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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晓群：“文化软实力”的思考

俞晓群

2013-02-02 10:27:32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2020年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五点新要求，其中第三条说：“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它包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以及文化产品丰富、服务完善、形成支柱性产业、走出去等内容，最终实现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 

  早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已经提到“文化软实力”的概念。由此可以看出，党对“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视。在学习过程

中，有几个基本概念，引起了笔者的一些思考。 

  首先，复述一下“软实力”的定义。它是1990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小约瑟夫·奈提出来的，它是同国家军事、经济力量等

组成的“硬实力”相对应的概念。在一般意义上，“软实力”是指能够影响他国意愿的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

观的感召力和文化的感染力等，在当今综合国力竞争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是“文化软实力”。根据上面的界定，显然“软实力”并不等同于

“文化软实力”，在范畴的意义上，它们是一种包含关系。 

  再进一步，“软实力”的概念，也不是专为文化的作用而提出的。一说到文化，人们就会想到琴棋书画一类精神生活，把它

与衣食住行一类物质生活对应起来，由此推断出文化之“软”。其实文化并不总是“软”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硬”的一面

表现得越来越强劲。比如美国，它的文化产业已经占美国GDP的25%左右，其地位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工业，并且已经成为美国最大

的出口产业。在这一层意义上，文化实在是美国不能再硬的“硬实力”了。我国文化产业占我国GDP不足4%，但提升很快，相信

不久也会逐步“硬”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的问题上，我们经常在不自觉中，将它“硬实力”的属性与“软实力”的属性混淆起来。一是认为在

概念上，文化就等同于“软实力”；二是在论述中，用“文化硬实力”的数据去说明“文化软实力”的地位。将文化等同于“软

实力”显然是不对的，单纯地用经济数据说明“文化软实力”的高低强弱，也不全面。比如，美国输出“大片”等文化产品，与

发展中国家竭泽而渔式地输出自然景观、挥霍传统文化资源等相比，它们所产生的“文化软实力”意义，显然不能同日而语。 

  另外，在许多时候，即使在数据上，一个国家的“文化硬实力”增长了，它也不一定会为那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提供相

应的增长数据，有时还会提供负面影响。因为“文化软实力”只能包含一个国家的正能量，只能包含一个国家的所谓“先进文

化”。 

  我们在考察“文化软实力”增长与否的时候，看收视率、看产值、看创汇等指标，甚至看国际获奖等，但都不能把它们当做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评价某一个文化产品为国家提供“文化软实力”的全部依据。我们更应该看它的内容，看它的文化效应，看它产生的正面感染

力，看它为我们“国家精神”的树立起到哪些好的作用。这种评估能力的建立与完善，才是当代一个国家走向成熟的标志。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文化软实力”的构成，不能完全寓于“狭义文化”概念之中，许多非文化类的产品，也会产生重要的

文化效应。所谓“狭义文化”，各国界定不同，美国也称作“娱乐产业”，根据产业门类的不同，可分为娱乐与电子传媒、新闻

出版、旅游在内的三大块，这已经很宽泛了，但还是狭义的。其实许多“硬实力”产业，都会产生“文化软实力”的效应。比如

“中国制造”这一概念世界闻名，它在创造“硬指标”的同时，还成为一种影响巨大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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