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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以下几个部分研究了软实力的要素：     第一部分：国家品牌力；第二部分：国家凝聚力；第
三部分：国家话语力；第四部分：国家外交力；第五部分：文化渗透力；第六部分：软实力战略与策
略；第七部分：软实力的负面与局限性；第八部分：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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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更近一点的，我还想提一下前不久发生的新疆“7·5”事件，虽然我当时身处纽约，但我从中国
政府应对事件的报道中看到了中国实践软实力的能力。
中国政府平息新疆骚乱事件反应迅速，随后又邀请外国记者和使节实地考察新疆，这些开放透明的举
动，都被西方世界视为进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一些外文媒体对开放无阻的媒体氛围表示欢迎。
路透社发表文章说：“外文媒体得以顺畅地进入乌鲁木齐，和去年3月西藏事件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这次由极端主义分裂分子引发的民族问题中，中国政府对事件的处理冷静而理性，考虑到方方面
面，强调维护法制和社会秩序，让世人自己来评价谁是邪恶的，谁是善良的。
在我看来，这样的处事方式是以前所欠缺的，而这正为中国政府赢得了同情和理解。
中国政府在本次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态度，彰显了一个对法制具有责任感的大国形象。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明显的进步。
　　然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并非所有对中国的报道都是正面的，中国软实力建设依然面临许多挑
战。
奥运会筹备期间外电对中国的报道精彩迭出，但2008年初西藏骚乱以及对该事件的处理却一定程度上
损害了中国已经逐渐建立起来的正面形象。
从长期看，中国是否能驾驭西藏问题产生的争议，关系着今后世界如何看待中国。
2007年，当我和李教授、DeBurgh教授以及李院长的清华大学学生们一起去西藏，进行“野外课堂”时
，我提出了“拆穿西方虚构说法”的观点。
毫无疑问，是信息的不畅通，造成了中国与西方的观念冲突；也还是因为信息的不畅通，才使得“妖
魔化中国”的鼓吹者在西方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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