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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软实力,硬影响0 ,软实力的建设和发展问题是今后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特别是全球性的

金融危机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上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探究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途径具有很大

的现实意义。认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之下既应该看到构建和提升软实力的机遇,也不能忽视其背后的巨大挑战。

在如此特殊时期,中国应立足机遇和挑战构建中国软实力,在硬实力得到保证的基础上,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

尽力并尽量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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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界对中国软实力的界定

软实力(又称软权力)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哈

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于 1990年提出。他认为权

力可以分为两种, 即硬权力和软权力。/ 硬权力
指的是通过惩罚的威胁或回报的承诺迫使他者

去做本来他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0/ 软权力是一
种通过让他人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

结果的能力。这是一种通过吸引力而非强迫获

得预期目标的能力。0112( P263)
其中文化、政治、外交

政策是一国软实力的三个主要来源。说得通俗

一点软实力就是指一国文化、价值观念、政治制

度、外交政策等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和感召力。

对于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概念中国学界
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但对于软实力的来源和构成

要素,国内学术界有诸多不同看法。约瑟夫#奈
认为文化、政治、外交政策是一国软实力的三个

主要来源。它主要指的是一国精神层面的东西

对于他国及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而从

世界发展的历史来看, 每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

外交受到世人关注都与其硬实力的增强分不开。

软实力不仅来源于一国的文化、政治和外交政

策,还来源于经济、科技、军事。后者作为硬实力

本身并不是构成软实力的要素, 但它们却是软实

力的来源。比如说一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科技发

展理念、军事力量的和平利用等都可以对国际社

会产生影响力和感召力, 成为一国软实力的构成

要素。简言之, /国家软实力主要来自于政治、文
化、外交、经济、军事、科技等六个方面的资

源0, 122( P42)
政治、文化、外交等本身即是软实力的

构成要素, 而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可以转化

为软实力, 是软实力的来源。对于每个国家来说

在不同时期构成本国软实力的要素又是不同的。

对于中国来说, 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门洪华教授认

为目前构成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有文化、观

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和国际形象五个方

面。
132( P19)

其中文化、观念、国际制度本身就是软实

力,发展模式则来源于经济、科技等硬实力,国际

形象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

技、军事等综合认识与评价产生的软实力。

当下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各国硬实力变化,而软实力是随着硬实力的变化

而变化的, 因此研究金融危机之下中国软实力的

构建还应厘清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的关系。关

于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关系,笔者认为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软实力以硬实力为基础。

看过5大国崛起6的人都知道从葡萄牙、荷兰到英
国、法国、德国、沙俄再到苏联、美国, 这些国家之

所以成为历史上称雄世界的国家, 其文化、政治

制度、发展模式受到世界关注或效仿都是因为有

其独一无二的硬实力(经济、科技、军事)作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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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对世界特别是周边国

家成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也是因为中国

硬实力的强大。所以, 只有国家的硬实力增强

了,软实力才随之强大起来。张丽东在5永远的
摩根索6一书中说: /权力因素中软实力因素固然
越来越重要,但硬实力的存在是软实力实施的前

提。0142( P127)
因此,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下构建软实

力,硬实力首先得站得住脚。第二, 软硬实力可

以相互转化。从上述软实力的来源中可以看出,
文化、政治、外交政策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本身是

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但如果把这些因素用于侵

略、强制推行的模式(如美国在伊拉克推行民主

模式)则不再符合软实力的概念, 软实力就转化

成了硬实力。同样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

应用可以将其转化为软实力。比如经济实力是

硬实力,而经济发展模式则是软实力, 再如军事

实力是硬实力, 而把军事实力应用于维和就形成

了软实力, 军事外交是一个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软实力的构成因素。第三, 软实力具
有相对的独立性。软实力依赖于硬实力,但又反

作用于硬实力, 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软实力发挥

作用时具有相对独立性, 它以硬实力为支撑, 但

又不完全依赖它。/软实力并非仅仅依赖于硬实
力而发挥作用, 一个国家实现软实力的动机意图

和使用手段决定了软实力能否转化为国家利益。

由于软实力的独立存在, 它反过来又可以增强国

家的硬实力。0152( P34)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下, 应发挥

软实力的独立性, 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鉴于此,在当前金融危机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必

须处理好软硬实力之间的关系, 并以此为突破口
探究中国软实力构建的途径。

二、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软实力的

构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各
主要经济体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国际政治经济

格局也受到了相应的冲击。面对金融危机所带

来的一系列后果,中国在面临和应对金融危机带

来的挑战的同时, 也从这次危机中看到一些机

遇。在此,我们想分别从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和

中国的影响两个层面分析它给中国软实力的构
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11国际格局的变化对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带
来的机遇和挑战

当前金融危机下国际格局的变化给中国软

实力的构建提供的机遇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

一,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 硬实力削

弱严重,软实力相对下降, 给中国软实力的构建

提供了机遇。此次金融危机给西方主要国家造

成的损害是巨大的,一系列的数据证明了西方国

家面临的硬实力(主要是经济实力)的严重削弱。

据美国5国际先驱论坛报62009年2月17日报道,

去年( 2008年)第四季度美国 GDP 下跌是 1982年

以来最严重的, 这说明这次经济衰退比原先预计

的还要深。第四季度的经济产出按年率计算下
跌了 612%,下跌幅远高于之前预计的 318%和前
一季度的015%。白宫预计2010年全国预算预测

2009年 GDP 下跌 112%。162美国5纽约时报62009
年4月 7日文章称, 据经济学家估计就算经济衰

退奇迹般地在明天结束, 少说也得三年以后才能

让就业状况恢复正常、产能上升到足以支撑经济

全速运转的地步。
172
欧盟国家中, 经济实力受损

更是严重。据5财经网6报道,欧盟国家 2009的经

济增长率将从今年的 114%大幅下降到 012% ,欧

元区国家也将从 2008年的 112%下降到 011%。
在欧盟最大的几个经济体中,英国目前正经历着

信贷紧缩, 其明年的经济下滑也将表现得最为明

显,GDP 将下降 1%, 其私人消费也将在 2009年

和2010年出现大幅度下降; 西班牙和爱尔兰由于

房地产市场受到影响,明年的 GDP 也将分别下降

012%和 019% ;德国、法国、意大利将在 2009年呈

现零增长。
182
世界银行 2009年 3月 30日5全球经

济展望预测更新6发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预计日
本经济将会收缩 513% (比 11月下调 512个点) ,
几乎是欧洲和美国收缩的两倍。从这些数据可以

明显地看出,西方国家的经济受到深度削弱, 其硬

实力显著下降。硬实力的下降必然使以硬实力为

基础的软实力下降。西方国家软实力的相对下降
就可能使中国的软实力相对上升。

第二, 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受到冲击, 以美

国为首的国际经济制度受到严峻考验,为中国增

强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发言权提供了机遇。目前

国际经济秩序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

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资本主义价值为核心的一

系列制度安排与行为规则。此次金融危机对国

际经济秩序的冲击虽然可能并不是颠覆性的, 但

主要经济体经济实力相对下降, 以及金融危机爆

发暴露出来的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漏洞,必然使

国际经济秩序发生一些改变。以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IMF)为例, 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多边

性国际组织,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与当年的东南亚

金融危机一样再次显露了其无能为力的尴尬境

地,相对于全球救助资金需求量而言, IMF 的可用

资金只是/杯水车薪0。另外 IMF 实际上由发达

国家操控, 按照 IMF 协定, 重大事项需要有 85%

以上的投票权决定, 而美国的投票权接近 17%,

等于拥有实质上的否决权, IMF 也丧失了有效监

督和防范美国金融市场内部系统风险的能力。

因此,对 IMF 的改革势在必行。IMF 总裁斯特劳

斯#卡恩 2008年 11月份在接受5财经6杂志表示
希望中国作为多边体系中的大国能承担更多的

责任, 并希望中国在 IMF 增加注资。此次 G20峰

14



会上, G20 将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注资

5000亿美元,以提高其支持财政困难的国家的能

力,其中中国将注资 400亿美元。
192
因此, 此次金

融危机造成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有利于中国
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有利于中国扩大战略腾

挪空间,有利于在经济之外的其他问题上获得主

动权,
1102(P25)

也就有利于增强和提高中国对国际

经济秩序的影响力, 进而提升软实力。

第三, 金融危机造成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实

力衰退,使其在国际上实行相对收缩的战略, 谋

求与他国合作, 这也必然为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提

供机遇。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美国等国

家开始着手调整其外交政策, 谋求国际合作, 这

无疑是中国增强国际影响力的良好机遇。例如,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上任后出访的第一站即选择

中国,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中宣称要重新

调整美国的外交政策, 在亚洲寻求新的合作伙

伴,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112

另外,美国还谋求缓和与俄罗斯、法国的关系, 在

国际热点问题上采取更为灵活的态度。经济危

机不仅削弱了美国的硬实力,还削弱了它的软实

力。因西藏和奥运问题与中国关系倒退的法国

这段时间也在谋求与中国缓和关系。G20国家也

纷纷表示要增强合作, 共克时艰。这些都为中国

在国际事务发挥更大的作用,增强中国影响力提

供了机遇。

在看到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造成的影响而
给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带来的机遇的同时,还要看

到它所存在的一些挑战和障碍。首先, 虽然发达

国家软硬实力相对削弱, 但削弱程度有限。危机

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有重大的打击, 但其经济基础

好,仍然在世界经济中独占鳌头。以美国为例,

自二战以后美国经济一直稳居世界第一, 其科

技、军事等硬实力也一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望

其项背, 与此相适应其软实力也是世界最强大

的。因此,中国软实力增强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抵制和阻碍。其次, 以

美国为首的现有经济秩序不可能完全改变,中国

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发言权的提高程度有限。

金融危机对当今国际经济格局造成了很大的冲

击,但是还不足以彻底改变当前国际经济秩序。

当前危机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冲击主要表现在金

融秩序方面,而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仍

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存在于全球市场经济背后的

自由市场、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理念并未受到

根本冲击。
1122( P16)

因此,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

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大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的, 中国仅能有限增强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发

言权。再次,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格局基本不会

改变, 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仍然有限。金融危

机冲击了国际经济格局, 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国际

金融秩序, 而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

格局受冲击较小。最后, 金融危机下, 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对中国造成了很大影响。经济危机爆

发,保护主义抬头是必然的事。面对不景气的经
济状况,各国政府难免会采取措施保护和扶植本

国产业。这对于对外依赖程度很大的中国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将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不利于中国硬实力的增强,当然也不利于中国软

实力的构建。

21中国自身的变化对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带
来的机遇和挑战

构建软实力还是要以硬实力为基础。只有

硬实力提高上去了, 软实力才有可能随之提高。

当前金融危机下中国的硬实力在之前良好的基

础上又有提高, 为中国软实力的构建提供了机

遇。一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强大硬实力。

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为世界瞩目,到 2007

年,中国GDP 年均增速为 11129% ,由改革前的世

界第十跃升为世界第四, 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

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美国, 位居世界第一

位。
1132( P1)

中国的科技水平、产业结构、军事力量等

硬实力也都有大幅度的提高。硬实力的增强为

软实力的构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

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

头。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2009年

第一季度 GDP增长 611% ,出现了/两个稳0(工业
生产运行稳定、农业生产运行稳定)、/两个快0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实际增长加快)的良好态势。
1142
这样的发展态势

是在主要国家都陷入衰退,经济出现负增长的情

况下实现的。这无疑有助于增强世界对中国的

信心,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软实力也不断提高,

为金融危机下进一步增强软实力做了良好的准

备。经济发展模式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

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了世界对中国发展模式

的关注。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
雷默曾专门写过5北京共识6一文, 研究中国经济
的模式,他说: /我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试图用清
楚明了的语言描述我在中国看到的情况,并且为

如何思考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

速度发展变化的国家提供一个框架。01152( P43)
这就

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世人关注的

对象, 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

着中国经济逐步与世界接轨,中国在国际上的形

象也不断改善。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海啸、SARS、

朝核问题等国际热点问题中中国的表现得到了

世界各国的好评, 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而这

也为中国的软实力增加了砝码。再有,中国有着

五千年的文明, 随着中国逐步进入世界舞台, 古

老的中华文明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奥运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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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五千年文明的展现让世界为之震惊。中国经济

发展模式、改善的国际形象、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等都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利用此次

危机带来的机遇,进一步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在看到机遇的同时,还不能忽略此次经济危

机对中国造成的重大冲击,这又给中国软实力的

构建带来挑战。一方面, 金融危机使中国面临严

峻的贸易、就业、产业结构等问题。经过 30年的

对外开放, 中国的经济已经逐步与世界市场接

轨,形成了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从 1978

到2007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由 9174%增至
66191%, 1132( P100)

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使中国的经济面临严峻的考验, 只有通过拉动内

需来弥补国外市场的疲软。金融危机暴露了中
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缺陷, 出口导向型战略只能使

中国经济依赖于国际市场, 受制于人。因此, 应

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出口导向型转到

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的平衡增长型, 从粗

放型转到集约型, 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另一方

面,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 要保持国家和社会

的稳定。经济危机时期也是社会问题的高发期。

跨国企业、国内企业亏损倒闭导致了农民工、大

学生的就业难问题,这必然严重威胁中国社会的

稳定。有数据显示中国 114亿农民工中大概有
5000万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失业, 2008年中国经济

未受到金融危机深度影响的情况下大约 30%大

学生尚未就业, 2009年情况将更加严峻。这必然

会加重社会负担, 影响社会的安定。因此如何应
对金融危机带来的这些社会问题也是对我们党

和政府的一个考验。胡锦涛主席把这场危机称

作是对中共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 / 能不能变压
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考验。01162
如果不能很

好地处理金融危机带来的这些问题, 中国的软实

力可能会不增反减。

三、金融危机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途径

中国应该合理利用金融危机提供的机遇, 努
力构建和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首先, 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增强中

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发言权, 增强中国的国际

制度软实力。目前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一个主要

表现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的改革。此次

G20峰会上, IMF 的改革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之

一,与会各国决定向 IMF注资 5000亿美元以提高

其支持财政困难的国家的能力;同时, G20将大幅

增加 IMF特别提款权( SDR)规模 2500亿美元, 舒

缓贫穷国家财政压力。其中, 中国注资 400亿美

元,占总数的 8%。这有助于增强在中国在 IMF

中的发言权,有助于逐渐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秩

序中的影响力, 提升国际制度软实力。

其次, 主动与世界各国合作共克危机, 发挥

中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 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次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危害程度之深, 任

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国际社会一起努
力才有可能尽快渡过难关。中国应该抓住这种

机会,加强与国际社会进行多边和双边的合作,

发挥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影响力, 进一步树立负

责任的大国形象,提升国际形象软实力。2009年

4月 2日美国 CNN以/ G20峰会焦点下的中美关
系0为题报道说, 伴随着越来越强的经济和军事
影响, 中国已是 G20 的主要玩家, 而中美关系的

合作程度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复苏。
1172
中国领

导人也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要与国际社会通

力合作,增强国际社会的信心, 与国际有关各界

一道认真总结这次危机的教训, 强调加强国际金

融监管, 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构筑公平、公

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另外,在此次

金融峰会上,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高度关注, 说明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之高, 影响力之大, 可视

为中国提高影响力的良好机遇。英国5卫报6一
篇题为/ 中国今天以世界强国的身份到来, 对此
我们应该欢迎0评论文章称, 2009年 4 月 2日迟

早会成为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日子,全球性经

济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因此, 抓住机遇, 与国

际社会通力合作,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再次, 利用美国等国的战略收缩, 积极参与

国际政治事务, 增强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软实
力。危机是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硬实力受到

严重削弱, 这些国家也重新调整了外交战略, 在

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战略收缩,以应对集中精力应

对经济危机。这无疑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增

强影响力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最后, 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已经积累了较强

的软硬实力,为金融危机下提升中国软实力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金融危机下中国成为关注焦点,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对外政策、五千

年的文化等也都成为关注的焦点。因此,可利用

这种机会向世界展示中国这些软实力的方方面

面,增强各界对中国的了解,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在利用好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的同时, 还要

处理好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能否应对这些挑

战,是中国软实力在/世纪大危机0的特殊时期能
否提升的前提和关键。

第一, 保持以经济为主导的硬实力的稳步增

强,为软实力的提升构建牢固基础。硬实力是软

实力的基础和重要来源。在金融危机之下, 中国

首要的任务就是继续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应对

和处理好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经济结构不合理

问题。构建和提升软实力, 必须首先保住硬实

力,硬实力下降或削弱, 软实力便无从谈起。比

如,美国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经济受到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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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 导致其在对外战略上采取收缩政策, 这就

使得其软实力也受到相应的削弱。人们会怀疑

美国式的经济模式、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秩

序、领导世界的能力等等, 而这些都是美国软实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中国只有立足本身,

解决和处理好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问题,解决好

金融危机带来的诸多问题,才能为提升中国软实

力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二, 金融危机下提升中国软实力要量力而

行。中国毕竟仍是发展中国家, 牢记这一点非常

重要。目前中国虽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

中国仍然面临着诸多发展问题。经济发展模式

不合理、经济结构有待调整、能源短缺、生态环境

问题严重, 还伴随着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等一系

列问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仍然由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主导, 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仍然有

限。国内国际客观情况决定了中国在金融危机

下构建软实力要量力而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所所长、前驻英大使马振岗撰文说: / 对我们中国
人来讲,现在需要的是保持冷静心态, 实事求是

地估计中国的地位和力量,清醒而客观地对待外

界的评述。对待这次金融危机, 我认为一是要

-尽力. ,二是要-量力. , ,我国应坚持义务和权
利的平衡, 在-尽力. 和-量力. 前提下, 维护自己
的权益。当前最重要的是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

-发展是硬道理. , 只有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才
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为世界做出贡献。01182

在解

决好中国自身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 努力发挥负

责任的大国作用。只有量力而行, 才有可能适当

地、逐渐地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第三, 处理好国际期望与面临压力的关系,

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处于当前特殊时期,国际

社会对与中国既有期望又有压力。期望的是中

国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与各国一道应对金融

危机,压力则是不希望看到中国真正强大起来

(尤其是美国) , 挑战以西方为首的国际政治经济

秩序。无论是期望还是压力, 对中国来说都是责

任和挑战。中国只有处理期望与压力的关系, 把
它们变成动力, 才有可能增强和提高中国的软

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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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s Soft Strength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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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highly important to enjoy both / soft strength and hard power0.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 s soft
strength is one of the major orientations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It is thus imperative to explore the ap2
proach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s soft strength under financial crisis.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the
f inancial crisis has brought challenges as well as opportunities to the country. It is thus urgent that China, giving

full play of its responsibility, should manage to improve its soft strength on the basis of the guaranteed har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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