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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软实力的

灵魂和核心
*
①

程恩富 李立男＊＊②

【摘 要】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软实力是通过文化、价值观、
制度或政策等呈现的实力。中国革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思想以

及“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等价值观，经济、政治、文化等制

度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说服力，并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力，

对于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等，均发生决定性作用。而究其根源，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

作为指导思想，决定着文化、价值观、制度的发展取向与目标追求。因

此，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我国软实力的灵魂和核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 软实力; 文化; 价值观; 制度

目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与深远的国际影

响力。“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GDP)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 40 年前的近十

倍，‘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例子’。研究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家布兰科·
米拉诺维奇称这样的影响和变化为 ‘中国奇迹’。”① 很多学者在探讨这种奇迹产生

的原因时发现，除了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外在硬实力的影响和表现之

外，文化、价值观、制度或政策等呈现的软实力更是具有决定意义。本文探讨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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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内涵，重点阐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软实力的灵魂和核心力量，指导

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和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

一 软实力的主要内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外学者在国与国之间实力的对比研究中发现，软实力

的影响越来越显性化。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学者克莱因提出 “国力方程”，即一

国的国力 PP = ( C + E + M) × ( S + W) ( C 为人口和领土，E 为经济实力，M 为

军事实力，S 为战略意图，W 为国家意志) 。① 其中，“战略意图”与 “国家意志”
都是无形的、难以用静态标准来衡量的因素，是对软实力内涵及表现形式的初步探

讨。而另一位美国学者斯拜克曼在研究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时，把民族同质性、社会

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都视为软力量②，这一内涵和表述都已接近软

实力。

( 一) 什么是软实力

在众多的研究者中，使软实力概念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

瑟夫·奈。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硬实力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 ( 如

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 、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 而软实力则是

指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约瑟夫·奈认

为，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影响力、吸引力和说服力等发生作用的，通过文化、
价值观、制度或政策等内容呈现的实力③。这是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软实力的概念。

在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中，硬实力与软实力既是独立发挥作用的变量，又是互

相作用的综合力或 “巧实力”。④ 硬实力可以成为软实力的有形载体和物化，而软

实力可以成为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和乘数。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智能时代

的大背景下，硬实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是，文化、价值观、制度等无形的软实

力较量也尤为激烈，从一定程度上说，能够达到 “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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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一些研究者发现，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及后

来的“颜色革命”等影响世界格局事件的发生，都是以硬实力为依托扩张软实力的

例子。① 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 《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指出，昔日的君主

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

志它都想征服。②

对于软实力的内容，本文暂时沿用约瑟夫·奈的某些观点，从文化、价值观和

制度三个方面来论述。其中，文化是软实力的载体，体现软实力的影响力、吸引力

和说服力; 价值观是软实力的价值取向; 制度或政策是软实力得以实施的重要保

障。文化与制度的产生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价值观是贯穿于全部软实力的思

想指向; 制度的制定既取决于一定社会的文化与价值观，同时也保证文化与价值观

作用的发挥。因此，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软实力的整体作用得以充

分发挥。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于软实力的研究与约瑟夫·奈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认

为，文化在软实力中处于“核心”和 “经纬”的地位，而约瑟夫·奈把文化仅仅

看成软实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突出了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它

涵盖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而不是像约瑟夫·奈那样主要把软实

力作为外交战略和国际权谋的手段。③ 况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崇尚和平、注重和

合统一的“和文化”思想，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和平崛

起的姿态与信心，并非像美国那样，用软实力去影响甚至颠覆别国。

( 二) 软实力的内容

1. 文化

文化是软实力最为核心的内容，它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并由一系列的制

度所保证的。广义的文化包含价值观与制度。狭义的文化是指以伦理、道德教导世

人，使人成为在思想、观念、言行和举止上合乎特定礼仪规范的人，即 “以文化

人”。④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 “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

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

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

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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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文化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表

现。例如，古代东方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黄色文明。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生活

方式注重生活的稳定性，重视地缘关系，而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是血缘的投影，

这就决定了重血缘、尚稳定的东方文化的特征。紧密的血缘纽带使东方文化更关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重视伦理道德的文化导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

律、宗教等思想，构成了东方文化的重要特征; 而古希腊、罗马是西方文化的源

头，古希腊、罗马商业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蓝色文明或西方文明开放性、平等性等

的内在特点，也决定了西方文化重个性、尚平等、重自由的文化特征。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经济基础决定文化意识形态和整个上层建筑，但

是，文化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于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任何一种文

化都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积淀，都是对这个国家以往文化的继承以及与时俱进地创新

转化的结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

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①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为中华儿女打上

了深深的民族印记。其中，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新继承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的现代新文化。
同时，文化又是某一历史阶段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意识形态，统治阶级以

这种思想意识形态教导世人，使人的思想、观念、言行和举止符合这一时代的主流

价值观、制度或政策，并形成文化软实力，在政治与经济等发展和治理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在我国，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引领着全国人民前进的正确

方向。
2. 价值观

价值观是指建立在一定的价值尺度和价值评价准则基础上的，对于人、事物、
事件等所做出的应然性的价值评判，代表着评判者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价值尺

度和价值评价标准又因为主体所处的阶级、阶层、民族、时代、制度、国家等的不

同而呈现差异性。我们知道，价值观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相联系的，并

反映该社会的意识形态本质特征。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以仁、义、礼、智、信等为

核心价值观，而资本主义社会则通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主义和弱肉强食

的“丛林主义”等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不同于以往任何阶级和任何形式的价值观，它代表着工人阶

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以“为人类工作”“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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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为价值导向和终极价值目标。马克思率先强调 “为人

类工作”; 毛泽东率先强调“为人民服务”; 习近平率先强调 “以人民为中心”; 马

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都强调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对于实现理想社会

价值目标的途径，马克思曾经指出: “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本身———因为它是否定

的否定———称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而这种占有是以否定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

的”，“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

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

动”。① 正因为如此，我们说马克思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的价值追求，

既有理想的高度，又因其提供了实现的路径而具备了现实的可行性。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内含的价值目标通过 “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

中心”的价值取向具体化。在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一面旗帜，引领全体革命者和建设

者前赴后继地不断做出卓越的贡献。
3. 制度

制度具有规范、建制的含义。古人说的“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

财，不害民”②，就包含制度、习俗和规范。制度作为当代社会科学的概念，泛指

蕴含社会价值的、以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规范，包括经济制

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其中，经济制度是最根本的制度。
马克思曾经指出: “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们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

等”③，制度就是对这些关系与形式的规范化表达。马克思的理论包含大量的制度

分析，“波普尔把马克思称为制度主义学者，诺斯由衷地对马克思的制度分析给予

了极高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方法就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通过阐述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握住制度产生发展的客观历

史过程，并且通过把握制度与人、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去解释制度的本质。”④ 在

马克思主义看来，制度具有历史性、主观性、客观性等特点，决定制度发展变化的

是经济基础，而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建设又与经济制度密切相关。
以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的语境为例，我们对制度的理解是广义的。它既包

括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包括各项具体经济制度。这种广义的制度可以分为三个

层次: 一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 二是反映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但又具有相对独立

性的经济体制; 三是以一定的经济体制为条件的各项具体的经济规章制度。⑤ 总体

来说，各类制度离不开理念与载体，与价值观、文化也是紧密相连的。在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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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制度是服务于价值观和文化建设的，是价值观和文化得以实施的保障。

二 革命建设的历史考量

中华民族一向注重文化发展和软实力。中国古代先哲崇尚内圣外王的修齐，进

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品格，形成

强大的思想凝聚力。兼容并包、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文化，中华五千年文明才绵延

不绝。但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因治国政治文化有误和外强的入侵而处在救亡

图存的风雨飘摇中。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军事等硬

实力难以与强悍的外敌相抗衡，而以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 “三民主义”思想为核心

的软实力，也随着国家的衰落而日薄西山，难以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从而呈现西

强我弱和西学东渐的趋势与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传播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指明了道路，也为文化注入新

鲜血液，使得软实力的发展壮大具有了明确的方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革

命完成了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跨越，诞生了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

队———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如何根据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实际国情，

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实践成为当时新的历史课题。对于如何利用马克思

主义去指导实践的问题，恩格斯曾经指出: “我必须说明: 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

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

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①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并在实践中

不断完善和拓展内涵的理论品质，这种理论品质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
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就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曾经出现过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

的错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探索与思考，拨乱反

正，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

飞跃，即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道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

所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文化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

化制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精神动力、思想给养与文化支持等，凸显

了软实力灵魂的巨大作用。

( 一) 革命文化

革命文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承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

基础上实现的文化创新性转型，② 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范畴。从井冈山革命文

化、苏区革命文化、长征革命文化，到延安革命文化和抗战革命文化，再到西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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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等，都在不同的时期为革命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指导，并形成了根据地

与解放区的思想凝聚力，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推动力。
井冈山革命文化是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在革命初期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

索，指引“农村包围城市”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苏区革命文化创建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指引建立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一系列新民主主义制度; 长征革

命文化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共产党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指引革命队伍在曲

折中发展和革命精神的传播; 延安革命文化彰显当时的先进文化，指引建立民族统

一战线和进步知识分子释放革命的能量; 抗战文化显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精神，

指引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 西柏坡革命文化昭示共产党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

指引解放战争取得胜利。
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的中国革命文化，是在艰苦的革命时代革

命力量从小到大和以弱胜强的法宝。中国革命文化以其文化的先进性和理想的坚定

性，适应和推动着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其特点是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地发展和创新了中国新文化。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 “民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论断，总结和进一步指明文化繁荣进步的方向。在

整个革命时期最为突出的文化工作，是通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延安整风等活

动，为先进文化的发展和文化思想的统一扫清了障碍，文艺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深

入生活、深入斗争实践，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和理论论著。这些文化成果

积极宣传党的思想，鼓舞革命士气，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奠定软实力

基础。

( 二) 价值观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

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

成物质力量。”① 在革命战争时期，价值观和思想的统一所迸发出的精神和物质力

量，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

级先锋队，从而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而共产党员的思想入党则是对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人民服务等价值观的认

同与坚持。
思想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原则。毛泽东曾指出: “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

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② 共产党员与共产党人有

差别，前者指组织上入党，后者指组织和思想上都入党。思想入党就是在理论和价

值观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无产阶级政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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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也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所追求的价

值目标。实践证明，在革命战争时期，特别在共产党员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坚定

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持久精神力量，也是在艰苦条件

下党的发展壮大的最重要保证。
思想建党还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

论所追求的另一个价值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

从成立之初，就始终坚持为广大人民谋利益，并内化于中国共产党人忠于人民、爱

国奉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与工作作风。党在保持和人民鱼水关系的同

时，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的: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

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① “我

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②

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我们党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从一个胜

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

( 三) 制度

革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离不开革命根据地、解放区所建立的制度，而是

以其作为保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始终体

现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追求，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

制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所制定的各

项制度，体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不断

探索。
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概括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

度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

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三大经济纲领”。③ “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追求的是平等的制度价值

观，一直贯穿于新民主主义的始终，为占人口 70%的农民阶级提供了制度保障，得

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壮大了革命队伍。当然，为了不同时期统一战线的需要会做

一些调整，如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 “减租减息”政策，就是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对于官僚资产阶级，始终是斗争的对象。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则是保

护与争取的统一战线对象。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为后来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渡奠

定了制度基础和提供了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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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相适应，政治制度中明确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

体，“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

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

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① 另外，民族资产阶级也

曾被列入“人民”的范畴，但是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毛泽东指出: “一个

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

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② 与此同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定的政治制度，包括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参政合作的政党制度等，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制度方面的软

实力，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实

践经验。

三 改革开放的现实考量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软实力灵魂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革命战争的历

史实践中，也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 限于篇幅，

本文不再阐述) 以及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

建设的社会主义，其中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的建设，

包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等，包括科学发展、改革和开

放，包括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等。”③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等领导

人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是要综合毛泽东思想和实践与邓小

平理论和实践的优势，创造新的理论和实践飞跃。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及其

中国化理论指导下，中国在改革开放短短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再次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彰显

了软实力灵魂和核心的功效。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就是要建设和发展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是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战争文化的基础上，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方面与时俱进地发展。而在具体实践上，就要遵循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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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所提出的，“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

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①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保持了注重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面对西强我弱和西学

东进的态势，既强调引进和吸收外来的有益文化，又强调提高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和文化输出的水平。针对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略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

设的现象，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便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命题，后来

的南方谈话以及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都强调了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即经

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不能放松，其中精神文明建设包括了文化建设。② 党的十

二届六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到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高度。③ 党

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指出，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来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④ 党的十五

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⑤，强调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协

调发展。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具体的布局与实施，并在报告中指出: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

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

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⑥ 把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立党

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报告阐述了文化建设的具

体内容，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

化创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指出: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重点研究部署文化改革发展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建设”的全面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 “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
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⑦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

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

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

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⑧ 可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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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文化软实力的精神给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需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特别是在当前西方文化个人主义、享乐

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糟粕的冲击下，新时代文化应贯彻 “马学为体、西学

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思想原则，为社会主义性质

和方向的文化繁荣发展与改革开放再立新功。

( 二) 价值观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指导。在改革开放时期，

仍然坚持“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利”“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等的价值追求。不断强化这一价值追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精神引领作

用，并贯彻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中。在经济建设中，要实行人民利益导向的改革开放发展; 在政治建

设中，要实行人民民主导向的依法治国治党治吏; 在文化建设中，要实行人民素质

导向的教科文繁荣发展; 在社会建设中，要实行人民生活导向的保障发展; 在生态

建设中，要实行人民环境需要导向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根本缓解新时代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富共享共福。
针对社会上流行的“共产主义渺茫论”、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的

现象出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信仰是共

产党人的根本，共产党人要有远大目标，防止迷失方向。“必须毫不放松抓好思想

政治建设，点亮党员干部心中的明灯，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防线，坚持革命

理想高于天，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① 对于理想信念动摇的危害

性，习近平总书记告诫说，“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
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

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② 这就

把理想信念信仰提升到关乎党和国家的存亡与民族复兴的高度。可见，保持理想信

念信仰的定力，是国家软实力的灵魂和关键因素。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以人民为中心”是对 “为人民服务”服

务宗旨的另一种表述，其正确地贯彻落实就是不能 “以资本为中心”和私有化

( 民营化、外资化) 为导向来全面深化改革和非对等扩大开放，而是应以中国劳动

人民的最大权益为思维和政策的最佳点或 “上线”，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最大限度地

惠及全体人民，尤其是处于中低层生活水平的劳动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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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就是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

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① 当前要在具体的实施方案中积极贯彻，

如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突出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这些都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

价值观中“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目标的一贯追求。

( 三) 制度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确立和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激发了中国

人民的创造活力，给中国带来深刻变化。这些制度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关于制度建设的思想，是适合科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初级形态中国国情的务实

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主要内涵和特点，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创新

性归纳。
——— “一个目标、四层框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逐步实现现代

化强国和共同富裕这个经济发展总目标的基础上，实行四个层面的经济制度 ( “四

主型经济制度”) : 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

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
——— “三者统一、四层框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 “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现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的基础

上，实行四个层面的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和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民族区域

自治和“一国两制”制度，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事业职代会、社团等自

治自律为载体的基层组织自治制度。
——— “一个体系、五层框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在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实行五个层面的文化制度 ( 五主型文化制

度) :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包容多样性的文化传播制度，以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权制度，以文化产业为主体、发展公益性文化

事业的文化企事业制度，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开放制度，

以党政责任为主体、发挥市场积极作用的文化调控制度。
——— “四个机制、五层框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党的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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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社会管理网络实现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

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

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并实行五个层面的社会制度: 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主导、覆盖

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

织体制，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广覆盖、多层次

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 “两个系统、四层框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制度。在协调自然生态

系统、人与自然融合系统的基础上，实行四个层面的生态制度: 作为核心要件的政

府统一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作为约束手段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作为激励

方式的归属清晰的资产产权制度，作为根本保障的防治结合的从严治理制度。
改革开放之后的成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国民经济年均 GDP 增速超过 9%，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一时期 3% 的世界

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也大大超过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目前，国民经

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总额已排名世界第二、人民币购买力平价和外汇储备排名世界第

一。人民生活接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与此同时，我国在民主政治、文化繁

荣、社会建设、国防和外交等方面，也都取得显著成就。① 这些成就都离不开马克

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关于文化、价值观和制度的软实力大发展。

四 余论

综观国内，“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

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敢于做出巨大牺

牲，中国人民就无法打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

迫、被奴役的命运，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繁荣富

强”。②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告诉我们: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星星之火而

最终形成燎原之势并取得胜利，中国军民在抗击外敌入侵时以弱胜强的战例，中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 “一穷二白”基础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都是

源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软实力灵魂和核心作用的充分发挥。而现阶

段改革开放发展所存在的大多数缺陷和问题，如宪法所规定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和

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被动摇，以及由此决定的贫富差距已超过不少资本主义国家，

则是受到西方错误思潮和政策的不良影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科学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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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国际，“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

等硬实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①。软实力

的提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和平发展的意义举足轻重。以马克思主义

及其中国化理论为灵魂和核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国情和世情为根本

依据的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也是在国际软实力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的重要法宝。中国软实力的不断提升，不仅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

位，而且中国文化、价值观和制度的传播，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和最终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的全球化提供了契机和方向。

Marxism and its Sinicization Theory are the Soul and
Core of Soft Power
CHENG Enfu ＆ LI Linan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includes both hard power and soft
power. Soft power is presented through culture，values，institutions or policies. The prac-
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the reform，and opening-up prove that the revolution culture，

an socialist advanced culture，values such as the communist ideal and faith，the common i-
de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serve the people” and “people cen-
tered”，and the institution of economy，politics，culture，and so on have a great influ-
ence，attraction，and persuasion，and form a powerful cohesion and impetus， those
which have been the crucial roles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 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etc. While
searching the root of it，it is found that Marxism and its Sinicization Theory is regarded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to determine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goal pursuit of culture，values，
and institutions. Therefore，Marxism and its Sinicization Theory is the soul and core of
China’s soft power.

Keywords: Marxism and its sinicization theory，soft power，culture，values，insti-
tutions

82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 2016 年版)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6，第 20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