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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高文化软实力 需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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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党的十七大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坚持用科学发展观

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提高文化软实力,必

须始终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规律,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确处理以下五个关系。 

一、正确处理核心价值与多样文化的关系 

从内容架构看,文化软实力体现为核心价值与多样文化的统一。核心价值是文化软实力的精神内核,是文化多样发展的主心骨,

代表文化软实力的前进方向；文化多样发展体现文化软实力的活力,是核心价值的成长土壤,决定文化软实力的辐射广度。一个国

家、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可以是多样的,但核心价值只能是一元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要用核心价值的一元化来统领和引

导文化的多样化发展,营造主流文化价值鲜明有力、多样文化有序发展的生动局面。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把推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最主要任务。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建设的生命所在。因此,在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将其融入国民

教育和文化建设全过程,使之成为人民群众普遍理解接受、自觉遵守奉行的价值理念,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和奋发向

上的思想动力。这样才能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牢牢构筑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坚实基础。同时,要尊重文化

发展规律,坚持走多样文化共同发展之路,建立和完善多样文化生态,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样才能不断壮大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丰富和充实文化软实力。 

二、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从价值取向看,文化软实力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重属性。社会效益是文化软实力的本质追求,是经济效益的实现前提；

经济效益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准,是社会效益的实现手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始终把握正确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

首位,努力促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以此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凝聚民族精

神,引领社会进步。这是文化社会效益的最重要体现,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核心主题和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本质追

求。同时,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还应当注重文化的经济属性,正确把握文化与经济相互融合且日益加强的趋势,努力把文化发展纳

入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大力发展文化经济,进一步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持续增强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三、正确处理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的关系 

从运作环节看,文化软实力体现为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的统一。文化生产是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和支撑,忽视文化生产、缺乏优

秀文化产品,文化的感召力、凝聚力、影响力就没有根基,文化软实力就无从谈起。因此,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大力推进文化

的生产。要立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始终坚持“三贴近”原则,大力推动文化创新,努力创造出更多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精品力作,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文化传播是文化软实力实现的重要载体。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文化传播越来越成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因素。谁掌握

了先进传播手段、谁的文化传播能力强,谁就能掌握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因此,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要在大力推进文

化生产的基础上,大力提高文化传播能力。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积极改进传播手段,丰富传播形式,拓宽传播渠道,加快构建传

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文化传播体系,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阵地,扩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力。 

四、正确处理规模速度与结构质量的关系 

从发展方式看,文化软实力体现为文化发展的规模速度与结构质量的统一。规模速度关系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实力和当前影响

力,而结构质量关系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水平和长远发展。加快提高文化软实力,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着重处理好规模速度与结

构质量的关系,努力推动文化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文化整体实力显著提高,但从总体上讲,我国文化发展的水平还不高,实力还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不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比,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相比,与发达国家的文化发展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加快提高文

化软实力,必须大力推动文化快速发展,不断壮大文化整体实力。一方面,文化发展不保持一定的规模速度不行；另一方面,片面强

调发展规模速度,走“粗放型”发展道路也不行。从立足文化的长远发展和后劲、推动文化建设走科学发展道路来讲,必须坚持以

结构调整为主线,努力在文化发展的质量上下功夫。要紧紧抓住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机遇,推动文化改革创新,大力调整和改

善文化产业结构、文化产品结构、文化区域发展结构和文化建设投资主体结构等,充分激活一切文化生产要素,构建现代文化产业

体系。 

五、正确处理继承传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从发展条件看,文化软实力体现为传统文化与文化开放的统一。传统文化是构建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条件和内源,国外文化则是

构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条件和外源。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交流日益加深,处理好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加强对

外文化开放交流的关系,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一个首要前提和基础,就是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

入挖掘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思想养分,滋润孕育符合时代精神和时代潮流的新文化,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这是提高我国文化

软实力的思想文化内源,是中华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立身之本。同时,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兼收

并蓄,善于从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要充分利用日益拓宽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积极研究借鉴国外一切于我有利的文化成果和有益

经验,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相互融合,彰显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世界性价值。总之,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古今中外各种优秀文明成果和有益文化因素有机融入我国的文化建设之中,不断增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gfedc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中国社会科学院电话：010-85195999    中国社会科学网电话：010-84177878；84177879    Email：skw01@cass.org.cn 

投稿信箱：skw01@cass.org.cn    网友之声信箱：skw02@cass.org.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1号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版权声明    京ICP备050727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