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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战略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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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旨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

要战略命题，也是我党一贯重视文化建设的思想在新阶段、新形势下的延续、推进和发展。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思想，既是一致的，同时，又历史性

地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  

 

 

  邓小平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

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而邓小平所强调的精神文明，其着重点在“共产主义的思想、理

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他多次指出，“现在我们要特

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

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这些论述都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视为对经济建设的一种必要的思

想保障和精神上的推动力量。邓小平认为，精神文明建设最重要的是凝聚人心，是加强社会凝聚力。

因此，他特别强调要有共同的理想信念，认为有了理想和信念的支撑和引领，人民才会有向心力，我

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才不会迷失前进的正确方向。邓小平论及的精神文明建设要旨在于面向实践

问题，以先进文化为依托，着力于社会积极主体的建构和塑造，保障主体在物质文明建设中不迷失正

确方向。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进步性具有决定意义，它从根本上决定着先进的文化选

择和进步主体的特质。  

 

  如果说，邓小平的相关论述主要偏重于强调文化建设培育主体的功能的话，那么在江泽民的论述

中，文化建设除了其培育主体的功能外，还是一种国家实力、国际竞争力的结构要素，这是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文化的综合功能，尤其经济功能越来越强化的一个体现，也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

发展，文化的国别意识、主体意识、主权意识日益自觉和增强的体现。  

 

  江泽民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

力的重要标志。”“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

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观点，在

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变物质，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

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江泽民强调文化作为

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更多的是偏重于说明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建设本身的实际支撑推动作用。  

 

  江泽民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本内容时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  



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

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里面包含了先进文化的三

个主要功能，即指方向、育主体、促发展。先进文化的力量也正体现在这三个方面。方向明确了，力

量才会凝聚；主体合格了，力量才有所从发；发展推进了，力量才能够得以体现和展示。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一重大决

策，回答了如何提高文化软实力、提高什么样的文化软实力的问题。他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

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

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

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这就表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始终坚

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这是一个基本要求，因为只有先进文化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本质和特征。这里的文化是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培育社会文明风尚

的和谐文化，是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中华文化，是充满着发展活力的创新文化，只有这样的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了，才会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也才能使我国文化软实力切实得到提高和增强。  

 

  在胡锦涛的有关论述中，国家文化软实力既包含国家意识形态的、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包含

文化的经济功能或经济的文化蕴涵，也包含了国际关系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在国际关系方面，为了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胡锦涛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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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文化软

实力建设有着本质的不同，从建设和谐世界的视角来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助于抗衡和解构霸权

文化的同化力量，有助于促进形成世界文化形态多样化的生动局面，有助于加快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进程。这既是世界历史进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心一意谋发展、促和谐的中华文化当代形态的本

质体现。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战略决策的明确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

到一个更新、更高、更自觉的阶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经济全球化语境中发展和提升综合

国力的需要，是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求和引领人民精神生活追求的需要，是民族文化自身实现创新发

展的需要，也是国际关系中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需要，它必将随着科学发展观的逐步落实，而开辟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崭新局面和境界。  

 

                          （执笔：马建辉）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