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和谐世界看中国软实力 

 

阎学通 

  

 

●软实力是一国的内外政治动员能力，即对国内外硬实力的调动和使用能力 

●经济发展不一定能必然提高我国软实力，国际社会如何认识我国，也是能否有效提高

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动员能力的基础 

●贯彻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有效提高国际政治动员能力，改变现有

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认识 

1991 年苏联解体后，“综合国力”一词便成为政界和学界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然而在

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学界普遍将综合国力理解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总和，而且认为经

济实力是综合实力的基础。到了本世纪初，我国学界才开始注重综合实力构成中的软实力因

素问题。其实，春秋时期中国的战略家们普遍关注道义对强国的重要性，说的就是软实力的

问题。 

软国力同样是综合国力的基础 

任何国家的综合实力都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构成的，两种实力的关系不是和而是积。因

此，当一国软实力全部丧失时，无论一国的硬实力有多大，其综合实力都等于零。1991 年

苏联的解体是一个经典例子。软实力是一国的内外政治动员能力，即对国内外硬实力的调动

和使用能力。1991 年底时，苏联军事力量可与美国媲美，经济实力大于多数发达国家，然

而由于其政府的内外动员能力全失，因此国家解体，苏联不复存在。由此可见，国家生存、

国家发展以及国家崛起都离不开软实力的支撑。当一国软实力丧失或被严重削弱，无论多么

强大的经济实力都挽救不了这个国家衰败的命运。 

硬实力的增强并不能自动地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即使一国经济非常富有，军事技术非常

先进，但如果它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个不道德的国家，它的国际动员能力仍会很低。 

日本目前号称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为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以百亿美

元为单位大规模增加对外援助。然而日本政府要彻底推翻国际社会对二战历史的审判，否认

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否认日本有战犯，说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径是“自卫”行为。这种

公开否定历史的行为，造成在二战中受日本侵害的国家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

本花钱也买不到足够的政治支持。 

布什政府执政后，美国的国防开支大规模增长，军事实力不断上升，而且经济也保持了

高于欧洲的增长速度。然而，美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软实力却开始下降。布什采

取单边主义政策，发动伊拉克战争，与欧洲传统盟友关系恶化，与穆斯林世界关系紧张，国

内反战运动兴起，布什政府的国内外政治动员能力都下降。随着软实力的下降，布什政府只

好软化在伊朗和朝鲜两国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经济发展不必然提高我国软实力 

比较我国现有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政治实力，即软

实力，比我国经济实力的影响范围小但比军事实力的影响范围大。 

软实力的发展如果跟不上硬实力的发展，我国就不是一个实力要素平衡的综合国力国家。

我国的经济实力已具有了世界范围的影响，我国与世界近百个国家有贸易和投资关系，同时

贸易争端也遍及六大洲。我国的政治实力的影响范围则主要集中于我国周边地区，在我周边

以外地区的影响力还很有限。学习我国发展模式，进口我国电影，到我国留学，与我政府进

行官员交流的主要国家集中于我国周边地区。我军事实力是国土防御型力量，虽然我军也参



加了远离本土的国际维和行动，但其军事保障能力还局限于我国边境附近地区，基本上不具

备介入我陆地邻国之外的作战能力。 

在经济决定论的影响下，许多人认为只要我国经济发展了，我们就能提高国内外政治动

员能力。但历史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上世纪 50 年代我国经济水平远低于现在，但国内动

员能力并不低；70 年代我国经济水平仍然很低，但当时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动员能力很强，

“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对我国非常支持。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

上是上升趋势，但我国的软实力却并不是直线上升。2005 年我国政府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

外交政策后，我国际政治动员能力出现快速上升的势头。 

增强软实力要靠建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目前我国已是过剩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社会问题不是生产力低下，而是相关体制改革速

度落后于生产力增长速度所导致的社会和谐不够的问题。仅靠提高生产力并不能解决社会和

谐不够的问题。战国时期铁器已经普遍使用，生产力水平大大高于使用铜器的西周时期，但

西周维持了相对的和平局面而战国时期却是战争频仍。美国目前的经济水平比北欧国家高，

但美国的社会矛盾却远远大于北欧国家。建立和谐社会提高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需要不断

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 

解决国内社会的不和谐问题，事关提高政府国内政治动员能力，同时也是提高国际政治

动员能力的基础。当别的国家认为某国是代表人类正义的、代表世界进步潮流的、代表历史

正确发展方向的时候，该国对别的国家就形成了政治号召力，这就是国际动员能力。国际社

会如何认识我国，也是能否有效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动员能力的基础。当我国的行为模

式被国际社会肯定时，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动员能力就会上升，我国提出的建议就能得到多数

国家的支持。反之，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政治动员能力就会下降。 

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已将建立和谐社会提上工作日程，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的首

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对外政策目标和四项政策。本届政府已为提高我

国软实力提出了明确的策略方向。但在学术界，对如何在建立和谐社会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两者之间实现平衡的问题上，还有人坚持认为提高生产力是社会和谐的主要基础，而没有意

识到社会和谐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社会财富量的大小，而同时取决于社会公正程度，社会和

谐的基础是体制改革跟上生产力的增长。因此，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是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

推进体制改革，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 

贯彻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有效提高国际政治动员能力。提高我国国

际政治动员能力需要改变现有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认识。我国外交政策目标除了要争

取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还要关注如何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和扩大友好关系。 

从全球化的现实国际形势讲，埋头搞经济建设已不能适应我国提高国际形象和国际政治

动员能力。我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已经有了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具有复杂性。过去，

我国的经济规模小，因此我们的经济发展对别国的影响基本上是正面的，受到一致欢迎。现

在不同了，我国经济建设规模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对外国的冲击也越来越强。2004 年中

国贸易地位上升到世界第三位，日本的贸易地位就得从第三位降下来。我国今后在国际上将

面临越来越多的崛起性问题，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要抬头观察未来可能发生

的摩擦和冲突，制定预防性策略，尽量减缓、消除他国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不安，切

实解决双边经贸关系出现的问题。 

中国古代先贤们有关以德服天下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只要我国将国内建立和谐社会与

国际上建立和谐世界的政策协调起来，并且扎实有效地执行，迅速提高我国软实力是完全做

得到的。▲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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