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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资源对于上海城市软实力的价值思考 

季翔 

(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701) 

【摘 要】：上海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对于城市软实力的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有直接的显性价值：以红

色文化资源为核心，城市能够整合区域旅游资源，提升经济效益；借助红色文化，城市提升了政治影响力；发扬红

色文化，城市整合强化了国际影响力。同时，也不乏间接的隐性价值：红色文化彰显了上海的城市精神、凝聚了城

市品格和价值共识、提高市民道德修养。通过红色文化资源作用下显性价值与隐性价值相结合，上海的城市软实力

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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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要“用好党的红色资源，让干部群众切身感受艰辛历

程、巨大变化、辉煌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红色文化资源的运用，到延安、北京、上海等地时，都走访了许多当地的红

色文化资源。这主要是因为，各地的红色文化资源承载了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不同记忆，每个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

各有各的特点以及独家记忆，具有不同的价值。上海的红色文化资源也有着其独特的价值，这些价值同时也有助于上海城市软实

力提升。 

1 显性价值 

显性价值是红色文化对于提升上海软实力中最直接、最明显的一部分价值。它集中体现在为城市带来的经济效益，城市的政

治影响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是最为明显且可以快速把握的价值。显性价值是红色文化提升上海软实力中的重要价值。 

1.1以红色文化资源为核心整合区域内旅游资源 

通过红色文化资源带动旅游，既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又能够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吸引力。一个城市的红色文化资源，尤其是物

质性的红色文化资源，在党史学习、红色文化传播价值之余，还能带动旅游软实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寓教于乐，在教中学，

不仅能够更好地传播红色文化，还能带动旅游，发展经济，在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吸引力的同时提升城市软实力。 

以笔者两次探访位于上海市青浦区的著名红色文化资源——陈云纪念馆为例，就是以红色文化促进旅游软实力的最好例证。

交通上，陈云纪念馆配套设施有庞大的停车场；周边有四部公交车，交通较为便捷。纪念馆内部公共设施设置合理，有着接待大

批量参观者的接待能力。地处练塘镇，此处水系纵横，农业文明浓厚，有着农家乐、蔬果采摘、餐饮、垂钓等配套娱乐设施，能

满足不同游客的不同需求。纪念馆出口位于练塘老街上，沿街有各种小吃和伴手礼……能让游客满载而归，流连忘返。打造红色

之旅与其他类型旅游资源整合，能够带动旅游软实力，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吸引力，实现经济发展。 

除了一城的旅游资源外，通过整合省际旅游资源，则能够打造更多精品红色旅游路线。在长三角地区，以 Y701红色列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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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新时代重走一大路”红色旅游之行，完全仿真模拟一大转场至嘉兴南湖红船的场景，将中共一大走过的行程串联起来，

能使游客在学思践行中感悟红色文化，感悟上海的城市品格与吸引力；在全国范围内，也有诸多的案例。以遵义、井冈山为始末

点的“长征之旅”,带动遵义市发展乡村旅游经营户 5000余家、乡村旅馆 3500余家、乡村旅游直接从业人员 4万余人、间接从

业人员近 15 万人，带动 7 万多农村贫困人口增收脱贫。2020 年 3 月，遵义在贵州率先实现整体脱贫，累计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51.38万人；井冈山则在 2019年接待游客 1932.1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60.3亿元，旅游门票收入 1.21亿元。此外，还有

以西柏坡和北京为始末点的“赶考之路”,北京的“复兴之路”等路线。这些红色之旅在整合了跨区域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成

果之上提升了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带动城市经济增长，实现双赢局面。 

1.2以红色文化资源为核心提升城市政治影响力 

政治影响力的提升也是红色文化对于上海城市软实力提升的重要价值。这一价值是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国国家范围内而言的，

即这是一种国内影响力。上海位于中国东部，地处长江入海口，面向太平洋，地理位置优越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

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作为省级行政单位、全国仅有的四个直辖市之一，上海的政治影响力本就不容小觑。在这党的百

年华诞之际，红色文化资源的运用与红色文化的传播则更能进一步提升上海的政治影响力。 

在政治影响力的内涵中，指的是个人或组织由于占有、运用一定的公共权力或与之相关的资源而具有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

依赖社会互动而实现，并通过操控他者的社会情境或其对此种情境的感知，增加他者按照自己的愿望行动的压力，可分为是非直

属权力型政治影响力和直属权力型政治影响力。上海的红色文化资源，是由于其占有、运用了上海的有利条件而使上海被动接受

了红色文化留下的宝贵资源，是一种非直属权力型政治影响力。而现如今的上海，化被动为主动，充分发挥这些红色文化举足轻

重的政治作用开天辟地，敢为人先，提升城市的直属权力型政治影响力。 

1.3以红色文化资源为核心整合强化国际竞争力 

强化国际竞争力亦是红色文化对于上海城市软实力提升的重要价值。这一价值是上海这座城市全球范围内而言的，即这是

一种国际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随着红色文化的助力支持，上海的国际竞争力正日益增长，在相关机构研究所的综合实力排名

也在不断提高。 

上海这座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正不断提高。从具有代表性的经济能力而言，上海的经济实力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上海解放之

初，陈云同志就领导指挥过一场“不亚于淮海战役”的金融保卫战，稳固了上海经济与民生。根据 2021年上海市政府颁布的“上

海概览”,“上海至‘十三五’期末，已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2020年，上海市生产总值达 3.87万亿元，

总量规模跻身全球城市第六位；上海证券市场筹资额、现货黄金交易量、原油期货市场规模等均位居世界前三。”其经济实力在

世界范围内都具有一定话语权。随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提出，上海在城市治理水

平、法治建设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通过开办 2010年上海世博会、连续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F1赛车等多项国际重大

展览与赛事，坚持对外开放，吸引了更多国际目光关注上海，上海的营商环境也随之不断优化，吸引了大批跨国公司、投行与国

际金融。2001 年 6 月 15 日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是一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拥有八个成员国、四个观察员国及六个对话伙

伴，开展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旅游、环保及其它领域的有效合作，上海的国际竞争力只会越来越强大。 

2 隐性价值 

隐性价值是红色文化在上海城市软实力提升战略中的核心，是与软实力内涵最为契合的部分。软实力的概念最早由现任美

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约瑟夫观点的核心是软实力包含了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民意等方面的影响

力。这些隐性价值虽不如显性价值的作用直接，但能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城市软实力，对于城市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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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彰显城市精神 

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上海这座城市就展现出了独特的城市精神。中共一大能够在上海这座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

召开，就初步展现其开阔的城市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浦东也得到了极大地变化。从曾经的农田到如今的金融中心，上海这座城

市体现出了追求卓越与开明睿智的博大胸襟。厚植这一城市精神，上海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能够焕发昂扬奋进的城市

精神风貌，在精神上提升上海的吸引力与软实力。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基础之上，上海将这

一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这一精神：通过打造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等网络集成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利用好网络，让数据

多跑路，让人民少跑腿，建设美丽街区、美丽家园、美丽乡村，切实提高人民幸福感，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文化

层面，上海也彰显出了海纳百川而又大气谦和的宽广。如今，全世界的各种文明均进入了上海。在上海，能够找到全球大部分地

区的文化印记，或为外国人聚居区，或为展览馆，或为餐饮店。这些外来文化在中国落地生根，开出了不一样的花朵。在政府管

理建成、文化融合的成果之上，上海这座城市提升了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提升了城市软实力。 

2.2凝聚城市品格和价值共识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开放、创新、包容已成为上海最鲜明的品格”,强

调“这种品格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写照”。这一城市品格是在红色文化滋养下，厚植于城市精神而彰显而出的城市品

格。发扬这一城市品格及价值共识，能够助力提升城市软实力。 

红色文化能够凝聚城市品格和价值共识。红色文化，作为江南文化这一中华文化高原上的高原——海派文化上的高峰，三者

共同作用，整合了红色文化资源，保存城市记忆和发展脚步，挖掘城市精神旨趣，从而凝聚了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及法

治等价值共识。早在革命年代，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宣传民主与科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就体现了上海的开放与包

容；建立中国共产党，则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敢为人先的创新这一鲜明的城市品格。上海因开埠通商，中西文化碰撞，自近代以

来就是一座有温度，更重法律重规则的城市。通过法治建设，让法治名片更加闪亮，使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人人自觉诚

信做事、担当责任，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局面，建设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城市，提升城市总体公平性与正义性，

让法保障全上海的权益。 

红色文化通过凝聚城市品格和价值共识提升城市软实力。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气质以及中国人民创造不屈不挠抗

争史的集体记忆。通过红色文化提炼城市相关元素，凝聚城市品格和价值共识，能够占据城市文化制高点，从而发展以品格为形

式的精神能力，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凝聚各种优秀文化，提升城市软实力，从而建设更具竞争力的城市。 

3 结语 

借助红色文化，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是建党百年下的必然要求。于上海这座城市而言，一方面，上海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

源，其价值浓厚。在建党百年之际结合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红色文化传播是时代的要求以及党和人民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上海作

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大型城市，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必须两条腿走路，在发展金融等硬实力的同时发展软实力。硬

实力是发展的基础，软实力是进步的前提。世界上的大型城市，无不大力发展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概括了上海的城市精神

和城市品格，表达了对上海软实力发展的殷切期望。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上海要借建党百年的契机，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增强

城市软实力，朝着国际化一流大都市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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