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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复兴和再次崛起，是中国失去世界文明控制权150年后的民族复兴、经济崛起和文化觉醒，
是正在和将要对世界秩序和西方文明产生重大震荡和长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
　　《大国策》以全球的大视野，在人类历史文明的大背景下，研究时代特征，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国
际视野和历史视野进行考察，立足中国复兴道路上的大课题，对中国崛起过程中政治、经济、民生、
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所涉及的大战略和面临的困境、危险和问题，进行独到和精辟的分析，试图
超越西方设定的现代化标准，克服全球性和后现代的问题，提出中国崛起的大对策、大方略。
　　《大国策》警示我们，目前中国的崛起还只是让的，真正的大国，真正的复兴，不仅要能给人类
提供物质财富，同时还要能为世界提供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生活方式和语言
；面对崛起中的困难和问题，我们需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浮躁和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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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软实力的概念、内涵及特征　　对软实力的概念和内涵进行科学准确的界定，是研究软实
力的前提。
而要明确软实力的概念和内涵，则首先必须明确实力的概念和内涵。
本章通过对“实力”概念的系统比较和综合分析，补充和修正了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对软
实力进行了新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析软实力的理论框架。
　　一、国家实力的概念与内涵　　国家实力（NationalPower）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核
心问题，也是进行软实力研究的基础和起点。
关于“实力”的含义，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的《辞海》（缩印本）中没有给出相关的解释。
《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第5版）对“实力”的定义是：“实在的力量（多指军事或经济方面）”，
如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
这应当说是对“实力”一词的一般理解，并不能诠释“实力”的全部内涵。
尤其是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实力”一词已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
　　1．国家实力的含义及特征　　汉语中的“实力”是个外来词，来自于英语中的“power”、德语
中的“macht”或法语中的“puissance”，在汉语中我们通常将其理解为“力量”。
但“power”、“macht”等词在各自的语言中大都兼有“实力”、“权力”、“力量”等多种含义，
一般包含着从事某种事情的能力或对外部世界产生某种影响和效果的能力，以及潜藏在一切人的言行
中的物理或心理能量（潜力）。
因此，“实力”一词进入汉语后，其含义也并非“力量”的含义所能完全涵盖。
　　目前，“实力”是一个应用广泛、争议较多的概念，常常与影响、控制、权力等概念联系在一起
。
在社会科学领域，它既可以用来描述个人、家庭或社会团体、组织的特有属性，如某个人的实力、某
个组织实力雄厚等，也可以反映社会组织与团体、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等相互关系背景下不同的关系或
能力，如实力原则、实力政治、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
在国际政治领域和国际关系领域，“实力”概念是构成大多数政治分析的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基
本国情及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科技等实力的综合性指标。
　　那么，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国家实力究竟应当如何界定呢？
　　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强者行事，但求力量所及”。
　　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实力，也
就是以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基础外，不可能设想有其他的根据。
”“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呢？
”根据列宁的理解，实力指国家在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方面的实际力量或能力。
　　现实主义代表汉斯·摩根索认为，“实力是控制他人心灵和行动的能力”。
　　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实力可定义为各种力量的分布”。
　　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雷伊·克莱茵在其1980年出版的（80年代世界权力趋势及美国外交政策
》一书中认为，“在国际舞台上的所谓实力，简言之，乃是一国之政府去影响他国去做本来不愿意为
之的某一事情之能力，或是使他国不敢去做本来跃跃欲试的某一事情之能力，而不论其影响方式是利
用说服、威胁或明目张胆的诉诸武力”。
　　法国历史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Aron）认为，在国际舞台上，实力指“某一政治单位将自己
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政治单位的能力”，并把实力归结为三大基本要素：第一，某一政治单位所占据的
空间；第二，资源（包括物力和人力）；第三，集体行动能力，涉及军备组织、社会结构和质量等。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实力的意思就是去做某些事件和控制别国；使别国去做没
有外力驱使便不会去做的事情的一种能力”。
　　关于实力的定义，还可以列举出许多。
从上述关于“实力”的比较典型的定义看，各国学者对于国家实力虽然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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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看法是：“国家实力是指国家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
”至于这种能力的内涵具体包括什么内容、来源于哪些方面，则存有较大的分歧。
综合看，可以归纳为以下七种：第一种认为，国家实力就是国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
也即“实力即资源”。
　　英国现实主义学者卡尔认为，国际领域的实力可分为三类：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以及影响舆论的
力量。
但是，这些不同类型的实力是高度相互依赖的。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法利德·扎卡利亚认为，“实力指的是国家所能获得的物质资源”。
“国家实力的估量有时限于军事力量，但经常是用综合物质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世界贸易所占的份
额和人口来测定。
”　　美国国际政治学学者约瑟夫·弗兰克尔在其1964年发表的《国际关系论》一书中认为，实力即
影响他人心理及行动的能力。
构成国家实力的要素有六项：人口、地势、经济、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心理和社会因素、在国际上
的战略地位。
　　约瑟夫·奈认为，“衡量一国实力的标准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类。
硬实力中分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软实力中分为国家凝聚力、文化被普遍接受
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
软实力和硬实力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　　如果按实力即资源来分析，那么得出的结果就是：某国的资源越多，则其实力就越强或越大。
但在国际社会实践中，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
资源多的国家如果缺乏运用资源的意志或有效的运用计划等，则这些资源并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力量，
因而也并不能真正显示出实力的强大。
资源的多少只是表明一国具备了实力大小的可能性，体现的是一种潜在的能力，而非现实的能力。
　　第二种认为，国家实力即国家的行为或行动。
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傅立民认为，“实力是控制事件发展进程的能力，包括
控制他国的决策和行动。
意志与力量和潜力的结合产生实力。
”这种看法表明了实力产生于国家的行为或行动，但并没有反映出一个国家实力的源泉和大小。
　　第三种认为，国家实力即国家行为或行动的结果。
罗伯特·达尔认为，实力是“A使B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
这种看法虽然可以反映出实力的大小，但没有表明实力的来源和产生过程。
　　以上三种看法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都是反映了实力的不同侧面或部分特征，即：要么
反映了实力的来源，要么反映了实力产生的过程，要么反映了实力的结果，都无法客观、完整地体现
出一国实力的真实情况。
　　第四种认为，国家实力即资源与国家的行为或行动。
也就是国家运用资源的行为或行动。
没有反映出国家实力的大小。
　　第五种认为，国家实力即资源与国家行为或行动的结果。
没有反映出实力产生的过程。
　　第六种认为，国家实力即国家的行为或行动及其结果。
没有反映出实力的来源。
　　第四、五、六种看法，都分别从某两个方面反映了一个国家实力的来源、产生过程或大小，也无
法真实体现国家实力的全部情况。
比如，第五种看法认为，国家实力即国家资源与国家行为或行动的结果。
但是从“实力即资源”到“实力即结果”，并非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
往往存在这样的情况，强国没有能力将资源转化为用于战争的有效能力；强国没有能力转化未经使用
的潜在实力，而弱国却具有这样的能力；强国对某些争端缺少意愿或相关利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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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实力即资源”与“实力即结果”要进行有效结合，还必须关注资源和结果相互作用的进
程、关系和情势，而这一进程、关系和情势实际就是资源运用的过程。
对资源运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国家的行为或行动，体现了国家运用资源的目的、意志、战略和水平
等。
　　第七种认为，国家实力指国家的资源+国家的行为+国家行为的结果。
美国国际政治学学者K·J·霍尔斯蒂认为，实力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是“一个国家控制别国
的一般能力”，实力可以归结为是资源（Resources）、行为（Acts）和结果（Outcomes）。
美国兰德公司研究专家阿什利·泰利斯认为，“国家实力指一个国家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追求战略目标
的能力。
”国家实力包括两个相互关联却又各具特色的方面：外在方面，构成一国通过其经济、政治和军事潜
力影响全球环境的能力；内在方面，构成一国将其社会资源转化为可能知识以创造有可能是最好的民
用和军事技术的能力。
美国学者雷蒙德·伯顿和佛朗索·柏瑞克认为，首先，实力指的是某种“资源的分配，且不管这些资
源的性质如何”；其次，实力指的是“运用这些资源做事情的能力”，即使用计划以及某些“关于该
运用的条件和结果之最低限度的信息”等；最后，实力指的是其“战略特征”，在实践中，该战略特
征“不仅与事务的惯性形成对照，也与相反意愿的抵制相对应”。
这三位学者关于实力内涵的界定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在他们的界定中，实力都包含着资源
（Resources）、对资源的运用行为或行动（Acts）、运用结果（Outcomes）三个基本要素，应当说能
够比较客观、合理地反映出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实力的来源、影响和大小。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国家实力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但互不相同的方面，即
国家实力是由国家资源和资源的转化及转化结果三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
其中，国家资源指的是一国在某一时期内拥有的基本资源（领土、人口、矿产、能源等）、物力、技
术、财力等物质要素和文化、知识、制度、思想、意志等各方面精神要素的总称，这实际上反映了国
家所拥有的影响他国的潜在能力，是国家现实实力的基石，如果没有资源，则国家也就无实力可言。
资源的转化是指国家运用资源的过程，也可称为国家的行为或行动[战略（strategies）]，包括运用的目
标、运用的计划、运用的意志、运用的方式、运用的环境、运用的程度等，对资源的运用过程就是资
源转化为能力的过程，即将以资源为标准的潜在实力转化为以改变他国或其他团体的行为为标准的现
实能力的过程。
运用的结果指的是在将资源由潜在能力转化为实际能力的过程中，是增强、还是削弱了国家应当拥有
的能力，抑或是正好同等程度地反映了国家应当拥有的能力。
运用的结果体现着资源运用面临的国际特征，表明了国家真正实力的大小，同时也反映了国家领导人
的素质和政府的绩效等。
这表明，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实力，不仅应包括方方面面有形的、无形的资源及其潜在的能力，还应包
括极为重要的政府的效能、意志、知识和观念能力等，以及不容忽视的外在结构（国际体系和环境）
的压力。
也就是说，资源是构成国家实力的基础；在资源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能否对资源进行有效转化是决定
国家实力大小和强弱的关键，而对资源的转化既取决于一个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的健全程度
及其政府的执政质量，也取决于国家所处国际体系的机遇与挑战。
根据实力的内涵，可以将国家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运用全部资源通过有目的的行动实现战略目标的
能力。
简言之，国家实力指：国家运用资源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
　　2．国家实力与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通常指国家的全部力量，这种力量是由国家的各种要素综
合形成的。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战略家孙子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
”要“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
孙子实际上是把战争制胜的要素归结为政治、自然（天时、地利）、经济、军事、外交、精神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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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综合运用这“五法”是克敌制胜之本。
但总的看，在古代和近代，对国家力量的衡量，往往只强调某种资源因素（特别是军事力量或经济力
量）的突出重要性。
如美国历史学家、战略家马汉在其名著《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93）》一书中指出，谁能
有效地控制海洋，谁就会成为世界强国。
而能否取得制海权，主要取决于六项要素：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领土、人口、民族素质和政府的政
策与机制。
　　20世纪30年代，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提出了“大战略”的概念。
他指出，“所谓大战略，或者称高级战略，其任务就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
资源，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
”“大战略必须搞清楚，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并且有效地动员这些资源，用
以保障武装力量的作战行动。
同时，它要充分估计到国家的精神力量，因为教养人民具有高度的精神素质，经常都是重要的，其重
要性并不亚于物质的斗争工具。
”　　此后，学者们开始强调综合运用国家的各种力量来实现其国家政策所规定的战略目标，从而使
得国家实力的概念从单一的军事因素扩展为多指标的综合因素。
到20世纪70年代，国家实力构成一般既强调领土、人口、资源以及经济和军事等物质要素的作用，也
开始重视民族素质、文化传统、国家战略和政府政策等非物质因素的重要性。
被视为现实主义大师的摩根索认为，国家实力由九方面要素构成，主张将国家实力作为国家推进其对
外政策的基础。
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国家必须运用它们的综合实力来维护自身利益，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能力不
能被分割开来加以衡量。
国家并不因为它们在某一方面实力出众而成为一流强国，它们的地位取决于它们在如下所有方面的得
分：人口、领土、资源、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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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软实力》编辑推荐：中国的复兴和再次崛起，是中国失去世界文明控制
权150年后的民族复兴、经济崛起和文化觉醒，是正在和将要对世界秩序和西方文明产生重大震荡和长
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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