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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代,能源正与环境、文化、外交等多个议题交叉融合,通过多维度、多媒体、多渠

道传播,形成复杂的话语体系。 清洁能源是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增长极,相关话语随

之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载体。 在分析新闻报道、政策文件、演讲辩论等

文本基础上,提出中国清洁能源话语体系建构的三个维度,即理论维度、实践维度与价值维

度。 运用话语分析理论,为清洁能源勾勒出内蕴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话语,探求消费端

公平、供给侧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体现中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执

政理念;面向世界与立足本土的实践话语,开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自身想法转换为现

实”的实践,体现自立自强的创新追求;彰显能源普惠与生态友好的价值话语,开展广泛的清

洁能源技术标准贡献与国际合作,传达“包容互鉴、贵和利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中

国理念、文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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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文明进

步的动力。 从木材到煤炭,再到石油、天然气以及可

再生能源,伴随着能源形态、技术与结构等要素的升

级,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产生了愈加深刻而广

泛的依赖,能源已超越其本身概念,与环境、经济、政
治等领域的重要议题紧密结合,通过多媒体、多渠

道、多层面反复传播、相互交叠,构成了具有复杂网

络联系的话语体系。[1]

话语体系作为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外在的

表达形式,既关系到话语主体在国际社会网络中的

权责关系与身份构建,又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实力

所支撑的影响力制约,更反映着一国一域的民族传

统与时代精神。[2]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在《话语的秩序》中提出,话语的生产同时受一定程

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这些程序的作用

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并进而指出,“话语是

人们必争的权力” [3] 。 福柯的话语观突破了纯语言

分析框架,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话语作为权力的概

念。[4]郑世高从批评话语的角度指出,如果话语的

生产者是国家,就需要将国际关系进程中国家地位

和国家利益的变化以及国家战略目标纳入到对话语

的考察中来。[5] 在能源领域,赵秀凤从批评话语分

析角度出发,将能源话语表述为“围绕能源(或特定

能源品种)
 

的生产、运输、消费、政策制定和战略规

划等诸多议题而产生的话语” [6]66,可以表达并构建

能源与人类社会或自然的关系,具有社会性和政治

倾向性。 翟石磊分析了西方涉华能源话语体系的表

现与特点,提出中国要在能源议程设置方面突出主

体性,同时要在全球视野下,构建中国能源话语的独

特性。[7]47
 

近年来,气候变化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化石能源

向以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转

型,与之相关的技术结构以及管理等主体要素不断

变革,并在国际能源议题设置、合作路径与利益博弈

中体现出来。 2020 年 9 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向



世界宣布将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

现碳中和,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进入秩序多元、话语重构的“后全球化时代”,

国际话语权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国际影响力

和感召力的重要指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

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

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

权” [8] 。 作为中国话语体系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延

伸,中国清洁能源话语体系所承载的立场、观点等意

识形态值得认真研究。 话语主体既要关注国际舆论

发声、推动全球气候与能源治理新秩序建设的外部

属性,又不可丢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
度与文化底色,应尽量在二者间找到平衡点,以凝聚

共识、汇聚力量。
参照赵秀凤[6]63-77 、蔡禾[9] 对能源话语的界定,

可以将清洁能源话语体系定义为:围绕清洁能源

政策规划、实践活动以及意义价值等议题形成的

话语体系,其由“字词、句式、信息载体或符号” 构

成,是中国特色清洁能源形成、发展与前景的“思

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 的外在表达。 在分析新

闻报道、政策文件、演讲辩论等文本基础上,本文

提出中国清洁能源话语体系建构的三个维度,即
理论维度、实践维度与价值维度。 其中,内蕴马克

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话语是实践话语的出发点,
而由重大工程技术创新所代表的清洁能源生产、
运输与消费等实践,勾勒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

及全球携手合作的价值话语,三个维度的能源话

语体系形成递进联系。 结合新闻议题设置、表达

方式创新、传播平台争取等,本文讨论如何通过清

洁能源话语体系构建,为中国参与国际能源治理

打开新的话语空间,塑造更普惠、创新和开放的中

国能源新形象,进而提升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国际

话语权。
二、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内蕴的理论话语

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

质力量。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

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10] 作为话语体系支撑层,理
论话语对清洁能源的本质和规律做出解释,它既来

自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与探索,又来源于实践的经

验积累。 吴涛等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生态政治

学相结合分析得出,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意识形态

的本质要求,“就是要不断地满足与维护人民群众

日渐增长的,且尤为迫切的生态需要,就是要不断地

增进与实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且尤为迫切的生

态安全与生态幸福” [11] 。
 

中国清洁能源理论话语以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内蕴,其内涵是站在“以人民

为中心”的出发点,探求消费端公平、供给侧可持续

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把高质量发展同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12]

能源转型是一个能源体系重塑的过程,涉及能

源技术、市场安排、监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消费行

为等方面,而非仅仅是能源系统内部主导地位的更

替。 例如,从供给侧来看,清洁能源的替代并不只限

于工程实践,还面临着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等方面

的体制机制革新;从消费侧来看,居民生活消费对能

源产品依赖度高,但此类产品又具有较强的价格刚

性,这就导致市场经济运行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
而能源经济政策必须兼顾社会公平。[13] 想要解决这

些层面的矛盾,必然要求国家始终将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在政策规划与制度制定方面

一以贯之、统筹兼顾,实现生态可持续与社会公平的

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增强能源供给

侧改革力度,制定公共政策来弥补市场扭曲和失灵

所带来的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公共服务保障缺失、基
础科学研究不足等短板,对中国清洁能源发展做出

全盘规划考量。 例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扶贫

减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

略布局,截至
 

2019 年年底,众多能源央企参与“光

伏扶贫”项目,累计建成
 

2
 

636
 

万千瓦光伏扶贫电

站,遍及中国近一半建档立卡贫困村,惠及
 

415 万

户,每年可产生 180 亿元左右的发电收益;国家电网

投入 285. 2 亿元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电网建设,实
现了除西藏地区外自然村全部通动力电。[14-15] 这一

实践反映了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坚定步伐,离不开

“共同富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 作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能源

国有企业担负着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重要责任,必
须承担发展的成本,以满足能源公平的需求。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化石能

源与清洁能源在资本增值、财富增长、异化消费等需

求方面相抵触,加之资本的全球流动、国际能源通道

掌握、能源商品定价权获取等因素的影响,其能源政

策存在周期性变化和非连贯性的特点。 例如,奥巴

马政府于 2015 年公布《清洁电力计划》 (Clean
 

Pow-
er

 

Plan)最终方案,表示到
 

2030
 

年美国发电厂碳排

放量要在
 

2005
 

年基础上减少 32%;而 2017 年特朗

普执政后,在国际层面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

放弃全球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 CEM)的领导权,在
国内通过行政命令废除了《清洁电力计划》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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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规定,增加化石能源补贴并放宽环境审核标

准[16-17] ;特朗普政府还通过“安全化策略”理论论证

了其能源新政的必要性,其目的是以“保障美国能

源安全”“美国优先”理念来迎合国内日益高涨的民

粹主义呼声,以巩固其竞选大本营[18] 。
中美行为差异的背后,是动机的差异,中国追求

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人民利益性”,而西

方私有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致力于维持一种等级

化或排斥性的国际关系或架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但

在国际能源话语场域,由于中国的理论话语长期引

入西方的概念、判断、观点和表述,导致了话语主导

权被动的局面,“国内媒体紧随西方媒体的议程,要
么构建出一个骄傲的、自信的能源消费大国的形象,
要么对西方的指责给予批评” [7]45。

 

习近平指出,“更深层次地看,我们在国际上有

理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

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

‘道’。 不要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要把‘道’贯通于

故事之中,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启人入‘道’,通过

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 要加强对外话语体

系建设,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

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

出中国主张” [19] 。 清洁能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能源领域的具体体现,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满足人们对碧水蓝天和能源

高品质服务的需求。 将清洁能源发展议题放置于马

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视角下展开,既驳斥了西方国家

将引发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指

向发展中国家的论断,也阐释了中国平衡人与自然、
自然与能源等多重关系的理性抉择,更重要的是打

开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能源观、能源思想、能源战略等

的认知通道。
而要实现清洁能源理论话语的广泛传播,中国

还面临着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阻

力,要加强外部认同的话语建构,就要在表达方式上

尽可能贴近对方的认知图谱和社会语境,以寻求更

广泛的了解与认同。 首先,能源企业在海外已进行

了一系列实践,要鼓励企业与民间组织发声的积极

性,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中国故事”;其次,重视学

术影响力,通过专家和智库机构等,让相关理论突破

意识形态和文化圈层,不断增强理论话语的生命力。
 

三、面向世界与立足本土的实践话语

郑世高指出,话语赋予实践意义,为实践打开行

动的空间,而成功的实践会增强话语的说服力,并促

进话语的制度化。[5] 中国清洁能源的发展过程,既
是新信息、新技术、新材料的创新过程,也是规模、技
术以及人力等优势积蓄的过程。 清洁能源实践话语

随清洁能源创新发展而形成,其构建也要立足于创

新这一核心,使创新成为清洁能源所蕴藏的原创、独
立与自信等价值的叙述着力点。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四个革命、一个安全”,
到“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围绕“构

建现代能源体系” “提升重要功能性区域的保障能

力”“实施能源资源安全战略”等一系列重要部署,
中国能源技术实现了从“跟跑、并跑”为主向“创新、
主导”加速转变。[20] 尤其是近年来,一方面,中国抓

住数字化机遇,开展新能源智慧运维等技术攻关,加
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为全球电力可持续发展

贡献了愈来愈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将清洁能

源实践话语置于国际能源结构升级转型的框架下讨

论、以全球化视角审视话语所蕴藏的中国高质量发

展路径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地理气候条件复

杂,经济社会发展又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交叠共存,以此为基

础的清洁能源实践活动若是脱离生产要素禀赋,就
容易造成“为新而新”的误解,相关话语也会因为离

开实际国情成为“悬置性独白”。 因此,中国清洁能

源实践话语的内涵,是在面向世界与立足本土的视

角下,在国家对能源工业大系统演进的把握中不断

生成、发展和传承的,“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自

身想法转换为现实”的创新追求。[21]

以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为例,简要说明在实践

话语建构时,如何将世界领先水平的自主产权、技术

成果与国家需求相融合。
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凉山州宁南

县和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境内,是国内首个全国

产化机组的水电站,也是世界首个单机容量机组

突破百万千瓦的水电站。 习近平在致金沙江白鹤

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白鹤

滩水电站是实施“西电东送” 的国家重大工程,全
球单机容量最大功率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实
现了我国高端装备制造的重大突破。[22] 这一世界

级科技创新成果并非“一日之功” ,它所彰显的是

中国清洁能源创新跨越 30 年的面向世界、立足本

土的实践进路。
其背景要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三峡工程论

证时,国务院重大装备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三峡工程

重大装备科研攻关项目列入“六五”到“十五”连续

5 个国家“五年”计划当中。[23] 在此战略指导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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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长江三峡集团先后开展三峡工程、溪洛渡、向家坝

3 座巨型水电站的建设工作,历经引进消化吸收、自
主创新和深化拓展创新 3 个阶段,逐步实现了 700
兆瓦级以上巨型水轮发电机组、高压电气设备、调速

系统及控制系统等关键水电装备的国产化[24] ,为单

机容量百万千瓦机组奠定了技术积累。 加之,白鹤

滩水电站所处的山脉高达 3
 

000 米,水头高达 200
多米,由于地势落差极大,只有大容量机组才能更加

适应工程条件、合理高效地利用水资源,这为单机容

量百万千瓦机组创造了适宜条件。
白鹤滩水电站秉承“水利兴国” “治水兴邦”等

理念,在国家意志引导和机制安排下,企业、大学、研
究机构等主体发挥各自优势,在广泛而开放的国际

合作中,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整合资源、优势互

补,在实践中取得重大成果的创新突破。 从“面向

世界”的视角来看,白鹤滩水电站无论是整体成果,
还是专利技术、知识产权和标准建立,都是构建自主

创新国际认同的重要例证;再从“立足本土”的视角

来看,水电站诞生于“西电东送”的国家战略背景之

下,这一国家级战略成果通过扩大和优化电网结构,
缓解了东部地区电力紧张局面,促进了西部地区的

电力和经济的发展[25] 。 从此案例可看出,国家战略

与工程实际的结合考量,正是能源创新实践的动力

源泉。
房琳琳认为,由于科技创新极少带有强烈的政

治倾向性,很难打上意识形态的标签,科技新闻特别

是国际科技合作、硬科技成果等在对外传播资讯落

地外媒时,拥有先天“免检” 的特质和优势。[26] 然

而,笔者通过梳理《纽约时报》《能源》等媒体相关报

道发现,大多数对外报道并未对白鹤滩水电站这一

重大科技创新的诞生背景、内在逻辑和叙事进行深

度解读,部分还将水电站作为“配角” 置于中国干

旱、缺电等负面报道中。 例如,路透社仅对白鹤滩进

行简短消息报道,而未对其技术创新进行介绍[27] ;
《纽约时报》则提出,尽管中国的化石燃料消耗比世

界上其他国家都要多,但其对电力的强烈胃口仍在

变大[28] 。 在这些报道中,白鹤滩水电站仅作为近年

来中国清洁能源投资的案例出现,相关实践意义和

技术创新也并未被提及。 由于缺乏富有感染力、洞
察力的实践叙事,白鹤滩水电站难以在国际传播中

形成“破圈”效应。 这也说明,没有一套详尽且认同

感强的实践话语的支撑,即使是世界级创新成果也

难以打开传播局面。 因此,实践话语主体应注重叙

事场景的广度与厚度,在文本生成上注重挖掘细节、
增进情感,也可充分利用数据、场景、动画以及游戏

等新的叙述手段,进行更契合新媒体气质的表达。
在“双碳” 目标指引下,中国能源系统向低碳

化、分散化和智能化转型,无论是海上风电、太阳能

发电,还是新型储能系统领域,不少成果已达到世界

先进科技水平。 例如,全球最大单机容量海上风电

机组、钙钛矿技术等,为实践话语提供了丰富素材。
段宇萍等对 2004 年以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超过 1
亿美元的项目进行统计,结果表明,能源类和自然资

源类投资占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总额 70%左右。[29] 在

中国海外能源投资和开发增多的背景下,新闻媒体

应主动学习并充分利用“双碳”目标下所积累的大

量话语实践,以海内外清洁能源技术突破、工程建设

以及企业创新等案例为切入点,讲细讲好清洁能源

“创新”“智造”的故事,在国际舆论场上发出中国能

源新声音。
四、彰显能源普惠与生态友好的价值话语

在温室效应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气候问题正

与二氧化碳排放量深度关联,各国围绕“ 碳排放

权”展开政治博弈,并由此形成“碳政治” 。 强世功

指出,对于在国际话语体系下形成的“碳政治” 而

言,中国缺乏的不是具体的主张和谈判策略,而是

统摄这些主张和策略的整体国家发展战略以及为

这套国家战略奠定正当性基础的话语系统。[30] 目

前,以化石燃料为主的电、热生产活动仍是全球主

要的碳排放来源,但国际能源治理正从以国际原

油供需为绝对主题,转向纳入化石能源供需、能源

低碳转型等在内的一系列议题上来[31] ;清洁能源

价值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将在一定程度上扭

转中国在国际能源话语场域中长期被赋予的“能

源饥渴” “能源威胁”等负面形象。 同时,由于人类

面对气候变暖所处的价值层面的基本困境与诉求

是相通的,故而,内涵着“包容互鉴、贵和利群” “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中国理念、文化观点的价

值话语,将为国际媒体受众提供新的权责视角,助
力中国在气候问题的倡议与行动中赢得更广泛的

舆论支持。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通过资本进行生态资源

配置,对发展中国家开展生态掠夺与污染转移;同
时,在本国通过向高端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转型,
推动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脱钩。 在这个过程中,
发达国家不断强化“绿色转型”话语建设,通过“低

碳经济” “循环经济” “净零排放”等议题提升其国

际形象、增强国际认同。 中国并未通过全球生态

配置进行成本转嫁,而是通过在本国开发新能源、
调整产业结构、革新产业技术等推动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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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全面绿色转型,但由于相应的话语内容缺乏案

例挖掘、话语技巧与舆论支持,往往很少被国际话

语场域所接受或重视,甚至会造成个别国家的猜

疑与抵制。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在第七十五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承诺,中国将提高国

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
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32] 这为中国在国际气候谈

判的话语场上赢得了宝贵的主动权。
首先,“双碳” 承诺是对发达国家的有力回应,

发达国家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名,将“高碳国家” “高

碳经济”等标签指向发展中国家,再运用其所主导

的话语体系对发展中国家予以限制和打击。 事实表

明,虽然欧美国家之间也会在某些“低碳”经济或技

术领域形成某种程度的竞争关系,但其高度依存或

一体化整体关系,构成了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严

重等级性和排斥性“绿色壁垒”。[33] 而中国不仅加

大新能源制造供给力度,通过创建以“一带一路”能

源合作伙伴关系和以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

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国际机制,积极为全球能源治

理贡献“中国方案” [33] ;还依托在大规模新能源并

网运控、新型储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积极

参与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国际电工委员

会(IEC)、国际大电网会议( CIGRE)等能源领域国

际组织,开展技术标准分享,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低碳

技术壁垒[34] 。 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

源技术封锁不同,中国的一系列行动都彰显着“培

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

人” [35]的价值追求。 随着中国清洁能源“走出去”
的步伐加快,跨国能源合作越来越普遍,“巴基斯坦

卡洛特水电站” “缅甸中部光伏项目群” “克罗地亚

塞尼风电项目”等跨国能源合作所体现的“与邻为

善”理念,是价值话语构建的源头活水。 话语主体

需深入挖掘个体案例在不同地域的利益结合点、话
语共同点、情感共鸣点,争取所陈述的事实得到更广

泛的认同。
其次,“双碳” 目标是一场站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的、推动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转变的深刻变革。 习近平指出:“我国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

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

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36] 目前,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
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

的关键时期。 推动以清洁能源为主的新型能源体

系建设,一方面,将服务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引领

能源电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增长与能耗水

平脱钩;另一方面,将推动逐步建成以清洁电源为

主体的供能格局,实现能耗水平与碳排放脱钩。
相关政策、规划及行动所体现的资源集约、产业升

级等“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内涵,在相应价值话语

建构中愈发重要。
2022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下发的

《以戈壁、沙漠、荒漠为重点地区的大型风电光伏基

地规划布局方案》中指出,到 2030 年,规划在沙漠、
戈壁和采煤沉陷区建设风光电基地总装机约 4. 55
亿千瓦。 基地化、规模化建设风光大基地更利于资

源集成,将助力构建新能源发电、生态修复、帮扶利

民、生态旅游、荒漠治理等多位一体的循环发展模

式。 在经济发展必然挤压生态环境的主流能源观面

前,以上案例所彰显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突显了解决经济与环境矛盾的中国智慧。 近年

来,“光伏+水污染治理” “绿氢技术” “新型储能技

术”等案例越来越丰富,话语主体应关注相关议题

设置,深入挖掘低碳产业所蕴藏的生态友好内涵。
综合以上分析,在清洁能源话语的三个维度中,

价值话语涉及国际合作、工程项目、产业技术等,涵
盖内容最为广泛,其中“包容互鉴、贵和利群”的思

想,彰显了人类意识形态层面的统一性和包容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兴则文明兴”则包

含了生态惠民、利民、为民的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观,
二者都是对以“零和博弈”观念为底色的能源现实

主义的反驳。
目前,中国倡导绿色“一带一路” 清洁能源国

际合作,正积极努力成为区域能源转型升级的引

领者、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者与传播者、绿色产能

合作与产业融合的推动者。 话语主体应避免将思

想强力浓缩的政治口号运用于国际话语场域,“像

‘只有一个地球’ ‘我们共同的未来’ ‘ 同一个世

界、同一个梦想’ 等标语口号,也会产生一定的世

界性社会政治动员效果。 但不难设想,基于这种

话语认知的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努力,未必能

够顺利转化为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自主性积极行

动” [37] ;而是着力于叙事本身,以将日常生活与国

家宏大叙事相结合的方式,将“陈情”与“说理”、“自

己讲”同“别人讲”有效结合,娓娓道来中国传统文

化理念,以更具亲民性的内容争取群体文化认同,赢
得国际社会的共情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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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加强清洁能源话语体系构建,不仅关乎中国更

好实现低碳绿色发展的目标,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

上展示可持续发展理念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积极

参与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重要一环。 本文多聚焦于

清洁能源理论、实践与价值三个维度的话语内容生

成与案例分析,对于话语技巧、形式创新和平台构建

的论述较少。 新闻媒体作为话语传播的“主力军”,
应立足“双碳”目标所带来的清洁能源发展宝贵契

机,推动更多、更立体的清洁能源领域“中国声音”
传播,同时应积极设置议题,统筹多元化发声渠道,
积极参与到国际话语场域的对话和交流当中,凝聚

国际清洁能源内蕴的思想、行动和价值的“最大公

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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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Clean
 

Energy
 

Discourse
 

System
 

Under
 

the
 

Goal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WANG
 

Lu

(News
 

and
 

Brand
 

Center,
 

China
 

Three
 

Gorges
 

Media,
 

Beijing
 

101100,
 

China)

Abstract:The
 

integration
 

of
 

energy
 

with
 

multiple
 

topics
 

such
 

as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diplomacy
 

has
 

developed
 

into
 

a
 

complex
 

dis-
course

 

system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multimedia,
 

and
 

multichannel
 

means.
 

In
 

addition,
 

clean
 

ener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rowth
 

pole
 

in
 

global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its
 

related
 

discourse
 

has
 

turned
 

into
 

a
 

crucial
 

carrier
 

for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news
 

reports,
 

policy
 

documents,
 

and
 

speech
 

debates,
 

proposes
 

three
 

dimensions
 

for
 

constructing
 

China̍s
 

clean
 

energy
 

discourse
 

system
 

in
 

terms
 

of
 

theory,
 

practice
 

and
 

value.
 

From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is
 

employed
 

to
 

outline
 

a
 

theoretical
 

discourse
 

for
 

clean
 

energy
 

imbued
 

with
 

Marx̍s
 

ecological
 

political
 

thoughts,
 

reflecting
 

the
 

governance
 

philosophy
 

of
 

fulfilling
 

the
 

people ̍ s
 

aspirations
 

for
 

a
 

better
 

life
 

through
 

exploring
 

paths
 

for
 

equitable
 

consumption
 

and
 

sustainable
 

supply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The
 

practical
 

discourse
 

with
 

both
 

global
 

vision
 

and
 

localized
 

orientation
 

is
 

demonstrated
 

in
 

innovative
 

pursuit
 

of
 

self-reliance
 

and
 

self-en-
hancement

 

through
 

full
 

play
 

of
 

subjective
 

initiative
 

to
 

transform
 

ideas
 

into
 

reality.
 

The
 

value
 

discourse
 

with
 

emphasis
 

on
 

energy
 

inclu-
siveness

 

and
 

ecological
 

friendliness
 

conveys
 

Chinese
 

concepts
 

of
 

inclusivity,
  

reciprocity,
 

harmony
 

and
 

collectiveness
 

and
 

cultural
 

no-
tions

 

like"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through
 

extensive
 

clean
 

energy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Key
 

words: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discourse
 

system;clean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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