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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软实力 ”概念的提出和相关研究的发展 ,为我们分析种类不同的主体在发展过程

中和竞争过程中依赖的实力和实力资源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框架。在回顾相关研究情

况的基础上 ,对这一框架的建立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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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实力 ”( Soft Power,又译作“软力量 ”或“软

权力 ”)最初是一个政治学领域的概念 ,用来概括

性的描述综合国力中的无形要素和非物质要素。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和相关研究的发展 ,为我们分析

种类不同的主体在发展过程中和竞争过程中依赖

的实力和实力资源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框

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可以从软实力和硬实

力的角度更形象准确的分析不同条件下相应竞争

主体的竞争实力及其来源。

一、“软实力 ”概念的由来
“软实力 ”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美国学者约瑟

夫 ·奈。在 20世纪 80年代美国学术界关于美国

国力是否衰败及未来发展的大辩论中 ,约瑟夫 ·奈

针对保罗 ·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 》中提出的“衰

落论 ”提出了“软实力 ”概念 ,认为美国综合国力的

本质和构成正在发生变化 ,美国在当今世界上不仅

拥有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 ”优势 ,而且还有文化、

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软实力 ”优势 ,因此美国

的国力并未衰落。

约瑟夫 ·奈认为 ,“软实力 ”( Soft Power)是相

对于“硬实力 ”(Hard Power)而言的。他认为 ,冷战

期间东西方对抗的轴心是“硬实力 ”(军事机器、核

威慑力等 ) ,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军事对抗的消

失 ,技术、教育和经济、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

用越来越突出 ,实力的界定正在变得“强制力更

少 ,有形因素更少 ”[ 1 ]。针对这一变化 ,约瑟夫 ·

奈提出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应该考虑运用所谓

“力量的另一面 ”[ 2 ] ———国家运用实力的方法有两

个方面 ,一方面是“使别国发生变化或许被人们称

为指示性或命令式的实力运用方法 ”,“命令式的

实力运用主要靠诱惑或者威胁 ”;另一方面 ,“还有

一种间接运用力量的方法 ”,即“使人随我所欲 ,可

称为间接的或者同化式的实力表现 ”。约瑟夫 ·

奈指出 ,这种左右他人意愿的能力和文化、意识形

态以及社会制度等这些无形力量资源关系紧密 ,因

此“这一方面可以认为是软实力 ,它与军事和经济

实力这类有形力量资源相关的硬性命令式力量形

成对照。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

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

能力 ,都是它重要的力量来源。”[ 3 ]。

约瑟夫 ·奈对美国软实力所拥有的资源进行

了简单概括 :世界排名前 10名的商学院 10所来自

美国 ;美国吸引的外国移民世界第一 ;电影和电视

节目的第一出口国 ;全球留学生 28%在美国 ;书籍

出版最多 ;音乐销售量最大 ;互联网主机最多 ;物

理、化学和经济学诺贝尔奖最多 ;发表的科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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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最多 [ 4 ]。

约瑟夫 ·奈还分析了“软实力 ”与“硬实力 ”的

关系 ,他认为两者首先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两者都

是以影响他人行为达到自身目的的能力 ;其次 ,两

者又存在区别 ,因为两者“行为的性质和资源的实

在程度不同 ”。“软实力 ”资源倾向于与同化性或

者吸纳性力量 (Cooperative power)联系在一起 ,而

“硬实力 ”资源则与命令性或者支配性力量 (Com2
mand power)联系在一起 [ 5 ]。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通过约瑟夫·奈关于“软实

力”的界定和使用情况总结出“软实力”概念最初的

含义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 ,软实力是国家竞争力

的构成要素 ,它是与硬实力相对存在的 ,两者共同构

成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竞争力。硬实力是有形的 ,

来源于基本资源 (土地、人口、自然资源等 )、军事力

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 ,软实力则是无形的 ,来自

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等三种资源。

从思想传承的角度而言 ,在约瑟夫 ·奈之前从

软与硬两个层面观察国家综合实力的学者和思想

并不鲜见。例如 ,柯林斯在《大战略 》中将影响国

内外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力量、人民的性格、

精神面貌和教育程度等因素都视为综合国力的组

成部分。约瑟夫 ·奈提出“软实力 ”的概念 ,对国

家综合实力软与硬两个方面的构成进行了更为简

练、更为形象的概括。

二、理论界关于软实力的相关研究情况
软实力的概念作为一种理论观点被引入我国

后 [ 6 ] ,引起了理论界诸多学者的兴趣 ,来自于政治

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者将“软实

力 ”这一概念引入到各自的研究领域当中 ,对软实

力的内涵和特点提出了更多的见解。

第一 ,“软实力 ”在综合国力研究方面的应用。

黄仁伟认为 :“作为后起的大国 ,中国与发达

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 ,差距最大的不是国内生产总

值和军事实力 ,而是各种软力量。这些软力量包括

内部软力量如制度创新、人力资源、文化辐射力、凝

聚力与亲和力、高科技研发能力和外部软力量如国

家形象、国际机制的控制力、国际规则的创制力和

国际义务的承担能力等 ⋯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 ,软

力量在综合国力结构中比硬力量更为重要 ⋯如果

把硬力量当作常数 ,那么软力量就是变数或乘数 ;

它倍增或递减综合国力。”[ 7 ]

刘德斌 [ 8 ]认为“硬实力 ”主要源自对国家资源

的组织、调配和构建 ,是政府主导的产物 ;而“软实

力 ”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政府组织构建出来的 ,并

且与一国的历史传统、价值趋向和在全球经济中的

地位与能力联系在一起。政府可以创造、推进或利

用“软实力 ”,但难以控制和主导“软实力 ”。

贺颖 [ 9 ]等人认为软实力由 6大要素构成 ,这 6

大要素分别是 :文化 ;知识、信息、科技力 ;国民的整

体素质与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和应变能力等 ;制

度的创新 ;国家发展战略及决策机制 ,外交和领导

者的领导艺术 ;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可以是来自多

方面 ,一国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

等都可以产生很强的吸引力。

黄牧怡 [10 ]对软实力和硬实力做了进一步的区

分———软实力是一种精神性力量 ,与主体的精神状况

相联系 ;而硬实力是一种物质性力量 ,表现为客观的

事物及其数量。黄牧怡认为两种实力缺一不可 :一方

面 ,硬实力是软实力背后的支撑力量 ,有了强大的硬

实力作为物质后盾 ,软实力才有可能得到迅速提升 ,

这样 ,硬实力就可以转化为软实力。相反 ,那些硬实

力较差的国家、地区、组织或个人 ,其软实力也会大受

影响。另一方面 ,软实力也会对硬实力产生直接的影

响。软实力并不是硬实力的直接体现 ,硬实力强大决

不意味着软实力也就自然而然地强大。

第二 ,软实力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方面

的应用。

陈正良 [ 11 ]指出 ,在我国当前国内区域发展的

竞争中 ,许多省市越来越重视增强自身的“软实

力 ”。所谓“软实力 ”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一个地区发展品

位的体现。他认为区域发展的“软实力 ”至少要涵

盖 6方面的要素 : 第一 ,政治公信力 ;第二 ,社会凝

聚力 ;第三 ,区域文化的感召力和辐射力 ;第四 ,制

度创新形成的体制活力 ;第五 ,区域人口素质特性

和区域信用的独特作用力 ;第六 ,区域形象影响力。

陈正良还提出软实力具备 5个特点 :第一 ,软实力

具有无形性、评价上的主观性但同时具有可感知

性 ;第二 ,传统性与时代性兼备 ;第三 ,软实力具有

系统性、综合性 ;第四 ,软实力的影响具有潜化性、

扩张性和持久性 ; 第五 , 与硬实力的相互依

存性 [ 12 ]。

马志强认为 ,城市综合实力是指一个城市生存

和发展所拥有的、包括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在内的

全部实力和对外影响力 ,其中物质力量是城市生存

和发展所必须拥有的硬实力 ,而各种精神力量、文

化力量和对外影响力则称之为城市的软实力 [ 13 ]。

李亚认为 ,文化是城市竞争软实力的核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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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增强发展后

劲、提升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 [ 14 ]。

第三 ,软实力在企业竞争研究方面的应用。

杨羽认为 ,组织之间的竞争关系以企业竞争最

为典型 ,“企业软实力 ”的问题也应该受到关注。

他指出软实力在企业组织中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主

要有企业价值观念、管理者决策力、员工学习力和

创新力、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影响力等 [ 15 ]。

第四 ,软实力理论在国际贸易中的国际竞争研

究方面的应用。

许军认为软实力表现为硬实力以外所有的非

物质经济力量 ,是一种能将别国的比较优势转化为

本国利益的能力 ,是现代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中一

种新型比较优势 ;同产品和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规

律有所区别 ,先进国家可以创造并运用这种实力 ,

形成一种经营战略和国际贸易资源。许军对软实

力的特点进行了概括 ,提出了软实力的五大特点 :

其一 ,软实力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社会、经济资源 ;

其二 ,软实力并非一国与生俱来的先天优势 ,而是一

国创造力、主导力和适应力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 ;

其三 ,作为后发优势 ,软实力短时期内不易被复制 ,

具有独占性 ;其四 ,软实力是建立在硬实力基础上

的 ,不可能脱离硬实力独立产生作用 ;其五 ,与显性

的硬实力指标相比 ,软实力指标是隐性的。许军还

将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软实力区分为五大要素 :科

技及制度上的创新力 ;消费文化的渗透力和诱导力 ;

国际经济规范制定上的控制力 ;美元体系在国际金

融中的主导力 ;跨国公司实力的巨大增长等 [ 16 ]。

三、软实力与硬实力 : 一个新的分析

框架
通过对“软实力 ”理论研究状况的梳理 ,我们

看到 ,理论界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使用了软实力的概

念 ,在广泛应用的同时 ,理论界对软实力的概念并

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 ,研究者都是从各自的研究对

象出发来使用这一概念 ,对软实力的内涵和表现尚

未形成足够的共识。例如 ,在分析综合国力的既定

情境下 ,经济实力被视为软实力 ,而在分析区域发

展的情境下 ,经济实力却被视为硬实力 ,精神力量

则被视为软实力。我们认为 ,上述现象至少说明了

两个问题 :首先 ,我们在使用软实力这一概念时应

该首先明确相关的应用领域 ,否则容易造成理解上

的混淆 ;其次 ,概念作为“人们在认识过程中 ,把所

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出来 ,加以概括 ”而形

成的一种认识 ,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 ,反映客

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 ”[ 17 ]
,是我们认知事物

的逻辑起点 ,我们应该就软实力概念做出具有规定

性的表述 ,使之成为一个严谨的、规范的学术概念。

共性蕴涵在个性之中 ,透过理论界关于软实力

的多种观点和表述 ,我们能够看到人们在使用软实

力概念时有一个共同点 ,即对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划

分是从有形和无形的角度对不同条件下相应竞争

主体的竞争实力及实力来源所进行的划分。其中 ,

对于物质性实力等有形的实力或者实力来源 ,人们

定义为“硬实力 ”;对于无形的、非物质性的实力和

实力资源 ,人们定义为“软实力 ”。例如 ,在综合国

力方面 ,无论是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 ·奈 ,

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将有形的综合国力要素归于

“硬实力 ”,将无形的综合国力要素归于“软实力 ”;

再如 ,在讨论区域的竞争实力时 ,研究者将文化、制

度等无形的精神力量归于软实力 ,将物质力量归于

硬实力。透过这一共性 ,我们可以归纳出软实力的

概念 :首先软实力是一种力量、实力或者实力的源

泉 ;其次 ,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存在的一种无形

的力量 ,相对的无形性是其核心特性 ,这一特性在

不同的具体情境下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 ,从而针对

不同竞争主体的具体情境造就了种种不同表现、不

同特点的软实力。

由此 ,我们认为 ,约瑟夫 ·奈提出“软实力 ”这

一概念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创造了一个概念 ,而是分

析方法和观察角度的创新 ———奈将有形的综合国

力要素归于“硬实力 ”,将无形的综合国力要素归

于“软实力 ”,为人们考察综合国力中的无形要素

和非物质要素建立了一个统领性的概念 ;而在不同

的具体情境下对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划分为我们分

析种类不同的主体在发展过程中和竞争过程中依

赖的实力及实力来源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分析

框架 ,从而有助于我们对某种竞争主体实力特点加

以判断和概括。应用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分析框架 ,

关键在于把握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的相对无形性

和有形性 ,对于某类竞争主体实力表现、来源和构

成做有形和无形的划分。

为在逻辑上更为清晰的表达上述观点 ,并描述

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区别 ,我们建立一个实力函数来

表达软实和硬实力的分析框架。我们构造的实力

函数为 P (H, S ) ,见 ( 1 )式。其中 H ( hi)为硬实力

子函数 ,影响硬实力的各类因素可以定义为硬实力

因子 ; S ( si)为软实力子函数 ,影响软实力的各类因

素可以定义为软实力因子。例如 ,针对综合国力我

们可以建立综合国力函数 ,其中 ,硬实力因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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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人口、战备等具有物质

形态的因素 ,或者可准确度量和计算的因素 ,软实

力因子包括文化、国民性、国民士气、外交和政府素

质等不具有物质形态的因素 ,或者无法准确度量的

因素。我们当然也可以将上述实力函数应用到综

合国力以外的领域内。

P = P [ H ( h1, h2⋯h i) , S ( s1, s2⋯sj) ], i, j = 1, 2⋯n

(1)

通过构建实力函数 ,我们可以方便的分析某个

主体在某一领域拥有的软实力或者硬实力情况。

例如 ,生产函数实际上就可以看作是一个经济实力

函数 ,因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实力通常可以用生产

函数来表示。比如在我们经常使用的生产函数 ,柯

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6
n

i =1
Y i = A iF ( Ki, L i) 中 ,影

响因子主要包括资本、劳动力和技术 ,其中资本和

劳动力具有物质形态 ,而且易于度量 ,显然属于有

形的影响因子 ,而技术相对而言则不具有物质形

态 ,且难以度量 ,属于无形的影响因子。所以 ,在以

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的经济实力

函数中 ,资本和劳动力属于硬实力函数的影响因

子 ,技术则属于软实力函数的影响因子。由此 ,我

们可以将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划分为以资本为

代表的硬实力和以技术为代表的软实力。进一步 ,

如果我们把劳动力和技术组合在一起 ,定义为人力

资本子函数 Hum an ( h i) ,将资本子函数定义为物质

资本子函数 Capita l ( ci) ,将上述生产函数变形为

6
n

i =1
Y i = P [ Hum an ( h i) , Capita l ( ci) ] ,那么 ,软实

力和硬实力两个子函数的划分也将发生变化 ,人力

资本是无形的 ,更是无法度量的 ,人力资本子函数

实际上成为软实力子函数 ,物质资本子函数则属于

硬实力子函数。这样 ,某个经济体的经济实力也就

被分解为以物质资本实力为代表的硬实力和以人

力资本为代表的软实力构成。进一步 ,如果该经济

体的竞争力主要表现为物质资本等硬实力 ,我们可

以将其竞争力定义为依托硬实力的竞争力 ;如果该

经济体的竞争力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等软实力 ,我

们可以将其竞争力定义为依托软实力的竞争力。

四、个案分析 :软实力与硬实力分析框

架应用于观察区域经济资源禀赋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 ,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动

力、竞争实力和资源时 ,我们可以运用“软实力 ”的

分析框架。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 ,资源禀赋 ,即区域所

拥有的各类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

区域所拥有的各类资源的多寡优劣是影响区域经

济发展实力的关键因素。因此 ,使用软实力分析框

架来考察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支撑力量在于将

区域资源进行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 ,或者物质性资

源和非物质性资源的划分。如果我们可以将区域

资源禀赋构成进行上述层面的划分 ,并分析其中硬

实力因素和软实力因素发挥作用的效果和发挥空

间 ,研究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究竟应该主要依托硬

实力因素还是软实力因素 ,或者“软硬兼施 ”。进

一步 ,我们就可以围绕这些特点确定发展方向 ,从

而制定出因地制宜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

全面的观察区域资源禀赋的构成 ,我们可以发

现 ,区域拥有的资源禀赋构成在内容上呈现出不断

丰富的趋势。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 ,人们关注的

是土地资源、能源资源、矿产资源、劳动力资源等 ,

正如经济学范畴内标准的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所标志的 ,影响产出的因素主要是资本和劳动

力 ;随着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出现 ,水资源成为区域

发展的重要资源要素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和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科学技术资源、人力资本资

源开始成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科技

竞争和人才竞争开始成为国际竞争、区域竞争的主

要内容 ;随着制度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研究的进

展 ,区域文化资源开始受到重视。另外 ,政策资源

也可以作为要素纳入区域资源禀赋的范畴 ,比如我

国的区域发展差距不仅是经济资源的分配失衡 ,更

是源于政治资源在各区域间分配的不均衡。综合

上述各种因素 ,我们可以将区域资源禀赋的构成用

下图表示 ,土地资源、能源资源、矿产资源、劳动力

资源、水资源、科学技术资源、人力资本资源、区域

文化资源、政策资源 ,以及我们尚未发现的其他因

素共同构成一个区域赖以发展的资源基础和力量

源泉。

如图所示 ,区域经济体的资源禀赋构成既可以

划分为有形的、物质性的资源因素和无形的、非物

质性的资源因素 ,也可以划分为可度量的资源因素

和不可度量的资源因素。其中 ,土地、能源、矿产资

源、水资源、劳动力资源等因素具有显著的外在物

质形态 ,而且可以度量 ,显然属于硬实力范畴的影

响因子 ;而科学技术资源、人力资本资源、区域文化

资源和政策资源等因素不具有物质形态 ,而且难以

度量 ,显然属于软实力范畴的影响因子。区域经济

发展的动力就来源于这两方面影响因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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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资源禀赋构成图

据此 ,我们可以围绕区域资源禀赋构成建立一

个区域经济发展实力函数 ,见 (2)式。其中 , H ( h1,

h2. . . h i)为硬实力子函数 ,我们将形成和影响硬实

力的各类因素定义为硬实力影响因子 ; S ( s1, s2. . .

sj)为软实力子函数 ,我们将形成和影响软实力的

各类因素定义为软实力影响因子。接下来 ,我们可

以根据各类资源因素的特点将各个因素分别归类

为硬实力影响因子或者软实力影响因子 ,然后可以

填入硬实力子函数和软实力子函数。显然 ,土地、

能源、矿产资源、水资源、劳动力资源等因素可以填

入硬实力子函数 ;科学技术资源、人力资本资源、区

域文化资源和政策资源等因素可以填入软实力子

函数。由此 ,在区域经济资源禀赋的范畴内 ,如果

某个区域在土地、能源、矿产资源、水资源、劳动力

资源等有形的因素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我们则可

以认为该区域在硬实力方面具有优势 ;如果某个区

域在科学技术资源、人力资本资源、区域文化资源

和政策资源等无形的因素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我

们则可以认为该区域在软实力方面具有优势。

Y = Y [ H ( h1, h2⋯h i) , S ( s1, s2⋯sj) ], i, j = 1, 2⋯n

(2)

基于上述分析 ,一个区域的资源禀赋特点可以

分为硬实力类型、软实力类型 ,以及硬实力 - 软实

力综合型等三种类型。从资源禀赋特点出发 ,一个

区域可供选择的发展战略有依托软实力因素的软

实力发展战略和依托硬实力因素的硬实力发展战

略 ,以及综合发挥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全面发展战略

等三种发展战略。由此 ,对于某个特定的区域而

言 ,我们可以根据其资源禀赋构成的具体特点选择

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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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 power and hard power : a new ana lysis fram 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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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earance of the concep t of soft power and its related research development p rovide a new visual angle and a

new framework for us to analyze power and power resources of different kinds of main bodies in the p 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on. In this paper, based on reviewing related research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ramework i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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