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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3今时代，软实力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提高。文章概括了文化软实力的 

基本特点，简要描述 中国自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软实力取得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软 实力的现状并不容 乐观。 

文章提出从三个方面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重点论述了中国提升软实力的目标是为了促进和平崛起，而不是搞文化霸权主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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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是包括文化、价值观、制度的吸引力和国际影响 

力在内的广义文化实力，它的表现形式、作用方式有别于经 

济、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中国经 

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以及中国国际地 

位的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进一步推进显得迫切与必要，中国 

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当今世界国际竞争 

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上已经取得了积极的实 

效，并且坚信，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果。中国提升国家文化软 

实力，目的是推动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世界多样性文化的融合 

并存，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与“文化霸权主义”有着本质性 

的区别。 

软实力也译为软权力、软国力。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 

包括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 

交的说服力、国际信誉以及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ol-l J可 

以说，软实力主要就是指包括文化、制度、价值观念等所表现 

出来的一种精神力。相对于硬实力，文化软实力具有自身的 

特点：(1)无形性。一国的民族凝聚力、文化吸引力、价值观、 

国际影响力是很难单纯用数字来估价、但又实际存在的一种 

实力；(2)非强制性。软实力具有使他国心甘情愿去做 自己 

希望它做的事情的力量，L2 所以软实力的特性之一就是通过 

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 

(3)软、硬实力相互渗透。硬实力中包含软实力因素，如经济 

实力，是硬实力，但经济的运转模式、科研成果的转化率都与 

体制性因素有关，是软实力。同时软实力中也包含硬实力因 

素，如文化产业是软实力，但可以用 GDP来衡量 ，体现出一 

国的经济硬实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软实力在当今综合国力竞 

争中所占的份量明显增大。综合国力的竞争既表现为经济、 

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竞争，又越来越多地反映在软实力的 

较量上。L3 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各国都把文化软实 

力作为 自身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来建设，并提高到战略的高 

度。二是在国际关系上，文化软实力的竞争非常突出和频 

仍，正改变以经济力、军事力和科技力为主要竞争场的传统 

局面，且Et益与传统竞争场结合。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一国 

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国家在“十 

一 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就指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 

中，要赢得国际竞争，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 

国防实力，同样需要强大的文化实力。L4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 

的近三十年特别是两极格局瓦解以来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文 

化软实力的建设 ，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的意见》、《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 

于非公有资本进人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家“十一五” 

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并探索了一条提升软实力的行 

之有效的方法，中国的软实力也的确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例 

如，“北京模式”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关注。 

1978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保持了高速稳 

定的经济发展态势，成 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 的新引 

擎。[5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稳定繁荣之本，就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正是被西方学者积极评价为“北京共 

识”，并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发挥着溢出效应，产生了强大的吸 

引力和国际影响力。2(X)4年 5月7日英国的《金融时报》刊 

登了乔舒亚·库珀·拉莫题为《中国已发现了自己的经济共 

【收稿日期] 2007—11—29 

[作者简介] 陈章梅(1973一)，女，湖南澧县人，南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①南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缸 

识》的文章。文章将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认为 

由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快速发展．中国模式(即“北京共识”) 

也越来越吸引发展中国家。_6 中国模式的成功为后现代化国 

家提供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的经验。中国积极发展政府和民 

间的对外文化交往，也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目 

前，中国已经与 148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在 

法国、埃及、韩国等国建立了 6个中国文化中心；自2004年 

开始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孔子学院的数量目前已经达到 

156所；中国在美国、法国、俄罗斯、印度等国举行了中国文化 

节活动。中国民间的对外文化交流也十分活跃。据不完全 

统计 ，2002年至21306年，共组织出访团 379个，2631人 ，接待 

来访团313个，5605人，在国外举办展览演出 107场。 这些 

文化交流活动使得中华文化在国外产生轰动效应， 有力地 

促进了各国政府与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树立 

了中国文明、公正、民主、进步、友好的国际形象。 

应该承认 ，相对许多国家来说 ，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整体 

还不强。在中国外文局主办的“21306跨文化传播论坛”上 ，全 

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 

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对外的文化逆差严重。和中国对外贸易 

“出超”相 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存在“文化赤 

字”。以图书为例，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 10：1 

的逆差，出口的图书主要是到一些亚洲国家和我国的港澳台 

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 100：1以上。2005年，中美版权 

贸易之比是 4000：14。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是最大的文化输 

出国，控制了世界 75％的电视节 目和 6o％以上的广播节 目 

的生产和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 的电视节 目总量达到 30万 

小时，互联网上访问量最大的 100个站点中，有 94个设在美 

国境内。文化产品是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甚至超过航天航 

空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o[1ol韩国的文化软实力也得到迅速 

提升。如 2002年，韩国文化产业市场规模达到 157亿美元 ， 

海外出口额为 5亿美元，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1．5％。韩国对 

外文化输出被称为“韩流”，如韩 国电视剧 ，大量地挤占了亚 

洲市场。2005年 ，在中国放映的韩国电视剧超过 50部 ，集数 

超过了500集。所以，相比美国和韩国，中国对外文化实力 

是不容乐观的。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文化这个软实 

力本身不够强大。“文化建设总体水平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 

平还不适应，和我国的国际地位还不适应，还不能满足人民 

群众的需要”。 “所以，加强文化建设 ，进一步提升软实力 ， 

是一项迫切的任务。练好内功，突出重点，搭好桥梁，是进一 

步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三大关键。 

其一，练好内功，就是抓好国内的文化建设。在文化建 

设的内容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意识，光大中华优秀文化；在 

文化建设的体制上，积极推进文化创新，发挥国家、社会和个 

人的作用 ，整合各种力量资源；在政策和条件上，国家可以利 

用产业政策 、税收政策、文化基金和文化大奖等方式进行积 

极干预和引导。其最终目的就是强基固本，多出精品，使新 

成果不断涌现 ，这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前提和基础。 

其二，突出重点，就是在文化建设上，重点抓好涉及国家 

根本利益的重大和持久影响力的方面。提升文化软实力，无 

论是精神影响方面，还是文化产品，要强调中国特色 、中国气 

派和中国风格。比如说，“北京共识”是中国近三十年保持经 

济快速平稳发展，同时社会又相当稳定和谐的一条成功的但 

仍然需要我们探索和总结提炼的经验或摸式。这一经验或 

模式具有中国特点 ，可能为发展中国家的快速现代化提供一 

些借鉴和参考 ；中国提出的建立和平世界的外交理念，也需 

要进一步上升到外交哲学，成为国际普适的价值观，应为更 

多的国家所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国几千年文明 

成果，应该得到大力弘扬，积极向海外传播；文化产业上，要 

突出“四名”战略，I1 即名牌企业、名牌产品、名牌工程和名 

人效应，以此树立国际形象，提高国际竞争力。 

其三，搭好桥梁，就是做好文化对外传播工作，推动中华 

文化走向世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要多种形式并用， 

既要注意双边交流与合作，又要注意利用国际多边舞台。随 

着现代交通、通讯和信息传播手段的快速发展，世界范围内 

思想文化交流活动的深度广度大大拓展，越来越多地从双边 

向多边发展，利用多边国际舞台开展对外文化交流，覆盖面 

更大，效率更高，影响更深。重视多边文化合作 ，努力争取主 

办权和话语权 ，积极参加和举办国际性大型文化活动。无论 

是政府、组织、还是民间，乃至个人，都应该充当中华文化对 

外传播的友好使者，从而推动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持续发 

展。 

从近三十年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已有的成效看 ，还是将 

来通过诸多努力而获得的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来看，中国提 

升文化软实力的落脚点和 目标 ，不是象某些国家那样，为了 

搞文化霸权主义，甚至是文化殖民主义 ，而是为了促进本国 

的和平崛起，促进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学习，相互融合， 

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创建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这一目 

标可以从道义、中国的内外政策和外交实践等几个方面得到 

确证和体现。 

第一，在道义上，中国不歧视和不排斥其他国家的优秀 

文化，而是与其他国家求 同存异，相瓦学习，尊重别国的制 

度、文化等选择。国际道义(或国际道德)“是表达着大多数 

国家真实意志的对外行为规范，其核心是主权平等”。_l 任 

何行为体都应该自觉维护国际道义原则。但是有的大国无 

视国际道德，毫不掩饰地声称 ：“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 

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 

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 

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 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 

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民意愿的价值观”o[14]相反， 

中国政府倡导国际公认的道义，遵循并维护国际道德。强调 

无论国家大小、强弱、贫富，都一律平等、一视同仁、友好相 

处，秉持公道 ，伸张正义；主张在经济利益上双赢、共赢、互利 

合作；各民族创造的文化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确立的制度、 

信仰 、价值观没有高下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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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对外政策上，中国提出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 

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 

世界的政策。中国政府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在政治、经济、 

文化、安全和环保四个方面的主张，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 

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 同推进 

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 

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 

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 

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 

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 

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5]体现在政策 

层面上，就是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 

涉别国内部事务 ，不把 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各种形式 

和各个领域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 

的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 

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坚持在对话交流中相互借 

鉴、取长补短，求同求异，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中国 

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己、以 

邻为壑的事情。 

第三，在外交实践上，中国政府体现了外交政策与外交 

行为的高度一致，言与行的高度统一。中国遵守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发展与所有国家的 

关系，平等相待，彼此尊重，共同发展。例如，20世纪9o年代 

后 ，提出新安全观，以对话和合作方式处理领土、边界等问 

题；举办“中非合作论坛”等活动来加强同非洲的交流；积极 

参与国际多边机制，推进多边合作，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了 

解和沟通，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 

政府和民间组织采取“引进来、走出去”方法，尊重各国人民 

选择的制度、发展道路模式、价值观念和民族信仰等，尊重文 

化多元、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利用双边和多边舞台，开展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展示各国实力和文化的活动，用实际行动 

推动世界各国文化平等的沟通、交流和融合。中国友好、和 

平、公正、民主的国际形象得到了各国的高度赞扬和国际社 

会的好评。实践证明，中国提升软实力，不是搞文化霸权主 

义或文化帝国主义，而是为了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相 

互学习，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反过来，世界各国的繁荣、彼 

此信任，又进一步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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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Zhang—mei，XIAO Zong—zhi 

(University ofSouth China，Hengyang 421o01，Ch／na)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times，the powe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the overall national st~ngth and its status in competition 

has been impmved to a great extent．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gave a brief deseription of 

China’s progressinthe softpower overthe past 30 years ofChina’reformand opening up．But comparedwith developedcountries，the states 

of China ’s soft poweris not optimstie．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 of raising China’s soft powerin three aspects and focused on the 

goal of upgrading China’S soft power is to promote a peaceful rising ，rather than enhance cultural hegemoney． 

Key words： soft power； enhancement； measures： peace~ rising； cuhural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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