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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软实力透视
*

赵广成＊＊

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构想以合作和共赢为基础，表明中国将着

眼于弘扬丝路精神，更多地以软实力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软实力是

一个国家吸引他国追随的能力，包括文化辐射力、制度吸引力、国际感

召力和整体向心力四个方面。随着中国硬实力的快速提升，中国的软实

力也大幅增强，但还存在着诸多薄弱环节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了更

好地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需要扎扎实实地致力于提升自己的软

实力，用自己的吸引力把新丝绸之路打造成和平、合作、和谐的国际大

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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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 2013 年 9 月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时指出，千

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

篇章。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

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

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在此基础上，他

提出了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五点主张。① 习

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表明，中国将以 “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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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是 2013 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文明交往和民心相通研究”
( 立项号: 13SC039) 和 2014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明交往视野下的中亚文明史研

究” ( 项目批准号: 14ZDB060) 的阶段性成果。
赵广成，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参见《习近平发表重要演讲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新闻网，http: //www. chi-
nanews. com / gn /2013 /09 － 07 /5257748. shtml ( 最后访问时间: 2014 年 5 月 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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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的精神，与沿线各国共同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而不会强

人所难或者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换言之，中国将用软实力吸引各

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而不会用命令式、强制性的硬实力迫使他国就范。

因此，本文将对中国在古今丝绸之路上的软实力进行考察，并探讨中国用

软实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和前景。

一 中国将着重以软实力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

在国际关系中，实力向来是一个国家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基础。然而，

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实力的可转换性、强制性和有形性越来越

低，致使军事打击、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的成本越来越高。在此情况下，

“软实力” ( soft power ) 的概念应运而生。① 根据约瑟夫·奈的说法，与

“命令他者为你所欲”的硬实力 ( 命令式权力) 相对，软实力是“让他者欲

你所欲”的能力 ( 同化式权力)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让自己的实力在其他国

家看来是合法的，它的愿望就会很少遇到抗拒; 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就会心甘情愿地追随它; 如果它能够确立与其社会

一脉相承的国际规范，被迫进行改变的可能性就非常小; 如果一个国家支

持使他国按照主导国的意愿采取行动或者约束行为的制度，它可能就无须

以高昂的代价使用强制性权力或者硬实力。②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为古老的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内涵，在国内

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一带一路”迅速上升为中国 “全方位对外

开放新格局”的大战略。这一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做出的重大决策，对于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的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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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 ( Joseph S. Nye，Jr. ) 在《外交政策》秋

季号上发表《软实力》 ( Soft Power) 一文，首次提出软实力的概念，随后又出版了《注定

要领导: 美国实力性质的变化》 (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Basic Books，1990) 、《美国实力的悖论: 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为何不能恣意妄为》 (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World' 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New York: Oxford U-
niversity Press，2002) 和《软实力: 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 (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
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04) 等三本著作，对软实力理论进行了进

一步的深入阐述。
Joseph S. Nye，Jr.，“Soft Power，” in Foreign Policy，No. 80，Autumn 1990，pp. 166 －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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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新格局，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了顺利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需要最

大限度地凝聚国际共识，争取沿线和其他有关国家的积极支持。本文认为，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将会 ( 而且应当) 立足于发挥自身的软实力，

吸引其他国家支持、参与 ( 至少不反对) “一带一路”建设。这一判断基于

三个理由，分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有风

格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内在要求。

1.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贯穿着追求和平和谐、反对滥用武力，

追求吸引认同、反对强制高压，追求支持合作、反对威逼胁迫的价值取向。

首先，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国的战略文化本质上是内向的、防御性的。

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①，墨家也有 “兼相爱，交相利”② 的非攻思

想。中国人深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③，

但在使用排序上却是 “文攻武备” “先文后武”④，认为 “兵者凶器，圣人

不得已而用之”⑤。不得已而使用武力时，中国人注重 “师出有名”⑥，“以

战止战”⑦，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⑧。其次，在对待他者的态度上，儒家

强调“仁者，爱人”⑨，在积极层面上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瑏瑠;

在消极层面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瑏瑡。最后，在对待集体行动的态度上，

儒家强调 “得 道 多 助，失 道 寡 助”瑏瑢，主 张 “远 人 不 服，则 修 文 德 以 来

之”瑏瑣。即使得不到他人的支持和合作，也不应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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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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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论语·学而》篇。
《墨子·兼爱》。
《孙子·始计第一》。
《孙子兵法·谋攻》篇就有“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

城”的观点。
《贞观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
《礼记·檀弓下》。《论语·子路》中就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利”的观点。
《司马法》。
《孙子兵法·谋攻》。
《孟子·离娄下》。
《论语·雍也》。
《论语·卫灵公》。
《孟子·公孙丑下》。
《论语·季氏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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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通过其“自我教化”，即 “学而不拒，不往教之”。① 由此可见，中国传

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关于软实力的智识资源，以及优先运用软实力的观念

主张和行为倾向，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可资借鉴的文化传统，也

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对外行为。②

2.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有风格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并扮演着更加合作和负责任的角色，发

挥着更加重要和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旨在走出一条与传统大

国不同的强国之路。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贡献和行为实

践中。首先，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

国就与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始终主张以和平的

方式解决国际争端。30 多年来，中国的和平发展红利为世界经济增长起到

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向世界贡献了一种独特的、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③和国

家治理体系。和平与发展成为中国崛起的规范性力量，是中国崛起正在为

世界带来和争取的两个重要的公共产品。④ 其次，中国致力营造合作共赢的

伙伴关系网络。中国主张建立基于 “求同存异”原则，寻求最大公约数的、

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伙伴关系。⑤ 这种伙伴关系不结盟、不设假想敌、不

针对第三方，而是寻求建立更广泛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以共赢为目标促

进合作，以合作为途径实现共赢。最后，中国奉行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

策。长期以来，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

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致力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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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门洪华 《中国战略文化的重构: 一 项 研 究 议 程》， 《教 学 与 研 究》 2006 年 第 1
期。
阎学通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思想，提出“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

并主张以此建立新型国际规范，同时也可有效增强我国的软实力。参见阎学通《公平正义的

价值观与合作共赢的外交原则》，《国际问题研究》2013 年第 1 期。
郑永年和张弛认为“中国模式”不同于“北京共识”，虽然两者都意在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但

一旦置于国际政治的背景中，两者在含义上就有本质上的区别了。“中国模式”只侧重于总结和

解释中国自身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而“北京共识”除了总结经验，还带有浓重的向其他国家

推销中国经验的意味。笔者在此认同并采用这一观点。参见郑永年、张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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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王正绪《中国崛起的规范性力量》，联合早报网，http: //www. zaobao. com / forum /views /
opinion / story20150205 － 443439 ( 最后访问时间: 2015 年 3 月 12 日) 。
参见王毅《盘点 2014: 中国外交丰收之年》，《国际问题研究》201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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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把双方的利益融合提升到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① 可以说，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和睦邻友好是中国外交实践鲜明特征，这决定了中国将在对

外行为中积极建设和运用软实力，以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在国际社会生

根发芽，以促进伙伴关系网络在国际互动中开花结果。

3.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内在要求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作为一项国际合作倡议，其内容组成、国际

支持、战略目标都要求中国注重发挥自身的软实力。首先，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的核心是互联互通，除了推进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外，还涉及政策法

规协调、贸易优惠措施、货币互换机制、民众文化交流等软性基础设施建

设，这些内容的实现并非决定于硬实力的强制作用②，而需要运用软实力

和硬实力的 “软使用”。其次，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一项国际合作倡议，

要把其建设为群策群力的国际集体事业，就离不开有关国家的国际支持和

参与。如何打消有关国家的疑虑、寻求国际支持、推动国际参与，需要中

国有针对性地释疑解惑，吸引广泛的国际兴趣，并落实为实质性行为。最

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目标是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

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实现这一目标只能秉持和平合作、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通过发挥软实力全方位地推进务实

合作。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并不通达顺畅，而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方权力

相互作用，各家利益相互博弈，总体呈现出战争比和平多，冲突比合作多

的发展状况。中国提出要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造成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

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

需要基于自身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实践、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内在要求等因素，在对外行为中加强软实力的建设和运

用，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从而真正建立惠及沿线、周边及相关国

家的文明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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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网，http: //politics. people. com. cn /n /
2013 /1025 / c1024 － 23332318. html ( 最后访问时间: 2015 年 3 月 22 日) 。
孟子就强调: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出

自《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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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前中国软实力存在的不足之处

自古以来，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亚、非、欧三洲的交通大动脉，不仅是

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通道，更是各方进行文明交往和较量的场所。作为一条

贸易通道，丝绸之路上贸易的不仅是丝绸，还有其他各种商品和技术; 不

仅是有形的物质，还有无形的观念。作为一个文明交往的场所，沿线各文

明和民族在这里交流、融合，各民族和国家在这里交往、较量。

如果说军事斗争和经济贸易体现的是硬实力，文化交流和文明交往则

更多地体现了各方的软实力。我们在借鉴国内外相关成果①的基础上，把一

个国家的软实力界定为文化辐射力、制度吸引力、国际感召力和整体向心

力四个维度，又把这四个维度各自细分为三个方面。② 从整体来看，中国在

丝绸之路上长期存在软、硬实力失衡的问题，在软实力方面又存在东强西

弱、古强今弱的问题。对照共建 “一带一路”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当前中

国的软实力尚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1. 文化辐射力一直是强项，但存在多方面的失衡问题

文化可以进行跨国界传播，从而影响甚至成为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社会

的基本价值或主流文化，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软实力。文化因为集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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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约瑟夫·奈并未对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和衡量方法进行科学的界定，只是根据美国的国家战

略资源和战略意图，将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作为软实力的三大核心要素，并

指出国际法则和制度、信息、跨国公司等都构成了力量的来源。参见〔美〕约瑟夫·奈

《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军事谊文出版社，1992，第 159 ～ 164 页。门洪华认为中国的软

实力包括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和国家形象五个方面，其中文化、观念和发展

模式是软实力的“内功”，国际形象是软实力的“外功”，国际制度联结并跨越两者，成为

中国展示和建构软实力的主渠道。参见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 ( 上) 》， 《国际观

察》2007 年第 2 期。阎学通和徐进将软实力定义为“一国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政府

国内动员力的总和”，并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分解、操作化和定量分析。参见阎学通、徐

进《中美软实力比较》，《现代国际关系》2008 年第 1 期。俞新天则将软实力的内涵界定为

三个部分: 一是思想、观念、原则，二是制度，三是战略和政策。她认为软实力的核心是

文化，而且主要是文化中的核心，即价值观。参见俞新天《软实力建设与中国对外战略》，

《国际问题研究》2008 年第 2 期。
我们用权威数据对这四个维度、12 个方面进行了全面验证，本文第二、三节是对验证结果

进行的深入分析和思考。关于验证过程，参见赵广成《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软实力评估》，

载黄伟、田高良、刘亚伟主编《“一带一路”: 机遇与挑战》，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第 164 ～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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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着一个民族的生存质量、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事实上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软实力的基础和核心要素。李光耀甚至断言: “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

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① 文化辐射力自古以来就

是中国软实力中的强项，儒家文化圈地域之广阔、国家之众多充分说明了

这一点。但是，在古今丝绸之路上，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存在多方面的失衡

问题。

首先，是古强今弱的问题。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强大辐射力，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竞争中长期处于守势。新

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中国文化

的国际影响力和输出量也大幅增加。但是，目前 “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

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

未根本扭转”。② 以电影输出为例，好莱坞电影遍布全球，几乎占据了世界

电影市场的九成份额。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主渠道和海外票房的主要来源都

是合拍大片，但中国现在每年生产 400 多部电影，投资高昂的商业大片毕竟

是少数，大部分还是中低成本影片。这些影片在国内市场能见度都很低，

更遑论国际市场的能见度。③

其次，是物质强、观念弱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在丝绸之路上输出

的更多的是物质文明，包括丝绸、瓷器、茶叶、谷子、高粱、香料等商品，

打井、造纸、印刷等技术④，精神文明的输出相对较弱。在精神文明领域，

中国输出的更多的是技术性文化，观念性文化的输出相对较弱。吕文利认

为，“丝绸之路就起源于文明之间的吸引……古代丝绸之路上文明的交流、

交往、交融，成为人类历史上文明进步的推动器，主导着世界历史进程的

走向”。他把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往分为物质、技术、艺术和思想四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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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Lam Pin Foo，“Only the Dang Dynasty Came Close to Having Influence，” in The Straits Times，
Oct. 26，1996.
胡锦涛: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求是》2012 年第 1 期 ( 这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

一部分) 。
张炜: 《电影进出口顺差巨大中国电影走向海外路在何方?》，中国新闻网，http: //www.
chinanews. com /yl /dyzx /news /2008 /11 － 13 /1447406. shtml ( 最 后 访 问 时 间: 2014 年 7 月

28 日) 。
参见〔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耿昇译，中华书局，

1993，第 439 ～ 5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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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并相应地把丝绸之路称为 “物质资源互通有无的交换之路”“先进技术

的传播推广之路”“东西艺术的交汇之路”“不同民族思想碰撞、宗教共生

之路”。然而，在物质和技术方面，中国和外部世界进行的是双向贸易，艺

术和思想领域的贸易则基本上是单向的。① 中国向西输出了四言绝句等文学

作品，在古波斯产生了四行诗 “柔巴依”，中东和中亚的各种宗教却沿着丝

绸之路一路东传，祆教、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和景教都在中国产生了

强大的影响。佛教传入西域后，造就了曾经的 “千佛之国”新疆，佛教与

儒家文化和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传统。伊斯兰教兴起后，中国西

北地区逐渐实现了延续至今的伊斯兰文化。

最后，是东强西弱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一直有着很强的辐射

力，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辐射力主要表

现在东面和南面，在西面的辐射力一直很低。儒家文化圈以及一些华人众

多、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都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与此形成鲜

明对照的是，中亚和西亚地区基本上是清一色的伊斯兰世界，中华文化在

那里的存在和影响都比较小。当前在中国的十几个邻国中，巴基斯坦是中

国“全天候的朋友”，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则是差的。但从文化上看，日本与

中国的关系非常近，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是较远的。

吕文利介绍的 中 国 在 丝 绸 之 路 上 与 外 部 世 界 进 行 的 技 术 和 思 想 交

流，还印证了本文关于中国的文化辐射力东强西弱的判断。他指出，在

艺术方面，中国在西周时期出现了带有印欧人特点的蚌雕人像等，在新

疆米兰遗址发现有 16 幅有翼天使的画像 ( 2 ～ 4 世纪) ，都是典型的西

方文明成果。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对内地音乐产生了重大影响的

龟兹音乐，其代 表 性 成 果 是 龟 兹 人 苏 祗 婆 吸 收 印 度 等 音 乐 理 论 开 创 的

“五旦七调”理论。在思想领域，中国的代表性思想儒学，自诞生那天

起，就向周边传播，在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儒学文化圈。随着华人在世

界范围内的迁移，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传向世界各地。现在全世界已有

妈祖庙近 5000 座，信 奉 者 近 2 亿 人。这 些 妈 祖 庙 位 于 中 国、新 加 坡、

马来西亚、法 国、美 国 和 日 本 等 地，串 联 起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上 的 华 人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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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文利: 《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 《人民日报 ( 海外版) 》2016 年 4 月 26 日，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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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吕文利把佛教传入中国及其本土化称为 “丝绸之路上的最大文化交

流成果”。从 7 世纪开始，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和伊斯兰教相继经丝绸

之路传入中国，唐朝 呈 现 “法 流 十 道” “寺 满 百 城”的 盛 况，元 朝 时

“回回遍天下”带来了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建筑等科学文化知识，阿

拉伯数字也传入中国并得到推广。①

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事实上是一条起始于中国的商品流通、文明

交往和观念交流大动脉，其名称除了说明中国制造的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畅

销外，还隐含着这样一个事实: 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硬实力强于软实力，

长期面临着物质出超而观念入超的贸易失衡问题。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

国的今天，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对于丝绸之路上的

中亚和西亚国家来说，以儒释道精神为代表、以孔子学院为传播渠道的中

国文化仍需加强。

2. 制度吸引力非常明显，但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模式上

制度是一个国家当前实行的社会制度，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首要表

现。本文把社会制度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与主导意识形态相应的政治体

制、社会治理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从制度角度看，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

相似性多于同发达国家的相似性。鉴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属发展中

国家，中国的国家制度对这些国家有着较强的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的分

布很不均衡。

在政治体制上，除了越南仿效中国“革新开放”外，“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大都与中国有一定的距离。这些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曾经实

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中亚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国家、缅甸和老挝，

都放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制度上与中国渐行渐远。二是标榜实行

“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和利比亚，在制度上也

与中国拉开了距离。三是实行君主制、威权制和政教合一制的国家，在制

度上与中国的距离更远一些。差异最大的是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如

日本、韩国、印度、以色列、土耳其等国。

在社会治理模式上，中国社会长期重稳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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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文利: 《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 《人民日报 ( 海外版) 》2016 年 4 月 26 日，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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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剧烈转型的同时保持了社会高度稳定，与 “一带一路”

沿线许多国家长期政局动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

为非民主国家，而且对民主化有着本能的排斥心理。只要中国能在经济发

展的同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实现较高程度的

效率、公平和正义，那么，中国的制度将会成为非西方治理模式的样板，

从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事实上，中国制度的最大吸引力表现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中国经济保

持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情况下，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它们迫切需要从中国的

发展道路中吸取经验①，甚至希望从中国获得必要的援助。
3. 整体向心力仍然不强，尤其是移民赤字居高不下

文化、制度和感召力都是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但这些方面有可能产生

抵消效应，组合起来不一定能产生很强的软实力。所以，有必要在这三个

要素基础上，考察一个国家的整体向心力，即对国内外居民的吸引力，包

括全球竞争力、人类发展指数 ( HDI) 和出 /入境移民人数比。从整体向心

力来看，中国的软实力有喜有忧。全球竞争力和人类发展指数稳步提升，

但仍然徘徊在中低水平，最大的问题是居高不下而且仍在扩大的 “移民

赤字”。

关于全球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和洛桑管理学院的数据具有较高的权

威性。这两套数据显示，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前者

由 2001 年的第 39 位提高到了 2013 年的第 29 位，后者由 2000 年的第 31

位提高到了 2014 年的第 23 位。但是，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排名 不 够 稳 定，不 同 年 度 有 较 大 的 起 伏; 二 是 整 体 上 仍 处 在 中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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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永年和张弛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三大国际意义: 一是突破安全困境，二是承担国

际责任，三是形成在国际上的软实力。他们把软实力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提升到如此

高度，但也只谈了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吸引力。他们说: “首先，是中

国的发展成就。不管中国存在多大问题，在三十多年里从一个非常贫困的国家跃升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深感兴趣。其次，中国在

很多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如通过发展来减少贫困、通过融入世界来谋求发展、
通过发展来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等。第三，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相比，中国的经验和发展

中国家具有更大的相关性。……今后，中国可以一边总结自己的发展经验，一边通过‘一

带一路’，根据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提供帮助。”参见郑永年、张弛《“一带一路”与中国

大外交》，《当代世界》201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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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在人类发展指数上，从 1980 年到 2013 年，中国的指数提高了 0. 283 个

百分点。虽然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但仍然处于中低水平，在世界上排在

第 101 位。

三 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对策建议

软实力是由多方面要素综合构成的，提升软实力必然是一项系统工程。

针对当前中国软实力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六条对策建议，当务之急是端

正对于软实力的认识。
1. 强化并深化对于软实力的认识

实力的首要特征在于其复合性，即由多种要素综合构成。正如克莱因

公式 ( Cline Formula) 表明的那样，不同实力要素之间更多的是相乘而非相

加的关系，任何一个实力要素严重不足，都会成倍地制约综合国力的发

挥。① 为此，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端正对软实力的认识。

首先，强化对于软实力的认识，确立软、硬实力协调发展的观念。软

实力和硬实力的各个要素都至关重要，任何一项出现严重缺陷，都会成为

综合国力的短板。不过，鉴于我们一向注重硬实力而忽视了软实力，现在

到了高度重视软实力建设的时候了。

其次，深化对于 “软实力”的认识，确立软实力各要素协调发展的观

念。正如硬实力不仅是军事实力那样，软实力也不只是文化上的，更不能

等同于“搞好对外宣传工作”②，而是至少包括文化辐射力、制度吸引力、

国际感召力和整体向心力四个方面。即使在文化上，中国不仅要关注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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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克莱因 ( Ray S. Cline) 在 1975 年出版的《世界

各国权力评估》 ( World Power Assessment: A Calculus of Strategic Drift，Westview Press，1975 )

和 1980 年出版的《世界权力趋势与美国 80 年代的对外政策》 ( World Power Trend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80's，Westview Press，1980) 中，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公

式: Pp = ( C + E + M) × ( S + W) 。其中，Pp是能感知到的国力 ( Perceived Power) ，C 是

基本实体 ( Critical Mass) ，E 是经济实力 ( Economic Capability) ，M 是军事实力 ( Military
Capability) ，S 是战略目标 ( Strategic Purpose) ，W 是追求国家战略的意志 ( 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 。事实上，( C + E + M) 是硬实力， ( S + W) 则是软实力，软硬实力之间

是相乘而非相加的关系。
丁学良: 《中国的软实力和周边国家》，东方出版社，2014，第 10 ～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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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对于东亚国家的辐射力，也要关注向西对于中西亚伊斯兰世界的吸

引力。

最后，正因如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意识形态和制度偏

见，不允许软实力的任何一个要素成为死角，让软实力中的所有薄弱环节

都硬起来。

2. 落实并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软实力的本质是观念，核心是制度，直接表现是国际感召力和整体向

心力。所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必须扎扎实实地在创新观念上下功夫。

俞新天指出，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从根本上说是加强中国的文化价值观

体系建设，并且以最简洁、最鲜明的语言对外宣示，逐步得到更多人的认

可与接受。①

当前，中国正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

要求全社会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

“二十四字”价值观超越了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概括了人类最优秀的文明

成果和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涵盖了西方国家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和法

治精神。只要我们在对外宣示的同时认真践行，就一定能够在观念上提高

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

人类在 21 世纪应更需要借助优秀的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作为对外实

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应当在进行汉语教

学的同时，更加注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使

之成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平台。鉴于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软实力一向

存在东强西弱和物质强、观念弱的问题，我们应当大力加强对中西亚国家

的文化辐射能力建设，一个极富现实意义的课题是探讨中华文明与伊斯兰

文明兼容并蓄的可能性。

3. 以科学发展提高中国模式的吸引力

中国经济 30 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神话，也使被称

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但是，中国的发展模

式还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未来，要长期保持中国模式旺盛的生命力，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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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俞新天: 《软实力建设与中国对外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0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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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切实转变增长方式，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首先，由粗放式、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式和知识、技术密集型

发展模式转型，真正走 “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

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了提高中国的整体

向心力，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推动形成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新模式。

其次，由出口和投资拉动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转型，实现国强民富

和藏富于民。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和政府主

导，相对忽视了提高人民收入和培育国内消费，致使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国家实力持续增强的同时，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消费始终未能

成为经济发展的稳定动力。为了确保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反复动用

财政和货币工具刺激经济，从而出现了经济被动的矛盾。从长期看，要提

高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必须让人民成为经济发展的受益者，让消费成为经

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西亚国家普遍存在搭乘中国发展快车的愿望，但对中国转移过剩产

能和输出环境污染心存疑虑。如果我们不能切实转变增长方式，不仅国内

的发展存在不可持续的问题，中国模式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吸引力也将

大打折扣。

4. 用社会和谐抢占效率和正义的制高点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宽广的胸怀

和兼容并蓄的能力。中华民族的始祖是炎黄二帝，中华文明的根基是春秋

诸子百家。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原汉族不断与周边少数民族融合，中

华文明不断吸收异域先进文化。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正是在不断吸收外

来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吸收人类先进文明取得了四次飞跃。一是清朝末

期吸收主权国家、民族主义和共和观念，结束了 2000 多年的封建帝制; 二

是 20 世纪初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实现了民族独立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

国; 三是改革开放后吸收商品和市场经济观念，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制度; 四是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按照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的改革方向，逐步对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

当前，在中国的软实力面临提升压力的关键时期，中国有可能实现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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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文明成果的第五次飞跃，那就是民主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民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对此我们无须回避和否认。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民主的本质是什么? 民主的实现形式又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民主的本质

绝不是选举本身，民主的实现形式绝不限于普选和三权分立。或许，民主的

本质是公民政治参与和权力受到约束，民主的目标应当是实现效率和正义。

本着这一原则，只要我们能够创新制度安排和社会治理模式，确保公民能够

真正地参与政治和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那

么，“中国特色民主”有可能引领人类制度创新的方向。

构建和谐社会本质上是社会分配问题。我们应当让改革和发展的成

果惠及最大多数人民群众，让尽可能多的群众成为现行体制的受益者。

当普通民众都对政府满意、为祖国自豪的时候，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会

表现出更多的自信。门洪华指出， “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

必须首先对自己的国家和公民负责，在国内树立亲民、民主、廉洁、高

效的正面形象”。①

在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时候，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民族和宗教问题。新

疆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关键环节。我

们应当从公民社会的角度，加强穆斯林人口与其他各族人民的共同身份和

认同建设，在此基础上，依托穆斯林人口推进国际公民社会建设，这可能

是提升中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软实力的一个可行步骤。

5. 用自信的大国外交提高中国的国际感召力

近代遭受侵略和冷战时期被遏制的历史对当代中国外交产生了严重的

负面影响，那就是时刻警惕着外来势力的侵犯、颠覆和包围，外交话语中

充斥着对他国干涉和挑衅的 “不满” “抗议” “愤怒”，外交强硬措施经常

被刻画为“忍无可忍”情况下的“自卫反击”。这种弱者心态和受害者心理

存在于朝鲜、伊朗、古巴等小国身上情有可原，但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的地位和负责任的大国身份极不相称。为了凝聚和提高自身的国际

感召力，中国有必要优化外交战略、政策和话语，摒弃习惯性的弱者心态

和受害者心理，树立自信的、建设性的大国外交观念。

在全球层面上，继续全面融入和建设性地参与国际社会。在国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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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应当更多地认同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更多地与西方国家进行

协调。同时，我们应当把自己的观点和关切传递到国际社会中，与有关国

家进行耐心细致的沟通和对话。这有助于我们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增强

我们在主流国际社会中的感召力，而不是只能在第三世界和体系外国家中

拥有追随者。

在双边层面上，扎扎实实地经营自己的盟友或准盟友关系。盟友是国

际事务中的朋友，是能够认同自己的内外政策，在多数情况下能够与自己

协调一致，在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自己的国家。中国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

可以不筹组或参加北约这样的军事同盟，但可以而且应当成为类似欧盟这

样的共同体的成员，或者与一些国家建立战略关系，从而在国际舞台上找

到自己的归属感。

在地区层面上，应加强与地区主要国家的政策协调。每个地区都是一

个密切互动甚至有着独特规范的世界，地区国家间关系的规则有可能与全

球层面不尽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国家与该地区打交道时，应当充分

考虑到其特殊情况，而不能把全球规范机械地照搬过来。由于历史原因，

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人民有着浓厚的大家庭观念，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

的观念不像其他地区那样强烈。所以，自西亚、北非局势发生动荡至今，

阿盟、非盟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对相关国家的内政进行了干涉。这种干涉虽

然背离了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但有可能与该地区的国际规范一脉

相承。对此，我们对外部国家应当予以理解和尊重。

在外交话语和风格上，中国要有大国和强国的自信，敢于和善于面对

别人的批评。

6. 要善于塑造和宣传中国的良好国家形象

如果说上述几个方面是软实力的增量改革，是着眼于提高软实力本身，

那么，国家形象是软实力的存量盘活，是对既有软实力进行的营销。因为，

软实力外在地表现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而国家形象是需要塑造和宣传

的。如果一个国家形象的自我塑造能力不足，就很可能成为被别人塑造的

对象。长期以来，国际上许多关于中国的不良形象，包括中国威胁论和中

国崩溃论等，都是由西方舆论引发的。西方舆论的这些做法有时候是误读

误解，遮蔽了真相，但中国 “消毒”的效果并不明显，表明我们塑造自身

国际形象的能力还不够强。正因如此，“中国可能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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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中国的声音，缩小形象被人塑造的空间”。①

要塑造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首先需要拓宽我们外交活动的对象。中

国官方外交受传统思维方式的惯性束缚，经常过于注重争取各国政府、领

导人和外交官，而相对忽视了更能引导和影响舆论的国会及其议员; 中国

的公共外交经常存在图省事和走过场的问题，不敢甚至不愿有针对性地接

触和做反华势力的工作，而是更乐于博得海外华人和对华友好人士的喝彩。

事实上，中国负面国际形象的制造者和助推者，主要不是外国领导人，而

是媒体和学术界中的反华势力。他们的做法要么是基于政治立场的抹黑，

要么是因为无知而产生的偏见。显然，塑造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主要对象，

应当是各国反华、仇华和不了解中国的人。

大众传媒既是软实力的重要传递渠道，也是软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塑造和投送中国的国家形象方面，新闻媒体可以而且应当发挥积极作用。

一方面，我们应当更加注重与西方国家的媒体打交道，通过增进了解引导

它们刊发对中国的正面报道;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改进中国媒体的刊载内

容和报道方式，使它们能够传递出外国民众喜闻乐见的信息，进而成为他

们喜闻乐见的媒体。当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 《人民

日报》海外版成为外国人获取有益信息的重要渠道时，我们将发现中国的

软实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结 语

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

环境。中国立志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大国崛起的复兴之路，希望向世界证

明中国的发展是有利于世界和平、合作、和谐的力量。中国将 “一带一路”

上升为全面扩大开放的国家战略，旨在用共商、共建、共享将之建设成一

条互尊互信之路，合作共赢之路，文明互鉴之路。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中

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应当而且只能更多地依靠软实力。

自古以来，丝绸之路就不仅是一条商品贸易和军事斗争之路，还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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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 。



中东问题研究 2016 年第 1 期 ( 总第 3 期)

条文化交流和文明交往之路。商品贸易和军事斗争体现的是硬实力，文化

交流和文明交往展示的则是软实力。从长期和总体上看，中国在丝绸之路

上的硬实力明显强于其他各国，这是这一通道被以中国商品命名的原因所

在。然而，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软实力始终存在东强西弱的问题，在向西

的丝绸之路上始终存在商品出超、观念入超的问题。即使在向东、向南的

丝绸之路上，自东亚朝贡体系解体以来，中国的文化辐射力也未能转化成

外交的上国际感召力。这表明，为了顺利地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中国

需要扎扎实实地提高本国的文化辐射力、制度吸引力、国际感召力和整体

向心力。

提高软实力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首先需要端正和强化对软实力的认

识，确立软、硬实力协调发展、软实力各要素共同提高的观念，不允许国

家实力的任何方面、任何要素成为薄弱环节。其次，要落实和大力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在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实现形式上引起

西方国家的共鸣，从而使我们的价值观和制度对外产生吸引力。再次，下

决心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真正实现科学、低碳、可持续、国强民

富的发展，让中国模式成为发展中国家仿效、发达国家借鉴的对象。复次，

要摒弃习惯性的弱者心态和受害者心理的束缚，用自信的大国外交经营盟

友和战略关系，在融入国际社会中提高国际感召力。最后，要敢于和善于

拓宽外交工作的对象，争取与国外反华势力打交道、交朋友，使不了解中

国的人士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进而从源头上减少中国负面国际形象的制造

者和助推者。

［责任编辑: 申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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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shing a caliphate and setting up the Islamic State.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Islamic state is similar to the nation-state and provides a lot of advantages that

other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lack. At the same time，though，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Islamic state has apparent disadvantages and its existence faces some

major challenges now. In the future，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will continue to evolve，including both al-Qaeda and the Islamic state.

Keyword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Al-Qaeda，Islamic State

The Threat of ISIS in Libya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It

Jiang Tao

Abstract: Five years after the revolution，Libya remains in a state of chaos

and conflicts. ISIS in Libya exploited the weakness of Libya's governance to ex-

pand and rise rapidly，acting as a spoiler and as a governor in the areas under its

control. ISIS in Libya poses a threat to Libya's transition，regional security and to

Europe's stability. In theory，we may solve the problem of Libya's ISIS through

military operation，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but，in practice，there are

quite a few obstacles.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ISIS and other armed groups，

Libya will remain in a weak and fragmented situ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Keywords: ISIS，Libya，Transition，Anti-terrorism

Exploring China's Soft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Belt ＆ Road Initiative”

Zhao G uangcheng

Abstract: The initiative of“One Belt，One Road”in based on cooperation

and win-win idea，which demonstrates that China will focus on advocating the

“Silk Road Spirit”，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One Belt，One Road”，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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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rge extent，by soft power. Soft power is a country's ability to attract others to

follow，which consists of its abilities in four areas: cultural radiation，institutional

attractiveness，international charisma and overall centripetal force.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of China's hard power，its soft power has been enhanced greatly. There

are，however，many a weakness and imbalance.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One Belt，One Road”，China needs to devote itself to enhance its

soft power，build the new Silk Road into an international artery of peace，coopera-

tion，and harmony based on its own attractiveness.

Keywords: Silk Road，Soft Power，Civilization Exchange，People-to-peo-

ple Bonds

Turkish AKP Government's Policy and Practice in
the South Caucasus and its Restraining Factors

Li Yanz hi，Chang Shoufeng

Abstract: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the geo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South Caucasus or Caucasian countries becomes more and more outstanding. As

the AKP came to power，it reshaped the foreign policy in the South Caucasus ac-

cording to the depth strategy. Turkey has strongly endorsed the independence，sov-

ereignty，stabil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all Caucasian countries. Turkey pro-

posed a Caucasus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and shaped it as the regional

energy and transportation hub. These a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

tions between Turkey and Transcaucasia countries. The internal conflicts of Cauca-

sian countries lead Turkey into a dilemma，which holds back bilateral ties and the

implement of the Caucasus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Russia has a geo-

graphical superiority in the South Caucasus，which makes it is superior to Turkey in

the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therefore，influences AKP Government's Policy in

the South Caucasus. European energy strategy is currently blocking the energy corri-

dor of Turkey. This EU intervention in South Caucasus affairs makes Turkey's plans

for the Caucasus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hard to re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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