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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现严重文化传播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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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外国媒体誉为“中国的形象大师”的全国政协委员赵启正说，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

出现严重的“文化赤字”，呼吁中国振兴文化，并对世界文化做出较大的贡献，推动中华文化

走向世界。 

  他说，和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入超”，存

在“文化赤字”，显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还不够强大。中国因此应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培

养能输出文化的人才，同时加强文化教育，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 

  “只有在世界文化占有一定的份额，才能成为文化大国。只有文化大国，才可能成为世界

强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谁开始喜欢你的文化，你就开始拥有了谁。” 

  赵启正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昨天代表新闻出版界在全

国政协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提出振兴中华文化和加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 

文化交流严重逆差 

  这位以直率敢言见称的政协委员以图书为例指出，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

1的逆差，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2004年，中国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有4068种，输

出14种；从英国引进的图书版权有2030种，输出16种；从日本引进694种，输出22种。 

  在电影方面，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进口影片4332部，出口影片却屈指可数。而美国电

影的生产量尽管只占全世界的5%至6%，但放映时间却占全世界放映总时间的80%。 

  赵启正说，在语言文化方面，中国和西方的交流也处于严重逆差状态。美国高中有大约2

万4000人学中文，但学习法语的美国高中学生是100多万。反观英国把英语教学作为一项出

口，它的价值在五年里已经从65亿英镑增加到了103亿英镑（292亿新元），大约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1%。 

  他说：“一种语言形成霸权后，就意味着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国家和民族将很容易拥有信

息霸权和文化霸权，并会影响政治话语权。” 

  赵启正表示中国无意于强权，“但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发源地，只出口电

视机，不出口电视机播放的内容，就成了一个‘硬件加工厂’”。 

中国出口电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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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思想观念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最近有一本著作指出，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

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

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为此赵启正说，中国要振兴文化，必须认真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

略，“要把振兴文化提到文化安全的高度，有了文化安全，才能谈到价值观安全和意识形态安

全”。 

  此外，他也建议中国为输出文化加强培养人才，组织队伍。“这支队伍不是简单的翻译队

伍，是面对外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另外，是在文化贸易中增加一些

对外国公司的约束条件，例如要求承担一些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任务。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周汉民教授受访时，也同意中国需要加强文

化软力量。 

  周汉民指出，赵启正的讲话是个及时的提醒。他说：“一个国家走向世界，并不仅仅是在

经济上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还应当让文化推陈出新，让人们来接受你这一文化。” 

  但他也认为，中华伟大的文化，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伟大的文化，“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

才是它的底蕴”。 

  为此他认为，只要对中国的文字，艺术和其他文化载体发扬光大，其实就是一种文化推

进，“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台湾导演李安最近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我认为就是华人的光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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