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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fucius Institutes are facing a crisis overseas after having experienced more than 

ten years of rapid growth. The outside world is suspiciou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tentions for establishing Confucius Institutes.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performances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when they face crises oversea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se crises through macro- and micro- analyses. It identifi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China 

when establishing and managing Confucius Institutes. Also, it provides useful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operat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hina’s soft power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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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孔子學院在快速發展十餘年之後遭遇海外危機，外界對中

國大陸政府開辦孔子學院的目的提出各種質疑。本文以事實列

舉孔子學院海外危機的種種表現，通過宏觀和微觀層面的全面

分析揭示孔子學院引發海外危機的深層原因即中國大陸政府在

建設和運營孔子學院過程中產出的問題，並對改善孔子學院和

大陸的軟實力戰略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孔子學院、海外危機、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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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是中外合作建立推廣漢語和傳播中國文

化的非營利性教育和文化機構，一般設在國外的高校、中小學或

者文化機構裡。為推廣漢語文化，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

政府在1987年就成立了「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簡稱「漢

辦」。孔子學院就是由漢辦承辦，旨在推動中國文化與世界各國文

化的交流與融合，以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漢

辦是大陸教育部的直屬單位，由教育部歸口管理，其小組成員由11

個政府部門和1所大學組成。2004年6月漢辦在烏茲別克建立了一所

試點孔子學院，同年11月，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首爾正式掛牌。

到目前為止，漢辦已經在140個國家建立513所孔子學院和1073個孔

子課堂，1 其目標是要讓孔子學院遍及世界每一個國家。為了更好

的管理和運營孔子學院，漢辦於2005年在北京成立了孔子學院總部

（與漢辦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並在2006年制定《孔子學院章程》

對孔子學院進行更規範化的運營和管理。孔子學院的形式多樣，有

研究型的孔子學院（如日本早稻田大學孔子學院），也有專注於文

化活動（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孔子學院）或者商業活動的孔子學院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商務孔子學院），多數孔子學院是把漢語教學

與文化推廣結合起來。在成立一所新的孔子學院時，中國會提供教

材以及部分教職人員，而外國則負責場地、管理人員和部分教職人

員。漢辦對每一所新建的孔子學院提供10萬美元的啟動資金以及近

5年的財政支援以確保孔子學院的正常運營，同時漢辦還會給予其

它支援，包括提供漢語教材，支付教職人員工資，資助國別或者地

區性的孔子學院大會等等，漢辦也會對有些國家和地區的孔子學院

1. 孔子課堂主要設在海外中小學推廣語言和文化，或針對某些特定群體而組建而成；孔
子學院則是由大陸高效與國外高校或文化機構合作建設而成，孔子學院規模更大、組

織機構上也更為正式，但二者的主要活動都是推廣語言和中國文化。本文將二者一概

而論，使用孔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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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追加的財政支持以確保可持續發展。自該項目啟動以來，大陸

領導人非常重視孔子學院的建設和發展，許多孔子學院的建立都有

相關領導的直接參與。「孔子學院」一詞已經寫進了中共17屆6中

全會的官方文件中（人民網 2011），且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

中共）和大陸國家領導人頻繁到訪海外孔子學院並在當地指導工

作，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曾多次在出訪時到當地孔子學院指導工作，

參與孔子學院揭牌儀式，且在2014年孔子學院成立十周年時發表講

話。正是因為如此，國家漢辦對該專案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財力，

包括選派孔子學院教師和志願者、提供免費教材、開展師資培訓、

邀請海外教育人士來華訪問、組織外國學生暑期夏令營活動等等

（見表一）。

表一  漢辦對孔子學院的各類投入
項目／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孔院總

數／普

及國家

122/43 226/66 305/78 554/88 691/96 858/105 935/108
1086/

120

1326/

126

1500/

135

1586/

140

外派教

師和志

願者

2054 2977 4000 4800 6099 6815 11000 14400 15500 16100 14442

提供教

材（萬

冊）

59 81 130 430 40 272 38 41 60 86 54

培訓當

地教師
15896 16782 16512 23000 10000 32319 6229 5720 40000 43322 52000

總支出

（千美

元）

56700 74494 132717 198977 137761 164103 196330 278371 300265 310854 314116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孔子學院官網（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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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了十餘年的孔子學院目前已經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

的標誌和「軟實力」的象徵，其發展壯大在有些國家和地區產生了

積極影響，也幫助改善了中國的國家形象。但是，隨著孔子學院在

全球覆蓋面的不斷擴大和在數量上的指數式增加，近幾年，孔子學

院被推上了海內外輿論的風口浪尖，海外對孔子學院的批判和指責

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尖銳。在有些國家和地區，孔子學院正招致各

種危機的產生。這些危機對孔子學院的正常運營和可持續發展造成

了負面影響，也給大陸政府的外交和對外關係蒙上了陰影。作為一

個語言文化機構，孔子學院為什麼會在海外引發危機？海外如何理

解大陸政府開辦孔子學院的目的？大陸方面又該如何應對這些危

機？為了回答以上問題，本文以Joseph Nye提出的「軟實力」為分

析視角，2 全面考察孔子學院在海外的分布和運營，探析孔子學院

海外危機的深層原因。文章第二部分說明孔子學院與大陸軟實力的

關係。第三部分考察孔子學院的發展現狀及其招致海外危機的種種

表現即海外對孔子學院的誤讀。第四部分通過宏觀與微觀層面的系

統分析揭示孔子學院招致海外危機的原因即大陸在建設和運營孔子

學院過程中有意無意產出的問題。第五部分是結論，將說明研究發

現和提出政策建議。在資料蒐集上，本文的文獻資料包括官方報

告、政府出版物、孔子學院年度報告、國內外相關的最新學術成

果。同時，筆者曾訪問美國、英國以及日本的部分孔子學院，與漢

辦的工作人員、海外孔子學院的院長、教職人員和學生進行了半結

構性的訪談，3 並在部分孔子學院的課堂進行參與性觀察。因此，

2. 本文之所以運用軟實力的分析框架，一方面是因為海外學界或者媒體在分析和報導孔
子學院時，最多提到大陸的軟實力戰略；另一方面是因為孔子學院已被大陸政府賦予

了在全球推廣國家軟實力和重塑大陸形象的任務。

3. 應受訪者要求，本文在註解中僅註明面談或者採訪的時間、地點，對人名及其所在單
位採用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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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研究方法上超越了既有的純描述性研究，增加了更多的經驗

素材與實證分析。

貳、孔子學院與大陸的軟實力

「軟實力」（Soft Power）一詞是由美國教授Joseph Nye

（2004, 10）提出，是指「一國通過吸引和說服別國服從你的目標

從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東西的能力。」在Nye看來，軟實力來源於

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價值和外交政策。Nye認為軟硬實力都是通

過影響他人行為以達到目的的能力，二者的區別在於資源的形態和

行為的本質。Nye採取了列舉法來分析軟硬實力資源，將文化、意

識形態和國際制度視為軟實力的核心要素，並用一個連續體來表示

軟硬實力行為範疇之間的關係。在資源上，硬實力是有形的，是看

得見、摸得到的物質力量，如經濟、軍事等實力；軟實力是無形的

精神力量。在行為上，軟硬實力資源分別對應著同化性權力（co-

operative power）和命令性權力（command power）。命令性權力

是改變他人行為的能力，可以建立在強制與引誘的基礎之上。同化

性權力是塑造他人行為的能力，建立在文化和意識形態吸引力的基

礎之上。二者之間的行為方式按一個序列排列：強制、引誘、議程

設定、吸引力。為了有效的辨明軟硬實力，Nye給出了以下圖式。

（見表二）

表二  軟硬實力的範疇
硬實力範疇 軟實力範疇

行為的範疇 強制                         誘致（勸誘）
命令性實力

議程設置                                     吸引
                                        同化性實力

可能的資源 武力                   收買制裁                  
賄賂

國際制度                                     價值
                                                     文化
                                                     政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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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e發表《軟實力》之後，該概念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已經傳

遍大陸。從本世紀初起，對軟實力的討論更加盛行。這是因為在

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幾次會議上，軟實力被屢次討論，已經成

為大陸高層開始關注和重視的政策議程（Zhang 2010, 383-402）。

加上學術界近些年來的的熱議和媒體的渲染，軟實力一詞最終在

2007年10月正式寫進大陸最高層報告─《黨的十七大報告》，當時

的總書記胡錦濤在報告中指出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人民網 

2007）。而以習近平為首的新一代領導集體將軟實力推向一個更高

階段，在習近平看來，提升軟實力，不僅能夠減少中國威脅論，幫

助改善國家形象和掌握國際話語權，更重要的是關係到中國夢的實

現（新華網 2013）。在大陸的語境下，文化尤其是傳統文化更是

軟實力的核心內容。無論是在領導人的講話還是在官方的報告中，

軟實力的標準提法是「國家文化軟實力」，都是用來形容大陸政府

的文化發展戰略。這樣一來，無論是在國內層面還是在國際層面，

之前所實施的一系列文化舉措，諸如大陸媒體的國際化、海外漢語

學校和文化中心的創立、出版與影視、文化產業的發展等等實踐都

被納入到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框架。建立孔子學院，最初是屬於「文

化走出去」戰略的範疇，也開始成為大陸推廣軟實力的標誌性實

踐。正如漢辦主任許琳所言：「孔子學院已成為體現大陸軟實力的

最亮品牌。」（新華網 2007）

參、孔子學院在海外的發展現狀及其危機表現

截止到2016年12月，大陸已經在140個國家共建設了1586所孔

子學院和孔子課堂，遍及世界五大洲。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

展中國家，每一所孔子學院都承擔著漢語教學和推廣中國文化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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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只是在國別和地區特色的基礎上各有側重和強調。然而，孔子

學院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速度和規模不同（見圖一），當地對

孔子學院的態度和看法也有所不同。本節關注孔子學院的海外發展

現狀，尤其關注孔子學院在世界五大洲招致的危機及表現。

孔子學院在美洲尤其是北美的數目最多、增長最快，共702所

分布在20個國家，美國共建611所，在數量上位居世界第一，占全

球孔子學院總數的40％，其次是加拿大，共建47所。但是孔子學

院在美國的影響卻差強人意，美國對孔子學院的態度有利益上的

考慮，也充滿了各種擔憂。例如，洛杉磯有些地區學校拒絕建立

孔子學院是因為早些年當地居民與華人移民之間的衝突（Adelman 

2010）。芝加哥大學與費城大學在2014年10月一周之內接連終止與

漢辦的協議，停辦孔子學院，原因是在校教師與管理人員擔心孔

子學院會影響學校的學術自由，因為大陸規定禁止孔子學院討論

一些關於大陸的敏感話題（Schmidt 2010; Uchicago News 2014）。

觀察者網刊登文章稱，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曾呼籲近百所大學取

消或重新談判與孔子學院之間的協議，主要理由是孔子學院是由

具有政府背景的漢辦資助，目的是宣傳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因而

違背學術自由的原則。而在2012年5月，美國國務院發佈了一條政

策指令，關於孔子學院教師所持簽證的合法性問題以及孔子學院

的認證問題，對孔子學院能否繼續在美國運營提出了質疑（China 

Daily 2012）。在加拿大，有些人認為孔子學院是大陸政府的情

報機構（de Pierrebourg and Juneau-Katsuya 2010）。加拿大國家郵

報頭版新聞刊登：「加拿大的中國語言中心是文化俱樂部還是間

諜的前哨？」（McDowell 2010），2013年12月，加拿大大學教

師協會（CAUT）呼籲所有加拿大高等院校都不要設立孔子學院

（National Pos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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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一共有464所孔子學院分布在41個國家，數量較多的國家

有英國（177）、義大利（51）、俄羅斯（22）、德國（23）和法

國（20）。歐洲的第一所孔子學院建在斯德哥爾摩大學，該大學

在2015年1月發佈通告說，大學與孔子學院的合作協定於2014年年

底到期後不再續約，並將於6月30日關閉，校方對瑞典《每日新聞

報》說：「通常來說，大學裡設立的一個機構由另一個國家政府提

供經費，確實是有問題的做法。」（新華網 2015）斯德哥爾摩安

全與政策研究所認為孔子學院是大陸政府的「形象工程」，目的是

在推廣中國文化的同時減少「中國威脅論」（Don 2009, 78-79）。

作為孔子學院專案在歐洲的「領頭羊」，英國對大陸輸出意識形態

也有很強的警惕性。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專業教授和大陸問

題研究專家Christopher Hughes批判該校接受北京的資助開辦孔子學

院，認為孔子學院是北京的「宣傳工具」（Kerbaj 2012）。孔子學

院在德國也遭遇了類似的批評和質疑，他們擔心德國大學的獨立性

會受到威脅，且認為孔子學院運作不透明，是大陸對外進行文化控

制的組織（韓一元 2014, 194-207）。德國東亞研究所的研究人員

認為，孔子學院的計畫是北京的公關宣傳項目，北京借充滿魅力的

中文文化來創造一種正面形象，所以，有些學校並沒有接受北京的

援助來開設語言學院。他們不希望讓北京來指導校方如何教授中文

（環球時報 2007）。在法國，據一線人士觀察，孔子學院設置的

獎學金並不太受歡迎，2012年巴黎七大孔子學院的獎學金無一人申

請（陳曉徑、王樂梅 2014, 80）。

大洋洲共有117所孔子學院分布在5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青睞

大陸的經濟發展和日益增強的政治影響，因此建設的孔子學院數量

較為顯著，分別建成81所和33所。但是，孔子學院在大洋洲引發的

爭議也不少，澳大利亞駐中國前外交官、雪梨大學客座教授梅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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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celyn Chey）（2008, 32-46）認為孔子學院是中共的宣傳機構

（Norrie 2011）。孔子學院在紐西蘭也遭遇尷尬，據教育部統計資

料顯示，漢語是紐西蘭受歡迎程度最低的外語（海外華文教育動態 

2008, 49）。

孔子學院在非洲國家的總量不如其他幾大洲，但是增速不

斐，從2006年6個國家的6所孔子學院增長到2016年36個國家的75所

孔子學院。2005年建立的奈洛比大學孔子學院是非洲成立的第一所

孔子學院。雖然有政界人士認為孔子學院的建立有助於強化中非關

係，但是孔子學院在非洲國家的反響並非是預設的那樣良好，許多

孔子學院的參與者都認為大陸建設孔子學院與其在非洲的商業利益

有關聯。奈洛比大學孔子學院的教職人員認為孔子學院的建立與大

陸政府在肯亞的「政治利益」密切相關，管理人員更是露骨的批判

北京建立孔子學院目的是掠取非洲的資源，是借助孔子學院與非洲

建立有形的聯繫（Wheeler 2014, 49-63）。

亞洲國家共有215所孔子學院分布在33個國家，其中韓國

（36），泰國（35），吉爾吉斯斯坦（25），和日本（22）的數量

較為突出。雖然孔子對許多亞洲國家而言毫無陌生感，但是孔子學

院在亞洲的發展不盡人意。日本曾經受到儒家文化的深遠影響，但

是卻對大陸政府主導的孔子學院倡議提出了質疑。到目前為止，日

本所有開辦孔子學院的學校都是私立大學，還沒有國立大學提出要

開辦孔子學院，主要是對孔子學院意識形態和文化威脅的顧慮。孔

子學院在印度的情況更遭，僅僅是在2007年達成建立兩所孔子學院

的協議，之後一直處於零增長狀態。經過近10年的努力，印度第一

所孔子學院在2013年7月18日才最終落地。印度政府拒絕建立孔子

學院並稱其為「中國政府推廣軟實力的工具，想要用文化作為宣傳

工具來擴大影響。」（Time of India 2009）在東南亞地區，有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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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擔心孔子學院沿襲過去的華文教育，會弱化年輕學子對所在國的

國家認同感，特別是華人族群的國家認同，從而影響國家的穩定。

目前，孔子學院在該地區的數量並不顯著，在印尼和越南，孔子學

院的建立遭遇了曲折的協商過程，因為當地政府擔心孔子學院是孔

教學院，推動宗教傳播。深受海外華人文化影響的馬來西亞政府也

顧慮孔子學院的宗教因素，協商改名為「全球漢語中心」和「孔子

漢語學院」之後才最終得以建立。

圖一  孔子學院的地區增長圖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孔子學院官網（2017）。

綜合世界五大洲主要國家對孔子學院的批判與指責，主要集

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因為孔子學院的官方背景，海外對大陸政

府開辦孔子學院的目的和動機提出質疑，認為孔子學院是服務於國

家利益的外交戰略；二是認為孔子學院的運營以及與大陸教育部和

漢辦的合作影響了所在國的學術自由，與西方國家所宣導的主流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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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符；三是認為孔子學院是中共的宣傳機構，旨在傳播共產主義

意識形態，進行文化滲透。可見，海外對孔子學院進行了較多的政

治解讀，對孔子學院的批評都並非源自對孔子學院本身的語言教學

和文化推廣，種種非議和擔憂都是源自對大陸政府的不信任、對大

陸政策的質疑，是借孔子學院表達對大陸的不滿，矛頭直指政治與

意識形態層面，其中有些指責是言過其實，還有很多是妄自揣測。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孔子學院招致這些海外誤讀有所在國的原因，

因為近些年大陸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迅速提升，使得許多國家

還未能從心理上適應這一國際局勢的變化，因此對大陸所開展的國

際活動吹毛求疵，各種批判和針對；但是作為一個語言和文化機

構，孔子學院會在海外遭遇以上尷尬處境也與大陸在建設和運營孔

子學院過程中有意或無意生產出的一些問題有關，這些問題使得海

外一些別有用心人士可以借題發揮，對孔子學院和大陸加以指責，

下文將探討孔子學院招致海外危機的原因，即大陸在開辦孔子學院

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肆、孔子學院海外危機的深層原因探析

本小節通過宏觀與微觀層面的考察，以及對部分國家的孔子

學院進行實地訪談和參與性觀察，結合既有文獻，探析孔子學院產

生危機的深層原因。宏觀層面是考察孔子學院在全世界的分布與運

營情況，微觀層面是深入個別孔子學院觀察其開展活動的情況。通

過系統的分析發現大陸在海外建設的孔子學院中存在許多導致其危

機產生的問題點，這些問題點包括：

一、孔子學院在分布上反映出大陸的外交利益訴求

孔子學院在全世界的分布模式折射出大陸對外關係的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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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大陸外交政策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重心，為適應新時期大

陸發展的需要，在十六大報告中就確立了「大國是關鍵，周邊

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的外交戰略格

局，目前，孔子學院的分布模式也體現出這一指導方針。從國別

分布來看，到2015年底，建設孔子學院較多的國家依次為：美國

（611）、英國（177）、澳大利亞（81）、義大利（51）、加拿大

（47）、韓國（36）、泰國（35）、紐西蘭（33）、德國（23）、

俄羅斯（22）、日本（22）、法國（20）。不難看出，孔子學院在

「大國」數量最多、增速最快，然後是周邊國家，最後才是發展

國家。據大陸教育部相關人士解釋，孔子學院在佈局時確實考慮大

陸的外交原則。地方政府也鼓勵當地高校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緣優

勢開辦孔子學院，進行教育合作。雲南省委、省政府就強調，「高

等教育的『走出去』戰略應該發揮區位優勢，遵循與鄰為伴的原

則，這樣才有利於構建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3）因此，雲南省的高校在建設孔子學院時多考慮的是東南亞和

南亞地區，現已和孟加拉、泰國和斯里蘭卡等國合作建立了孔子學

院和一批中國語言文化中心。廣西省的高校通常與泰國的高校合建

孔子學院；青海與陝西省的高校則多與中亞國家合作；新疆的高校

則選擇與吉爾吉斯的高校在孔子學院上聯姻，還在中亞其他國家建

立了漢語中心。可見，孔子學院的建設和分布反映出大陸外交的輕

重緩急以及在不同地區的利益強調，大陸想要與其重視的國家結成

夥伴關係（Don 2009, 78-79）。

二、孔子學院反映出大陸對國家認同的追求

語言和文化歷來就與國家認同緊密聯繫在一起，大陸決策者

一直相信語言文化是國家凝聚力的源泉，因此利用文化和語言的

力量聯繫海內外華人以增強國家認同和提升民族凝聚力。江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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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關於「文化紐帶」的重要論述，指出中華文化具有「維繫民

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特質，必須面向「全體中國人」（人民網 

2002）。之後，這一思想成為大陸文化工作的熱點，1998年便開始

實施「華夏文化紐帶工程」，宗旨是深入開掘中華文化，爭取海內

外中華兒女和國際友人的文化認同。該工程從發起時，就注重開

展海內外華人「同文同宗同鄉」活動，中共和大陸領導人也相當

重視和支持，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等都曾作出批示，支援該

工程的工作。如今，推廣漢語言和大陸文化的孔子學院也具備同

樣的使命（Yang 2007, 159-172, 387-389）。孔子學院面向的不僅是

外國人，還包括海外華人（作者訪談，漢辦工作人員，日本，2009

年05月）。孔子學院不僅分布在華人聚集較多的國家如美國、加拿

大、韓國、泰國等，還有針對性的開展了凝聚華人後裔的各種「尋

根」夏令營活動。「孔子學院在國外的建立得到了許多華人的支

援，海外華人網路在孔子學院的建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孔子學院

就是一項華人事業」（作者訪談，孔子學院院長，日本，2010年05

月; Callahan 2010, 152; Barrs 2011, 76）。正因為如此，大陸國務院

僑辦也非常重視孔子學院的工作，希望不懂中文的僑二代能利用孔

子學院這個新的平臺，學習中華語言，保持民族特性（中國國務

院僑務辦公室 2014）。漢辦與孔子學院的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

「漢語國際推廣研究所」在其成果報告中指出，要「深化中國文

化的海外傳播力度，使孔子學院成為弘揚中華文化的重要品牌，進

而以族緣、地緣、語言、文字、文化的認同為基礎，圍繞大陸、

兩岸四地、漢字文化圈、海外華人群體、全球文化友人等，建構廣

泛而無形的『五環外交』」（中國人民大學漢語國際推廣研究所 

2008）。可見，孔子學院的建立體現出要加強民族認同和提升國家

凝聚力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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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孔子學院反映出大陸追求良好國家形象

大陸的國家形象一直被西方國家尤其是西方媒體誤讀，「妖

魔化中國」的背後是對中國文化的不理解（李希光、劉康 1996, 

3-8）。西方渲染的各種「中國威脅論」不僅損害了大陸形象，且

使大陸面臨一個更為複雜的國際環境和外部壓力。因此，大陸領導

人一直致力於改善國家形象，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內加強

對外交流，向世界展現大陸人民嚮往和平與發展的願望，並以實

際行動展現。選擇用建立孔子學院的文化外交方式似乎是一個可

以改善國家形象的有效辦法。首先，選擇用孔子來命名，不僅僅

是一個「品牌效應」（作者訪談，孔子學院院長，日本，2010年05

月），也是想要用孔子來代表中國文化，宣傳大陸形象，用儒家的

「和」、「合」思想來消除對中國崛起的各種誤讀。這不僅與「和

諧世界」、「和平發展」的外交倡議相符，也與大陸近些年對傳統

文化尤其是儒家經典的重視相呼應。實際上，孔子學院的分布也顯

示出改善國家形象的用心良苦，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態度調查」

欄目近些年的資料反映出許多國家如日本、美國以及歐洲國家如法

國、德國等對大陸的積極態度和看法呈現下降趨勢（Pew Research 

Center 2016），而目前，這些國家和地區恰好是大陸佈局孔子學院

的重點考慮。

四、孔子學院反映出大陸對商業利益的追求

孔子學院的分布與建立呈現出大陸追求經濟利益的考慮，孔

子學院啟動是在本世紀初，大陸正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走

出去」最初是在經濟領域提出，之後延伸到文化領域，以作為經濟

走出去的配套措施。目前，孔子學院分布較多的國家也是大陸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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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交易夥伴，如美國、英國、韓國、俄國、德國、日本和泰

國。隨著近些年大陸開始大力投資非洲，建立孔子學院的經濟考慮

顯而易見體現在非洲地區。在2006年舉行「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

會之後，非洲地區的孔子學院從1所增加到6所，到2015年底，已經

增長到69所。有研究表明，大陸在非洲國家建設孔子學院有效促進

了大陸對非洲國家的出口貿易和投資（Lien, Oh, and Selmier 2012, 

147-155）。「漢語國際推廣研究所」也在其研究報告中指出：

「孔子學院資金投入的提高完全有可能對我國外貿出口產生一定影

響。」（中國人民大學漢語國際推廣研究所 2009）可見，對孔子

學院的合作來說，是否有利於大陸經濟的發展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指

標。孔子學院的服務中包含提供大陸商業和經濟方面的諮詢，倫敦

政治經濟學院商務孔子學院是應商務人士之需專門開辦的。而在法

國，大陸企業如中興公司和華為企業都參與了孔子學院的建立，以

幫助培訓當地員工。參照西方國家的經驗，語言推廣潛在的經濟收

益是巨大的。漢辦也期待孔子學院的發展能夠像ETS下的托福、托

益以及GRE考試和雅思考試一樣帶來經濟收益。目前孔子學院的發

展已經吸引了更多的漢語考生，海外參加漢語水準考試（HSK）人

數已經從2006年的72,924人次增長到2015年的600多萬人次。

五、孔子學院反映出與台灣書院競相國際影響力

大陸與台灣之間的競爭不僅表現在經濟、政治和外交領域，

也日益延伸到文化領域。因為大陸和台灣兩種華語（大陸稱「漢

語」，台灣稱「國語」）的存在，在語言文化推廣方面，兩岸一直

存有競爭，其中不僅有爭取國際影響力的因素，也有爭取海外華人

認同的因素。「孔子學院章程」中強調，「孔子學院的教學採用普

通話和規範漢字」。而台灣也有推廣繁體中文和大陸文化的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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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台灣在38所高校建立了「國語培訓中心」以推廣華

語和文化，吸引了許多國家的留學生（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2017）。且隨著台灣也開始重視「軟實力」和公共外交，已於2011

年10月開始在美國紐約、休斯頓和洛杉磯等城市建立「台灣書院」

推廣華語教學和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短短幾個月內，在台灣

駐外機構的支持下，已經在54個國家設置172個台灣書院聯絡點，

這些書院目的是展現台灣民主、自由、經濟穩定發展的成果，借此

重拾對中華文化的敘述權（Rockower 2011, 107-152）。台灣相關

人士表示，建設台灣書院有與大陸所建的孔子學院競爭的意味（作

者訪談，台灣教育部官員，台灣，2011年07月），就大陸和台灣的

立場而言，推廣孔子學院與台灣書院為發展與外國的友好關係，有

相當程度的外交戰略考量和總體布局，從孔子學院及台灣書院的地

區分布可以看出兩岸的外交版圖，目前孔子學院重點投放的國家也

是台灣書院的重要海外據點，亦不乏同時設有孔子學院及台灣書院

聯絡點的國外大學機構，這必將為日後的爭議埋下伏筆。

六、孔子學院反映出干預別國學術自由

孔子學院的主要使命是推廣漢語教學和大陸文化，同時還提

供漢辦定制的一些服務，如培訓漢語教師、提供大陸留學諮詢、組

織各類文化活動等等。與西方國家的語言文化機構如歌德學院、法

語聯盟和英國文化委員會不同的地方在於，漢辦給開辦孔子學院提

供啟動資金和五年甚至更久的追加資助。這些資金和資助吸引了許

多合作方想要與大陸高校合作建設孔子學院（作者訪談，漢辦工作

人員，日本，2009年05月）。孔子學院快速發展的時期恰逢許多國

家遭遇金融風暴，政府縮減了高等教育經費，而漢辦提供的文化教

育經費彌補了外國這些高等院校的中文課程和研究項目的初創或延

續（丁學良 2014, 80）。例如，孔子學院大量經費的流入是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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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特別是國家資源中心（National Resource Center）對地區與語

言學科的研究經費支出大幅削減47％的背景下出現的。大陸所提供

的這些資金、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間接影響到其他國家的學術自

由，正如受訪者所言「因為中國政府提供了各種資源和服務，孔子

學院不會做出違背有損於中國利益的事情。」（作者訪談，孔子

學院院長，美國，2010年06月；日本，2011年11月）有觀察者指出

「孔子學院的推廣模式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和鮮明的政府行為，與

西方教育不受政府控制的理念不合，從而會被他們中的多數人誤以

為是北京用來推廣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滲透西方的工具。」（國際

網 2015）可見，漢辦在經濟上為每一所孔子學院提供的資金和資

源不僅再次強化了「中國經濟崛起」的事實，還無意之中影響了孔

子學院的學術自由，這也是導致海外批判孔子學院干涉學術自由的

原因之一。

以上宏觀與微觀層面的分析呈現出孔子學院的種種國家利益

訴求，孔子學院的建設和分布不僅反映了外方對漢語教學的需求，

而且也反映出大陸借助語言文化活動推廣其政治經濟和外交議程，

因此使得孔子學院招致了海外的批評和異議。

伍、結語和建議

儘管以上宏觀與微觀層面的分析顯現出的問題點並非是大陸

開辦孔子學院的初衷，但是，在海外民眾看來，正是因為上述問題

的存在，孔子學院已遠非是純粹的語言文化機構，其建設與運營暴

露出許多與國家利益相牽連的內容，遠遠超出軟實力—依靠吸引、

說服改變受眾觀念的範疇。服從國家利益是所有同類語言文化機構

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但是孔子學院所持有的這些不同特徵卻強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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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的國家戰略動機。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文化項目，孔子學院

的發展過於迅速和高調，在短時間內建立了覆蓋全球的網路，規模

和發展速度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推廣了幾十年的文化項目，如德國

的歌德學院和日本的國際交流基金等。這種激進式的文化推廣不得

不讓人聯想到背後的國家意圖，致使海外對孔子學院提出各種質疑

和誤讀，最終釀成危機。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對孔子學院的評價中

很多是惡意指責或者是別有用心，據筆者瞭解，在海外孔子學院的

運營過程中，漢辦給予每一所孔子學院較多的自主權，對孔子學

院組織的各類教學和文化活動也干涉甚少（作者訪談，漢辦工作

人員，日本，2009年05月），所謂的「意識形態滲透」、「文化殖

民」、「中共宣傳工具」、「間諜機構」等等說辭根本無從考證。

正如斯坦福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院長Richard Thaler所說：「據我的

經歷來看，我並沒有從孔子學院看到任何形式的陰險的、顛覆性的

論調，我認為孔子學院設法與美國最好的大學合作是一件極其有益

的事情。」（楊帆 2012, 136-139）

孔子學院能夠在短短十年之內建立起覆蓋全球的網路，不僅

是因為大陸日益重視推廣國家軟實力，也說明了在大陸崛起的背景

下海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和對中國前景的良好預設。就目前的發展

來看，孔子學院在部分國家和地區確實起到了提升軟實力和改善國

家形象的作用，皮尤態度中心近些年的調查顯示許多國家尤其是非

洲國家和周邊國家對大陸的積極態度和看法在明顯改善，孔子學院

已經成為海外民眾瞭解和認識大陸的視窗，為大陸與外部世界之間

提供了新的交流平臺。鑒於目前孔子學院所面臨的問題和尷尬處

境，大陸須做出相應的改善。首先，放慢發展速度，努力提高每一

所孔子學院的品質，明確每一所孔子學院所要傳播大陸軟實力的內

容。如果不能釐清孔子學院到底要傳播怎樣的核心價值，不管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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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何種舉措，外界都會依據自身的觀念形成對大陸的認識；其

次，準確定位孔子學院，減少外界對其政治意圖的擔心。筆者認為

就目前的運營來看，應該將孔子學院定位為一項對外文化交流事

業，與傳統的「對外宣傳」區別開來，每個概念背後承載的內容、

行為方式和實際操作都不同。如果定位模糊，必然會誤導受眾和招

致猜忌。且將孔子學院定位為對外文化交流事業不僅可以納入更多

的非官方機構、民營企業和民間團體參與建設孔子學院，還可以淡

化官方色彩避免與政府行為有過多的牽扯。

從孔子學院的海外危機中管窺到更深層次的是軟實力戰略的

問題，大陸對軟實力認知和操作上的偏差與誤區。大陸領導層和知

識精英毫不掩飾的接納了「軟實力」這一概念，但是，大陸仍然沒

有形成一套綜合的、連貫的、長遠的國家戰略。軟實力在大陸情境

下與其最初的涵義相差甚遠，Nye和西方國家都將政治價值視為軟

實力最重要的資源，而大陸卻將軟實力等同於文化，尤其是傳統文

化。在操作上，與西方國家注重發揮民間力量推廣軟實力不同，大

陸仍然是以傳統的「外宣」方式推廣軟實力，這種政府主導的文化

推廣方式會帶來一系列問題，追求政績、急於求成、駕權政府價值

偏好等（國際網 2015）。大陸作為軟實力的推舉者，須重新審視

其軟實力戰略，軟實力的內涵很多，包括開放的社會，成功的發展

模式，多元的文化，與世界共用的價值，各種外交表達，國家的信

譽以及領導人的魅力等等，絕不僅僅是一個孔子學院所能涵蓋和代

表。大陸不能僅僅將目光和精力集中在文化尤其是傳統文化一處，

這就限制了從多方面來發展和提升軟實力。其次，在實踐軟實力時

避免將國內的宣傳方式移植到國外，而更應注重內在建設。追求軟

實力最重要的「不是如何走出去影響別人，而是我們自己得有一個

大家都視之為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文化—倫理格局，然後廣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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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深在其中能自得其樂。」（趙月枝 2013, 52-59）總之，教育文

化交流事業絕非朝夕之事，要想辦好孔子學院，還得要樹立百年大

計的思想，才能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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