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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冷战以后，国家间多渠道的联系日益紧密，软实力的重要性逐渐上升。对中国–东南亚关系而言，“软
实力”外交是双方增进良性互动的有力途径，对促进区域内的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了概念

分析法，在对“软实力”这一概念进行梳理的基础之上，对中国在东南亚的既有软实力资源进行了简要

评估，最后从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和构建国际机制的能力方面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软实力的拓展空

间及战略选择做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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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the multi-channel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are increasingly close, and the 
importance of soft power is gradually rising. For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soft power” diplomacy is a powerful way to enhanc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oft power”,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assessment of China’s existing 
soft power resourc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finally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China’s soft power 
expansion space and strategic choice in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al attraction, po-
litical values and the ability to construct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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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家间多渠道联系的发展，“软实力”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与“硬实力”不

同，“软实力”强调一国精神层面的影响力，是一种在不使用硬实力的条件下也能够影响其他行为体偏

好的能力。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综合实力的提高不能仅局限于“硬实

力”的提高，还应注重软硬实力的均衡。而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战略将关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地区

秩序乃至世界和平，故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软实力选择进行分析。 

2. “软实力”概念解析 

追根溯源，软实力的观念古已有之。《孙子兵法·谋攻篇》中“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

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1]体现了重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两种价值取向，其全胜思想可以理解为威慑理

论以及“软实力”内涵的来源之一。 
“软实力”(Soft Power)这个概念最早由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提

出，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强调，需要从文化领域争取到领导权，以获取人民的支持、促进人民在文

化层面的自信。不同于葛兰西在国内层面对“软实力”的探讨，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将“软实力”

这一概念运用到了国际层面。他于 1990 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以及同年在

《对外政策》上发表的题为《软实力》[2]一文中，最早明确提出并阐述了“软实力”概念。他认为软

实力依靠的是一种“塑造人们喜好的能力”。是一种无需运用硬实力就能影响他人偏好的能力。相较

于独裁国家运用硬实力发号施令，民主国家通常通过价值观、文化及政策等因素增强其在国际政治中

的吸引力。 

3. 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评估 

约瑟夫·奈指出，一国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其它国家和人民有吸引力的文化，

当一国文化价值观拥有普世性，且能够促进他国利益时，会引起他国的追随行为；其次是政治价值观，

国家通过国内、国外的途径践行并推广其价值观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一定吸引力；最后是具有道德权

威和一定合法性的外交政策，对国际议程、国际机制起到塑造作用[3]。 
根据上述对“软实力”的界定，笔者将从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以及影响国际议程的能

力这三方面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既有的软实力进行简要评估。 

3.1. 文化吸引力 

中国在东南亚的大众文化吸引力可以从人员交流与往来、文化交流以及国家形象等方面评估。 
由于地理位置距离较近，在人员交流方面，中国–东南亚地区人民的交往时间较长、规模较大，许

多中国城市特别是南方地区的城市纷纷与东南亚各城市结为友好城市。根据《友好城市统计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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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2016》中的数据，截至 2016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友好城市共 166 对，其中越南 34 对、泰国

33 对、菲律宾 28 对、印尼 21 对，且泰国首都曼谷、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越南首都河内等众多东南亚国

家首都均与中国建立起友好城市关系，这扩大了人员往来并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4]，其中与东南亚国家

缔结友好城市的省份为广西、云南和广东。 
在文化交流层面，中国–东南亚有着悠久的交流史。早在南北朝梁陈期间，四位扶南高僧来中国传

授佛法，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宋史》中对中国商贾受到东南亚各国友好招待有许多描述：“中

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生动地记载了双方良好的贸易往来以及良好礼遇。除此之外华人

华侨在双边的文化交流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 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大量中国人迁移至东南亚各国，

扩大了双方人文及经贸往来。麦克莱尔在《华侨志》一书中提到“华侨非殖民者也，其来也不以群，故

勿以武力夺取土地。其移居也，为经济，而非为政治。”([5], p. 21)世纪初，中国积极在东南亚地区开办

孔子学院，中国教育部和国家汉办从 2004 年起在东南亚地区开办孔子学院，截至 2020 年，中国在 11 个

东南亚国家共有孔子学院 40 所，累计参加孔子学院活动人数逾 30 万人[6]。东南亚汉语国际推广基地、

本土化汉语教室培养项目等活动进一步丰富中国–东南亚文化交流的内涵。 
在国家形象层面，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具有多重身份且历经诸多演变。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社会中

意识形态对立较为严峻，中国作为新生社会主义国家追求较为激进的“革命型国家”的形象，再加上美国

在东南亚地区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畏惧，因此此时中

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较为有限；80 年代中国作为“敌人”的身份发生转变，开始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

进程。中国提升了在东南亚地区的参与度，塑造了“合作者”的国家形象；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

结束，多极化进程加速，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交往得到促进，“合作者”的身份得到加强；特朗普上任后，

其“印太战略”延伸了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形象遭遇挑战。 
随着经济往来的加深，东盟各国担心中国在实力强大后会采取扩张战略。冷战后，不少学者担心中

国会填补因美苏撤离该地区而形成的真空。如今，东南亚的不少精英阶层认为中国会随着实力壮大以及

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在该地区寻求地区霸权，并以武力解决南海问题。而霍布斯视角下的无政府状态

更是加深了这一观点，作为陆上相邻的大国，软实力及硬实力的差距加剧了威胁论的呼声。总的来说，

中国在该地区兼具“合作者”和“秩序的破坏者”两种国家形象。 

3.2. 政治价值观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把远大的革命理想与革命现实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道路。“一带一路”的提出与“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公平正义、民主政治”等方针

的落实不仅促进了综合国力的进步，还带动了周边国家与地区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中国的政治价值

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优越性，但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仍然较为有限。 
在东南亚 11 个国家之中，除老挝、越南为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余国家多数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在

同化性权力方面对东南亚地区影响较为有限。冷战后中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取向以发展、融合为基调，有

效弱化了意识形态上的矛盾。2010 年 1 月 1 日，人口逾 19 亿、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间自由贸易区——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加强了区域一体化。近年来该自贸区进展顺利且前景良好，中国连续十

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至 2019 年底，自贸区双边投资累计已超

2300 亿美元。中国商务部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发布《商务部亚洲司负责人介绍东亚合作经贸部长系列会

议成果》，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10 + 1 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将以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立十周年为

契机，深化自贸区建设，同时推进次区域合作，加快实施发展援助合作。随着逐步深入的多方位合作，

该自贸区逐步形成相互依存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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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构建国际机制的能力 

除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在东南亚地区的国际机制的构建，并推动国际议程的进展，在政治经济文化

安全等多方面成果颇丰，体现其在此区域有较强的制度性权力。 
自 1991 中国与东盟第一次对话以来，在这 29 年中，双方不断增强经贸往来与政治互信。政治上，

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对话机制，包括东盟与中国“10 + 1”会议、中日韩“10 + 3”会议等领导人会议

及部长级会议。2006 年，中国和东盟代表签署《中国东盟民间友好合作宣言》。2013 年，在中国–东盟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军事访问，提出共建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共建中国–东盟命运体的目标。在 2017 年举办的第二十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共

同制定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前景”[7]。 
经济上，东盟对华进出口均实现重大突破，自 2008 年到 2019 年，东盟对华进口额从 1069.8 亿美元

上升到 3054 亿美元，出口额从 855.6 亿美元上升至 2024.6 亿美元[8]。双方于 2010 年正式建成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此外双方还致力于促进次级区域的发展，确立了农业、信息技术等十余个合作领域，

该自贸区的建立极大程度上刺激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在政治和经济上密切了自贸区双边的联系。东

盟峰会于 2017 年发表《东盟创新宣言》，强调东盟将鼓励创新型企业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大

科研创新力度等。东盟和中国都将创新作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为双方经济深层对接提

供可能性。 
在传统安全领域，中国与东盟主要针对南海问题进行安全合作，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

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双方在海上安全、恐怖主义、公共卫生、禁毒安全

等领域进行合作，签署《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声明》、《中国–东盟防止非典联合声明》

等。尽管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但就总体而言，相较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国与东盟在传

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较为滞后。在南海主权归属问题、领土领海边界问题上，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介

入，在东南亚仍具有高度的话语权。 

4. 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资源的拓展空间及战略选择 

人们常常模糊“软实力”和“软实力资源”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界限，在多数情况下，软实力不同于

软实力资源。软实力是客观实在的一种力量，而软实力资源则只是有一定可能转变为软实力。根据上文

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既有软实力的评估，笔者将在下文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软实力的拓展空间进行探讨。 

4.1. 文化交流促进互信 

从根本上影响软实力的是民众这一基础单位，软实力外交需要落实对他国民众的影响，充分的民间

人员交流往来可以直接有效地对国家形象等变量产生积极影响，且弥补了政府官方外交的缺陷。 
从文化维度来看，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各国的文化吸引力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应促进旅游信息资源

的流通，进一步建设中国–东南亚友好城市，让与该地区联系较少的北方各城市也参与到友好城市建设

的进程中来。除此之外还需扶持跨国企业的贸易活动，为进出口贸易、生产联系提供政策支撑。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中国是东盟最大的经济伙伴，但东南亚地区对此的认同不一致。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三国的多数民众认为自己所在国家与美国的紧密程度要高于中国。73%的越

南民众认为与美国的关系要更重要，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更为重要的仅占民众的 7%。所以在树立良好的国

家形象的进程中，不可避免要应对美国等来自地区外力量的介入，应加大文化交流促进良性互信，树立

“合作者”的形象。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文化吸引力，推动中国“负责任的合作者”的形象，一

定程度上可以平衡中国因实力上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有利于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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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官方交流增强同化性权力 

从政治价值观维度来看，美国在东南亚的举措是较大的干预因素。多数东南亚国家因其浓厚的威权

色彩，不仅需要维持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还要促进民主化改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经济稳定比

实行西方的自由民主选举要重要得多，所以应该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推行广大人民参与政治决策

的过程以推进政治民主化。而东盟国家所倡导的政治价值观并不符合美国的民主政治观念，美国“天赋

使命”的观念势必会为东南亚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带来诸多干预。这些“虚弱国家”(Weak States)和“失败

国家”(Failing States)的民主化进程能否成功，与美国能否巩固在该地区的利益与霸权息息相关[9]。所以

有必要通过公共外交等官方交流增强双方的政治互信，弱化域外国家的挑战以及区域内的不稳定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1 世纪后，中国实现了从东亚地区的域内大国到区域强国的转变，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力量分配，引起了东南亚国家因实力不均衡增长而产生的恐惧，特别是在南海主权归

属问题的争端上，东南亚各国迫切希望改变现状、与中国在南海地区实现互利共赢。中国的战略取向也

应基于构建良好的国际环境，积极回馈东南亚国家“平等互利”的需求，通过减轻东盟国家的敌对态势

增强政治互信，强化政治价值观层面的软权力。 

4.3. 外交政策构建国际机制 

尽管中国–东盟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合作逐步深入、由点及面，但由于美国的制度性介入和无政

府文化作用下东盟国家的恐惧心理的共同作用，这些领域内合作的“外溢”(spill over)效应十分有限。在

安全问题特别是传统安全问题上，中国在该地区构建国际机制的话语权仍有诸多拓展空间。单边措施与

双边措施并不适用于中国增强其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的需要，对此中国应考虑在该地区开展多边合作

的可能性。 
首先，理论上与现实中的单边路径具有较大落差。理论上，相关国家可以通过单边路径设定外交议

程，采取单边措施划定海洋疆界及其他相关权益，符合国际法的单边行为可以得到其他相关国家的积极

回应。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国际关系中的单边往往片面强调本国利益，忽视他国权益，从而被其他国家

视为零和性活动。所以，以单边主义构建地区机制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 
其次是双边行为解决争端，由当事双方设定国际议程，通过对话、协商谈判等方式确定存在争议权

益的归属。但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争端错综复杂，许多岛屿不仅在中国–东南亚之间存在争议，在东

南亚地区内的归属也存在争端。所以中国与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都有可能会招致第三

方的消极干涉，双边路径仅适用于那些仅涉及双边的特定问题[10]。 
最后是通过多边合作、协商构建地区机制，由多个利益相关国家就争议问题或合作项目展开协商、

达成协议。中国可以通过在不同的问题领域与相关国家达成多个协议，每一个协议仅涉及就某一问题存

在争议或存在合作空间的双方，且单个协议可以就部分议题达成，无需涵盖过多议题。这样分散协议的

多边路径可以将那些难以解决的重大议题分化为多个较容易达成一致的议题，由简到难、逐项推进地构

建地区合作新机制。 
在实践中应该基于对战略诉求的考量及现实环境制定政策。中国应该秉持制度主义，结合多边主义，

将国际制度视为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而不是目的。在致力于构建东盟地区秩序、设定地区议

程的同时，灵活处理多边关系。 

5. 结语 

总的来说，近些年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得到显著提升，但在诸多方面仍有拓展空间。应在

扩大人文交流的基础上增进良性互动，树立“合作者”的形象；通过官方层面的交流宣扬“和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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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互利”的外交思想，增强政治价值观层面的同化性权力；灵活运用多变路径，构建地区合作机制。

以政府层面交流为主导，以大众文化交往为补充，在深化构建地区合作机制的同时，促进双边互信。 
增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资源及其影响力，可以促进良性的区域制度的构建，有利于加深中

国与该地区国家的合作，这对实现中国南部周边的区域稳定，实现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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