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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力达到期望结果的能力。美国发达的高等教育在为本国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同时，对其

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高等教育对软实力的具体影响主要有三点：首先，美国高等教育增加

了其软实力资源；其次，美国高等教育的交流传播了美国规范、价值观和政策；最后，美国高等教育在交流的同

时，培养了大批对美友好的精英。因此，探析美国利用发达高等教育提升其国家软实力的实践对中国具有重要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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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的一部分，高等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的

软实力有着重要影响。这一点在高等教育高度发达

的美国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发达的高等教育

是其强大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起着提升整体软

实力的作用。这里的高等教育包含美国对本国学生

所施行的教育，但主要指的是国际高等教育，包括

可以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留学以及国际交流短期

项目等。当下对于美国高等教育和软实力关系的研

究已经较为丰富，但是对于美国高等教育对软实力

的具体影响机理的研究相对不足，关系梳理尚不细

致。软实力实际上是一种无形控制力。美国高等教

育究竟是如何具体提升其对其他国家的无形控制

力并就此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的，这个问题值得深

入研究。中国目前已经成为留学输入大国，了解美

国高等教育影响软实力的具体机理，有利于中国向

美国学习如何利用高等教育进一步扩大国家软实

力。本文将从分析软实力的概念出发，将高等教育

对软实力构成资源、发挥作用具体机制以及对精英

个人认知的影响作为切入角度，来研究高等教育对

国家软实力的影响，最后将尝试说明中国可以从美

国经验中总结出的几点启示。 

一、软实力的概念 

根据约瑟夫•奈的定义，权力是通过影响他人行

为实现自身期望的能力，有三种方式来达到这种期

望——强迫（coercion）、补偿（payment）和吸引

（attraction）。硬实力（hard power）是通过前两种

方式达到目的的能力，而软实力(soft power)则是通

过吸引力达到期望结果的能力[1]。一个国家的软实

力构成主要为其文化（culture）、价值观（values）
和政策（policies）[1]。软实力的吸引力就源于这三

个要素，硬实力则源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 

力[2]。软实力的吸引力来源实质上就是构成软实力的

资源。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soft power”在翻译时被

译成了软实力，但是其本意是软权力。实力是一种

客观的存在，但是权力却有某种程度的主观性，即

有控制和支配的含义。软实力实际上主要表达的不

是一种实力，而是一种权力，其背后目的在于控制。

虽然软实力并非像硬实力那样通过强制方式而是

通过吸引力的方式，但实质还是一种控制他者的能

力。软实力通过影响其他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来发

挥作用，因为这些利益和偏好会影响行为体所做的

选择。因此，软实力的关键就在于塑造其他行为体

的偏好和利益。拥有强大软实力的国家可以使其权

力具有正当性，在实现其目标时受到更少的抵制和

阻拦；借助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可以建立

与自身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则，从而无需为了国际

规则进行调整和改变；如果能够支持一种制度并使

得其他国家愿意遵循，使其他国家限制它们的能

力，那么就可以省去达到同样目标时要付出的强制

力（coercive power）[3]。这便是软实力的作用。软

实力同硬实力一样重要，因为两者都是权力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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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只不过软实力发挥作用常常是间接的，且

其作用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4]。 

对于软实力影响国际关系的具体机制问题，约

瑟夫 •奈的相关论述较少。学者史蒂文 •罗斯曼

（Steven B. Rothman）认为软实力影响国家关系的

两种具体机制在于传播规范与主导话语权。规范的

传播需要依靠一国在文化或是政策上的成功所产

生的吸引力。如果一国的文化或政策失败，则无法

产生相应的吸引力，也就不会成功传播相应的规

范。规范的成功传播并被他国接受最终会对国际关

系产生影响。一旦一国主导了话语权，确立了主导

规范，那么别国的任何有悖于主流规范的行为都将

面临着指责。这也是软实力影响国际关系的一种机

制[5]。这两种机制使得软实力真正地作用于国际关

系中，并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史蒂文•罗斯曼的结论

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提醒了我们规范传播与主导

话语权是国际关系中软实力发挥作用的重要路径，

而高等教育对这两条路径恰恰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通过理解软实力的定义、构成资源、对国际关

系的影响以及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可以发现高等

教育对于软实力的作用蕴含在对后者构成资源和

发挥作用具体机制的影响之中，这种作用最终实施

于每个受到高等教育的个体身上。所以，对于高等

教育对软实力具体影响的研究，也应当建立于高等

教育对软实力构成资源、发挥作用具体机制和受高

等教育个体这三个层面影响的分析之上。 

二、美国高等教育对促进国家软实力的作用 

约瑟夫•奈曾在研究中提及高等教育与软实力

的关系，认为高等教育能够提升一个国家的软实

力，但是对于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却没有明确说

明。根据软实力的定义，可以看出软实力是一种无

形的力量，因此理解高等教育与软实力关系的关键

就在于理解高等教育如何增强一个国家对他国的

无形控制力。笔者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对软实力

至少有三方面的影响：首先，美国高等教育增加了

其软实力资源；其次，美国高等教育的交流传播了

美国规范、价值观和政策；最后，美国高等教育的

交流培养了大批对美友好的精英人士。 

（一）高等教育的发展自身可以增加软实力资

源，增强美国文化吸引力 

文化、价值观和政策都是软实力资源，是吸引

力的来源。高等教育的发展自身可以提升一国文

化、价值观和政策的吸引力。高等教育作为一国文

化的一部分，其发展自身就是文化发展的一部分，

也是一国文化吸引力提升的一部分；高等教育中对

于价值观的讨论和研究，也有利于对相关概念和价

值的深入理解，从而有利于提升该国价值观的吸引

力；高等教育的发展无疑对于一国政策的成功施行

会有积极影响，成功的政策将有助于提升该国的政

策吸引力。从这些方面来看，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利

于发展一国的文化、价值观，提升政策成功率，从

而增加一国的软实力资源，在根本上增强一国文

化、价值观和政策的吸引力。 

美国自身发达的高等教育水平对于提升其国

家的软实力有着重要作用。根据英国《经济学家》

2005 年底公布的统计数据，全世界公认最好的大

学有 85% 在美国，美国大学汇集了世界上 70%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全球大约 30%的科学和工程类论

文、44% 经常被引用的论文都出自美国的大学[7]。

发达的高等教育吸引了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学生

将美国作为留学的首选之地，无疑增强了美国文化

的吸引力。根据 2015 至 2016 年度《泰晤士报》高

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排名前 20 名的大学中，

美国占了 14 所，在前 5 名中有 3 所大学属于美国[8]。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 年的统计，在最吸引国

际学生留学的国家排名中，美国位居榜首，英国位

居第二，然而在美留学生数量远远超过在英留学生

数量[9]。可以说，发达的高等教育水平是美国吸引

国际学生留学的根本原因。某种程度上看，美国高

等教育自身发展的成功是其吸引力的根本来源，增

加了美国的软实力资源，提升了美国的文化吸   

引力。 

（二）美国高等教育交流传播了美国规范、价

值观和政策 

高等教育有利于增强一国的文化吸引力并使

得他国接受其规范，从而对他国形成无形的约束和

控制。高等教育是文化吸引力的一种重要传播方

式，通过教与学的方式，一国的规范可以得到传播，

这些规范常常包含着一国的价值观，与一国政策相

一致。高等教育可以展现一国文化的先进方面，这

有利于使他国认为只有这样的规范才能带来这样

发达的结果，从而接受相关的规范；通过高等教育

的国际交流，一国的价值观和政策可以被其他国家

更好地理解，而接受也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产

生。因此，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不仅有助于规范的

传播，还有助于规范被他国接受。规范一旦被接受，

某种程度上该国的利益和偏好也会发生改变。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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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等教育对一国获得国际主导话语权也有积极

作用。传播规范和主导话语权都是软实力影响国际

关系的具体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一国能掌握对他

国无形的控制权力。高等教育通过推动规范的传播

和帮助一国获得话语主导权，可以真正影响到该国

与他国的关系。 

美国国际高等教育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已经具有较长的历史。美国高度重视高等教育

的国际交流，为此联邦政府相继推出了几项重要的

国际教育法案和政策，如1946年的《富布赖特法

案》、1947年的《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1958
年的《国防教育法》、1966年的《国际教育法》、1991
年的《国家安全教育法案》和2002年的《超越9•11：
国际教育的综合国家政策》等[10]。 

除了“9•11”事件爆发后的三年里留学美国的

人数出现负增长之外，留学美国的人数一直处于上

升趋势（见表1）[11]。仅2015—2016学年，共有1 043 
839名国际学生接受美国的高等教育，比上一学年

增长了 7.1%，占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学生的

5.2%[11]。2015—2016学年留学美国的学生中，来自

于中国的留学生最多，占留学生总数的31.5%；其

次是印度（15.9%）、沙特阿拉伯（5.9%）、韩国

（5.8%）和加拿大（2.6%）[12]。其中排在前五位的

留学专业是工程学、商业管理、数学和计算科学、

社会科学、物理和生命科学[13]。在这些留学生中，

攻读博士学位的共有718 710名，攻读硕士学位的有

159 501名[14]。 

 

表1  美国2006—2016年高等教育国际学生相关数据 

年度 
国际学生总数

（人） 
年增长率（%）

占美国高等教育学生

总数比例（%） 

2006—2007 582 984 3.2 3.3 

2007—2008 623 805 7.0 3.4 

2008—2009 671 616 7.7 3.5 

2009—2010 690 923 2.9 3.4 

2010—2011 723 277 4.7 3.5 

2011—2012 764 495 5.7 3.7 

2012—2013 819 644 7.2 3.9 

2013—2014 886 052 8.7 4.2 

2014—2015 974 926 10.0 4.8 

2015—2016 1 043 839 7.0 5.2 

 

可以看出，美国的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较

大，国际学生较多，且留学生人数仍在不断增长。

这些留学生接受美国高等教育时，不可避免地会接

触到美国的价值观和政策，美国高度发达的教育水

平和社会面貌容易使这些学习者认为美国相关的

规范是成功的。这些知识精英对于本国来说都是重

要的，一旦他们接受了相关的美国规范，实质上也

就意味着该国的利益和偏好一定程度上被改变了，

美国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就拥有了一定的无形控制

权。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运用于苏联的

国际教育交流项目。在1958至1988年之间，共有约

5万名苏联人通过美苏间的交流计划访问美国，其

中就包括许多学者和学生、科学家和工程师、作家

和记者等参加的教育交流计划。访美苏联人中的典

型代表是被称为戈尔巴乔夫 “精神教父”的雅科

夫列夫，他是美苏富布赖特项目的第一期学生。雅

科夫列夫于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科学，

后来成为苏联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戈尔巴乔夫自由

化思想产生了重要作用[15]。 

由此可见，美国国际高等教育交流可以推动美

国软实力的增长，扮演着传播美国价值观和规范的

重要角色。这些规范和价值观一旦被接受，就会对

国际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美国国际高等教育不

断发展扩大的趋势也表明，美国通过高等教育提升

其软实力的势头依然在增长，不容小觑。 

（三）美国高等教育交流培养了大批对美友好

的精英人士 

高等教育国际交流最终落实在个体层次。对于

软实力较强的国家来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多为他

国知识精英。一国往往希望他国知识精英在本国留

学时接受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从而成为对本国友

好的一员。在他国留学时，接触到一国文化精粹的

同时也会接触到文化糟粕，因此，留学回国的知识

精英是否会对留学国保有好感、留学经历对其个人

认知是否有影响的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罗伯特•杰维斯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

觉》一书中曾经讨论过个体的认知相符现象，即如

果人们发现新的信息和自己原有的认知并不相符，

他们便会选择忽视新的信息，或者曲解新的信息以

此保持原有的认知[16]。这种现象也可以用于分析高

等教育国际交流对知识精英个人认知的影响：对于

知识精英来说，留学的经历会成为其个人的原有认

识，而留学所学知识往往是关于留学国的较为积极

的信息。当这些留学精英成为一国领导者时，其脑

中对留学国原有的积极认知往往会影响其外交决

策，使其倾向于作出对留学国友好的外交决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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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从个体认知的角度分析，高等教育确实会对他

国精英的个人认知产生积极影响，这样的影响也将

直接作用到本国外交政策上。而且，如果这些外交

政策涉及到两国间的经济或是军事力量，那么这些

外交决策实质上影响到了两国的硬实力。此时，一

国的软实力表现转化成了一国的硬实力展现。 

美国高等教育交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培

养对美友好人士，让他们受到美国价值观的影响。

正如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在2001年国际教育周上

所言的：“在我们的国度里培养了这么多和我们拥

有友谊的未来世界领导人，我无法想象出还有什么

财富比这个更珍贵了。”[17] 

许多留学美国的学生对美国会有较为全面的

了解，所以对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会表现出更为欣

赏的态度。回国之后，他们在美国所学到的知识会

成为脑中原有认识，因而作为政治领导人在制定对

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更容易受到原有认识的影响而

维护和促进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一些在美留学的

领导人不但会奉行对美友好政策，甚至会自觉效仿

美国的政治制度，推动本国的政治改革，美国因而

也就对这些国家有了无形的吸引力，并使得这种吸

引力成为无形的支配力。 

在美国留学的知识精英许多后来都成为了母

国的重要领导人。以富布莱特项目为例，它是为美

国同其他国家进行教育交流提供资助的项目，已经

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声誉最高的国际交流计划[18]。

截至2011年，155个国家的超过30万人通过该项目

在美接受教育，这些人中有29人后来成为国家领导

人[19]。比如在美国著名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而后来成

为国家领导人的包括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以色列

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和麻

生太郎等。 

现任蒙古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出生于

1963年，他曾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并获得政府管理

硕士学位。2009年5月24日，额勒贝格道尔吉在蒙

古总统大选中获胜，并在2013年的连任选举中再次

获胜。由于他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他主张推广“民

主价值观”，积极推进与美国的关系,并支持派兵

参与美国的反恐行动。他还主张在蒙推行蒙英双语

制, 推动将英语升格为官方语言。他自认为到美国

求学更新了思想，回到蒙古后在美国的经历和人脉

仍具有重要价值。额勒贝格道尔吉的对美政策以及

他在国内所主张的民主化改革与他的留学经历不无

关系。 

综上所述，美国的高等教育正是从增加美国软

实力资源、传播美国规范和文化吸引力以及影响他

国精英认知从而影响外交决策这三种方式来提升

国家软实力的。高等教育对于软实力的提升作用体

现在对后者构成资源和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的影

响之中，最终实施于每个受到高等教育的个体身上

（见图1）。通过这三种方式，美国发达的高等教育

确实对其强大软实力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大的积极

影响，其持续发展在未来也将继续为维持国家软实

力水平作出贡献。然而，由于软实力构成的多样性

以及国际关系的复杂性，高等教育影响软实力的方

式实际上不止以上这三种，这些方式只是高等教育

提升软实力时较为普遍的方式，在国际关系中相对

于其他方式表现得更为明显。高等教育如何通过其

他方式影响软实力仍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 

 

 
图1  高等教育与软实力关系图 

 

三、对中国的启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发达的高等教育

对其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是其强大软

实力构成的重要部分。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美

国的高等教育将继续保持对其软实力的提升势头，

不断推动其国家的壮大。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中国

也应当注重提升高等教育增强国家软实力的作用。

实际上，当下中国已经开始具备这种条件。随着中

国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

选择到中国留学。据统计，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和

英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留学输入国[21]。2015 年共有

来自 20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97 635 名各类外国留学

人员来华学习，比 2014 年增加 5.46%[22]。各国之

间高等教育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软实力之争，

显然，现在的中国已经步入高等教育的激烈国际竞

争当中，如何通过发展高等教育来提升软实力是中

国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从美国高等教育提升其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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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的实践中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首先，中国应当继续提高本国的高等教育水

平，向着世界发达水平努力。这是提升本国高等教

育的吸引力，进而提高软实力最为根本的举措。软

实力的最根本因素在于吸引力，只有优秀的文化或

政策才能吸引他国并被他国接受，因此通过高等教

育提升本国软实力的最根本举措是提高本国的高

等教育水平。为此，应当进一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

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的投入，提高对发展高等教育的

重视程度。 

其次，中国应当更加重视高等教育的国际交

流，吸引更多外国优秀学生来到中国留学。对于高

等教育国际化，美国重视市场和竞争的作用；在具

体落实上，联邦政府积极介入，各高校自主行动，

此外还有众多高等教育组织在积极活动。各方的默

契配合使美国成为向外国留学生提供最多经费资

助并同时因招收外国留学生而获利最多的国家[23]。

中国可以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上借鉴美国经验，推动

政府、高校和社会团体等组织的全方位配合，发挥

市场和竞争的积极作用。2015 年在华留学生中有

10.21%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24]，中国可以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扩大奖学金规模，效仿美国经验，在为更

多的外国优秀学生提供资助的同时在高等教育的发

展中获利。 

最后，中国在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中应当使得

本国的文化得到更多的理解和认可，这在未来会转

化为中国软实力。曾在中国留学的人士当中，有 40

余人在本国担任了副部长以上职务，有近 20 人先

后担任驻华大使，约 60 人任驻华使馆参赞[19]。在

未来，中国所培养的留学生中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政

治领导人，他们的在华留学经历以及对中国文化、

理念的理解和接受可能会对他们的对华政策产生

积极影响。 
当下中国利用高等教育提升软实力所面临的

最大问题是理解和认可的问题。在宣传本国理念和

文化的时候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本土文化和价值

观，只有在了解外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才能有

的放矢地使自身的文化与理念被对方了解和接受，

避免产生冲突。当中国作为主导国力图使自身的理

念和文化被他国理解和认可的时候，不能忽视的一

点就是首先需要了解目标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这样

才能有效避免冲突和质疑，得到目标国的接受和 

欣赏。 
当下的中国正在努力加强中外教育交流与合

作，教育部于 2010 年推出了《留学中国计划》，预

计到 2020 年为止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留学生将达

到 15 万人，并打算逐步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25]。

可以预见，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将会越来越

多，但是如何发挥高等教育增长软实力的最大作

用，即最大化利用高等教育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将是

我们面临的下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

究和探索，而美国的经验无疑是我们的学习材料，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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