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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 软实力有三个来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对外政策。从这三个方面分析, 中国的

软实力相对美国来说正在不断增长。美国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公民社会,而中国软实力的推

展却高度依赖政府,并且以凝聚国内人心、形成与加强主流价值观为首要目的。中国软实力的拓展

是其硬实力增长的必然结果。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软实力有相互排斥的一面, 但

两国软实力的互动远非一场零和游戏。两国可以通过增强双方在彼此心中的吸引力降低发生对抗

的几率。在应对诸多全球挑战时,中美的软实力也可以相辅相成,实现一定程度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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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文为 / The R ise of Ch ina. s Soft Pow er and Its Im p lica-

tions for the Un ited S tates0,发表于 R ich ard N. Rosecran ce and Gu Guo-

liang, eds. , P ow er andR estra in t: A Shared Vision for th eUS - Ch ina R e-

lation ship, N ew York: Pub l icA ffairs, 2009。作者在中文版发表前做了

补充修改,由赵明昊翻译,王缉思修订。

  21世纪初,中国崛起已经成了世界政治中最重

要的现象之一。其实, /中国崛起 0这个说法并不准
确,因为就疆域和历史而言, 中国一直都是东亚大

国;从技术和经济上看,中国在公元 500~ 1000年间

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尽管当时的影响无法达到全

球。欧洲和美国仅是在最近 500年才赶上中国的。

据估计,工业化时代初期, 亚洲的生产总值占世界的

3 /5。然而到了 1940年, 这一份额跌到了 1 /5, 而当

时亚洲地区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3 /5。今天, 高

速的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占世界产值的份额又恢复到

了 2 /5, 更有分析人士预测, 亚洲将在 2030~ 2040

年前后重返经济发展的历史最高水平。当然,亚洲

还包括日本、印度、韩国和其他众多国家, 但是中国

终归要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最近 30年来, 年均

8% ~ 10%的经济增长率带来了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的显著增加。这一实质性的经济成就, 伴随着以儒

学为特征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提升了中国在亚洲和

整个世界的软实力。

一 软实力

实力就是影响他人以取得你所希望的结果的能

力。我们通常可以用三种方式影响他人: 强制性的

威胁 ( /大棒 0 )、诱惑或者报偿 ( /胡萝卜0 )以及能

使他人与我们同欲共求的吸引力。在国际政治中,

一个国家可以由于别国愿意追随它,景仰它的价值

观,向它学习, 追求它所达到的繁荣与开放的高度,

而获得它所期望的结果。由此, 国家不能仅仅通过

使用或者威胁使用军事、经济武器迫使他国做出改

变,设定议程、吸引别国亦十分重要。这种软实力

(让别人也想获得你希望实现的结果 )靠的是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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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而不是强人所难。¹

软实力来自于塑造他人行为偏好的能力。并非

某一个国家,也并非仅仅是国家,才拥有软实力。在

个人交往中,我们也能看到吸引和诱惑的力量。政

治领袖一直深谙那种通过设定议程和辩论框架所获

得的力量。软实力是领导力和政治中无时不在的重

要成分。º 这种能够决定他人行为偏好的能力与很

多看不见的优点相联系, 比如, 有吸引力的性格、文

化、政治价值观和制度以及那些正当合理且有道德

权威感的政策。如果我能够让你愿意做那些我所希

望做的事情,那么我就不必强迫你做那些你并不想

做的事情。

软实力和影响力并非一回事, 虽然它是影响力

的来源之一。威胁和利诱这些硬实力也可以营造某

种影响力。劝说和以理服人是软实力很重要的组成

部分, 但并不是软实力的全部, 诱惑和吸引的能力也

是软实力。从行为的角度讲,软实力是有吸引力的

权力; 从资源的层面说,能够产生这种吸引力的资产

皆是软实力的资源。一些资源既可以生成硬实力,

也可以营造软实力。比如,强有力的经济可以提供

利诱他人的重要的胡萝卜,也可以作为发展的成功

模式吸引他人。通过民意调查和小组访谈, 我们能

够衡量一些特定的资产能否产生让人心向往之的软

实力。那种吸引力能否转化为人们希望看到的政策

结果, 则有待于具体事例的检验。但是,拥有能够产

生实力的资源并不能保证让实力最终发挥作用。这

并不单指软实力而言, 其他形式的实力也会出现类

似情形。比如, 1940年法国沦陷之前, 英、法两国的

坦克数量超过德国, 但是这种军力资源上的优势却

无法决定这场战役的最终结果。

在国际政治中, 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某

个组织或国家所表达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体现在

它的文化中,体现在它根据内部实践和政策所树立

的榜样中,也体现在它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中。有

时政府发现软实力难以运用也不易控制, 但是这并

不能抹杀它的重要性。一位法国前外交部长谈到,

美国人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他们 /借助电影和电视,

掌控了全球的形象塑造,激发了人们的梦想和欲望,

也因为他们借此让大批外国学生到美国去留学,完

成学业 0。» 软实力是一种重要的现实存在。像肯
尼思#华尔兹 ( Kenneth N. W a ltz)这样的新现实主

义者关注的是由物质资源决定的力量结构, 而否认

软实力的重要性。他们就像无法理解诱惑力的那种

人一样,只服从于所谓 /具体的虚假性0, 即认为凡

是无法用来轰炸城市或扔到你脚下的东西都不是实

力资源。¼ 像汉斯#摩根索 (H ans J. M orgenthau)或

者更早的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N icco l�M ach iave lli)

这样的古典现实主义者并未曾犯下这种忽视观念力

量的错误。

在美国,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俄罗斯 2008年 8

月对于格鲁吉亚的入侵证明了软实力其实是 /不着
边际 0的, 军事硬实力才真正说了算。俄罗斯看到

自己在苏联崩溃之后遭受屈辱, 现在正经历着一个

以民族主义加以回应的阶段。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其

经济增长之后,俄罗斯发现了对周边邻国重新显现

实力的机会。有观察家指出, 2009年俄罗斯切断对

乌克兰 (也波及欧洲其他地区 )的天然气供应是其

硬实力的一种成功运用。其实, 军事介入格鲁吉亚

和切断天然气供应,使俄罗斯在欧洲的声望和软实

力遭受了沉重打击。苏联曾在二战后的多年里赢得

了不少软实力,但后来因其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

克使用硬实力的政策而自我摧毁,俄罗斯领导人似

乎忘记了这一点。½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三个来源: 文化 (在

很多方面对他国具有吸引力 )、政治价值观 (在内外

事务中遵守并实践这些观念 )以及对外政策 (正当

合理,并具有道德上的权威性 )。德国 5时代 6周报
主编约瑟夫#约菲 ( Josef Joffe)曾提出, 美国的软实

力甚至强于它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 /美国文化,

无论通俗的还是高雅的, 都向外散射着只有罗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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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 奈最初在其 1990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出 /软实力 0

这一概念,参见 Joseph S. Nye, B ound to Lead: The Chang ing N ature

of Am erican P ow er, N ew York: B as ic B ook s, 1990。约瑟夫# 奈的概念

实际上源自彼得# 巴克拉克 ( Peter B ach rach )和莫顿# 巴拉兹 (M or-

ton B aratz) /权力的第二面相 0的提法, 参见 Peter B ach rach and M or-

ton B aratz, / Decisions and N ondecisions: An An alytical Fram ew ork, 0

Am erican P ol itica l Sc ience R eview, Vo.l 57, N o. 3, 1963, pp. 632 -

642。奈在 2004年的著作中比较全面系统地讨论了软实力问题,参

见 Joseph S. Nye, S of t P ow er: TheM eans to Su cce ss in World P olitics,

N ew York: Pub lic A ffa irs, 2004。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 Joseph S. N ye, The P ow ers to

L ead, Oxford: Oxford Un ivers ity Press, 2008。

H ubert Vedrinew ith Dom in iqueM ois ,i F rance in an Ag e of G lo-

ba lization, W ash ington, D. C. : B rook ings Inst itu tion Press, 2001, p. 3.

S teven Lukes, Pow er: A Rad ical View, 2nd ed1, London: Palgrave,

2005.

Joseph S. Nye, / Gun s and Go ld ofAugu st, 0TheK orea T im es,

S eptem ber 2, 2008.



国时代才得以一见的炽热, 而且方式新颖迂回。罗

马和苏联的文化影响力都无法超越它们武力直接控

制的范围,美国的软实力才真正造就了一个日不落

帝国。0¹

然而,文化软实力可以遭到不正当的政策的损

害。近年来,尤其是在入侵伊拉克之后,美国的软实

力已经下降了。最近, 华尔街金融业的失利和美国

经济的低迷打击了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声望。

尽管 2008年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的登台某种程度

上挽救了美国梦的公信力,但是在很多观察家看来,

在过去 10年中,美国的吸引力或曰软实力相对于中

国而言衰减不少。英国广播公司 ( BBC )最近对 22

个国家的调查显示, 近一半被调查者非常积极正面

地看待中国的影响力,但是只有 38%的人对美国持

同样积极的态度。º 2008年,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

会和韩国东亚研究院就亚洲地区的软实力问题展开

了一项细致的多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影响

力的上升被亚洲地区的大部分民众认为是 /积极
的 0。» 此种调查仅是窥豹一斑,不宜对这些看法过

分解读,但是这些调查结果的确耐人寻味。

二  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深具魅力, 而今它也正在

全球流行文化中崭露头角。 5卧虎藏龙 6在非英语
电影中一度最为卖座。在 NBA休斯敦火箭队效力

的姚明是来自中国的明星,大有成为迈克尔 #乔丹
第二的劲头。过去 10年间,在华外国留学生每年的

增长率为 20%, 由 3. 6万人增至 11万人。¼ 2007年

全年,来华外国游客的数量猛增至 2 300万人。½ 截

至 2007年 7月,中国已经在世界上 50多个国家建

立了超过 170所孔子学院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¾

当 /美国之音 0将中文广播的时间从每天 19小时削

减到 14小时之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却推出了全天

候的英文对外广播。¿

在政治观念方面, 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已经渐行

渐远。中国在过去 30年中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

三番, 其政治、经济的巨大成功让很多发展中国家倾

慕不已。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某些地区,稳固

掌控的政治体制加市场经济的 /北京共识 0, À比之

前大行其道的西方式民主政体加市场经济的 /华盛
顿共识 0更受欢迎。Á 中国加强了对外经济援助,并

且让其不断扩展的国内市场更加开放, 这些都增强

了中国的吸引力。�lu

同时,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也做出重大调整。

20年前,中国对多边体制持很大保留意见, 与众多

邻国心存芥蒂。如今,时过境迁,中国已经加入了世

界贸易组织,主张以多边外交解决国际争端,并且累

计派出超过 9 000名官兵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lv

通过主持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为目的的六方会

谈,中国在防止核扩散方面贡献日多。此外,它还与

不少邻国解决了领土争端, 并加入了众多地区性组

织,最近召开的东亚峰会即是明证。近年来,中国降

低了反对 /美国霸权主义 0的调门, 取而代之的是大

力倡导国际合作, 推动建立 /和谐世界0, 并尽力使

外部世界确信中国将会坚持 /和平发展道路 0。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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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f Joffe, / W ho. sA fraid ofM r. B ig? 0 TheN ationa l In terest,

Summ er 2001, p. 43.

BBC Pol,l 2005, 另见 / G lobal V iew of US W orsen s, 0 N ew

York T im es, January 23, 2007 - 03- 05.

当被问及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被调

查国家的大部分受访者都以 /非常 0或者 /有些 0积极评价中国的地

区影响力 (美国: 53% ; 日本: 62% ; 韩国和印度尼西亚: 58% ; 越南:

76% ) ;除了印度尼西亚之外,其他国家的大多数民众都相信中国将

会是亚洲未来的领袖,参见 C h icago C ouncil on G lobalA ffairs, in par-t

n ersh ip w ith the East A sia Inst itute, / Soft Pow er in As ia: Resu lts of a

2008 M ult inational Survey of Pub lic Op in ion, 0 p. 4。

h ttp: / /www. edu. cn /N ew sw in _ 1547 /20060323 / t20060323 _

159709. shtm ,l 2008年 2月 8日。

h ttp: / / trave.l h lz.i com /h tm l /071229 /47016. htm ,l 2008年 2

月 8日,这一数据没有包含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外国游客数量。

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官方网站为 h-t

tp: / /www. hanban. org , 2008年 2月 5日。

Y anzhong H uang, B ates G il,l and Sheng D ing, / A ssessing

Ch ina. s Soft Pow er, 0 Surv iva l, Vo.l 48, N o. 2, 2006, pp. 17- 36.

Joshua Cooper Ram o, The B eijing Con sensu s, London: Th e

Foreign Po licy Cen tre, 2004. 乔舒亚# 库珀# 拉莫深入分析了中国改

革时代的发展路径,但是后来 /北京共识 0多指强力集中的政府和市

场导向的经济的混合体。

Drew Thom pson, / Ch in a. s SoftPow er in A frica: F rom the B e-i

jing C onsensus to H ealth D ip lom acy, 0 C hina Brief, V o.l 5, No. 21,

2005, pp. 1- 4.

马凯硕 ( K ishoreM ahbuban i)认为,中国通过 /共享繁荣 0的

政策与东盟成功地建立了稳固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关系,参见马凯硕:

5中国可以发展出一种亚洲愿景吗 6,载5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096,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年即将出版。

截至 2007年 12月, 中国已经 18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累计派出 9 052名官兵。目前, 1 789名中国官兵驻扎在世界 11个

地区并担负维和任务,进驻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官兵数量将达到 2 000人,参见赵蔚彬、罗洁: 5国际维和与

中国 /蓝盔 0 6,载5世界知识 6, 2008年第 3期,第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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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外交有助于减轻外界的忧惧, 也降低了其他国

家联合制衡中国崛起的可能性。¹

然而,正如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无法与美

国相匹敌一样, 中国的软实力发展也任重道远。º

前文提到的 2008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

显示, 美国在亚洲人心目中的形象基本上还是积极

的,美国在软实力评估的每一个指标中基本上都居

榜首, 表明其在这一地区依旧独占鳌头。» 中国还

没有像好莱坞那样的文化产业, 中国的大学也难以

与美国的大学并驾齐驱。美国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上

来自其公民社会,但是中国的软实力的推展却高度

依赖政府。中国社会的巨大潜力, 包括那些处于草

创阶段的民间社团,都亟待哺育和提高。

在美国形象因入侵伊拉克受损之际, 中国形象

也因为官员腐败、社会不公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国内

方面的诸多缺失大受影响。西方世界一直在批评中

国缺乏民主、人权、宗教自由和法治。尽管 /北京共
识 0能够吸引那些抗拒西方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

但是中国发展模式的适用性和可持续性尚待进一步

检验。¼ 一方面, 中国的新外交正在增强它对亚洲

邻国的吸引力;另一方面, 缺乏足够透明度的显著军

力增长也引发了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关切,其

中尤以日本为甚。这将会影响中国外交的有效性。

中国尚未成功说服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 这显然

是因为欧盟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 /强硬 0姿态表
示不满。尽管中国有这么多的问题必须解决,但中

国的软实力一定会与其硬实力的增长并驾齐驱。

2008年,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可谓是跌宕起伏。8

月至 9月间,中国通过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

令其软实力有所提升。 2008年 8月, 俄罗斯与格鲁吉

亚发生军事冲突之后, 法国学者多米尼克 #摩伊西
(Dom iniqueM oisi)评论道: /当中国试图以奥运奖牌数
量征服整个世界的时候,俄罗斯却通过炫耀自己的军

事优势让世界震惊。将中国的软实力和俄罗斯的硬实

力加以对比可以看出,两个国家的选择反映了它们自

信程度的显著不同。0½较早时,中国在四川大地震后的

迅速有效的反应不仅赢得了来自全世界的诸多赞誉,

同时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援助。

与此同时,在 2008年 3月西藏地区出现骚乱之

后,国际上出现了反华游行活动, 这着实考验了北京

方面的信心。国际上对中国官方管理媒体和因特网

方式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中国软实力在奥运

会期间取得的进展。此外, 2008年 9月,中国最大的

乳品生产商被揭露出售掺入三聚氰胺 (一种可以增加

产品蛋白质含量的化工原料 )的奶制品, 随后又爆出

当地政府部门曾试图与该企业联手掩盖这一丑闻的

消息。这种问题奶制品的危害最终殃及 294 000名中

国儿童。这一灾难暴露了中国在治理方面的痼疾,只

能损害中国的软实力。¾

三 中国国内关于软实力的探讨

在中国,对 /软实力0这一概念的兴趣长盛不衰。
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初期,几十篇甚至上百篇讨论软

实力的短评和论文便已在中国发表。 2006年底一本

名为5软实力 6的新杂志问世,虽然这份杂志主要和商

业有关。¿

/软实力0也进入了官方语汇。 2007年 10月 15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 /提高国家文
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0。
他在报告中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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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À

虽然中国学者还在就 /软实力 0概念的内涵、外
延及其应用范围争论不休, 但是官方似乎没有就 /软
实力0给出明确的定义。同时,学者们对于 / soft p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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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 1期,第 28页。

Ch icago Coun cil on G lobalA ffairs, in partnersh ip w ith the East

A sia In stitu te, / Soft Pow er in A sia: Resu lts of a 2008 M u ltinat ional Su r-

vey of Pub lic Op in ion, 0 p. 6.

中国学者对 /北京共识 0的回应, 见庞中英: 5/北京共识 0:

中国成为全球典范 6, ht tp: / /59. 67. 74. 3 / tszz / th eory/beij ingconsen-

su s/bei jingconsensus010. doc. h tm ;l刘延棠: 5/北京共识 0的潜台词 6,

载5瞭望 6, 2007年第 42期,第 102 ~ 104页。

Dom iniqueM ois,i / Russia. s Neu rot ic Invasion, 0 Daily T im es,

August 31, 2008, ht tp: / /www. dailytmi es. com. pk /defau l.t asp? p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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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IStory_309281. htm ,l 2009年 1月 20日。

5软实力6杂志自称是 /中国国家创新旗帜平台 0, 其网站为

h ttp: / /www. softpow. com。

胡锦涛: 5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 )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 6,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第 33页。



er0的中文译名也是各持己见,因为至少三个中文词

(实力、权力和力量 )带有 / Pow er0的意思。 /软实
力0、/软权力0、/软力量0的不同译法之间带有一些
含义上的微妙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国内出现了众多探讨

中国自身软实力的论著。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

是百花齐放的。虽然没有人否认软实力的重要性, 但

是有些人主张,只有硬实力的迅速增长才能带来软实

力的提升,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中国应该优先发展硬实

力而非软实力。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批评约瑟夫 #
奈未能将软实力划分为政治力和文化力 (虽然在这一

点上他可能没有完整解读奈的文章 )。阎学通主张,

中国在政治力上的 /亮剑0, 比如向外界表明加强军
力、武力威慑 /台独 0的决心,远比对外扩展文化影响

力要重要得多。¹

然而,其他大多数人更加关注文化这一软实力的

必备要素,甚至是核心部分。很多人试图通过分析中

国文化的优势和缺陷来描绘当今中国的软实力。从

积极的方面讲,过去 30年中国维持了经济高速增长,

许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一成就使世界上很多人羡

慕不已。如果中国的政治建制不是如此强大而富有

弹性,这些经济和社会进步便不可能实现。至于中国

经验是否能给其他国家提供一种发展模式 (所谓 /北
京共识0)目前有待探讨,但是不断积累的经济实力和

社会资本,的确增加了中国在向外施展政治和文化影

响力时的自信、自豪及能力。

中国的分析家们倾向于将中国近年的成就归功

于它的文化优势和特质。他们还认为,随着中国硬实

力的不断增长,中国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亦将日

益上升。有人指出,海外华人在促进中国软实力发展

方面是一笔宝贵财富。中国的对外政策也以其超卓

的道德原则 (这点是有争议的 )和高明的外交技巧获

得了巨大成功。

与此同时,不少中国著述也承认中国的软实力存

在限制和约束,尤其是当他们将中国软实力同美国在

世界上的影响相比较时。其中一些人谨慎地指出, 政

府工作透明度的不足以及官员腐败损害了中国的形

象。另一些人提到了中国当下遭受的 /人才外流0难
题,这彰显了中国教育制度 (其中很可能也有政治因

素 )的不足。还有人建议, 中国政府应该在国际公关

方面做得更好。

/软实力0、/硬实力 0和 /巧实力 0这些有用的概
念在中国被越发广泛地采用,但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

力,在一些思想者中仍然存在极大争议。与惯常的理

解相反,一些人主张,强烈的、毫不妥协的民族主义应

该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主要来源,因为民族决心的展示

可以在世界上赢得尊重。º 另外一些人心怀羡慕地

提到了俄罗斯软实力的恢复,认为俄罗斯提供了一种

可与美国相抗衡的不同发展模式。» 甚至还有一种

观点认为, /文化大革命 0时期中国的软实力更加强
大,因为当时毛泽东的革命精神感召了世界上的很多

人。¼

中国国内另外一种更加精深、也似乎更具权威性

的思潮,正试图重新阐释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
念。这种阐释强调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

重构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紧迫性。这一思潮的核心

观点是,对他国吸引力的提升是第二位的,只有在中

国的 /主流文化0获得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民众的共
鸣之后才能实现;打造这种 /主流文化0要靠国家,要

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主导意识形态为中心。

那些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电视剧、音乐剧和歌

曲等文化产品, 应当对其他文化产品起到示范作

用。½ 于是,中国的软实力被引申为一种由国家来打

造的文化影响力, 其目的是对内凝聚人心,加强民族

团结,而并非向外扩展吸引力以获得外交上的增益。

近年来关于 /普世价值0的争论实际上和如何看
待中国软实力的问题紧密相连。¾ 其实, 价值观的普

世性永远都是一个适用程度的问题。有人主张, 坚持

和推广那些为世界所接受的价值观念就是最好的软

实力,当然关键问题在于一个国家确实拥有一套自己

深信不疑并且可使他者心悦诚服的核心价值。¿ 一

些人认为,西方国家宣扬的那些普世价值,包括民主、

自由和人权,不过是其维护霸权、垄断文化实力的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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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工具。¹ 不少公开出版的文章, 其中一些出自官员

和意识形态工作者之手,都批评所谓 /普世价值0, 声
称西方理念与中国价值相冲突,并且会破坏中国的政

治稳定和共产党的权威。

四  中美软实力之间的互动

正如中美两国国家利益部分一致、部分冲突一

样,两国的软实力也在某些方面相互促进, 而在另一

些领域彼此冲撞。这并非软实力所独有的问题,其他

实力也存在类似情形。一般来说,行为者的目标决定

了彼此之间的实力关系是零和还是正和。比如,如果

两国都要求稳定,那么一种可以保证两方不必担心彼

此攻击的军力平衡便是正和关系。

不可否认,中美两国的政体体现了不同的价值体

系和意识形态。在中国政治精英看来,美国正试图按

照自己的想法改造整个世界,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

义中国无疑是美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主要障碍。

对于美国那些旨在扩展自己对他国内政影响力的图

谋,比如,对于美国前国务卿赖斯 ( Condoleezza R ice)

宣扬的 /转型外交 0,中国官员一直十分敏感,心存警

惕。中国心怀忧虑地密切关注发生在中亚和其他地

区的 /颜色革命0,认为这是美国人为了破坏他国当权
政府而一手策划和鼓动的。美国软实力是一种文化、

政治理念和外交政策的 /灵巧的 0混合体,就此而言,

中国并不希望看到美国软实力的运用和扩展。

在美国普通公众和社会精英的眼中,共产党领导

下的中国是一个很难被接受和理解的政治符号。总

的来说,美国人对过去 30年中国取得的卓越成就心

怀好感并且印象深刻。但是,如果有人问美国人这样

一个问题: /中国的这些成就是-因为 .有了共产党的
领导才实现的,还是-尽管 .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还

是成绩斐然? 0他们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美国人对
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抱有复杂的感情,这体现在很多美

国人的著作中,比如最近出版的 5魅力攻势 ) ) ) 中国
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6。º 这些著述中的大部分都持
一种零和观点,以消极而非积极的心态看待中国软实

力的发展。

中美在各自的外交政策宣示中经常出现相左的

观点和目标。美国想要维持其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

地位,中国则反对 /霸权主义 0(美国统治世界的野心

的代名词 ),倡导 /多极化 0, 而 /多极化0显然将建立
在美国实力衰落的基础上。然而,这些看上去相悖的

目标和矛盾的心态掩盖了一些重要的基本事实。这

些基本事实证明,中美之间软实力的互动远非一场零

和游戏。

第一,几乎没有证据表明, 中国软实力的提高主

要是为了与美国软实力相抗衡。在美国方面,不论那

些 /颜色革命 0与美国的战略目标存在何种联系,我们

都不能断言这些 /颜色革命0针对的是中国在这些国
家的影响力。美国形象在欧洲和伊斯兰世界受损,与

中国在当地的外交政策没有什么关系,也不会直接导

致中国文化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姚明并不是靠压

倒迈克尔#乔丹的声望才风靡美国的;同理, 在中国

很容易看到的好莱坞电影和像5绝望主妇6之类的电
视剧,也不会对中国影视作品造成什么伤害。中国有

些人会抱怨美国文化产品的流行降低了中国文化产

品的吸引力,但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看,即这种竞

争是必需的,也是健康的。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也是

如此,对方的师生越优秀,自身的获益便越多。

第二,那种认为中国发展模式 (市场经济加单一

政党领导 )势必挑战西方模式 (市场、民主和法治三者

必为一体 )和价值观的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尽管一

些发展中国家的确羡慕中国的成就,但是究竟有多少

个发展中国家有能力从中国模式中学到很多东西,它

们对这些东西又掌握到什么程度,还是尚待深究的问

题。可以想见,如果朝鲜和缅甸开始向中国式的市场

经济转型,美国将会乐见其成。

第三,中国在外交中运用软实力, 或许对美国在

某些国家和地区保护其利益有所助益。毫无疑问,中

国的所作所为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首要目的,但是中

国不动声色地劝说朝鲜终止核武计划、开启经济改

革,实际上促进了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目标的实现。

无独有偶,北京悄无声息地给缅甸政府做工作,劝其

调整对内政策,为稳定该国局势创造了条件。此外,

苏丹政府起先拒绝在西方压力下妥协,但最后却同意

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苏丹,这其实也是在中国的成功

劝说之下才做到的。

第四,中国对美国软实力的戒拒一般来说是防范

性质的, 在涉及中国内政时更是如此。正如前文所

言,中国人在讨论软实力时,心里主要还是想着国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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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眼睛向外看。尽管中国的主流政治精英对美国

的意图心存疑虑,也不确定美国经验对中国走向现代

性的道路究竟有多大借鉴意义,但是他们还像接受市

场经济一样,分享着民主、人权和法治这些基本价值。

包括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也

不断强调在中国完善民主制度的必要性。¹ 虽然 /民
主0在中国更多的是指 /协商民主 0而非普选,但是各

级政府的确在认真研究和逐步实践选举政治。这种

情况与那些被激进观点主导的国家和社群大相径庭。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不久,一位美国分析家曾说到: /我
们过去总说中美的价值观不同。但是与美国价值观

和塔利班、-基地 .组织奉行的价值观之间的巨大鸿沟
相比,中美之间的这点差异又算得了什么呢! 0

第五,中国在实践中正大力借鉴美国构建软实力

的技巧和做法。中国很多官员、军官、法官、律师以及

其他专业人士,都曾在美国接受培训。当然,他们也

为美国的各学科知识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过去十来

年间,在对外政策领域,中国的不少智库开始崭露头

角,它们以美国的同行为借鉴对象,而非以日本、俄罗

斯或者德国的相应机构为借鉴对象。

第六,在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威胁面

前,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不足、生态环境恶化和粮食

短缺等全球性挑战的时候,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中美的

软实力可以相辅相成。比如,作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

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 倘若中美能够各自做出减排、

节能、增效的承诺并就此展开有效合作, 则不仅能为

他国之间的合作树立典范,亦可提升两国在世界舞台

上的形象。此外,倘若两国能够顶住国内贸易保护主

义思潮的压力, 在 20国集团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携手

稳定全球金融秩序,则中美既能赢得更多尊重, 又可

以消除那些对于 21世纪新型大国冲突的忧惧。值得

庆幸的是,奥巴马政府点燃了新希望,即美国正走到

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的正确方向上来,而中国倡导的

/科学发展观0,也表明中国在前述问题上会做出同美
国相近的政策选择。

五  结语

中国领导人和学者大张旗鼓地谈论中国的软实

力问题并采取措施积极发展软实力,这并不令人惊

异。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硬实力不断增长的国家

所采取的精明的现实主义策略。倘若它能够将软硬

实力的资源相互融合,便可以减少令邻邦忧惧或催生

制衡同盟的可能。软硬实力相结合, 即所谓 /巧实
力0,才是一种成功的策略。比如, 19世纪俾斯麦在

用普鲁士的硬实力击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后,又巧

施软实力使柏林成为颇具魅力的欧洲外交之都。冷

战期间, 美国也是软硬实力并用与苏联相抗衡。由

此,中国对巧实力的运用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这是

否会给他国带来麻烦,这就要看中国运用实力的方式

了。如果中国一心想要操控亚洲政治并将美国排除

在外,这种战略很可能适得其反。但是,如果中国在

国际事务中接受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0这一角色定
位,它的软硬实力的综合运用便会是一种积极的贡

献。与此同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是否愿

意让中国成为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制度网络中的重

要角色。

当今,中国在软实力方面还远不能与美国或欧洲

匹敌,但忽视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进展是愚蠢的。幸运

的是,这些进展不仅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来说也是一

件好事。软实力并不是一国所得必是他国所失的零

和游戏。举例来说,如果中美能够让自己在对方心目

中变得更富吸引力,那么两者发生破坏性对抗的几率

就会大大减少。倘若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可以降低冲

突发生的可能性, 那么这自然是正和关系的一部分

了。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赵明昊翻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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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

¹ 比如,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 60多次提到 /民主 0,并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

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

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0。参见胡锦涛: 5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 ) 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6,第 29页。 2007年 3

月,温家宝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
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0。h ttp: / /new s. s-i

na. com. cn /c/2007- 03- 16 /125012536614. shtm ,l 2008年 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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