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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冷战结束后，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为代表的硬实力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以文化为核心来源的"软实
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90年，哈佛大学教授、前美国政府高官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指出，
即使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相对来说不如以前强大，但是它在意识形态、文化、对外政策等方面
的软实力仍然是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这是软实力概念的正式提出。此后，对软实力的研究成为
重要的国际关系课题。
同时，中国的崛起如何持续，以及如何应对经久不衰的"中国威胁论"，成为对中国领导层智慧的重要
考验。中国领导人也将目光投向了软实力，而且聚焦在"文化软实力"上。2007年10月15日，时任中共中
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首次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强调了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现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从2013年起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讲话。因此，本书
回答的中心问题 "中国文化软实力有多大"，具有为中国国家战略提供决策依据的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软实力有多大》首先回答了两个问题：文化软实力是什么？怎么测量一国的文化软实力？
然后利用最新的调查数据，构建了"中国文化软实力指数"，回答了中国文化软实力有多大的问题。通
过对该指数的深入分析，本书还回答了这个问题：怎么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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