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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中的软实力初探 

□陈士平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全球化的深入，软实力问题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互联网不仅是

一种技术手段，它还能够产生软实力。互联网通过提供接触，塑造认同，为软实力的产生和实现提

供可能，同时，互联网交流的平等、自由、开放特点也很好的切合了软实力的要求。互联网在技术、

语言和文化三个层面能够产生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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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

用和意义越来越重大。无庸置疑，互联网作为技术

手段，是一个国家硬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

互联网加速和加强了文化、制度、价值观、意识形

态和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在塑造国家形象，提高社

会凝聚力，影响一国国民对另一国国民的好恶等方

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互联网能够产生软实

力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1
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38次集体学习时就曾强调：

“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在中

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增强中

国的软实力”。学术界对互联网中存在的软实力已有

涉及，吴瑛[1]、陈江宁[2]、李智[3]等主要是从媒体传

播的视角探讨网络媒体的软实力功能。第七届中国

网络媒体论坛也以“国家文化软实力与网络媒体新

发展”为主题[4]。约瑟夫·奈近年来对互联网中的

软实力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在其新作《权力的未来》

（the future of power）中，他重点阐述了信息网络时

代对权力性质的影响，提出了网络权力（cyber 
power）的概念并对网络权力的软硬方面分别进行了

阐述[5]。此外，他还在纽约时报、CNN等媒体上发

表多篇文章，谈论互联网对软实力的影响。总的看

来，上述研究还基本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层面，对于

互联网为什么会产生软实力，互联网如何产生软实

力等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系统论述，本文拟对此问

题进行尝试性探索，力图探寻互联网与软实力的内

在联系。 

一、软实力的概念及其内涵 

国家实力包括有形的物质性因素和无形的非物

质性因素两个方面。关于国家实力的非物质要素层

面，学者早有论述[6]。但第一次明确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则是美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约瑟

夫·奈。在约瑟夫·奈看来，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应该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所谓硬实力是

指一个国家的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有形实力。

它是一种直接的指示性和命令式的权力方式，主要

通过诱惑或威胁来实现；软实力则是指一个国家的

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等非物质性因素产生

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同化力（co-optive power）。这

种吸引力、影响力和同化力能够让B国自觉自愿地跟

随A国或遵循A国所制定的行为标准或制度，按照A
国的设想行事[7~9]。自1990年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

概念以来，伴随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全球化的深

入发展，软实力及其理论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

注，其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不断增加。用约瑟夫·奈

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很高兴看到这一概念进入

公共话语，被美国国务卿、英国外交大臣、政治领

袖、社论作家和全世界的学者广泛使用。” [8]在中国

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从不同视角和层面论述软实

力问题。目前在中国知网上，输入关键字“软实力”

和“软权力”，有约4000篇相关文章。国内的国际问

题学者对软实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

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进行评介；二是开展软

[收稿日期]  2011 − 09 − 12 
[作者简介]  陈士平（1973 − ）男，中央财经大学信息学院教师，博士研究生. 



 信息科学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2年（第14卷）  第2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Apr.2012,Vol.14,No.2 

50. 

实力的国别研究，尤其是挖掘中国的软实力资源，

为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建言献策；三是进行软实力的

比较研究，探讨不同国家之间软实力的优劣势。此

外，在国内的软实力研究中，还有一种把软实力内

涵泛化的趋向，提出所谓的某个城市的软实力，某

个企业的软实力、某个高校的软实力等，这与约瑟

夫·奈所说的软实力已经相去甚远。秦亚青教授非

常精炼地概括了软实力的三个基本特征：“权力资

源的非物质性、权力手段的非强制性以及权力受动

者的自愿性。”[10]本文所探讨的互联网中的软实力，

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层面的软实力问题。 

二、互联网产生软实力 

自上个世纪计算机网络诞生以来，伴随计算机

网络在全球的扩展和普及，形成了整个世界互通互

联的全球互联网络。这种全球互通互联的计算机网

络对人类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互动方式产生了

日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通过网络对另一方的

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甚至是行为方式施加影响，使

对方从己所愿，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和重要的。

正如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所说：“世界已 
经离开了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未来世界政

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

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达到

暴力与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11]因此，互联网产生

软实力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互联网是如

何产生软实力的，其内在逻辑何在？ 
不管我们如何去定义软实力，它存在的一个前

提是所有研究者都必须接受的，即认同。不管是把

软实力看成是吸引力、影响力和同化力，还是看作

对内的凝聚力和对外的辐射力，都必须以认同为前

提和基础。没有认同，这一切便无法发生。所谓认

同，是指体认与模仿他人或团体之态度、行为，使

其成为个人人格一部分的心理历程。它是一个心理

学名词，一般根源于文化传统和经验事实并内在于

意识结构之中，成为判断的前提或不言自明的公理。

从对象来分，认同可以分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

从认同的形式和来源来分，认同又可分为合法性认

同、拒斥性认同和计划性认同[12]。从国内来说，国

家凝聚力提高的前提是该国国民对本国主流价值

观、国家主要行为、重要制度和政策的认同；从国

际来说，要让B国自觉自愿地跟随A国或遵循A国所

制定的行为标准或制度，按照A国的设想行事，必

须要有B国对A国文化、价值观、行为、制度和政策

的认同。 

认同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一般是主体先要接触

某种信息、思想、观念，经过主体的体验和过滤，

从而达成认同。一个人或团体要对某种思想或观念

形成认同，首先必须要接触这种思想或观念，因此

认同的首要前提是接触。国家也是如此。日益普及

的互联网络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交流的超时空性，

便利了各种信息、思想和观念的交流与传播。正是

互联网络为人们提供了接触原先无法接触的各种新

信息、思想和观念的无限机会，在打破人们旧有认

同的同时，又为人们提供了建构各种新的认同的可

能，催生了各种新的认同。正如纽曼儿·卡斯特在

《网络星河》中所说：“互联网可以把利益和价值观

完全不同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人汇聚到一起。”[13]这就

是互联网络的意义所在。 
除了提供接触、塑造认同，为软实力的产生创

造可能之外，互联网交流的平等、自由、开放特点

也很好的切合了秦亚青教授所说的软实力的非物质

性、非强制性和受动者的自愿性的要求。 
首先，非物质性。虽然互联网中的内容纷繁复

杂，让人眼花缭乱，但本质而言，互联网上流动和

传播的是知识、信息、思想和观念。这些显然都具

有非物质性特征，符合软实力资源的特征要求。 
其次，非强制性。交流的平等、自由、开放既

是互联网的重要特点，也是其魅力所在。任何一个

个人、团体或国家，在不违背基本网络协议的前提

下，完全可以自由发布信息（这是一种理想情况，

现实中当然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国家法律和社会公

德等的制约），但并不能强制信息的接收者接受该信

息及其背后的思想、价值等。当今世界，即使是在

互联网中处于绝对优势的美国，也不能在互联网上

强制另一个国家接受其思想和价值观。在2010年的

中美谷歌事件中，美国也只是提出要么中国完全开

放互联网，要么谷歌退出中国。它无法做到强制中

国接受它的要求[14]。 
最后，受动者的自愿性。在互联网中，受动者

的自愿性是与施动者的非强制性联系在一起的，正

是因为施动者不能强制受动者接受或不接受某一信

息，使得受动者能够自主选择，因此，受动者接受

某一信息就是出于自愿。 

三、互联网产生软实力的三个维度 

互联网通过为人们提供接触原先无法接触的新

的信息、思想和观念，塑造认同，从而为软实力的

产生和实现提供了可能，并且互联网在本质上又是

切合软实力要求的，那么，互联网又是如何产生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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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的呢？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维度： 
首先，互联网技术。它包括计算机的核心技术、

计算机网络的关键技术和网络搜索、检测和屏蔽技

术等。这些技术产生了根服务器和域名的控制权、

IP地址的分配权、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和网络话语权。

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上述权力决定了一国可以在网络

上说什么和说不了什么，一国的话语有多少受众，

还决定了网民在网络上能够接触什么信息和不能接

触到什么信息。最极端的案例是，在2003年的伊拉

克战争中，美国就凭借自己掌握的互联网技术优势，

让伊拉克一度从国际互联网上消失[15]。从这个角度

来说，互联网技术对于软实力在互联网中的发挥具

有决定意义。 
其次，互联网语言。计算机使用的语言分为三

个层次，处于最底层是二进制的编码语言，这种二

进制的编码语言对于所有计算机使用者来说都是平

等的；在编码语言之上的是各种编程语言。常用的

编程语言包括C语言、VB、C++等，这些编程语言

基本以英语为主，使得英语在程序设计方面具有天

然的优势地位；在最表层的是网民日常使用的交流

语言。互联网中使用的交流语言是各个民族国家的

民族语言。计算机网络必须使用特定的语言形式来

传播信息，实现交流。一种语言在网络传播和交流

中占有多少比重以及该种语言在国际上的普及程

度，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该种语言在

国际上的受欢迎程度，另一方面它决定着在网络中

以这种语言形式存在的信息量的比重。这对于软实

力在互联网中的发挥也是至关重要的。举例来说，

当前在互联网使用的语言中，英语占有绝对的主导

地位。英语国家用英语在互联网上发布的某条信息，

可以获得最广泛的关注，而非英语国家要想自己的

某条信息也获得同样的关注，只有把该条信息翻译

成英语在互联网上发布，才能达到同样效果。对于

非英语国家来说，互联网增加了世界了解该国的相

对难度。另外，互联网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在

形式上综合了文字、声音和图像等多种表达方式，

使得其传递的信息更加逼真生动，对受众的影响也

更大。正如约瑟夫·奈在其新作《权力的未来》中

所说：“在互联网时代，最会讲故事的团体——而不

是实力最强大的团体——将赢得胜利。”[16] 
最后，互联网文化及其背后的理念和价值观。

所谓互联网文化，又可称作网络文化，它是“人们

在网络空间中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一种新的文

化生产创作传播方式，包括新闻出版、广播影视、

文化艺术等形式以及文化知识传承、思想道德教育、

人际沟通交流、休闲娱乐和审美等活动在互联网上

的延伸；还包括依托互联网产生的各种文化形态和

文化现象，如网络媒体、网络出版、网络教育、网

络音乐、网络文学和网络动漫游戏等。”[17]从软实力

视角来看，一国互联网文化的以下几个方面尤为重

要：第一，该国互联网文化的总量多少。在其他因

素给定的情况下，总量越多，获得的关注越多，影

响越大；第二，该国互联网文化的种类和样式的多

寡。种类越多，样式越丰富，越吸引眼球，越能产

生影响力；第三，该国互联网文化背后的理念和价

值观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适价值。任何一种文化样

态背后都包涵特定的理念和价值观。这种理念和价

值观是否具有普适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其他国

家、地区的人们接受，对于该种文化软实力的实现

意义重大。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形态，也

不例外。更为重要的是，网络文化以整个世界为场

域，其背后的理念和价值观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传播

和交流，其越先进，越具有普适性，越容易为其他

地区的人们接受，软实力效应也就越大。 
对于软实力而言，互联网技术、互联网语言和

互联网文化这三者不是相互孤立的要素，它们是相

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有机统一体，三者

缺一不可。互联网技术和语言是外在形式，互联网

文化是内在实质。但是，在互联网发展的不同阶段，

这三个要素的重要程度又是发展变化的。在互联网

发展的早期，互联网技术具有超越互联网语言和互

联网文化的重要性，它使得文化、价值观等通过互

联网从技术强势国家向弱势国家单向流动。随着全

球化的深入，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技术和语言的

重要性逐渐让位于互联网文化。在未来，衡量一个

国家在互联网上的软实力强弱，更重要的是看该国

互联网文化及其背后的价值理念。 

四、结语 

本文论述的是互联网中的软实力，在此需要补

充的是，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存在，毫无疑问包括

软、硬两个层面，笔者无意否认或忽视互联网的硬

实力方面。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谈论网络战争的威胁，

甚至部分国家已经制定了详细的网络战争计划[18]，

美国更是不断升级自己的网络战略，力争掌握网络

空间的战略制高点[19]。网络黑客更是随处随时可见。

这些都是互联网硬实力的体现。本文想强调的是，

互联网战争和黑客等硬实力层面的威胁是直接的、

显性的，也是相对易于防范的，而通过互联网影响

对手的思想和观念，虽然来得缓慢、间接，但却更

隐蔽和更难以防范，影响也将更加深刻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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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其对人

类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近年来，互联网逐渐成

为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从中美谷歌事件到今

年的中东北非动乱，风起云涌的国际政治事件背后

都有互联网的身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

凭借在互联网中的优势地位，以“互联网自由”为

借口，输出其民主价值观，肆意干涉别国内部事务，

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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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ft Power in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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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blem of the soft power in the Interne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and globalization deepens, the importance of soft power is increasing.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Internet 
is not only a technical means, but also it can produce soft power. By providing access and creating identity, it is 
possible for the Internet to produce and realize soft power. At the same time, Internet exchanges are equal, free, and 
open, which jus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oft power. Internet can produce soft power at 3 levels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ternet language and interne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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