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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www．Examda。com) 1、新世纪新阶段的战略之举 “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党的十七大对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

说，“硬实力”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软实力

”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

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

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文化虽然是一种

无形的力量，但它蕴涵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

件同等重要一样。 发展是硬道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也是

硬道理。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升华，

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

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人类文明进

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文化软实力的积极引领，没有精神

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文化创造力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是不可能长期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 文化是

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着

这个民族对世界、对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着这

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古往今来，每一个伟

大的民族都有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每一个现代国家都把文

化作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文化是凝聚民族精神

的一条特殊纽带，深深熔铸在民族的血脉之中，始终是国家

发展和民族振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文化是引



导社会进步的罗盘，是张扬真善美的旗帜。文化对思想解放

起着引领作用，对经济发展起着先导作用，对社会和谐起着

滋润作用，对人的进步起着催化作用。哪里有文化，哪里就

有文明的足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和推动

力量。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波澜壮阔，改革开放实

践多姿多彩。只有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文化创造热情和活力

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凝聚起来，不断提高全民文化素质，

才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递

给世界的名片，人们记住意大利、希腊和埃及，首先是因为

它们曾经有过的文化辉煌；而长城、兵马俑、中国文化年等

，让世界知道了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中国。当今世界

，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经济发展与文化进步相辅相成。经

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考试，大网站收集济功能

越来越强，文化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利器。谁占据了

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占得先机。文化的巨大作用

日益为世界各国所认识和重视，越来越多的国家千方百计壮

大本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现在，美国、欧盟、

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是新一轮文化软实力博弈的积极

推动者。文化产业成为主导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它的

媒体娱乐业年出口额达900亿美元。中国要在新的国际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和文化安全，必须继续弘

扬文化创造精神，发挥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努力形成与经济

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优势。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是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

标，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标志。随

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

求日趋旺盛，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更加强烈。殷实富足的小

康生活，离不开文化的滋养和支撑。健康的文化产品和丰富

的精神享受，能够陶冶情操、愉悦身心、温润心灵，可以充

实精神世界、提高生活质量、舒缓心理压力，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需要富"口袋"，也需要富"脑袋"

，"口袋""脑袋"一起富，才能在小康道路上越走越好、越走越

快。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相比，目前我国文化发展的整体水

平还不高，文化产品服务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

神需求。只有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让百姓享受丰

富多彩的"文化盛宴"，才能充分体现发展文化软实力这个硬

道理。 2、提高文化软实力呼唤文化创新 “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这是中国的一句传世格言。中华民族之所以能

在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壮大，靠的就是吐故纳新的能

力和求变图强的精神。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创新是文

化的本质特征，也是文化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不竭动力。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努力体现时代性

、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离开创新，文化就难以延续传

承，更难以实现大发展大繁荣。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

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和社会条件都发

生了深刻变化，文化创新的重要意义再次凸显出来。只有不

断进行内容、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创新，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

需要，增强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要积极推动内容创新。

内容创新是文化创新的核心，也是文化发展的根本。近年来



我国演艺市场带给人们的一连串惊喜，凝聚着编演人员对文

化内容创新的执著追求。国内首部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

象#8226.奈教授是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国际问题专家。

他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对中国近些年来软实力的提升给

予了积极评价，并援引英国广播公司民意测验结果，指出中

国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日益增强。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提

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使我国在21世纪从文化大国变为文化强

国，还任重道远。改革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旗帜，也是

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途径。为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

须勇于创新、深化改革。只要始终坚持改革创新的精神，不

断推动文化发展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我们必将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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