化、犯罪跨国化的发展趋势，非传统安全问题持续加剧，促使各国执法机关加快合作步伐。通

过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法律互助等方式，各国正共同构建协作高效的国际执法网络，以维护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与安全。

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大对外执法合作力度，积极参与包括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在内的多边机制，并与多国建立

了稳定的警务协作关系。在参与全球性执法行动的过程中，中国警察以高效、规范的执法能力逐渐赢得国际认可，也为国家形象塑造提

供了良好契机。然而，在跨文化传播环境下，中国警察形象的国际传播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包括法律标准差异、传播机制不足以及舆

论理解偏差等问题，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警察形象的全面展示。

基于此，本文拟从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实践出发，梳理中国警察参与国际合作的主要路径，分析形象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优

化建议，以期为提升中国警察国际形象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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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参与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主要路径与成效

全球安全治理需求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中国通过构建多边与

双边并重的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体系，积极参与打击跨国犯罪、网

络安全等领域的协作行动，展现了高度的专业化和责任感。

在多边合作方面，中国与国际刑警组织保持密切合作，广泛

参与全球通缉、信息共享与联合侦查行动，通过“红色通缉令”

机制协助抓捕多名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 [1]。同时，中国积极参与联

合国框架下的维和警务与国际犯罪治理，累计派出数千名维和警

察，参与社区治安、执法培训和反恐排爆等任务，提升了全球安

全治理参与度 [2]。在区域合作层面，中国推动建立了澜湄执法安全

合作机制，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与成员国深化反恐、禁毒、

打击跨国犯罪等多项执法合作，通过联合巡逻、情报共享与联合

演练等方式，有效提升了区域协同打击犯罪的能力。

在双边合作方面，中国与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

了常态化的警务联络机制，重点应对非法移民、人口贩运等问

题。其中，中老缅泰四国联合开展的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

成为跨国警务合作的典范 [3]。此外，随着海外利益拓展，中国不断

加强对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安全保障，通过派驻警务联络官、

建设风险预警机制、参与应急撤离行动，提升海外安全服务能

力，增强国际执法合作的实效性和影响力。

二、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视角下中国警察形象的多维
展现

在持续拓展国际警务合作的过程中，中国警察逐步在国际社

会中树立起专业、规范、可信的形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其一，反应高效、执行有力的执法形象。中国警察具备集中

指挥、快速响应的体系优势，在国际联合行动和维和任务中展现

出高水平的组织调度与执行能力，广受合作方认可 [4]。其二，规范

执法、依法履职的法治形象。在国际执法合作中，中国始终强调

程序正义和法律合规，尤其在维和行动及双边执法中坚持以和平

手段解决冲突、以法治方式处理纠纷，体现了良好的职业操守 [5]。

其三开放合作、共促安全的国际形象。中国倡导平等协商、合作

共赢理念，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执法培训与技术支持，推动建

立更加包容与务实的全球执法合作框架，展现出积极负责任的大

国警务形象 [6]。随着国际合作不断深化，中国警察的形象已从传

统执法者逐步转向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服务能力的现代化执法力

量，为国家整体形象传播与国际影响力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中国警察形象传播的挑战与优化路径

尽管中国警察在国际警务合作中展现出专业素养与履职能

力，但其国际形象的传播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亟需在传播机制

和策略上进行系统优化。

（一）传播障碍与认知差异并存

不同国家在法律体系、执法理念、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显著

差异，导致部分国家对中国警务模式的理解存在偏差。在国际执

法合作中，部分制度差异在司法程序、证据标准、引渡条件等方

面带来配合难度，间接影响对中国警察执法能力的认知 [7]。同时，

国际传播中缺乏广泛覆盖与情境说明，进一步加剧了理解鸿沟。

此外，部分国际媒体在报道中更倾向于以本国叙事框架进行

解读，易出现对中国执法行为的片面呈现，使得中国警察形象在

特定舆论环境下缺乏应有的传播空间与话语主动权。

（二）传播体系建设仍显薄弱

当前中国警察的对外传播手段仍相对单一，主要依赖官方渠

道与传统媒体，缺乏多语种、多平台、多形式的系统化传播体

系。在海外主流社交媒体、影视内容、学术论坛等国际传播载体

中的参与度仍有待提升。同时，现有传播内容多聚焦执法行动本

身，缺乏生动鲜明的叙事框架和具象化传播方式，难以满足不同

国家受众的认知习惯与情感诉求 [8]。

（三）优化路径建议

为提升中国警察形象的国际传播效能，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

力推进：一是深化国际执法合作，增强形象基础。继续巩固与国

际刑警组织、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平台的合作，强化双边执法机

制建设，推动在执法理念、法律规则等方面实现更大程度的对

接，增强中国警察在国际社会的公信力 [9]。二是完善传播策略，提

升传播质量与影响力。充分利用多语种新媒体平台、纪录片、社

交短视频等形式，创新表达方式，讲述真实、立体、有温度的中

国警察故事。依托国际警务论坛、学术研讨、案例分享等场合，

加强与国际同行的沟通交流，推动形象内化与认同建立。三是构

建多元参与的传播体系。推动公安机关、高校、媒体、社会机构

协同联动，打造官方与民间相结合、传统与新兴平台互补的传播

网络，提升传播的专业性、广度与持续性 [10]。同时，注重文化适

配与叙事风格调整，增强传播内容的接受度和感染力。

四、结语

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中国参与国际警务合作的实践路径与形

象传播机制，揭示了当前传播效能受限的关键因素：法律体系差

异导致的合作壁垒、国际舆论偏见，以及传播方式单一。未来应

进一步强化国际执法协作基础，完善传播策略和平台建设，推动

构建更加多元、系统、精准的国际传播体系，以提升中国警察在

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形象认同与影响力，为构建更加公正、有

效的国际执法合作格局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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