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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浙江文化软实力支撑的对策研究 

—以义乌为例 

毛文学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义乌 322000） 

【摘 要】在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富”“两美”现代化义乌与文化软实力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进

一步加强浙江文化软实力支撑的对策建议：完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推进文化投入和服务机制创新，加快文化产业

集群发展，促进文化产品出口，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关键词】小康社会；现代化；浙江；文化软实力；支撑 

党的十八大报告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建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

的五位一体的小康社会。基于此，浙江提出了“两富”“两美”的现代化建设发展目标，其中的“两富”是指物质富裕、精神富

有；“两美”是指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增强文化软实力，

包括以下四方面要求。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面对国内外文化冲突的现状，人们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和社会

思潮的多样化趋势，使得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第二，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

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第三，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第四，不断增强中华文

化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文化软实力。 

所谓“软实力”，是由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于 1990 年最先提出的。他认为“软实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

引力，“软实力”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运行机制、发展模式等吸引力、影响力。随着 21 世纪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

球化时代的到来，促进了各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提升本国的文化软实

力是成为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路径。而区域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浙江的文化软实力具有特色、发展

较快，走在全国前列，但是处在起步阶段，研究与探索现代化浙江和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的引领和现实意义。义乌作为国家综

合改革试点市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市，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富”“两美”现代化义乌与文化软实力的探索研究具有典

型和示范意义，是反映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浙江与文化软实力现状的一个重要侧面。通过调查研究、文献研究提出一

些建议，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富”“两美”现代化义乌及文化软实力研究 

义乌市 2015 年 1 月提出力争到 2017 年基本建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诚信体系框架与运行机制，创建成为全国

文明城市。到 2015 年全市城镇规划区外 80%以上的农村创建成为美丽乡村。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障碍，推进城乡一体化发

展，提升城乡人口素质和生活品质，持续提高居民幸福感和城乡满意度，建设市域一体的幸福义乌。 

1、建设“两富”“两美”义乌和文化软实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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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引领转型发展的旗帜，通过以文强市来提升文化软实力，把文化软实力作为核心竞争

力。 

（1）创办“功德银行”——何斯路新农村建设的探索。位于义乌城西街道的何斯路村，主要依靠发展种植薰衣草特色产业

和旅游文化特色村的经济收入。何斯路村从 2008 年起创建“功德银行”，它不存现金，只存好人好事，主张通过倡导奉献爱心，

在全村形成互助和奉献的意识，同时，促进何斯路村形成文明、互助、礼让、共享的道德新风尚。“功德银行”建立以来，已记

录着 2000 件好事，被新加坡《联合早报》誉为“浙江省最美丽的农村”，实践证明“功德银行”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有效途径，对于培育村民优良的道德习惯形成，激励村民做好人善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推进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因地制宜建设新农村文化礼堂。采用改建、扩建、新建等多种形式进行。挖掘具有义乌特

色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元素。组织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各种群众文化活动，发挥文化礼堂作用，提升农村文明程度。建立长

效管理和保障机制，推动农村文化礼堂活动可持续发展。 

（3）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出台了《义乌市特色文化示范基地创建标准》，建成并即将投入使用的市文化馆、美术

馆、青少年宫等一批文化场馆，建成中国商贸博物馆、历史文化走廊、文化街区、文化古镇等一批城市标志性文化项目，完善

方志馆、曲苑书场、群众展厅等文化场所。结合在义乌外国人多的特点，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第四，建设和创造“两美”义乌。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为提升城乡环境品质的契机，全面推进环境卫生整治和“五水共治”，完善环卫设施，很抓城市治乱，打

造规范有序的城乡环境。绿化美化城市，提升城乡建设水平，建设精品城市，提升城市形象。建立属地管理机制、网络化管理

机制、专项管理机制、市民参与机制，努力把义乌建设成为“两富”“两美”的现代化城市。 

2、建设“两富”“两美”现代化义乌和市场城信体系与运行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义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发展，诚信是义乌发展的基石，是义乌发展的生命力，诚信已熔铸在义乌

精神“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之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新形势下，义乌更加

注重诚信，培育诚信文化，为建立诚信体系和运行机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义乌在 2014 年 3 月启动“摇响拨浪鼓.同圆中国梦”与“我诚信，我吉祥”两项

工程；举办“诚信立市实践探索理论研讨会”，探索研究新形势下建立完善诚信制度的路径、方法。公布了《义乌市公共信用信

息归集和使用试行办法》，大力创建全市信用信息数据中心与“诚信义乌网”。在全球最大的义乌国际商贸城，目前已形成了以

市场、企业、个人信用信息数据中心与信贷征信信息数据中心为核心的义乌联合征信平台。推进诚信体系制度化、信息化，培

育诚信文化，企业、个人商户信用可查询、可追溯、可制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促进了全市企业和

市民爱国守法、明礼诚信，极大地体现出“两富”“两美”的义乌人民精神风貌。 

（2）建立义乌市场信用体系和运行机制研究。在加强诚信文化建设的同时，义乌市场监管部门也对义乌市场信用体系和运

行机制进行探索和实践，经过多年创新探索，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市场信用体系和运行机制。通过评比“信用商位”、“守法

经营户”、“重合同守信用单位”来推动信用体系建立，推行产品质量准入制度，吸引国内外名牌产品落户义乌，提高市场商品

质量。2006 年 10 月义乌国际商贸城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予全国首个“守合同，重信用”市场，2008 年又被授予“全

国市场信用分类监管示范市场”，并于 2008 年发布全国首个市场信用指数，该指数被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商品市场指数。

于 2013 年 9 月上线的“义乌购”网上市场，将义乌实体市场商品“搬上”网络，注重信用体系建设，将信用交易保障体系分

为商铺信用等级、担保交易、投诉与处理及受欺诈赔偿计划四部分，“义乌购”店铺全部经过实名认证。实体店铺和网上店铺经

营产生的信用情况一并计入信用分值，为经营户建立信用档案，建立信用等级评价体系。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富”“两美”现代化浙江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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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建设“两富”“两美”现代化义乌、建立诚信体系和运行机制与义乌特色的文化软实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也具有较大的意识形态吸引力，经验做法值得推广，在此基础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富”“两美”现代化浙江还需要进一

步加强文化软实力的支撑，因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诚信、友爱、善良、勤俭、文明、爱国等都是十分重要的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环境中，在金钱的冲击下，人们原有的道德观念被击垮。在激烈市场竞争与经济利益的诱惑下，“造假售假、坑蒙拐骗”等行为

屡禁不止，这不仅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带来了“信任危机”，破坏了社会风气，削弱了传统优良道德的规范

作用。面对这种现象，我们要通过建立诚信体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克服，也要通过“法治”手段来解决。 

2、完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 

浙江拥有优秀的戏剧资源（如越剧、婺剧等多个剧种）和人文资源（如茅盾、夏衍等多个文化大师），出台完善规范地方性

文化发展的法律法规，促进浙江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加快提升浙江文化软实力，提供人才保障，提供制度支撑。 

3、推进文化投入和服务机制创新 

协调整合浙江省、市、县文化部门所属的部分使用率偏低的文化场所向社会力量开放，向社会公布文化服务项目外包清单，

推进文化投资体制机制改革，吸收民间资本投资文化服务活动、项目，资助文化设施等参与文化创新工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

向社会购买机制。把具有浓厚浙江特色的文化门类和文化精品推向全国、推向全球，促使文化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齐头并进，

国有文化和民营文化多元发展。义乌市在 2014 年送文化下乡活动中，政府文化职能部门通过购买文化服务，和市婺剧艺术团、

越剧联谊会、群众戏曲艺术团等 11 家团体订立合同，共购买演出服务 168 场。上演的节目联系城乡实际，源于百姓、源于生

活，精心创作、精心编排，精彩纷呈的演出满足了群众多种多样的文化口味，满足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了公共文

化服务的效果。 

4、加快文化产业集群发展 

为了提高文化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这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基础。通过推动文化产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的

合作创新，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集群，集群内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实现文化创新目标与产业发展规划。实践证明文化产业

集群是提升美国软实力的有效举措。美国的沃尔特·迪斯尼在 1923 年创建了迪斯尼公司，从最初的玩具品牌发展成为集迪斯

尼影业、迪斯尼主体公园和旅游度假业、迪斯尼消费产品、迪斯尼传媒网络等四大产业，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产业集群。从一个

立足美国市场的企业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跨国公司，并且创造了辐射全世界的流行文化，米老鼠、唐老鸭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

形象。杭州的动漫产业、义乌的文化创意产业都有较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动漫产业集群、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文化

与科技、旅游等融合共生，形成文化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实现共赢发展，促使文化产业成为城市支柱产业。 

5、促进文化产品出口 

纵观国外，文化产品出口在对外贸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在 20 世纪末文化产业就成为第一大出口创汇产业。文

化产品出口的重要意义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是具有强大的文化、政治、经济效应，也是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拓

展全球文化市场，加强中华文化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有效举措。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精神文化需要是随着经济

收入水平上升而不断增加的。结合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国家应制定鼓励文化产业发展政策，构筑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发展

优势文化产业，推动中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会转型升级，引领全国文化产业不断创新，促进文化产品更新换代，不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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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差异化的文化产品，促进文化产品出口不断增加，增强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大力推进中国文化传播，提升我国文化

软实力的国际影响力。 

6、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公共文化服务是为了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公共文化可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归属感，保障市民的精神文化福利，为市

民参加文化生活创造条件。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是市民产生幸福感的重要方面。因此，加快构建、完善浙江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必须进一步挖掘浙江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浙江特色的文化资源，加强文化咨询和服务，提升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立协调机制。加快培育公共文化消费市场，开拓新的文化消费领域，开发新的文化项目，扩大文化消

费，满足城乡市民精神文化需求。 

总之，加强浙江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大力提升浙江文化软实力，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充分发

挥文化软实力本身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作用，使之成为浙江发展的强大动力，有效促进“十三五”时期浙江经济社会

稳健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富”“两美”现代化浙江提供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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