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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1989年首次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后出版一系列论著来阐述他的
“软实力”理论。
奈之所以提出这个理论，主要出于对冷战后美国频繁使用“硬实力”而产生的消极影响的担忧。
尽管他的“软实力”理论充满着西方人惯有的傲慢、自我优越感和霸权心态，值得继续探讨，但作为
一名学者，他对“软实力”所作的阐述不仅明确提出了当前国际竞争的一个新领域，使长期以来隐伏
于无形之中的国际关系间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制度体制等方面的暗中较量公开化、明晰化、理论
化，引起了世界上许多政治家、学者对国际竞争中国家“软实力”发展问题的关注，而且也为进一步
深入研究“软实力”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环视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各国之间综合实力的一种较量。
除了经济、军事、科技竞争，文化、制度的较量也是竞争的重要方面。
许多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种“硬实力”的竞争，实际上背后蕴涵着价值观念、制度、文明的竞争，
是“软实力”的竞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

内容概要

当今世界，综合实力的竞争博弈将决定一个国家在未来秩序中的排序。
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硬实力”提高迅速，“软实力”也有积极的发展。
但与中国拥有的“软实力”资源基础和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有的作为相比，还显得有限。
因此，必须在继续重视增强“硬实力”的同时，进一步将“软实力”发展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发展“软实力”不仅是对国家力量建没理念的创新，更是当代中国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项重大实践课
题。
中国“软实力”的成长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未来。
    本书从全球竞争的大视野出发，立足中国，以界定“软实力”的内涵为切入点，展开对“软实力”
理论的分析探讨和对中国“软实力”现状的条分缕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契合时代发展大势和
国情实际的增强中国“软实力”的建设性对策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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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总论篇　　改革开放，无疑使中国迎来了国家中兴的时代，中国人民也常常欣喜于日
日翻新、年年创纪录的各种发展报告、统计材料和反映国家建设辉煌成就的各种报道，内心期待着中
国早日实现现代化，真正成为一个国强民富、广受世界尊重、不再受制于人、也无强者霸气而仁播天
下、神定气闲且伸展自如的大国。
期待发展强大，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再正常不过的理想诉求。
然事实常常呈现在面前的是，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国际上一直存在着对中国“捧煞”与“棒杀”以及
对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种种误解、担心、猜忌等多种声音，可谓如影随形，虽然中国也以百倍的诚意
来努力解释、消除各种误解、担心、猜忌，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是却总也难以改变一些不怀
好意的西方舆论惯有的以有色眼镜看中国的偏激。
对待某些“偏执狂”，也许磨破嘴皮也改变不了他们什么，那么只有把问题的焦点调正，让事物的发
展回到应有的轨道上来。
　　对于外部世界的种种看法，中国当然应以平常心来对待，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对我们已取得的成就
的一些赞誉肯定导致虚荣心膨胀而失去自我省察的能力，也不必太过在乎别人对中国要努力发展成为
真正的世界大国、强国的那些不怀好意的猜忌苛责而过度自我拘束、自缚手脚，套两句俗话，“身正
不怕影子斜”、“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虽然有时噪音也烦人，但是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
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实现国家振兴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对这一问题中国不需回避。
以中国之大，以中国人口之众，以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辉煌文明的优秀和智慧，中国要在这个世
界上获得她应有的地位和尊重，中国人民要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这是理所当然的合理追求，根本无
须去曲意讨人欢心。
　　我赞同一种观点，当前所谓的中国崛起，在某种意义上更应解读为一种古老文明的复兴。
这种“崛起”是一个曾不幸误入歧途之后的大国发展之路的正常回归，它决不是一种令世界惊慌意外
的“非常态”的突兀“崛起”。
如果说有谁对中国的这种正常的“崛起”感到了“惊慌意外”，那时因为他们习惯了这个世界旧有的
力量格局，或者说一些人从内心根本就不愿意这种格局由于中国而被改变。
说到底，还是一些人、一些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希图永居优势位阶，不愿他人对自己的这种优势构成任
何挑战的心态在作祟。
当然，这就不是靠中国的善意解释就能令其释怀理解的。
中国和世界的全部历史已作出说明，中国要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她应有的地位和尊重、中国人民要实现
谋求幸福生活的理想，一切都要靠中国自己去争取、去奋斗实现。
对于中国来说，关键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和如何去成就。
中国当然不能永远成为“贫穷落后”的代名词而受人睥睨，让“东亚病夫”的悲剧在今天延续；当然
不能仅仅满足于经济上的发展而没有其他方面的发展，成为“单向度”发展的国家，呈现一个“暴发
户”的形象；当然不能因为一些国家在政治制度、发展模式、文化价值观上的不断的指责攻击就自惭
形秽，就放弃对自己经过艰苦探索、好不容易获得的应走的正确发展道路的坚持，简单搬用别人的东
西，从而失去国家发展应有的主体性；当然不能因为要走自己的路，就完全不顾对自己仍然存在问题
的检视和对他人长处的学习，或者把那些本来就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优秀成果自外于己、功归于人（
如民主、人权、自由），为维护一些僵硬的原则而自我束缚、放弃必要的革新借鉴；当然不能仅仅为
了实现与“国际接轨”而无条件地乖乖接受旧有的国际体制和各种制度安排，放弃必要的斗争和改造
努力，成为原本就存在太多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旧秩序、旧格局的守护者；也当然不能因为为了宽
慰别人的“戒心”而在别人厉兵秣马的情况下放弃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中国还当然不能只为了自己的
发展而完全不顾自己对这个世界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罔顾13亿中国人的发展需要和全球60亿人的发
展需要之间应有的和谐关系⋯⋯而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中国实际上就把自己放置到了一个艰难的
角色位置上，但这样的角色也是中国能作出的唯一选择。
承担这样的角色，是要作出艰苦的努力，承担巨大的责任，付出很多牺牲的。
　　在当今世界伴随科技进步而不断膨胀的人类巨大需求和稀缺的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愈益彰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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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之间发展竞争愈益加剧的背景下犹为艰难。
为此，国家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就成为制胜的至要。
纵横观察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轨迹，在选择国家发展战略上，对于中国来说，有一点是显得越来越明
确：要增强中国发展的国际国内的推力因素、减少阻力因素，要解决中国发展与各国发展的相容性、
协调性，要增强“中国因素”在世界上的积极影响和更大影响，就必须努力增强有关中国在政治制度
、社会体制、发展模式、发展政策等方面在不断融汇人类社会先进文明成果基础上的与时俱进的改革
完善，并努力使之在被世人日益了解“认同”基础上进而成为多样化世界的无可置疑的重要丰富内涵
；就必须要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和行动，努力向世界去诠释、去增进有关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国的事物
（包括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中国形象等方面的国际理解和认同，实现世界（尤其是西
方世界）对中国发展的心理适应的调整；就必须要十分注重国家在人本理念主导下的国家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各方面发展的进一步协调整合，在继续注重一定发展速度基础上的社会发展品质的全面
提升；就必须要不断强化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注重由民心士气构成
的国家凝聚力所产生的强大精神力量的作用；就必须更加注重国民素质的提高，不断涵养民族的智力
、思想能力、创造力与想象力。
总而言之，中国要真正成就世界大国的梦想，需要的是“硬”、“软”相济的综合国力的完美成长。
而在上述所表达的内容中，无疑更多关涉中国在“软实力”上的发展。
毫无疑义的是，发展“软实力”是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大国博弈中制胜、实现强国理想的必然之道，也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题中重要内涵。
　　第一章　国家实力与“软实力”　　国家实力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的角色和影响力，决
定一个国家在世界力量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国际政治也常常被称作实力政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全球化和信息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关系中
多边主义和民主化得到进一步发展，缓和与合作的氛围增强。
与此同时，世界并未因此而太平。
一方面，强权政治、恐怖主义、核扩散以及围绕资源、市场争夺及民族、环境等诸多矛盾所导致的国
际纠纷连绵不断，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冷战”阴影不时闪现；另一方面，人类社会面临越来越多的
诸如全球气候变暖、环境危机、能源过量消耗、艾滋病、禽流感、跨境毒品交易以及南北鸿沟扩大等
共同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间的合作和竞争出现同步并行的增强，并呈现新的变化。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一方面，全球合作、区域合作和国家问的合作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展
开，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竞争也由军事、经济领域的“硬实力”领域扩展到文化等“软实力”领域
，人们对国家综合国力的要素构成及其实质和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
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博弈中，“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愈益凸显。
世界历史也已表明，一个国家要成功地成长为世界大国、强国，仅仅有物质力量的积累是不够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仅靠物质力量的强大而得以持久，那些成功地取得并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
国家莫不是向世界提供了某种文化和制度”，展示出软硬兼备的国家实力。
过去那种凭靠“硬实力”打拼天下、将“炮舰政策”奉若神灵的时代已难再续。
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普遍规律和现实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崛起，从根本上而言，取决于它自身综合
国力的全面提升。
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的国家，历来是“软”、“硬”两种实力兼具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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