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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 版 说 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
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
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
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
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
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
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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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达到战略目标的能力，

软实力通常由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影响力和外交影响力

整合生成。科技软实力是国家以柔性方式运用全部科技资源，推动科技

发展，提高国家整体软实力，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能力。由于约瑟夫·

奈把科技界定为“硬实力”的范畴，致使人们很少把“软实力”的理论运用

于科技领域。本文通过对科技综合实力内部结构要素、特征及其作用的

考察分析，进一步深化对于“科技软实力”问题的研究。

本研究是关于中国科技软实力及其提升战略的研究，通过定性分析

法、比较分析法和归纳分析法等方法，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科技哲学、

科学技术史等多学科知识，对科技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以及发挥作用的层

次与方式、科技软实力的功能、中国科技软实力的现状、科技软实力的

评估体系构建以及科技软实力的提升方略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综合

性的研究。

科技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包括科技价值观、科技文化、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发展战略、科技体制、科技政策等。其中，科技价值观是科技软实

力的灵魂与指针；科技文化是科技软实力的神经和血脉；科技创新能力

是科技软实力的源泉与动力；科技发展战略、科技体制、科技政策是科

技软实力的支撑与保障。从其发挥作用的层次看，科技软实力可以分为

边缘层科技软实力、中间层科技软实力和核心层科技软实力。边缘层科

技软实力主要来自于科技器物、科技产品等基本科技资源的柔性运用，

它是中间层和核心层科技软实力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中间层科技软实力

主要来自于国家对科技发展战略、科技政策、科技体制等方面的柔性运

用，它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以及规范、同化功能。核心层科技软实力主要

来自对科技精神、科技文化等观念资源的灵活运用，它往往通过潜移默

化的方式发挥作用，主要功能体现为规范导向力、发展推动力和思想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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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

科技软实力研究在内部和外部关系上的功能表现为：内部功能是投

向科技硬实力，对其运行、发展发挥导向和增效作用，对其发展潜力产

生影响；外部功能是投向科技综合实力，对其外部关系产生影响力。科

技软实力对增强科技综合实力具有倍增效应。对科技综合实力内部来讲，

科技软实力对内是一种导向力、凝聚力、协调力、增效力；对外是一种

影响力、吸引力。科技软实力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文化力，它对社会发展

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科技软实力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不竭动力，有助于

推动政治文明的变革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科技软实力可以优化经济发展

环境，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科技软实力可以促进科技与人文的统

一，有助于提高人的全面发展能力。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科

技软实力明显增强，主要标志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体制初步形成，科

技政策体系更加科学与完善，科技文化不断发展，理性化的科技文化观

初步形成。但是，中国的科技发展仍然存在着许多制度性障碍，科技创

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科技文化的现代转型任重道远。

面对科技全球化浪潮的深入发展，提升中国的科技软实力，一要实

现科技价值观的当代转型；二要大力提高科技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并且

不断提高运用科技资源的能力与水平；三要奉行开放、合作的科技政策，

坚持技术的全球主义，反对技术的民族主义；四要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

改革；五要不断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六要培育健康、科学、有序、

和谐的科技文化体系。



目　录 １　　　　

目　录

绪　论 （１ ）…………………………………………………………………

　一、研究缘起 （１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３ ）…………………………………………

　三、研究意义 （２０）………………………………………………………

　四、研究方法 （２４）………………………………………………………

　五、研究框架 （２５）………………………………………………………

第一章　科技软实力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 （２８）…………………………

　一、软实力的概念及其特征 （２８）………………………………………

　二、科技软实力的概念及其特征 （３８）…………………………………

　三、科技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４１）………………………………………

第二章　科技软实力的社会功能 （５９）……………………………………

　一、科技软实力的政治功能 （６０）………………………………………

　二、科技软实力的经济功能 （６５）………………………………………

　三、科技软实力的文化功能 （７０）………………………………………

　四、科技软实力的生态功能 （７５）………………………………………

　五、科技软实力的局限性 （７８）…………………………………………

第三章　科技软实力发挥作用的层次与方式 （８０）………………………

　一、软实力发挥作用的理论探析 （８０）…………………………………

　二、科技软实力的分层研究 （８６）………………………………………

　三、科技软实力发挥作用的过程 （９６）…………………………………



２　　　　 中国科技软实力的发展战略研究

第四章　中国科技软实力的发展现状及评估体系 （１０２）…………………

　一、中国科技软实力的发展现状 （１０２）…………………………………

　二、中国科技软实力的评估体系 （１３８）…………………………………

第五章　中国科技软实力发展的经验借鉴 （１４６）…………………………

　一、科技文化环境的中西对比 （１４６）……………………………………

　二、科技政策导向及其启示 （１５０）………………………………………

　三、不断改革的科技体制 （１５５）…………………………………………

　四、科学制定科技发展战略规划 （１５７）…………………………………

　五、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１６０）………………………………

第六章　中国科技软实力的提升方略 （１６５）………………………………

　一、科技软实力提升的基本原则 （１６５）…………………………………

　二、科技软实力提升的整体思路 （１６７）…………………………………

　三、科技软实力提升的战略目标 （１７１）…………………………………

　四、科技软实力提升的战略措施 （１７３）…………………………………

结　语 （１９６）…………………………………………………………………

　一、本研究的结论 （１９６）…………………………………………………

　二、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１９７）……………………………………………

参考文献 （１９９）………………………………………………………………



书书书

绪　论 １　　　　

绪　论

一、研究缘起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国际政治领域，借着“助产士”约瑟夫·奈之手，

“软实力”呱呱坠地。历经２０多年的砥砺，“软实力”遍地开花，不仅成为

热门词汇，而且“国家软实力”“区域软实力”“城市软实力”“文化软实力”

等，各种各样的衍生符号目不暇接。那么，“软实力”到底为何物？按照

约瑟夫·奈的说法，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或利诱来达到目标的

能力”。相对而言，“硬实力”也就是通过强制或利诱来达到目标的能力。

国家的实力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的角色和影响力，决定一

个国家在世界力量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个国家的实力由硬实力和软

实力两部分组成，其中，软实力的作用和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自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关系中多边主

义和民主化得到进一步发展，缓和与合作的氛围增强。与此同时，世界

并未因此而太平。一方面，全球合作、区域合作和国家间的合作在越来

越广泛的领域展开；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竞争也从军事、经济领域的

“硬实力”领域扩展到文化等“软实力”领域，人们对国家综合国力的要素、

实质和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软实力”的地位

和作用愈益突显。世界历史也已表明，一个国家要成功地成长为世界大

国、强国，仅仅有物质力量的积累是不够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

仅靠物质力量的强大而得以持久，那些成功地取得并维持了世界强国地

位的国家莫不是向世界提供了某种文化和制度”①，展示出软硬兼备的国

家实力。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的崛起，根本上取决于综合国

力的全面提升，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的国家，历来是“软”“硬”

两种实力兼备的国家。可以说，硬实力是软实力的载体和基础；软实力

是硬实力的灵魂和延伸。加强软实力的研究和建设可以提升国家的核心

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以下简称“科技”）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

① 张剑荆：《“大国热”冷思考：软实力致胜》，《人民论坛》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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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国家软实力层面上看，科技软实力是国家软

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家软实力的形成中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

用，是国家整体软实力形成的重要驱动力。

首先，科技通过推动综合国力的增长来提高国家软实力，是软实力

发展的巨大动力。当今，科技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最主要的因

素，它一方面作用于生产力各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另一方面还作用于生产与经济的管理领域，使环绕经济的诸因素更紧密

地结合起来，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科技还具有强大的社会变革

功能。科技不但对生产关系产生着巨大影响，推动着物质生产和制度的

发展；而且它还推动着传统社会观念的变革。科技的本质特征是尊重客

观事实，因而其在发展的同时必然不断地批判和摒弃一切错误的、过时

的旧观念，促进更生，接近客观实际的新观念、新理论。尤其是，科技

在渐变和突变的交替发展中，通过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推动

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的全面发展，直接促进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

增长。而综合国力中各种软硬资源的增长，无疑是软实力生成的基本要

素，是决定软实力能否形成的基础。

其次，科技可以直接转化为吸引别国的软实力，是构成软实力的重

要内容。一方面，科技属于人类的精神产品，通常表现为理性的、逻辑

的和系统的知识体系。尤其是先进的科技可以引导人们破除迷信、摆脱

落后、摒弃野蛮、实现发展、走向文明，这使得先进的科技具备很强的

吸引力。另一方面，科技具有很强的导向和渗透功能。在高科技的带动

下，新的产业、新的工业、新的产品、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以及

新的武器、新的战略战术、新的军事理论纷纷涌现，从而大大推动经济、

军事、交通、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发展，对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社会

结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等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因此

先进的科技引领着各个领域在世界发展的潮流，对各国具有很强的吸

引力。

最后，科技可以完善软实力发挥作用的方式，提高软实力的效能。

随着计算机、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国家

扩大自身影响的渠道更加多元。软实力来自于国家对资源的柔性运用，

其主要作用方式是通过交流、接触、合作等来吸引别的国家，争取其理

解、认同和支持。高科技所推动的社会信息化趋势，大大拓展了软实力

发挥作用的空间，丰富了软实力发挥作用的方式，使软实力因素在国家

权力结构中占据的位置日益突显，在某些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有超越“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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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的趋势。尤其是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信息实力正逐步渗透到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而信息所具有的交互性、互连性、

分权性、直接性、加速性、虚拟性、非地域性和非对称性，正导致全球

权力结构的微妙变革。在这一变革中，实力的结构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

正发生变化，信息实力将成为国际关系中国家实力的重要内容。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一）科技的相关研究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于科技相关问题的研究较为丰富，综合起来，

有以下几类。

１．关于科技的概论性研究

这类研究大都是以著作的形式出现，而且多为教程。如徐同文、宋

光乐的《现代科学技术教程》①，文兴吾的《现代科学技术概论》②，赵则

海、李方满等的《现代科学技术概论》③等。这些研究大都涵盖了科学与

技术的含义及其关系、科学技术发展史、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成就等

方面，属于一种综合性研究。

２．关于科技的分类性研究

这种分类研究主要是涉及科技的某一方面，如科技文化、科技政策、

科技创新、科技革命等。在科技文化研究方面，代表性的有杨怀中等的
《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构》④，作者认为科技文化是构建和谐

社会的重要资源，发展和弘扬科技文化的前提是科技文化必须本土化，

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吸收科技文化，现代文化是融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于

一体的。科技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不仅表现在促进经济的发

展上，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的组织管理、运作关系及机制上，表现在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上，表现在科技文化与和谐社会的互动及其机理上。此外，

浙江大学段治文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变革》⑤尝试突破科学

技术史的研究范围，力图从思想文化史角度，依据科学发展的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的体制建构以及科学文化观念变迁等三个层次，对当代中国科

技发展的历程进行新的观照。

①
②
③
④
⑤

徐同文、宋光乐：《现代科学技术教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文兴吾：《现代科学技术概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赵则海、李方满、李军：《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杨怀中等：《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段治文：《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变革》，浙江大学２００４年博士论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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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政策研究上，代表性的有王卉珏的《科技政策的理论与方法研

究》①，作者认为，科技政策是一个国家或政党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

政治、经济、社会的目标，在科学技术领域内采取的行动，规定的指导

方针、行为准则，以及根据这些方针、准则制定的有关科学技术的法律、

战略、规划、措施、条例等所组成的体系。作者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

论述了科技政策的内容及形式、结构与功能，将系统论运用于科技政策

体系的分析，剖析了科技政策体系的非线性特征和涨落作用，分析了科

技政策制定的环境和原则、程序及模型，探讨了科技政策评价的类型及

方法。崔禄春的博士论文《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研究》②，则

是从历史的视角把新中国科技政策的发展分为奠基时期、马鞍形的曲折

发展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新时期四个阶段，对新中国５０年科技政

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研究。

关于科技创新的研究，一类是对科技创新自身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如陈凤娣的《科技创新的运行机制》③，对科技创新、运行机制进行了概

念阐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分析科技创新运行机制的必要性，并重构

了科技创新的运行机制，认为中国科技创新运行机制应包括企业机制、

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四大方面。另一类是对科技创新与其他

领域的相关研究，如袁望冬的《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④，从科技创新的

社会认识论、科技创新的社会发展论、科技创新的社会实践论三个方面

阐述了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问题。张先恩的《科技创新与强国之路》⑤依

次分析了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科技强国的科技创新之路，并对中

国科技创新之路进行了回顾和战略方向的展望。

还有一类研究是关于科技革命的专门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钱时惕

的《科技革命的历史、现状与未来》⑥，作者论述了新科技革命产生的背

景，以人类认识的发展为序，分析了新科技革命的历程及发展趋势。黄

顺基的《新科技革命与中国现代化》⑦回顾了近代以来科技革命引起的世

界现代化历程，展望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科技革命的趋向，在科技革命

与现代化互动的背景下，考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问题。《科技革命与社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卉珏：《科技政策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研究》，中共中央党校２０００年博士论文。

陈凤娣：《科技创新的运行机制》，福建师范大学２００８年博士论文。

袁望冬：《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张先恩：《科技创新与强国之路》，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钱时惕：《科技革命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黄顺基：《新科技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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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嬗变》一书认为科技革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制度的变革，是社会

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但该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值得商榷，社会制度变

迁的动因是多重性的，科技革命在社会制度变迁中的影响力需要进一步

地分析。

３．关于科技与社会的交叉性研究

科学、技术、社会的研究，就其各自作为独立的部分而言，都有自

己相对明确的对象，相对独立的内容，相对特殊的方法。但是当代社会

发展的复杂性表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济、社会呈现出相互

交叉、渗透、融合的趋势。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对科学、技术、社会之

间关系的研究，有的称为ＳＴＳ研究，其目的是要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

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王宏

波等人认为，科学、技术、社会之间的“交互关系”是以二元相互作用关

系为基础的多元相互卦象、相互交叉的网络关系。科技、社会、经济、

文化、教育相互影响，当一个方面的性质、特点发生变化时，它受到自

身以外某些方面的约束和对自身以外的另外一些方面的促进和推动。当

其中一个领域的结构和过程发生变化以后，会对其他领域的结构和过程

的变迁产生需求和影响。① 陈俊明等认为，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融合

问题是当前国际、国内尚未解决好的重大问题。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离不开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推动，

两者共生共荣。②

在科技、社会的交互研究上，还有一些学者专门对科技的社会功能

做了研究。贺善侃认为，现代科技的发展显示出日益社会化的趋势，这

是科技具备社会功能的基础。现代科技具备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拓展

社会交往，推进法律更新，促进社会转型，开阔认识领域，提升决策水

平，强化人文关怀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功能。③ 杨德才等人在《科学技术的

社会应用》中认为，科学技术各学科间日益交叉、综合。随着社会活动对

象日益复杂，活动主体日益增强，活动形式日益多元，社会各领域间日

益相互关联起来。科学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化是现代社会和现代科学

的特征。④

①

②
③
④

王宏波：《现代科技与社会人文解析———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交互研究》，西安，西安
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陈俊明：《科技与人文互动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贺善侃：《论现代科技的社会功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杨德才：《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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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关于科技文化的研究

关于科技文化的内涵，杨怀中认为，科技文化作为科学技术社会功

能的理性结晶，既提升了文化的科学技术含量，又增强了科学技术的文

化气息，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科技文化作为一种高级形式的

文化，它具有并发挥着其他文化所不能取代的特殊的社会功能，因而使

其为全人类广泛接受、传播、运用并创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包

含有“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的意蕴。① 潘建红认为，科技文化包括科技

知识、科技思想、科技教育与传播、科技体制、科技法规和科技道德等。

科技文化的静态特质主要包括普适性、基础性与整体性等方面，科技文

化的动态特质主要包括创新性、发展性与开放性等。② 另外，黎德扬的

《中国特色科技文化研究》、孟建伟的《科学文化哲学研究》、盛晓明的《科

学文化的演变及其动力学模型》、侯强的《中国共产党科技文化建设的历

史考察与经验研究》等课题，也对科技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研究。杨怀中认

为，科技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生态科技文化。科技文化是一种生成于科

学技术实践的文化，也必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科学技术

的生态化转向，生态科技文化也随之兴起，并逐步成为当今时代科技文

化发展的新阶段、新样式。③ 一定意义上说，生态科技文化的兴起和发

展，源于现代化进程中生态危机的加剧和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在科

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

村”，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为了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人们开始进行反思，

于是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这个问题被提了出来。

关于科技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强国战略的关系研究，中共十八大突出

文化强国战略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是要在全世界面前

树立一种全新的形象，增强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其中，科技文化是

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强国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杨

怀中论述了科技文化软实力的功能，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要构建和

谐社会，就必须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技文化，因此，科技文化是中国社

①
②
③

杨怀中：《科技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当代价值》，《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潘建红：《科技文化：内涵、层次与特质》，《理论月刊》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杨怀中：《科技文化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及走向》，《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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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整体上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① 科技文

化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凝聚了人类的普遍要求，积淀了人

类的共同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没有科技文化的广泛弘扬是不

可想象的。② 洪晓楠认为：“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要发挥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的作用，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性国家。”③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下，我们建

设科技文化、弘扬科技文化、充分发挥科技文化软实力功能的目的，就

是要努力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５．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科技思想的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１６世纪前中国的科学技

术一直处于世界先进地位。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曾在科技上有过光辉

成就的中华民族，在近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共产党成立

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大力发展

科学技术事业。经过９０多年的艰苦奋斗，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有中国特色

的科技思想，建立了学科齐全、独立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缩短了中国

与发达国家之间科技水平的差距。而且在某些科技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

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有潘琦的《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④、薛建明的

《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及其实践研究》⑤、范丹阳的《邓小平科技发展战略

思想论析》⑥、向光胜的《论江泽民科技创新思想》⑦等。

（二）软实力研究现状

１．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软实力的研究始于王沪宁在１９９３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

版）》上发表的《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⑧，在该文中他第一次详

细介绍和论述了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具体分析了组成软实力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杨怀中：《科技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资源》，《哲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杨怀中：《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中原文化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洪晓楠：《文化强国之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协同发展》，《文化学刊》２０１２年第１
期。

潘琦：《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桂林，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２。

薛建明：《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及其实践研究》，南京农业大学２００７年博士论文。

范丹阳：《邓小平科技发展战略思想论析》，吉林大学２００７年硕士论文。

向光胜：《论江泽民科技创新思想》，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０３。

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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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因素，包括政治系统和政治领导、民族士气和民族精神、国际形象、

对外战略、国际体制、科学技术等，以及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差异。

此后，庞中英在１９９７年发表文章《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及其他》①对约瑟

夫·奈的著作《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进行了评述。他在文中介绍了信息

时代下作用不断突出的软实力，认为各国应该利用自身的资源，将其转

化为可在国际关系中利用的软实力。他指出，除了传统文化外，亚洲国

家的发展模式亦是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当建

设适应当今时代的软实力。从此，国内学术界对于软实力的研究逐渐升

温，内容也越来越广泛，涉及软实力理论的由来、软实力与文化、软实

力与公共外交、软实力与中国的和平崛起等各方面。总体而言，主要观

点包括以下数点：

第一，关于软实力理论的由来。有学者认为，约瑟夫·奈是最早提

出“软实力”概念但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软实力重要性的学者。实际上，

第一个提出并比较系统地讨论软实力的是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

尼·葛兰西（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ｒａｍｓｃｉ），但他并没有使用这个概念。在安东尼·葛

兰西那里，软力量表现为意识形态和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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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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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而是其占

霸权地位或可使其上升至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安东尼·葛兰西

讨论的是软实力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而约瑟夫·奈则把此扩展到国际

政治。② 另外有学者认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是受著名政治学

家彼得·巴克莱奇（Ｐｅｔｅｒ　Ｂａｃｈｒａｃｈ）和摩尔顿·拜拉茨（Ｍｏｒｔｏｎ　Ｂａｒａｔｚ）文

章的启发提出来的。他们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了“权力的第二张面孔”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ａ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的思想。这两位政治学家于１９６２年在美国的《政

治学评论》（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发表了《权力的两张面孔》，１９６３年

又在同一家杂志上发表了《决定与非决定：一种分析框架》，提出和分析

了权力的“同化”属性问题。③

第二，关于软实力的构成要素。软实力是一个由很多方面组成的复

杂系统。孟亮通过对构成国家软实力的各种资源在软实力生成过程中的

①

②

③

庞中英：《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及其他———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注定领导》，《战略
与管理》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郑永年、张驰：《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以及对中国软力量的观察》，《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０７年第７期。

刘德斌：《“软实力”说的由来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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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与作用的不同进行分析后认为，国家软实力包括政治软实力、文化

软实力、外交软实力、经济软实力、军事软实力、科技软实力六个组成

部分。黄硕风认为软实力应包含政治力、文教力和外交力三方面，属于

综合国力的无形构成，这些软实力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内部软实力，如制

度创新、人力资源、文化辐射力、凝聚力与亲和力、高科技研发能力；

以及外部软实力，如国家形象、国际机制的控制力、国际规则的创制力

和国际义务的承担能力等。其中尤其以政治体制、核心价值观、国家认

同和凝聚力等非经济因素作为国家综合实力或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① 在庞中英看来，软实力的构成包括非物质性的、无形的力量，包

括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吸引力；国际结构性力量，指在安全、生产、

金融、知识等国际结构中拥有的实力；与军事或者战争力量不同的外交
（主要是谈判）实力。此外，承载软实力的工具也是研究软实力不得不考

虑的问题。② 贺颖等学者将软实力的主要构成要素归结为六个方面：文

化、知识、信息和科技力；国民的整体素质与民族的凝聚力；制度的创

新；国家发展战略及决策机制；外交和领导者的领导艺术；吸引力。③

宋效峰将软实力的构成分为凝聚国民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生活方式、

文化、教育、大众传媒和参与、掌控国际机制的能力，并以此为基础，

对中国发展所需要的软实力因素进行了探讨。④

可以看出，尽管学者关于软实力构成的论述有些不同，但内容基本

相似，主要是强调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

第三，关于软实力与文化。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但是并非所

有文化都可以转化为软实力，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文化的传播能同化

他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人观念的同化有助于本国目标（所推行的政策

或所主张的规范、制度）的实现；在通过文化同化实现本国目标的过程

中，国家的控制力得到增强。⑤

在文化的范围上，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国家制度虽然表面上各成

体系，但是都属于文化范畴，认为文化力是“相对于经济力、政治力、军

事力等而言，指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和文化积累所形成的现实力量，既包

括这个国家文化积累和发展的现实水平，又包括它对经济、政治和社会

①
②
③
④
⑤

黄硕风：《综合国力分析》，《中国军事科学》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庞中英：《中国软力量的内涵》，《瞭望》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

贺颖、周际翔、项玫：《浅析国家软权力理论》，《国际关系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宋效峰：《试析中国和平崛起中的软权力因素》，《兰州学刊》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陈玉聃：《论文化软实力的边界》，《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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