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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国际化进程中城市文化 

软实力提升的路径研究 

——以义乌为例 

陈旦
1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义乌 322000) 

【摘 要】：城市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城市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参考依据，是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引擎。义乌的经济发

展辐射力很大，但城市文化影响相对较弱。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义乌作为支点城市，需要铸就独特的城市文

化，让义乌特色走向世界。义乌的国际商贸文化汇集“信义并举”“点石成金”“尚武勇为”“尚文好学”“开放

包容”,具传统性、现代性、国际性于一身，可以在对外传播的相对文化中构建一个第三方文化空间，缩小文化差

异、消除文化屏障。除了城市文化的对外传播之外，也需要提升城市内部的公民文化，包括认同城市价值、参与城

市管理、具备道德素质、享受公共服务，这样城市的公民文化水平与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才能相吻合。 

【关键词】：城市文化软实力 第三方文化空间 公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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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现实意义 

国家软实力的发展还是要建立在城市与区域的软实力发展基础之上。城市软实力与城市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义乌的经济成

就显著，义乌模式的发展使得义乌的国际化进程加快，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同时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商常驻义乌。城市国际化进

程加快，城市文化软实力也需要相应提升。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义乌作为战略支点城市，需要铸造独特的城市文化，成为

经济发展的内生引擎。城市文化的铸造包含城市文化的对外传播与内涵建设两个方面，对外传播是扩大义乌独特文化的国际影

响力，内涵建设是提高城市公民文化水平，为高质量高水平建成世界“小商品之都”提供较强的文化辐射和文化反射功能。 

2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理论依据 

关于城市软实力的研究，国内起步较晚。倪鹏飞较早提出城市软实力的概念，包括“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开放力和秩

序力”。庄德林、陈信康把国际大都市的软实力概括为“城市文化、公共管理、人力资本、城市创新、生活质量和国际沟通力”

六个方面。城市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有赖于跨文化传播。根据跨文化传播学理论，来自不同文化情境(cultural context)的文化信

息发出者和接受者，他们的社会习俗、思维方式、信仰系统以及价值观念等都存在大量差异，不同群体间的文化边际(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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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屏障制约着跨文化传播的效果。为了克服文化边际屏障引起的冲突，达到顺利传播的目的，需消除传播形式、传播内容以

及传播效果等方面的屏障，可以在两个互动实体之间构建一个具有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的第三方文化(third-culture)

空间，为文化协商、重叠、渗透(interpenetration)、融合(interfusion)、转化(transformation)等提供场域，建立“互惠互

补、共生共赢”的跨文化关系，达到传播效果。该理论由美国学者多德(CarleyH.Dodd)提出(图 1)。 

 

图 1多德的跨文化传播新模式 

国内研究学者张开等通过该理论阐述扬州运河城市文化走向世界的策略，通过鉴真、崔致远等“历史人物”寻求中外文化

认同，建立第三文化空间，构建文化“纽带”和桥梁，制定跨文化传播策略。毛艳枫等利用镇江市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

的渊源关系，构建跨文化传播策略，成功向外界传播中国江南名城形象。 

关于义乌文化的研究，国内学者多从经济文化互动理论角度出发，对义乌文化的特点及其传播影响进行梳理，如张敏杰、白

小虎等。除此以外，对外文化传播中的第三方文化空间理论也可用于城市文化的对外传播。囿于义乌的地域相对封闭性，20 世

纪 80年代以前的义乌文化在海外传播和影响很有限，无法和扬州、镇江从历史中寻找具有代表性的跨文化桥梁。但是，义乌独

特的商贸文化具有传统性、现代性、国际性。本研究尝试以此为跨文化的桥梁构建不同文化脉络群体的缓冲地带，建立双方相互

适应、相互认同的场域，提出相应的传播策略。 

3 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实现路径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实现路径包含城市精神的对外传播与公民文化的内在提升。 

3.1培育独特的城市精神，通过第三方文化空间向外传播 

城市精神是用来区别一座城市与一个乡村的标尺。义乌城市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于文化传统性、现代性、国际性的融合。传统

文化以“孝乃天道、义行天下”的孝义文化、“儒商并重，义利并举”的商贸文化、“尚文好学、尚武勇为”的精神文化为核心。

延续城市历史脉络的今天，义乌形成了“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创业文化、

“多元融合、开放包容”的开放文化。同时，又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外来文化。国际商贸文化汇集“信义并举”“点石成

金”“尚武勇为”“尚文好学”“开放包容”,具传统性、现代性、国际性于一身，应将城市精神文化对外传播，增强国际沟通

力。 

国际商贸文化对外传播的第一步是通过寻找中外文化中的共同或相近话题，构建第三方文化空间。国际商贸文化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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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文化与西方的“契约精神”、创业文化与西方“创新”“冒险”精神、“义乌兵”“鸡毛换糖”与西方团结合作精神、“尚

文好学”的学术传衍与西方的“崇尚智慧、重视教育”“开放包容”与西方的“多元文化教育”都存在相对共性。在相对文化

中构建一个第三方文化空间，为缩小文化差异、消除文化屏障提供有效途径。 

 

图 2基于国际商贸文化的义乌城市文化跨文化传播策略 

在此基础上进行情感、认知和实践层面的跨文化传播，达到在良性的环境中寻求共同点和相互信任，互相适应对方文化，达

到跨文化认同的目的。在义乌生活着 1.5万常驻外商，可以通过商贸活动、创业沙龙、社会活动等多种形式创设第三文化空间，

如“世界商人之家”通过决策咨询、丝路文化、志愿服务、阳光工艺、创业人才等搭建第三文化空间，让外商在切身实践中体验

和感知国际商贸文化，从而主动接受传播主体传送的信息，并会自然而然地传播到客体文化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传播具有强

烈文化脉络色彩的本土文化，如桥头文化、孝义文化、居士文化、红色文化、书院文化等。 

文化传播除了寻求相对文化认同、文化体验与实践以外，还需要提高传播主体己方文化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3.2培育多元包容、自信自觉的城市公民文化 

现代化的城市必定是民主、和谐、包容、自信、自觉的城市。任何城市提升软实力都离不开公民文化的提升。这座城市中的

市民应认同城市价值、参与城市管理、具备道德素质、享受公共服务。这样城市的公民文化水平与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才能相吻

合。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的形式，义乌城市公民文化的基本现状如下。 

(1)认同城市价值方面，义乌市民(包含义乌本地人、外来建设者、外籍人士)对“义乌精神”的知晓度和认同度都较高。在

义乌城市软实力的问卷调查中，77.23%的受访者知道“义乌精神”的内容，其中“多元”“包容”“友善”“创新”是受访者

提到最多的形容义乌城市精神的关键词。调查显示，91.09%的受访者认同“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说明

外来建设者和外籍人士正在逐步融入义乌的城市文化中。对城市精神的高度认同是培育公共精神的前提和基础，公共精神可以

唤起市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城市主人翁意识。 

(2)参与城市管理方面，义乌市民的参与度相对较低。调查显示，仅有 44%的受访者经常或总是关注义乌政府官网，52.47%

的受访者经常或总是关注政府公众号，26.73%的受访者经常或总是关注报纸新闻。86.14%的受访者从来没有向政府表达过自己

对义乌城市发展问题的建议或看法。市民的参与程度关系到城市的民主程度。因此，义乌提升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提高市民

参与城市管理的意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提高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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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德素质方面，义乌市民的素质整体较高。调查显示，有 75.24%的受访者会在公交车上主动让座，90.1%的受访者会等

找到垃圾桶后扔垃圾，92.08%的受访者会停车礼让行人。总体而言，社会信任度和市民安全感较高。当被问及是否赞同“我愿意

信任别人，当别人需要帮助时，我会伸出援手”时，61.39%的受访者选择“总是”,20.79%的受访者选择经常，14.85%的受访者

表示看情况。由此可见，城市社会资本较为雄厚。社会资本指的是包含信任、规范在内的能提高社会效率的社会组织特征，信任

是其核心要素。信任可以促进社会稳定，提高社会效率。因此，义乌城市的社会信任度较高，社会资本较为雄厚。不过，在具体

情况下，受访者的表现也出现一些变化。当被问及“马路上有人摔倒，你愿意去帮助”的问题时，53.46%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帮助，

33.66%的受访者表示看情况。访谈中也有受访者提到义乌市民仍存在如“在餐厅说话大声”“宠物便后主人没有主动清理并扔

入垃圾桶”等问题。因此，城市软实力建设中，也应继续提升市民的道德素质，将城市精神与地方优秀文化融入市民的道德素质

教育。 

(4)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受访者表示义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逐步完善，包括对民众免费开放的公共图书馆、举办地

方特色的文化馆和剧院、举行文化节和体育赛事等。同时，受访者也提出一些建议，包括“加强基础教育建设”“引进一些有特

色的书店”“提高中国文化自信感”等。 

由此可见，公民文化的培育由培育公共城市精神、提升城市民主程度、提高城市社会资本、强化公共服务建设为切入点提升

城市文化软实力。 

4 结语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铸造独特的城市文化，并寻求相对文化认同，促进对外传播，由此彰显和传承

义乌城市的文化脉络，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是提升公民文化。公民文化的提升不仅能提高文化传播主体

己方文化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还能强化社会资本与社会效果，提升城市软实力，为高质量高水平建成世界“小商品

之都”提供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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