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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共自 1978 年底決定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全力發展經濟，經 30 年的時

間，至 2008 年，中國大陸的 GDP 已超越德國，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成就

了「經濟大國」的美夢。自前幾年起，中共開始編織另一美夢，希望下個 30

年，中國大陸能逐漸成為「文化大國」。因此，近年來中共大力推動「文化輸

出」，企圖發揮文化影響力，增強其在世界的文化「話語權」。本文旨在研析中

共企圖增強其在世界的文化「話語權」之背景、政策與作為。 

貳、「話語權」之定義 

所謂「話語權」，簡言之，就是說話權，就是控制輿論的權力。「話語權」

掌握在誰的手裡，誰就能決定社會輿論的走向。在當代社會思潮中，「話語

權」指影響社會發展方向的能力，指一個信息傳播主體的潛在的現實影響力。

另從國際關係的觀點來看，「話語權」是指一個國家結合其硬實力和軟實力，

通過指導國際事務、引導媒體輿論、影響外交政策、傳揚文化感染力，以達到

在國際社會不同領域上成功說服的一種能力。 

一個國家，因本身具有的條件不同，在國際社會的不同領域，如軍事、政

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所具有的「話語權」，其強弱也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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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化「話語權」相對落後的背景 

中共自 20 世紀 70 年代末期，開始實施以「發展社會生產力」為中心的改

革開放政策，全力發展社會經濟以來，經 20 多年的努力後，到 21 世紀的最初

幾年，其總體經濟的表現，已十分可觀。以 GDP 為例，2004 年，中國大陸超

越義大利；2005 年，一舉超越法國、英國，成為僅次於美、日、德三國，全

球第四大經濟體。至 2008－2009 年，在國際金融風暴、景氣低迷的環境中，

中國大陸仍能保持經濟的高成長，其 GDP 乃相繼超越德、日兩國，成為僅次

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在 21 世紀開始的前十年，中國大陸於經濟領域方面快速崛起，至今已成

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在國際經濟領域的「話語權」已提高到

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在經濟力量的支撐下，中國大陸的軍事力量也大大增強，

介入國際政治的力道也逐漸加重，因而使其在國際軍事和政治領域的「話語

權」也提高到相對稱的程度。但在文化領域方面，其「話語權」，顯然與其國

際經濟、軍事、政治地位不相對稱，甚至也與中國所具有的悠久而且豐富的歷

史文化不相對稱。 

文化是軟實力的主要組成部分，其力量大小之衡量，不像硬實力的軍事、

經濟那樣容易量化。當前中國大陸的文化實力究竟有多少，雖難以準確量化，

但仍有某些指標可供衡量，如「中評網」2009 年 2 月 16 日的報導，大陸「中

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依據世界各國的各項指標數據，研究、評比各

國的文化影響力指數之排名，得出如下結果：「中國的文化影響力指數，在全

世界排名第七，居於美國、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之後。」由於

文化影響力指數排名落後，大陸的文化「話語權」自然不高。 

對於文化影響力與文化「話語權」，相較於硬實力領域，尤其經濟領域的

影響力和「話語權」，出現明顯落差的問題，大陸內部，從黨政領導人、主管

機關，到學者及社會輿論，多年前就已察覺，並注意到此一問題的存在。近年

來，因落差更加明顯，而引起更多人的更大重視。據「中評社」今（2010）年

4月 13日的報導，舉兩例如下： 

其一、中共文化部黨組書記、部長蔡武表示：目前，文化軟實力「西強我

弱」的局面，還沒有根本改變，與中國不斷上升的國際地位和豐富的文化資源

現狀，還不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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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原汝信表示：近幾十年來，隨着在經濟上的

飛速發展，中國取得巨大的成就，下一步，在文化方面，也應該要有一個大的

「復興」。否則的話，在經濟上，GDP 再高多少，如果在文化上還是處於相對

「落後」的狀態，中國永遠不會成為世界上真正的「文化大國」，真正的「強

國」。 

肆、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政策 

為增強中華文化在世界的影響力，向世界爭取更大的文化「話語權」，主

管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於今（2010）年 1 月在「全國宣傳

部長會議」中發表講話，對爭奪文化「話語權」、掌握文化「話語權」的問題

有以下幾點重要指示：（一）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

（二）不斷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和國際傳播能力；（三）努力營造客觀友善、於

中共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四）努力提高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切實做到善

待媒體、善用媒體、善管媒體，充分發揮媒體凝聚力量。 

李長春發表講話後，經過一個多月，中共文化部於 2 月中旬隨即公布

「2010 年文化系統體制改革工作要點」，在這份「工作要點」中，特別提出如

下的文化政策：「積極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斷擴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

響力」。為落實執行此一政策，文化部提出以下兩個工作要點：其一、統籌國

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把政府推動與市場運作結合起來，創新思路、

途徑和辦法，大力實施以企業為主體的文化「走出去」；其二、進一步創新管

理方式，設立全國對外文化交流項目庫、文化貿易產品信息庫，搭建對外文化

交流和文化貿易平臺。 

次月，即 3 月上旬，中共在北京召開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會議時，與會代

表或委員也有多人就文化「走出去」的問題，提出意見，並進行討論。其中以

全國政協常委、國家京劇院院長吳江在政協討論會上的發言和意見，最受重

視。吳江在發言中指出：近年來，中國的發展在世界上越來越引人注目，世界

希望更多地瞭解中華文化。他提出三個引人深思的問題：（一）在經濟上取得

輝煌成就的中國人，在文化上是否有足夠的自信？（二）中華文化能夠在多大

程度上產生世界性影響？（三）該怎樣推動中華文化形成合力「走出去」？對

於前兩個問題，吳江並沒有提出答案，他只希望留給每一個中國人自己去反省

和思考。對於第三個問題，他在發言中，有如下詳細又具體的看法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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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近年來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紛紛建立，作為展示中華文化重要窗口的

海外「中國文化中心」也日益活躍，故引發吳江對第三個問題的看法。他說：

在境外設立「中國文化中心」是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徑，對擴大中

華文化國際影響力，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樹立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形象，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對於如何運用「中國文化中心」這個平臺，形成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合

力，吳江提出以下的具體建議：首先要儘快在更多國家建立「中國文化中

心」，並加強對「中國文化中心」的支持力度；在此基礎上，由外交部負責，

協同文化部、教育部、國家旅遊局、對外友好協會，及其他相關部門共同研

究，利用「中國文化中心」這一平臺，加強合作，形成中華文化合力「走出

去」的集束效應；從而全面促進文化、教育、廣電、新聞出版、旅遊等領域的

對外文化宣傳工作，進而在擴大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方

面取得更好的效果。 

伍、爭取文化「話語權」的主要作為 

面對文化領域方面至今依然「西強中弱」的世界形勢－－中國大陸的經濟

雖已崛起，雖已超越絕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但其文化軟實力、文化影響力卻

相對落後很多，其在世界上所能掌握的文化「話語權」，迄今依然落後於許多

西方國家。因此，近年來，大陸內部有關「中國崛起需經濟、文化同興」、「中

華文化『走出去』」、「擴大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向世界爭取文化『話語

權』」等呼籲，日益高漲；政策與作為，也日漸積極。 

近年來，中共在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擴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

力」、向世界爭取更大的文化「話語權」的諸多作為中，以在世界各國、各地

廣設「孔子學院」最為重要，也最引人重視。所謂孔子學院，係中共為推廣漢

語教學和傳播中華文化而設立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的非營利性公益機構。該學院

由中共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管理，總部設在北京，海外的孔子學

院都是它的分支機構。 

據香港「文匯報」今（2010）年 3 月 27 日的報導，自 2004 年 11 月全球

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首都首爾正式成立以來，短短五年多時間，全球已有

88 個國家和地區，成立 282 所孔子學院（編按：另據中共國家漢辦公布數

據，截至 2009 年 11 月是 282 所孔子學院和 272 個孔子課堂，共計 554 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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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88 個國家、地區，孔子學院設在 84 國 282 所。），平均每年超過 50 所，大

約每一星期世界上就會多一所孔子學院。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最近幾年，增

設的速度尤快。 

另據中共國家漢辦主任、孔子學院總部總幹事許琳公開指出，2005 年

時，他們的目標是三年內在全球成立 100 所孔子學院，後來發展的速度超乎預

期，乃提高目標至 2010 年達到 500 所（編按：此數據應包含孔子課堂）。其增

設或發展孔子學院的企圖心之旺盛，極為明顯。 

對於孔子學院的評價及其世界影響，香港「文匯報」3 月 27 日的報導，

綜合整理美、英、法等國主要媒體的評論如下：孔子學院為迄今為止中國「最

好最妙的一個出口產品」，是中國實施和平外交戰略，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

措施。孔子學院正以一種「自信」，而且充滿「朝氣和活力」的姿態，將源遠

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傳播給世界。 

至於中共在世界各國主要城市成立的所謂「中國文化中心」，經常辦理有

關中華文化之活動，如展覽、表演、演講，及民俗節慶活動等。對傳播中華文

化、發揮中華文化影響力、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爭取全球文化「話語權」，

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作用。 

此外，最近尚有兩個重要的事例，可以看出大陸內部對積極爭奪全球文化

「話語權」的強烈企圖： 

其一、上海著名大學復旦大學於去（2009）年 12 月成立「當代中國研究

中心」，據該中心主任鄧正來之介紹，該中心將以「重新發現中國」和「推進

對當代中國的深度研究」為學術理念，與國外相關研究機構緊密合作，建成與

國際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的交流、溝通、協調與合作的平臺。鄧正來強調，當前

如火如荼的全球化進程，其實是一個「話語權」爭奪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

必須「立足中國」，主動介入全球「話語權」的爭奪。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

究中心」就是這一認知的產物。 

其二、今（2010）年 4 月中旬，一群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著名學者五十多

人，齊聚北京，為「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遴選書目，出謀劃策。該「叢

書」是中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正式立項的大型出版項目，出版內容囊括晚清至

上世紀 80 年代末中國大陸、港臺及海外華人學者的原創著作，涵蓋文、史、

哲、政、經、法及宗教等人文社會科學各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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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學者們表示，此套「叢書」在展現中國現代學術演進脈絡的同時，

也意圖探尋百年來中國發展的思想資源與道路模式。更重要的是，學者們都認

為此舉是中國的學者展現積極向世界爭取文化「話語權」的重要宣示與作為。 

陸、結語 

近年來中共積極推動「文化輸出」的政策，將中華文化推向世界，企圖擴

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向世界爭取更大的文化「話語權」，其政策與作

為，甚值吾人重視。幾十年前，以延續、傳承「中華文化」自居的臺灣，形勢

變遷至今，我們應如何應對中共比我們更積極地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

政策與作為？是樂觀其成、相輔相成？或互別苗頭、相互競爭？甚至相互抗

衡、相互對抗？值得我們深思，並妥謀因應對策。例如，我們是否應更積極地

在世界各地廣設「臺灣書院」，以抗衡大陸的「孔子學院」？而若「臺灣書

院」屬應為之對策，或已然是政府的既定政策，那麼，相對於大陸，近年來我

們的執行力似嫌稍弱，應予加強。 

再者，昔日我們所傳承的「中華文化」，今日在臺灣內部的定位如何？昔

日中共所反對的「中華文化」，今日在大陸內部的定位又如何？兩者是否有消

長的對比？另外，今日中共所輸出的「中華文化」，與昔日我們所傳承的「中

華文化」，是否相同？若不盡相同，有哪些差異？為何會有這些差異？ 

更進一步言，今日中共所輸出的「中華文化」，與中共所承襲或堅持的

「馬列主義」之間的關係如何？是矛盾衝突？或相容不悖？抑或兩者兼有之？

對此，大陸內部應有討論或爭論，也應有詮釋與抉擇。這些問題也都值得我們

更深入地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