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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在判断自身文化安全状态，制订

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时，不能不对当今世界的文

化战略态势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 所谓文化战

略态势， 就是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强弱对比、战

略现实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那么，当前世界文

化战略态势是怎样的呢？

一、当今世界文化的战略格局

所谓世界文化战略格局，就是世界各个文

化体之间的实力对比状况。 人有强弱之分，国

家的文化也有强弱之分，有强势文化，也有弱

势文化。 各国文化实力对比的结果就形成了世

界文化战略格局。
那么，当今世界文化是一个怎样的战略格

局呢？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先说明白什么

是强势文化，什么是弱势文化。
所谓强势文化就是一种以强大的经济、军

事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支撑，处于世界文

化发展前列的文化。 其特征是，这种文化具有

极强的创新能力，产生了大量的具有世界领先

水平的文化成果，科学技术水平处于世界中心

地位，其所信奉的价值观念处于世界文明发展

的先进地位，并因此受到人们的推崇，其大众

文化受到世界范围的追捧， 文化产品广泛畅

销，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处于积极进取态势，对

其他文化形成一种强大的竞争压力。 反之，则

是弱势文化。 从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其

中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有一至两个文化个体

作为强势文化而处于世界文化战略格局的中

心地位。 有人据此推算出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

长波周期，也叫基督周期，即每 1000 年为一个

周期，每一周期内都有一两个强势文化作为人

类文明的中心。
当今世界文化已经进入了几大强势文化

折冲樽俎的时代，这几大强势文化间力量对比

的消长兴衰决定了整个世界文化战略格局的

起伏跌宕。 这几大强势文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文化，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

化，以伊斯兰教为其特征的伊斯兰文化，当然

还有印度文化、俄罗斯文化等。 每一个文化内

部又会有实力不等的次文化。 比如西方文化内

部就有美国文化、欧洲文化等的区别；东方文

化内部则有中国文化、日本文化等不同。 客观

地说，当今世界几大强势文化并立以及其内部

次文化交错的战略态势决定了当今世界文化

战略格局的多元化。 而在此多元文化格局中，
就其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文化历史等种种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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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因素考虑，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挺立在世界

文化格局的核心位置，未来世界文化格局的性

质变化将取决于这两大文化的发展结果。
目前， 世界各文化体力量对比的结果是，

西方文化也即资本主义文化占据了世界文化

格局最核心的位置，它是当今世界最强势的文

化，是当今世界文化战略格局的最强大的力量

中心，具有左右世界文化战略格局基本结构的

实力。 西方文化的强势最关键地表现在它的一

些价值观念在世界文化中的先进地位，这些价

值观念其本源的意义的确是反映了人类文化

的发展，是可以肯定的价值观念。 西方文化的

强势地位还表现在它丰富的文化成果上。
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直接引出的一个问

题是西方文化的既有地位会不会无限期地维

持下去，或者像西方某些学者欢呼的那样西方

文化已经终结了历史，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顶

峰了呢？ 恐怕也不尽然。 从人类文化的发展历

史看，人类文明中心是不断变化的，可谓“三十

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西方文化的领先地位不过四五百年的时间，而

美国文化的强势地位充其量也只有数十年的

时间。 谁也不敢保证美国和西方文化的强势地

位能够永远保持不变， 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其

他民族文化会永远不能崛起。 实际上，与美国

和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超强地位相

比，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综合国力的发

展，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地复兴和壮

大之中，它们已经处于世界文化格局中的第二

阶梯。 如果西方文化是超强文化的话，那么，这

些国家的文化可被视为一种次强文化，它们取

得与美国文化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平

起平坐的地位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当然，其他

国家的民族文化成为强势文化的历程也不会

是一帆风顺的。 从目前的实力对比和发展势头

看，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和西方文化仍会是

我们这个世界的强势文化，这是我们不得不面

对的事实。 因此，未来的若干年内，世界文化的

战略态势将表现为西方文化和其他即将崛起

的文化之间为争夺文化的强势地位而激烈较

量的格局。 作为这种较量的表征，西方文化将

继续力保目前世界文化战略态势中文化传播

和影响扩散的单向势头，即西方文化单向流入

非西方世界，以稳定美国和西方文化在世界文

化战略格局中的霸权地位。 而其他崛起中的文

化则将极力加快自身文化的崛起进程，从而使

自己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自立于世界文化之

林。 在此同时，积聚足以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

实力，成为新的强势文化。

二、当今世界文化的战略现实

当今世界仍然面临着一个既有文化间合

作互补又有文明间冲突的战略现实，而且无论

是合作还是冲突，都在以更大的规模、在更大

的范围内展开。
就合作而言，人类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可谓

规模空前。 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达，使得不同

文化间的相互影响达到了空前快速和紧密的

程度，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不同文化体间

的交流得以在瞬间完成。 在今天，世界各国的

任何文化上的新成就可以立即为全世界不同

文化体间的人们所共享；在今天，法国巴黎的

大街上可以有中国的花车表演，埃菲尔铁塔甚

至可以为庆祝中国的春节而全身挂红，在中国

古老的皇家宫殿———故宫，人们可以欣赏到由

中国导演执导的意大利歌剧《图兰朵》，当中国

的各大电影院里高大强悍的美国荧屏超人端

着超级武器疯狂扫射展现西方精神的绝杀意

念时，美国电影院里精悍矫捷的中国侠客正手

持宝剑优雅地演绎着东方侠义道的超凡境界；
在今天，人类可以共享现代科技的一切发明创

造和由此带来的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互

联网虽是美国人的创造， 但也在东亚的韩国、
中国等国家得到广泛的普及；如此等等。 人类

不同文化体间的交流正以空前的规模、速度和

深度促进着人类不同文化体的丰富和发展，改

变着人类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 人类各文化

体间的交流如此之深，以至于人们已经开始争

论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结局是否会是由一种

超强的强势文化替代其他所有文明，或者各文

化交互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一种新的全球

文化。
当然，世界文化的战略现实决不仅仅是上

述那种各文化体之间田园牧歌式的合作和相

互促进，它也有其非常残酷的一面，那就是不

70- -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0 年第 9 期

同文化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1993 年夏，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

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

突？ 》的文章。随后，他又发表了《后冷战世界的

各种范式—————假若不是文明 冲 突 还 会 是 什

么》等文。1996 年，他根据那些文章中的主要观

点写成了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

书。 在那些文章和书中，亨廷顿对文明冲突论

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他的核心论点是：21 世纪

引起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

或经济因素，人类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也

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全球未来战

争的导火索。 亨氏预言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

明的冲突是下一个热点问题，而下一场世界大

战如果发生的话，将是一场不同文明之间的战

争。 而在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与基督教文

明对抗的很可能将是伊斯兰文明与儒教文明

的联盟。 作为一种隐喻，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

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封面就印着三张颇具

象征性的照片：两侧是基督教教堂和伊斯兰教

清真寺的立柱，中间是中国的长城。 亨氏的宏

论又一次将“文明冲突”带入了人们的视线，使

之成为冷战后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亨廷顿的观点揭示了当今世界文化战略

现实的另一面。 客观地说，文明的冲突，或说文

化间的冲突是当今世界一个无需争论的现实。
可以说，文化间的冲突是人类的劣根性，人类

文化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未来的

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恐怕也无法消除这一

点。 但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隐藏在“文明的

冲突”背后的政治陷阱。
陷阱之一是，以文明冲突来掩盖冲突背后

的国家利益争夺。 在历史上，人类之间的冲突

从来就是原因复杂的多种矛盾的产物，而不仅

仅是文化本身的差异所造成的。 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人类冲突的背后往往有生死攸关的利益

因素。
陷阱之二是，以文化划线，将文化演化成

为战争中的敌我识别器和制动器。 一些西方人

天真地或者别有用心地宣称，民主国家之间是

不可能进行战争的，战争往往是非民主国家对

民主国家的侵略行为，企图以此进一步美化西

方文化。 事实上，人类冲突的历史一再表明，战

争不是仅仅发生在不同文化之间，而且还会发

生在同一文明之内。 因此，绝不能断言，只有文

化不同的国家间才会发生战争，而文化相同的

国家间就不会有战争了，更不能荒谬地说什么

民主国家不再战。 可以说，在利益驱使下发生

的人类冲突和战争是不分什么文明背景的。 为

了利益，同一文明背景的国家和民族之间也会

兵戎相见。 在历史上，为了争夺殖民地，同属基

督教文明的西欧国家曾经打得不可开交，人类

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首先在他们之间

打起来的。 不要说战争了，就是那些经济竞争，
也是不分什么文明背景的。

陷阱之三是战略陷阱，这是一种政治需要。
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指出， 冷战后文明冲突的始

作俑者———亨廷顿提出此论是具有强烈的政治

动机的。 亨氏很想以他的论点作为冷战后美国

对外战略的指针，成为又一篇“X”电报①，以此来

统一美国和西方民众的思想。 因为，亨廷顿很

清楚，美国的当政者当然也很清楚，如果在冷

战之后，美国不能为美国和西方找出一个敌人

来，那么，他们的内部就可能出问题。 西方联盟

将可能由此失去存在的理由，“自由”而又“民

主”的社会可能在失去了外部敌人之后而无法

有一个统一的对外目标，并因此处于无休止的

内斗之中。 因此只有找出了一个外在敌人，美

国和西方内部才能依然高度一致地团结起来，
美国这辆战车才会有一个前进的方向。 “文明

冲突论”就是一个标明朋友与敌人位置的坐标

系。 但是，亨廷顿这个坐标系上的敌人太多了，
而所谓的朋友现在看来似乎又不太可靠，这个

坐标系的危险就连掌握它的人也不免心虚胆

寒。 所以，“9·11”事件后，美国在向激进恐怖分

子大打出手的同时，还是一再声明这不是文明

的冲突，小布什总统还是不得不向穆斯林作出

一些友好的姿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当今世界文化的战

略现实是不同文化体之间合作与冲突并存，有

合作，也有冲突。但这种合作和冲突并不一定完

全是以文化本身的异同而分野。 这种现象在可

① 二战后，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署名“X”的电报，全面论述了战后美苏两国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两大阵营必然对立的国际政治格局，奠定了冷战的理论基础。

71- -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0 年第 9 期

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必须面

对现实。而面对现实，我们要警惕的不仅仅是文

明冲突的本身， 更重要的是要警惕 “文明冲突

论”所潜藏的陷阱，防止它变成一种文明的阴

谋，也防止它成为一种人为的现实。

三、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

当我们放眼当今世界的文化现实时，我们

发现人类文化的现实仍是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而且这种文化多样性发展势头仍很强劲。 这意

味着当今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世界文

化仍是由许多不同的文化体构成的多元文化

的组合，世界文化的第一个本质特点仍将是它

的多样性。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是由人类本身的多样

性所决定的。 我们知道，人类是由多个民族、多

种种族组成的。 而且，在人类文明史上，绝大部

分时间内， 人类是被分隔在不同的地域内，独

立地生存和发展着的，人类大规模的、广泛而

又紧密的联系是近代以来三四百年的事。 人类

多民族、 多地域分割的历史造成了不同的民

族、种族拥有了不同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

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不同的语言、文字、宗

教、生活习惯等等，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文化。
曾经有不少专家学者企图描画出人类的文化

光谱图，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则从文明

的角度将人类文明分为 21 种文明。 如果从国

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去考虑，就应该以国家为单

位，以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宗教等标准去划分。
当我们以国家为单位去划分世界文化的话，则

有多少国家就会有多少文化，而每一个国家内

部又可以按照民族划分为数目不等的亚文化。
当今世界以国家为单元的文化主要有中国文

化、美国文化、法国文化、俄罗斯文化、日本文

化、印度文化等等。 如果按意识形态标准去划

分的话，那么主要有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

文化。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北

美 洲 的 美 国、加 拿 大，欧 洲 的 欧 盟，亚 洲 的 日

本，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这些国

家以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为凝结剂而凝结在一

起，组成一个文化集团。 社会主义文化主要成

员是中国和世界上仍然以社会主义为基本价

值观念的国家。 当然，社会主义文化也存在于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信仰社会主义的人群之中。
除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文化以外，还有

极权主义文化、部落主义文化等等。 如果透过

宗教多棱镜看当今世界文化，则世界文化主要

可以划分为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佛教

文化和其他宗教文化。
如果说文化多样性描述的是世界文化的

历史和现状的话，那么对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未

来是否仍能以多样性加以描述就存在着极大

的争议了。 这方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强

势文化会越来越强，它左右世界文化交流方向

的能力会越来越大；强势文化被世界承认和接

受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其结果必然是世界文化

最终统一在这种强势文化之下，从而实现世界

文化的同一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世界文化最终

融于一种文化之中， 出现一个全球统一的文

化。 有关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

言》中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们写道：“新的

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

关的问题”，“物质的生产是如此， 精神的生产

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

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

种世界的文学。 ”[1](p.276)这里马恩虽然只是预见

了出现一种世界文学的可能性，但会不会由此

出现一种世界文化呢？ 如果真的如此的话，随

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最终统一了世界文化的

文化会是哪一种文化呢？
另一种观点与文化趋同论不同，认为未来

世界的文化不可能是同一的，而仍然会是多样

的。 因为，目前的非强势文化如果不是全部但

至少是有一部分会随着其所在国家综合国力

的不断加强， 随着它们通过世界文化交流，向

其他先进文化学习并对学习的内容消化吸收

而会变得越来越强，并最终取得强势文化的地

位，因此，世界文化的未来仍然是不同文化并

存的多样性的世界。
客观地讲，上述两种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真实。 就第一种观

点而言，从世界文化的发展史来看，人们不难

发现随着人类文化之间交流的不断加深，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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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互间的影响越来越大，强势文化对弱势

文化各种同化手段也随之加强，从而使得非强

势文化的生存状况越来越糟糕，以致有的文化

的生存的确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危机。 历史和现

实都证明，文化间的兴亡存废是很正常的。 数

千年的人类文化史可以说就是人类文化的兴

衰史，有的文化兴起了，强大了，经过一段时间

后，这些文化又衰落了，有的甚至灭亡了或被

别的文化体同化了。 就发展的趋势而言，人类

文化体的数量一直处于不断地减少之中。 到目

前为止，人类文明历经数千年而不灭的只有一

个，那就是中华文明。 世界四大文明中的古埃

及文明、 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基本上

都不复存在了，煊赫一时的古玛雅文化、古印

加文化也不存在了。 目前，这种文化湮灭的趋

势并未停止， 据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学者艾

布 拉 姆 斯 (Daniel Abrams) 和 斯 特 罗 加 茨

(Steven Strogatz)的 研 究，目 前，超 过 300 种 语

言已成为绝响， 另有数以千计的语言也将面

临相同的命运。 他们警告说：“90%的语言将

在本世纪消失。 ”[2]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也曾预

测，在未来的 100 年中，今天世界上尚存的语

种中的 90%将 会 灭 绝。 [3](p.254)当 然，更 为 严 重

的是西方文化正在以自己的强势地位全力压

制其他文化的发展。
第二种观点也有强有力的现实依据。 就目

前的形势看，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有逐渐加强的

趋势。 这种趋势始自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民族独

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当时一大批民族国家挣脱

了殖民主义的枷锁，这些前殖民主义国家在获

得了政治独立之后，立即采取行动恢复传统的

民族文化，包括民族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等

等。 诚然，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文化独立运动并

非一帆风顺，但随着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的经济

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政治、军事实力

不断增强，这种民族传统文化的恢复取得了很

大的进展，这些国家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

断增强，民族文化得到了越来越有力的保护和

弘扬，民族文化也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

壮大。 它们成为世界强势文化的可能性不是不

存在，甚至是很大。 再说，让世界文化统一于一

种文化之下，这太不可思议了。 即便某些非西

方文化由于人口规模、文明程度等局限性对于

西方文化的强力入侵无法抗拒，但对于中国文

化、印度文化、俄罗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等这些

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且历史悠久的文化来说，
它们岂会任由美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来统一自

己？ 恰恰相反，如果时机成熟的话，它们还会与

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再比高下。 从历史

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世界社会主义文化在经过

低潮后再度崛起，将会与资本主义文化产生博

弈，并有可能与资本主义文化并肩而立，成为

文化意识形态的双峰之一，甚至最终战胜资本

主义文化。
因此，未来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会存在着

两种并行的情势。 一方面，随着人类不同文化

体之间联系的加强，各文化体之间在文化的各

个方面将会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在此过程中，
一些源于某种文化的先进的文化因子会被所

有文化体接受， 成为一种全球公认的文化因

子。 而且，由于人类交流越来越便捷，人类之间

的文化互通、 共享越来越会成为一种自然的

事。 任何拒绝文化交流、拒绝向其他文化学习、
拒绝人类共同的文化成果的文化体都很可能

会因自外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而被时代

所抛弃，从而走向灭亡。
总之，世界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仍然是多

样性和同一性持续斗争的态势，同一性和多样

性都将得到加强，并主导着世界文化的未来发

展。 应该清楚的是，无论人类文化交流的速度

有多快，程度有多大，只要这个世界上国家还

存在，民族还存在，各种不同的宗教还存在，人

类就不可能统一于一种文化之下。 今后各文化

体之间的交流和交融会进一步发展，各文化体

之间的共同性会大大加强。 但是各文化体的一

些最本质的特色不会因此而消失，各民族文化

的民族性仍将存在，从而使世界文化继续保持

多样性的存在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禹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濒危语言问题专家会议[J].语

言教学与研究，2003，（4）.
[3] 花 建 等 著 .软 权 利 之 争：全 球 化 视 野 中 的 文 化 潮 流 [M].上

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云 尔

73- -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0 年第 9 期

people's recogni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belief in Marxism, we need to widen people's outlook and raise their state of mind and make
them interplay.(WANG Jiquan HUANG Ming-li)
To Set up the Consciousness of Crisis and Guar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the combination of market economy and private ownership had inevitably led to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accelerated the falling of the
capitalism. Essentially, socialist system can prevent and check economic crisis. The experience of China in dealing with crisis shows that
the dominated public economic is the important basis for handling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timely measures by the peo -
ple’s government is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In building socialist economic market, we should have the consciousness of crisis and guar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LUAN Wen-lian)
Faith Education: Viewing from the Impact of Cultural Conflict on the Faith of the Young Students : Faith is a kind of culture
and also relies on cultur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red culture and mass culture have formed the basic contex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nflicts of various cultures led to the puzzling of the contemporary students. To help students avoid the dilemma, the education of
fait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focus on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s to help students establish the scientific faith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ropagation of red cultur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ass culture.(LI Zhi-jun DENG Peng)
On the Foundation and Guiding Role of “Resolutions about Several Historical Issu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for the Research of China History:“Resolutions about Several Historical Issu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and guide for the discipline of national histor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it marked the start of the researches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scipline; the conclusions about the important figures and events have provided guiding
thoughts and basic principle; its comments on history of the new China adopts the scientific and dialectic methods which are also the ba -
sic one in researching the national history. Under the guide of the historical resolution, the study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will be inherited,
developed and innovated.(CHEN Dong-lin)
The Cultivation of young Marxis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the Resources of the Party in Power : It has been a basic practice for the
party in power to cultivate successors by using the official resource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not and exception. The Com -
munist Party of China uses the official resources to cultivate young Marxists, which conforms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majority, the devel -
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is legitim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young Marxists is the life pro -
j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n the strategy to build a strong country by talents, the resources should be used scientifically to cul -
tivate young Marxists in a standard, systematic and effective manner. The resources of the party in power will be enriched while they are
used.(LI Ting-xian)
On New Democracy and Mao Zedong’s Cultural Philosophy: On New Democracy, the first work to constitute the system of Mao
Zedong thought, proposed the view of society of the new democracy, developed Marxist social forms, expounded the cultural issues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Mao Zedong’s cultural philosophy. Mao Zedong’s cultural philosophy based on On New Democracy is still the
basic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building the present socialist culture and is of importan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in culture building
and orientation under the globalized situation.(YONG Tao)
On the Situation of Cultural Strategy in the Present World: In the present world, culture as soft power has been considered as the
reflection of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power. With the increasing progress and communications,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have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degree. All of these hav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also led to the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The new situation requires that we view the world culture in a global strategy, to view clearly the
strategic pattern, the strategic situation and the future developing direction.(PU Qi-hua)
Employability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 In the late 1990s, Employability theory rose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policy tran-
si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Employability theory advocates the change from the traditional passive welfare policy and employment policy
to the "active" employment-oriented theory and policy. The Improvement of employability relies on the perfection of social policy and
economic policy, which mutually promote and no one could be put ahead of the other. Employability theory and its practice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provid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China’s social policy transition and employment. It would be the options to solve the
employment problems to implement a positive policy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construct employment-oriented social policy system,
perfect the labor market policies and establish mechanisms to prevent long-term unemployed, and promote all the active involvement.
(YU Jian-xing QU Zhi-yuan)
The Evolution, Theoretical Logic and Revelation of the View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Abroad : Due to the special social rea-
son, the west view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has generally gone through several stages: embryo of the view, explicit proposal and the for -
m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expansion of the system. The internal logic it contained, is that the entirety of the contents of liveli -
hood is the basic condition of the sustainability of livelihood; anti-poverty solely cannot meet of the demands in livelihood of the poor
farmers. The organic cooperation of all the subjects of anti-poverty is the only way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the farmers.
The above mentioned theory is of important 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anti-poverty and continual amelio -
ration of the farmer’s livelihood in our country today.(WANG San-x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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