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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战略与安全研究》是研究中国文化战略与安全的专著。
作者着重中国文化实力的表现形式和不断发展、壮大文化实力战略措施的思考；强调弘扬中华民族精
神，充分发挥民族凝聚力，培育民族自信心，增强全民族的文化&ldquo;免疫力&rdquo;在我国经济转
型期确保国家文化安全中的作用。
　　作者认为评价工作在研究中国文化战略与安全工作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文化战略与安全研究》既可以作为专门从事文化管理和研究者的常备读本；也可以作为教学培
训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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