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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国视域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路径研究

朱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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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高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与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文化软实力可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建成标志着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所以，我们应该探求多种路径来提升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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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提出到扎实推进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

对新的文化发展要求的新认识。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建设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发展上的新要求——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

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培

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

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

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

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可

见，所谓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人心，公民道德素质全面提

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丰富，我国的文化整体软

实力和竞争力强。 [1]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提出，

凸显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文化建设规律

性的认识又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共产党对

文化强国建设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

时期的文化使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

实要求。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国

家综合国力增强的核心要素，我们要在文化的领

域内正视自己的不足，发现问题，不断提高自己

的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

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视域下的文化软实力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虽然在历史的

进程中出现了众多的曲折，但是中华传统文化并

没有因为西方的入侵而停止发展。中国文化的

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世界各国有目

共睹的。当今社会，文化的发展成为一个国家文

化软实力根基是否强硬的标志，因此，加强文化

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是极其重要

的。因为，文化强国战略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

的现实选择，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建设文化

强国的价值指向。因此，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

因果的。

文化强国视域下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现状

是非常不乐观的，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发展与世界

各国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现阶段，我国文化软

实力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有待加强。改革开

放后，随着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涌入，使我国人

民的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同时也导致了许多人

传统价值观因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而产生变

化，有的人开始盲目崇拜资本主义，更有甚者因

价值观的混乱而产生信仰危机。二是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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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竞争力，没有知名品牌和拳头产品。张国祚

的《文化软实力蓝皮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

告（2010）》中公布的文化贸易数据显示，我国文

化贸易在世界文化市场比重甚至不足 4%。该报

告称，在世界文化市场，美国一枝独秀，占到了

43%的份额，几乎是占据了世界文化贸易的半壁

江山。由此可知，中国的文化产业与美国文化产

业的差距。三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吸引力和

感召力。由于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国的教育体系

受到西方文化的侵蚀，使得传统文化不能在软实

力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缺乏吸引力和感召

力。

三、文化强国视域下文化软实力发展的路径

1.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任何文化的发展

都承载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因此，加强意识

形态建设，对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具有重

大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意识形态

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P153）并且在

“8·19”讲话中提出了两个巩固：“宣传思想工作

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

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

基础”“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

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

心力。”[2]（P153）这促使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

新的世情、国情、党情的要求下，必须提出适合当

今社会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方针，加强国民的思

想教育。我们要利用好互联网平台，加强阵地建

设，以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激发好人民团结奋斗的干劲。运用好网络媒体，

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抵制西方各种

思潮的冲击，全方位巩固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2.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2013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必须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的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

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这也就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成为了凝聚全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习

近平在论述核心价值观与文化软实力的内在统

一关系时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

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2]（P163）可见，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重要性。

首先，我们要建立专业的网站，加强宣传与

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利用当今社会的

先进科技，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

教育活动。其次，通过传统媒体的传播，引起人

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存在问题的反思，

进而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最后，加强国民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这可以培养青年正确

的价值观，也可以提升国民素质，提升中华文化

的吸引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高，是我们

应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最好的武器。

3.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打造知名品牌拳头产

品。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当今社会文化软实力提

升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化产业的发展代表的是

先进科技的成就，文化产业含金量的高低，决定

了一个国家在文化软实力领域科技成就的大小，

因此，发展文化产业成为文化软实力提升不可或

缺的内容。

首先，我们要完善文化基础设施，加大文化

产业发展的力度。基础设施好坏是国家文化软

实力发展环境的表现，良好的基础设施为文化软

实力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我们要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的环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加大文化科技投入，让文

化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科技含金量。其次，就

是加大文化产业的创新。我们要学习西方在文

化产业发展的思维模式，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探

索属于自己的文化产业发展道路。同时，擅于借

鉴吸收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不断提升

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在当今社会，我们要加强文

化产业的创新力，不可一味地模仿，而是创造出

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化产品。最后，利用新媒体的

传播渠道，将我国的先进文化产品推销到世界各

国，展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新媒体的传播途

径，可以消除我们与发达国家长期存在的贸易壁

垒，打通互联网的产业链。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发

挥文化旅游、文化演出的作用，提升文化书籍的

出版质量，输出较高质量的影视作品。文化产业

质量高低，体现的是我国在科技领域的成就，因

此，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要不断加强科技投入，

提升文化软实力。

4.提高文化的创新力，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首先，我们要加强文化理论的创新，对文化内容、

文化形式以及文化的传播方式等进行创新。我

们要利用当今社会的时代特色，紧跟时代步伐，

与时俱进，创造出具有中国和民族特色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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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创新中要不断注入当今社会新鲜元素，

借鉴国外文化创新的经验，进行相互交流和学

习，促进文化形式多样化的发展。胡锦涛指出，

“文化创新应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

新和其他创新。”[3]因此，在文化理论创新中，我

们要紧紧抓住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的机遇。其

次是要加强文化在实践层面的创新。坚持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优化文化发

展方向，调整结构，利用当今中国提出的新媒体

发展路径“互联网+”推动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发

展。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提出切实可行的

文化创新的途径，不能在旧的体制下发展新的

文化软实力，应该加强新型实践路径的培育。

通过文化创新的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是势在必然。

5.提高社会整体文化水平，夯实文化强国的

根基。现代社会发展的目的就是促进人的全面

而自由的发展，提高国民的素质对于现代化实现

人自由发展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来说是极其重

要的。首先，我们必须确定当今社会发展的文化

方向，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方向，加强

对国民素质教育的培育。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引

导公民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坚定信仰和大力普及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次，加强国民素质教育。

教育是决定国民素质高低的关键，是国民素质提

升与优化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教育是传播

知识和经验的一种手段，是培养和发展人的素质

的一种社会活动。”[4]（P189）教育可以促使人类的品

质不断完善。国民教育的提高，对于文化软实力

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6.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扩大中华文

化的影响力。文化走出去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关于发展文化软

实力的战略。文化走出去战略，可以推动中华文

化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国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

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

力，提高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建设。一方面利用传统的官方文化传播途径，推

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断加强我国文化与世界各

国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增加彼此的了解，让世界

各国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在官方的文化传播

中，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文化传播的方式，推动中

华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与交流。另一方面要

利用各种非政府的民间活动方式，推动中华文化

走出去。可以利用民间的旅游团，或者民间出国

活动等等传播中国文化。最后，加强国际文化人

才队伍建设。这就需要在教育的过程中，加强国

际人才质量的培育，不断完善和创新国际文化人

才机制,激发国际文化人才活力,加快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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