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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软实力这一形象、清晰、富有时代色彩的概念，将北京的资源特点加以浓缩、概括，准确反
映了当代北京资源优势的本质特征。
在运用软实力理论对北京的资源优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与北京软实力优势相契合的产业，
即软产业。
这一认识北京资源优势的新视角和理论框架，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北京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
发展方向，并自觉去培育、发挥这一优势，选择与这一优势相适应的主导产业和发展战略。
    本书分三篇。
第一篇是理论篇，对软实力理论的提出、界说、内涵进行了介绍，对软实力理论在我国的运用情况作
了阐述；第二篇是资源篇，运用软实力理论对北京发展经济的资源优势和劣势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
提出北京发展经济应扬长避短，选择适宜发挥自身优势的战略和产业；第三篇是产业篇，提出与北京
软实力优势相契合的产业是软产业，发展重点是现代服务业中的四大主导产业，即生产性服务本业、
文化创意产业、高技术服务业和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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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论篇　　最早明确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又译作“软力量”或“软权力”）概念的是美
国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
奈。
约瑟夫．奈曾经担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防部部长助理，在美国政界和学界有着广泛
的影响。
　　约瑟夫·奈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围绕美国国力是否衰败及未来发展的大辩论中提出“软
实力”这一概念的。
在那场辩论中，著名历史学家保罗。
肯尼迪提出了“衰落论”的代表性观点。
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综合国力并没有衰落，而是其本质和构成正在发生变化。
　　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Hard Power）而言的。
冷战期间东西方对抗的轴心是“硬实力”（军事机器、核威慑力等），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军事对
抗的消失，技术、教育和经济、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实力的界定正在变得“强
制力更少，有形因素更少”。
　　在我国，最早使用软实力概念的是王沪宁。
1993年，他发表了《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实力》一文。
这以后，软实力问题在我国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软实力概念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
一些学者将研究领域由国家层面引申到区域层面以至企业和个人。
　　我们认为，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创造了一个关于综合国力內涵的
统领性概念，更是一种分析方法和观察角度的创新，为我们分析种类不同的竞争主体在竞争中依赖的
实力及实力来源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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