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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软实力到底是什么？
约瑟夫·奈的解释是国家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而克莱因在他的“国力方
程”里，提出把“战略目标”和“国民意志”作为衡量国力的条件；斯拜克曼则把民族同质性、政治
稳定性、国民士气视为软实力；英国学者罗伯特·库伯把“合法性”作为软实力的核心要素。
    硬实力是一种物质力量，软实力是一种精神力量。
一个强权国家运用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在全球产生强大的影响，并利用这些东西寻找“和平演
变”的对象，通过文化输出获取价值观的趋同。
美国就是凭借其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向全球推行其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以硬实力为依托扩张自己
的软实力。
由于软实力具有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因此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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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Hard power”和“Soft power”　　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以及对中国软力量的观察　　郑永年张
弛　　“软力量”一词已成为中国媒体、政策圈内、国际政治学界里人们热衷于讨论的一个概念。
多数讨论主要基于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力量（softpower）概念。
针对近年来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外交在国际社会陷入困境的局面以及美国在全世界声望
下降、世界范围内反美情绪上升的现象，奈对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批评。
针对布什政府的军事主义，奈认为在世界政治中，软力量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美国要学会运用灵巧
的力量（smart power?），即结合硬力量（hard power）和软力量来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
　　奈认为，力量（power）是影响他人行为从而实现自己目的的能力。
硬力量在于引诱（“胡萝卜”）或者威胁（“大棒”）。
而一国的软力量主要在于三个资源：该国的文化（对他人具有吸引力的地方）、该国的政治价值观（
当该国在国内、国外都实践该价值观的时候）以及该国的外交政策（当这些政策被看做合理、合法并
具有道德权威的时候）。
　　本文先对软力量学说在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发展的情况及其局限性做一简要说明，然后针对奈的软
力量概念的不够科学之处进行一些批评，并在此基础上对国际政治中力量的软硬关系做一动态诠释，
最后简要分析当前国际政治中中国软力量的组成。
　　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软力量的讨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西方国家政治学者提出的具有政
策导向的概念或者学说，由于存在着明显缺陷，并没能在西方学术界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
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理论却得以迅速传播，影响深远。
在中国也不例外。
早些年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近年来约瑟夫·奈的“软力量”概念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
。
由于学术界的推崇，加上媒体的炒作，奈的软力量概念近年来已经传遍中国。
尽管应用甚广，但国内各方面、各领域对软力量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
媒体和其他行业对软力量的理解和运用与国际政治学是有区别的。
本文的讨论仅针对软力量概念在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应用和发展的情况。
美籍华人学者王红缨对中国学术界关于软力量的讨论做过一个相当全面的总结，发现在概念范畴上，
中国学者使用的软力量广于奈的概念。
奈主要针对国际关系而提出软力量概念，但中国学者对于软力量的讨论包括了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两
方面内容。
另外，奈关于美国软力量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流行文化和政治模式上，而中国学者关于中国软力量的讨
论则集中在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模式上，并涉及国家凝聚力、社会公平、政治改革、道德水准、反腐
败等内容。
而且，软力量概念对于国家政策的影响在中国似乎比在美国大。
她同时对奈的软力量概念提出一些批判，比如，没有解释如何度量吸引力以及想当然地认为“吸引力
”和“影响别国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能力”两者之间存在联系。
由于理论上的局限，奈的软力量概念无法对中国政策制定者增加和运用中国吸引力来实现其政策影响
的计划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目前，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软力量概念的探讨很大程度上是介绍奈的软力量概念，或者将奈的概念在
内涵上加以扩大，以便解释中国的软力量，因此很多讨论在基本沿袭奈的理论模式的同时，也避免不
了其不足之处。
　　对约瑟夫·奈软力量学说的批评　　奈的确是最早提出软力量概念的国际政治学者。
但他并不是认识到“软力量”重要性的第一个学者。
实际上，第一个提出并比较系统地讨论软力量但没有使用这个概念的是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
尼·葛兰西。
在葛兰西那里，软力量表现为意识形态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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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政治进行考察后，葛兰西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最有效
的统治工具并非是诸如武装部队和警察的硬力量，而是其占霸权地位或上升至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
文化。
葛兰西讨论的是软力量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而奈则把此扩展到国际政治。
奈正式使用软力量的概念，但对这个概念的效用的讨论并没有超出葛兰西多少。
　　奈提出的软力量概念具有很强烈的政策针对性，是面向美国外交所面临的难题，提醒美国决策者
重新注重使用软力量，强调软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
但从学术角度看，在软力量的概念和范畴等方面，奈的理论存在着不少问题。
　　第一，奈的软力量概念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一方面，他对软力量和硬力量从概念上做了简单的“一刀切”式的划分，即硬力量是一种强制力，主
要表现为军事和经济；而软力量是一种吸引力，主要表现为文化、价值观和政策。
另一方面，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他又指出“软力量”和“硬力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加强的性质
。
经济、军事等硬力量可以催生软力量。
同样，“一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下降很可能导致该国失去制定国际议程的能力和该国的吸引力”。
他观察到，一些国家很可能被另外一些国家的硬力量诸如不可战胜的神话所吸引。
所以，“硬力量有时候可以具有吸引力和软的一面”。
相同的力量资源可以催生从强制力到吸引力的整个行为模式。
　　换句话说，同一种力量，有时表现为“软”，有时表现为“硬”，这的确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但是，奈对这一现实的清楚认识显然和他自己对“软力量”与“硬力量”在定义上的不当划分自相矛
盾。
即使像军事、经济这样被奈归入“硬力量”范畴的要素，也可以表现出“软”的一面，而奈并没能在
理论上把这个矛盾解释清楚。
　　奈所列举的一些“软力量”方面的内容，比如马歇尔计划、赞助学者进行国际交流等，背后实际
上是“硬力量”的支撑。
如果没有美国二战后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则很难出现人们所见到的马歇尔计划。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基于“硬力量”之上的国家政策是“软力量”。
但如果光有政策而无法执行，力量又如何体现？
这些政策的执行还得依靠奈所定义的“硬力量”。
所以，按照奈的理论，很多所谓的“软力量”同时又是“硬力量”。
由于对两者关系缺乏理论上的说明，使得他的整个软力量学说的说服力成为问题。
　　而且，奈将不同类型力量的政策和行为方式也进行了“一刀切”式的划分。
比如把军事力量的政策行为选择分为威胁外交（coercivediplomacy）、战争、联盟；经济力量分为援助
、贿赂、制裁；软力量分为公共外交、双边和多边外交。
但是．威胁外交、联盟、援助、制裁等实际卜都是在双边和多边外交的范畴内的。
这种在定义划分上所出现的不可避免的相互重叠和矛盾也反映了国际政治中一种力量资源既可以“软
”又可以“硬”的现实。
　　第二，奈的论述有诸多与事实不相符合之处。
例如，他指出有时候不需要硬力量也可以达到目的。
如果一些国家崇拜某国的价值观，效仿该国的样板，渴望实现该国的繁荣和开放，那么该国可以通过
这些国家对其的追随从而达到自己在世界政治中的目的。
这个观点可以说是其软力量概念的核心，但．很难体现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
例如，世界上很多国家和人民羡慕美国的民主、自由，并期望实观美国般的富强，但这并不等于这些
国家和人民会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
崇拜美国价值观和经济繁荣的人们同时可以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
奈简单地以为对一国价值观的喜欢可以自动转化为对该国外交政策的支持。
这种逻辑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与现实并不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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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奈对软力量范畴的描述并不符合现代社会科学所强调的科学性，并没有对国际政治中的软
力量和其他方面的软力量做出科学的规定。
《软力量》一书用了两个章节来列举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与地区的软力量。
他这样做时，有将软力量的范畴无限扩大化的趋势，把很多对国际政治和国家行为影响甚微的东西都
给包括进去了。
比如，在讲美国软力量资源的时候，奈列举了移民人数最多、电影电视最受欢迎、高等教育发达、诺
贝尔奖得主多以及美国流行文化等。
在讲欧洲软力量时，还是用了诺贝尔奖、音乐、书刊销量、体育、对外经济援助、跨国公司甚至人口
的预期寿命等。
在讲亚洲软力量时，奈则强调经济快速发展，如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七到九个百分点等。
他还指出，日本是亚洲最具软力量资源潜力的国家。
接着列举了日本的专利数量、研发水平、对外援助、人均寿命、跨国公司等。
至于中国，奈还列出了《卧虎藏龙》、姚明等。
按照这种逻辑，这些长长的清单可以继续甚至无限地罗列下去。
且不论上述其中几项到底属于奈所定义的软力量还是硬力量，单看这一长串清单，多数是对国际政治
和国家行为起不了重要作用的因素。
很显然，事实并非如果中国人喜欢听美国流行音乐，中国政府就会在外交上配合美国的政策。
同样，美国观众喜欢看中国电影也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会有什么变化。
把软力量范畴无限扩大化使得奈的概念很难科学地分析国际政治现象，尤其是主权国家的国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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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软实力.软实力大战略》为丛书之《软实力大战略》分册。
中国的崛起是在失去世界政治、经济、文明控制权150年之后的再度崛起。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创下，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战略格局面临新一轮洗牌。
在千年一遇的机遇面前，中华民族、中国国民、中国政府应以怎样的大战略、大视野、大谋略、大胸
怀应对新的世界秩序、迎接新的挑战？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智库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发改委、中央党校、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各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等，这些机构作为政府“外脑”，为中国
最高决策层分析全球走势，为中国策，为国是谋。
　　《大国策》丛书集结当代中国顶级“谋士”和“智囊”，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
进行考察，立足中国崛起道路上的大战略、大课题，对崛起进程中的中国经济、政治、民主、软实力
、民生、环境、能源、人口、国家安全等领域所涉及的战略问题发表国策诤言，直陈大国崛起进程中
的危机和挑战，试图超越西方设定的现代化标准，跨越西方现代化“陷阱”，提出中国崛起的大对策
、大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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