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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一（共占 35 分） 
 

阅读所提供的资料，然后回答所有的问题。 
 

 

中国软实力 
 

资料 A 

 

图表一：中国在 2019 年《软实力排名前 30》中的位置 
 

国家 2016 2017 2018 2019 

法国 5 1 2 1 

英国 2 2 1 2 

德国 3 4 3 3 

瑞典 9 9 8 4 

美国 1 3 4 5 

瑞士 8 7 7 6 

加拿大 4 5 6 7 

日本 7 6 5 8 

澳大利亚 6 8 10 9 

荷兰 10 10 9 10 

意大利 11 13 12 11 

挪威 15 12 13 12 

西班牙 12 15 14 13 

丹麦 13 11 11 14 

芬兰 14 17 15 15 

…… 

希腊 25 23 23 25 

巴西 24 29 29 26 

中国 28 25 27 27 

匈牙利 26 28 25 28 

土耳其 - 30 - 29 

俄罗斯 27 26 28 30 

 

 

图表二：中国在 2019 年《软实力排名前 30》中七项指标的排名 

 

客观

指标 

数字化（互

联网上的影

响力和数字

外交发展水

平） 

商业 

影响力 

教育 

水平 

文化 

因素 

公民参

与 

程度 

政府 

治理 

国际民调 

（海外形

象） 

中国 30 21 17 8 10 29 29 
 

 [图表一和图表二均摘录并翻译自 Jonathan McClory, The Soft Power 30: A Global Ranking of Soft Power 

（《软实力排名前 30》），Portland-Communications.com，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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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B 

 

    从贸易到互联网，从高等教育到好莱坞，中国正在以某种方式塑造世界，而人们对这些

方式的领悟才刚刚开始。但是，迄今为止，中国的软实力起了次要的作用。部分原因是中国

共产党坚持严格控制文化产品，这使得中国的流行文化与美国的、甚至韩国的相比，在全球

范围内几乎没有吸引力。中华新帝国的出现，与其说靠的是中国的思想或当代文化的吸引

力，不如说是共产党行使硬实力，包括经济胁迫的结果。 

如果中国作为帝国的实力能变为不仅依靠军事和经济实力，也依靠思想、价值观和文化

的话，中国公民和全世界都会受益。中国最辉煌的朝代也是其更开明的朝代。但中国共产党

目前靠的是硬实力和胁迫，而这很可能会成为取代美国在全球舞台上日渐式微的自由主义霸

权的东西。这不会带来世界秩序的宏伟蓝图。相反，我们正面临一个真空。 

 

摘录自黄安伟<中国，一个复兴的帝国>，《纽约时报中文网》，2018 年 1 月 8 日 
 

 

资料 C 

        早在 2007 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说法。其继任

者习近平则将“软实力”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软实力”的概念最早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指一个国家

基于其政治价值观、文化及外交形象而产生的吸引力。一党专政的中国政府要提高“软实

力”很不容易：在地区事务中的强硬态度、对公民权利的无视、全面的审查都构成阻碍。但

不缺少的是资金和意愿。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ough）称，中国为其国际形

象投入约 100 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只有 6.7 亿美元。 

中国的国家媒体也在全球扩张，特别是非洲。中国央视在非洲有 14 个演播室，新华社

有 30 多个分社。到 2020 年，新华社的目标是在全球设立 200 个分社。 

自 2004 年以来，世界各地已有 500 多家孔子学院，近半数在美国。多数情况下，合作

双方各出资一半。在发展中国家，孔子学院的主管机构汉办承担全部投资及经费。 

无论如何，中国将客观的资源投入“软实力”中，无论是媒体、学术交流还是影视   

娱乐。 

 

   摘录自<从软实力到大外宣：中国重金打造国际形象>，《德国之声》，2018 年 5 月 9 日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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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D 

 

        当今中国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不匹配。软实力不足直接影响到中国的

国际形象，并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大挑战。 

自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40 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从一个孤立的贫穷国家转

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强大、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单单是让 8 亿人脱贫就是人

类历史上的奇迹，值得中国大书特书。 

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今天的中国人民

感到无比自豪。 

然而，中国的海外形象却是天差地别。在中国以外的许多人眼里，特别是在西方和一些

与中国有各种争端的邻国，中国看起来就像一个咄咄逼人、威胁性强、自私自利的大国，在

国内有着严密的政治控制和潜在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迄今为止，中国严重依赖金钱、孔子和官方宣传来增强其海外的软实力。为了提升海外

形象，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发起了所谓的“大外宣”，以宣传中国的观点或“讲述中国故

事”。在中国以外的许多人眼中，中国的官方叙事缺乏可信度，生硬的宣传在国际上也没有

什么受众。 

 

摘录自朱志群<中国软实力面对的难题：内外观点差异>，《联合早报》 ，2019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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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E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

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强大的文化

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占得先机。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大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把中国故事讲好，把中国声音传播好，让国际社会对我们独特的历史传统、历史命运、

基本国情有深入的理解，对我们道路、理论、制度的特色和优势有全面客观的把握，使我国

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产品在与西方文化产品的较量中处于弱势，在国际市场的占有份

额比较低。如何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开发文化产品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就变得十分重要。

近年来，我国通过机制和体制创新，推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作品，很好地宣介了中

国的价值观。进一步加大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力度，创作出富有魅力，能为世界各国广为理

解和接受的文化产品。通过从文化产品“走出去”到文化价值“走出去”，让世界各国更多

地认识、理解和认同当代中国价值。 

创新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机制，既要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也要发挥好社会力量的独特

优势，让社会力量更多、更充分地参与到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当中。既运用好电影、电视、

广播、报纸、文学作品等传统传播渠道，又运用好互联网传播新平台，通过动漫、微电影、

手机视频等新兴文化传播手段，开展富有时代特色、现代元素的文化海外推介活动，扩大覆

盖面、形成传播声势，达到更广泛更深入的传播效果。   

 

摘录自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坚定文化自信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光明日报》，2019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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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a)    试根据资料 A 关于中国软实力的相关数据，解释中国软实力的

特征。 

    6 分 

 
 
(b) 

 

 

试比较资料 B 和 D 关于中国提升软实力的观点。 

 
 

    9 分 

 
 
(c) 

 

 

若要解释中国提升软实力面对挑战，试评价资料 C 的适用度。 

 
 

    8 分 

 
 
(d) 

 

 

资料 C，D 和 E 在多大程度上说明中国政府在提升软实力方面

所做出的努力？试加以分析。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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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二（共占 25 分） 
 

阅读所提供的资料,  然后回答问题。 
 

中美大国关系 
 

资料 F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严峻局面，中国坚决反对人为

制造“新冷战”，对美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同时也做好了中美关系“爬坡过坎、经

历风雨”的准备，释出不希望两国关系继续探底的信号。 

        王毅说，中国始终愿与美国共同构建“一个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准备以冷

静和理智应对美国的冲动和焦躁，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缓解当前的紧张局面。 

    王毅说，中美利益已深度交融，强行脱钩将使两国关系受到长远冲击，危及国际产业链

安全和各国利益。 

        对于中美上月互关领馆风波，王毅说中国没有意愿也没有兴趣与美国打“外交战”，但

警告“如果美方还要一错再错，那中方必将奉陪到底。”王毅说，中国希望美国能尊重中国

的社会制度，尊重中国人民的选择，放弃注定失败的干涉主义。 

        另一方面，王毅指出美国最近不断在南中国海挑事，违背多年来不选边站队的承诺，并

大肆挑拨中国与东盟（亚细安）国家关系，目的是“把地区国家绑上美国战车，从而服务于

其国内政治和地缘战略”。 

        王毅警告南中国海不能成为国际政治的角斗场，建议排除一切干扰，尽快重启《南中国

海行为准则》（COC）的磋商。 

   摘录自王纬温<王毅：对美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中国坚决反对人为制造“新冷战”>， 

《联合早报》，2020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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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G 

 

 在今日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中，对象国分为大国、周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三大类别。鉴

于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占据特殊地位，大国关系规定了国际体系的基本特性和总体状况，中国

外交高度重视大国与大国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

系框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优先方向。 

稳定与和平相辅相成，大国关系框架在总体上是否能够保持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

国之间没有发生武力对抗。反过来，也可以说，大国关系框架能否保持稳定，是国际秩序能

否得以正常维系、世界能否和平安康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新型大国关系的“新”，首先在于

相互之间不再以武力与战争相威胁，将和平共处视为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2013 年习近平

在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时，站在时代高度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原则与目标给出

科学概括：“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人类社会进入 21 世纪，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率先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

建议。和平取代战争成为大国关系新常态，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发生，在于现实世界发生的

深刻变化，也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走出了一条与以往崛起国不同的发展道路。 

   摘录自李文<中国为推动新型大国关系贡献智慧>，《人民网》，2020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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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H 

 

        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爆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原本是 2018 和 2019 年全

人类共同面对的“黑天鹅”。但在 2020 年，新冠疫情和美国大选，抢了它的头条。 

        然而，中美两国间的关税依然高悬，世贸组织依然无法正常运转，即便是暂时签下的

阶段性协议也未完全履行，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依然是国际贸易中的大反派。 

        多位专家向 BBC 中文表示，这场战争似乎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但拜登上台后，无论

使用的武器和策略，还是最终目标，都可能发生巨变。 

         “不幸的是，贸易战还会继续。”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资深研究人员赫夫鲍尔(Gary Hufbauer)向 BBC 中文表示。他甚

至认为，中美贸易战持续时间将远远超过拜登任职的四年。 

        既然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妨让我们摆开沙盘，考虑各种新变量，推演这场贸易

战的演变和终局。 

        拜登多次表示，上任后第一天就要废除特朗普的多条行政命令，在他看来国际秩序已

经“四分五裂”，而且“已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赫夫鲍尔认为，即便如此，中美贸易战会

持续，时间将远远超过拜登任职的四年。 

         “拜登执政后，外交政策会发生许多转变，比如增进与北约和世卫的关系，但与中国

对抗将保持不变。”经济学人智库(EIU)研究分析师伊莫金·佩吉贾勒特(Imogen Page-

Jarrett)认为，两个大国愈发视对方为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施压也能获得美国跨党派支

持。 

        贸易战将不会是一场“始于特朗普，终于特朗普”的战争，这源于中美战略竞争的深

厚背景。赫夫鲍尔提醒，中美贸易战已演变成“第二次冷战”的一部分，战况可能会有起

伏，比如拜登在言语上可能不会像特朗普那么激烈，但中美关系基本上无可能回到布什和奥

巴马时代。 

摘录自陈岩<中美贸易战：拜登的新战役和新武器>,  《BBC 中文网》，2020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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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I 

 

上周，拜登政府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2021 年度威胁评估报告》，继续将中国

列为美国威胁的首位，反映了两任政府的共识。 

美国前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周一表示：“如果真正去看那些情报所告

诉我们的，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中国一个国家，构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中国

试图通过盗窃知识产权等不正当手段，取代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中国的威胁来自于经

济、军事、技术三大层面，其中技术层面最令他担忧。因为“中国大力投资人工智能、机器

学习、生物识别这些领域，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加快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拉特克利夫还着重强调，在太空领域，中国和俄罗斯试图干扰美国的通讯系统。为此，

他在任时把新成立的美国太空军接受为美国情报体系的第 18 名成员，帮助情报界了解和分

析太空威胁。 

有关俄国、朝鲜、伊朗等国对美国的威胁，他说：“中俄的导弹，可以射掉我们的卫

星；激光可以损坏我们卫星的图像系统。通过这些方式，他们可以阻碍我们的太空能力并削

弱我们的太空优势。” 

拉特克利夫表示，欧洲国家似乎试图在中美两国间寻找平衡，不得罪任何一方，但这样

做对自身无益。欧洲必须和美国联合，共同对抗中国。“欧洲需要紧密的与美国站在一起，

因为他们没法和中国竞争，他们没有足够的体量和中国竞争，比如在人工智能这些领域。因

此美欧的合作需要变得更好，我们需要更紧密地合作。”   
 

摘录自肖曼<美国前情报总监：中国为美国头号威胁>，《RFI 中文网》，2021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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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试根据资料，结合你自已的认识，评价中国政府的对美策略，并就如何建立中美

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两个建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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