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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阐述了传播对于国家软实力建构的意义，对于传播与国家软实力建构作出了界定与
思考，建立了建构国家软实力的战略思考体系。

内容简介

导语传播对于国家软实力建构的意义不只是信息的传递，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各种行动
引发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与交流，并且在获得对方认同的状况下，赢得对方的友谊与支持
。《国家软实力的模式建构--从传播视角进行的战略思考》(作者王思齐)是关于研究中
国传播媒介的专著。内容提要《国家软实力的模式建构--从传播视角进行的战略思考》
内容介绍：早在1975年，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ArnoldToynbee)就已经预言：“21
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今日看来，汤恩比的预言可谓是真知灼见。然而，中国的崛起
并非毫无隐忧。首先，以代工生产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其次
，中国的崛起让西方国家感到忧虑，深恐自己的世界领导权因此旁落。其三，经济快速
发展所导致的迅速“西方化”及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冲击必须加以注意。最后，在国际地
位日渐高升的态势下，中国必须通过各种具体行动与传播行为明示自己“和平崛起”与
“和谐发展”的国家主张，并积极营造正面的“国家形象”，以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同
”与“友谊”，及避免因误解而造成国际冲突的可能性。显而易见，中国的未来发展与
国际情势的走向都和中国的“国家主张”与“国家形象”有关。国家主张是引领国家发
展方向的根本，也是决定国家资源如何投入与运用的指导纲领。国家形象则是国家给予
国际社会的整体观感，也是国际社会对该国进行定位与决定互动方式的重要依据。两者
之间，作为体现国家政治理念的国家主张具有较高的位阶与管理能力，因此对于国家形
象的建设方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不过，国家主张能否实践及国家形象能否顺利建构
则与国家力量的强弱有关。国家力量的建设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国家力量是一个抽象
概念，是各种“有形”与“无形”力量的集合体，其建设除了与资源多寡有关外，更与
投入方向及运用方式有关。“力量”本身是中性的，其强弱与效果决定于目标设定的“
合理性”与运用方式的“正确性”。目标合理且运用正确不但可以事半功倍，而且可以
表里兼顾，既赢得实质，又赢得声誉。反之，则可能顾此失彼或满盘皆输。因此，力量
的运用必须依循战略规划的思维。战略是一种科学，更是一种思维、一种艺术和一种哲
学，其目的是在坚守战略目标的前提下，以资源投入最少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达
成战略目标的要求。战略本为军事用语，其意义在于善用资源，克敌制胜。然而，随着
政治主张的进程与国家发展的多元化，战略的意义与运用的范围被广泛地延展到各个不
同的层面。不过，其根本仍然是通过各种力量的运用以达成既定的目标，因此必须在服
从国家主张的状况下进行规划与开展，才能避免相互抵触，彼此抵消。力量是战略规划



的基础，因此对于力量的认知与盘点是战略规划的首要工作。传统上，国家力量被认为
是由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力量所构成的，且运用的方式主要是从“竞争”
的视角开展的，因此胜利往往是建立在对方的失败(损失)之上。然而，这种“零和概念
”的战略思维正是造成国际社会争端不断的因子，也是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永葆长青的主
要原因。当所有的目光都集中于经济、军事和外交的竞争之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
奈(JosephS．Nye)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将国家力量划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
两种。简而言之，硬实力就是“以力服人”的压制性力量，其作用在于以“威吓”与“
征服”为手段，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主张或意图；软实力则是“以德服人”的同化性力
量，其作用是经由“说服”与“认同”的过程，让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自己的诉求和理
念。软实力概念的提出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也为国家力量的建设与运用提
供了新的方式。软实力的基础在于说服与同化，因此与频繁和有效的传播活动紧密相关
。然而，在过往专注于硬实力建设的时代，传播并没有被视为建构国家力量的主要元素
，充其量也只是被当成推动既定目标的工具，且运用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大众传播的层面
。在软实力的重要性被日益发掘出来，且传播行为日益多元化与复杂化之际，从传播的
各种不同层面对国家软实力的建构进行全方位的探索也就成为极具时代意义的研究课题
。传播对于国家软实力建构的意义不只是信息的传递，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各种行动引
发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与交流，并且在获得对方认同的状况下，赢得对方的友谊与支持。
因此，传播与国家软实力建构的思考层面应该包含“国家的主张与传播的理念”和“国
家形象的建立方式”两大层面；至于形象建立的部分除了大众传播媒介之外，也应该将
国家行为(包含国家领导人及重要领导者、社会精英与公众人物、国民素质与公民表现等
)、观光旅游产业、会议展览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具有传播意义的行动及产业发展方式
一并纳入探讨的范围，才能得到较为完整的战略思考体系。《国家软实力的模式建构--
从传播视角进行的战略思考》的作者是王思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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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齐，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品牌动力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国际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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