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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国力论》

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要内容有四：一是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二是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
，即文化力作为综合国力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三是市场经济发展中文化的作用与功能；四是可持续
发展的基本思路。此外，本书对文化国力指标量化的问题，也发表了一些探索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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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贾春峰
前言
第一章文化国力论的提出
一、关于文化力的研究
1.文化力的基本涵义
2.文化力的构成及其层次
3.文化力的基本特征
4.文化力的功能
5.文化力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
6.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化力
7.文化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与作用
二、文化国力的涵义和构成要素
1.文化国力的涵义
2.文化国力的构成要素
三、文化国力论的理论基础及其研究方法
1.文化国力论的理论基础
2.文化国力理论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人的素质的提高与社会进步
一、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
1.人的素质的优化对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有着直接影响
2.人的素质的构成
3.人的素质的优化需要开展有关的素质教育
二、民族精神与现代化建设
1.自强不息、革新进取的精神
2.注重人格尊严，强调道德自觉的主张
3.求是务实的道德信条
4.豁达乐观、宽容大度的精神
5.以义为重的义利观
6.生态平衡、天人协调的精神
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第三章教育革命与人力资源开发
一、教育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
1.教育是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传递形式，能够实现科学文化知识的再生产
2.教育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人才队伍和智力支持
3.教育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中介环节，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工程
二、关于教育的现代化
1.教育观念的现代化
2.教育制度的现代化
3.教育内容的现代化
4.教育手段的现代化
三、现代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及时代特征
1.突出教育的战略地位
2.培养新型人才是各国教育改革的共同目标
3.掀起全民教育运动与教育社会化
4.教育终身化
5.教育的国际化
四、我国教育发展的目标与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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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力资源的开发
1.人力资源开发的内涵与基本内容
2.人力资源开发的诸多形式
3.人力资源的技能开发
4.人力资源的环境开发
六、人力资源与国家兴衰
1.从“人力资本”论谈起
2.“国兴科教”与“科教兴国”
第四章科技进步对社会文明的影响
一、科学是人类文化中最具革命性的力量
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
1.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体化
2.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化
3.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度化与高速化
三、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1.科学技术同经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2.科学技术的社会化
3.社会生活的科技化
4.协调发展的新观念
四、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科技竞争
1.国际竞争力与科技实力
2.研究经费投入与竞争优势
五、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第五章文化与可持续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一个重大的共识
1.人类的必然选择
2.人类的共同责任
3.中国的一项重要国策
二、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灵魂
1.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发展战略
2.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文化内涵
3.反文化现象：社会发展中隐含的危机
4.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文化发展措施
三、确立生态经济文化发展战略
1.生态经济文化学：亟待开拓的领域
2.生态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
第六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更新
1.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
2.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
3.传统文化应走更新之路
一、博采各国文化之长
1.关于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种种观点
2.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应遵循的原则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1.坚持严密的科学性
2.富有强烈的时代性
3.保持浓郁的民族性
4.保障广泛的人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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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坚持高度的民主性
6.坚持充分的开放性
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与发展战略
1.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
2.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战略
五、信息网络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与推动
六、文化市场的形成、作用和管理
1.文化市场的特殊性
2.文化市场的积极作用
3.文化市场的管理
七、文化产业的兴起与前景
1.文化产业的兴起
2.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
第七章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动力
一、现代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趋势
1.文化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精神推动力
2.文化对经济强有力的渗透与促进
3.文化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力量源泉
二、企业文化：经济文化整体的纽结
1.企业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2.企业文化的作用与功能
3.企业文化力是一种亟待开发的隐性资源
4.企业文化力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的途径
5.企业文化力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三、商业文化：联结生产与消费的精神纽带
1.商业文化在中国的兴起
2.商业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3.商业文化建设对文化、经济的重要作用
四、金融文化：促进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1.金融文化提出的时代背景和建设的必然性
2.金融文化的内涵和基本特点
3.现代金融文化的功能和作用
4.我国金融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和原则思路
五、财政文化：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1.财政文化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2.财政文化建设的作用和意义
六、消费文化：社会进步的体现
1.消费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2.消费文化的作用
3.消费中的“文化含量”
第八章国家与民族形象建设
一、国家与民族形象是文化国力的重要因素
1.国家与民族形象的内涵
2.邓小平的国家与民族形象思想
二、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地区形象建设
1.地区形象建设的内涵
2.地区形象建设的兴起与发展
3.地区形象建设的功能
三、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形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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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形象的基本内容
2.我国企业形象建设的基本情况
3.中国企业形象建设的基本条件
4.中国企业形象建设的基本方向
第九章文化国力的测评指标与量化方法
一、系统观与文化国力研究方法
1.文化国力测评的重要性
2.选择文化国力测评指标的原则
3.对综合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借鉴
二、文化国力研究与测评指标体系
1.文化国力研究指标框架
2.文化国力指标体系的特点
三、对中国文化国力有关指标的初步分析
1.中国的教育、科学发展状况
2.中国的人文社会发展状况
附录世界有关国家文化国力部分指标的比较
1.科技发展程度的比较
2.教育发展程度的比较
3.人文社会发展指数
4.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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