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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pate of studies on China's soft power have been published over the past decade.
Nevertheless，none of them has ever systematically addressed this top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r related it to Chinese Oversea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oles
played，the influence mechanism created，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hinese
Overseas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ft power. A number of unique roles
played by the Chinese Overseas are listed in the article，such as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conducting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propagating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understanding，supporting and explaining China's policies and diplomatic actions. As
for the influence mechanism，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it is concerned with individual behavior or
pers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Overseas，and the role played by ethnic Chinese media，Chinese
education overseas and Chinese voluntary associations. The authors argue that different id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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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ese Overseas may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China's soft power. In the conclusion，the
authors proposed a number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order to better deal with current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一 研究缘起与相关概念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及 “和谐世界”外交战略的实施，尤其是睦邻外交政策的推

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上升，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国内外学界和舆论日益关注中

国“软实力”的影响。
“软实力”概念最早由约瑟夫·奈在 1990 年出 版 的 《注 定 领 导: 变 化 中 的 美 国 实 力 特 性》

一书中提出。随后，他在 2002 年出版的 《美国霸权的困惑》和 2004 年出版的 《软力量: 世界

政坛成功之道》等书中系统论述了软实力理论。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相对于军事力量和

经济力量等硬实力而言的能够促使他人改变立场的力量。［1］

约瑟夫·奈提出 “软实力”概念后数年间，“软实力”概念逐渐被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

政治领袖、专栏作家及学者采纳和使用，相关研究逐渐增多。
国外有关中国软实力的研究主要在美国。在美国，除了约瑟夫·奈的研究外，政府官员和其

他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 “软实力”在世界上的影响。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在 2002 年特别设立

“中国与东 南 亚”研 究 项 目， 埃 斯 瑟·潘 ( Esther Pan) 在 2006 年 也 有 专 文 探 讨 中 国 的 软 实

力。［2］
而卡内基国际和 平 基 金 会 中 国 项 目 访 问 学 者、美 国 《新 共 和》周 刊 特 约 记 者 库 兰 齐 克

( Joshua Kurlantzick) 对中国软实力在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影响也有一定的探讨，认为中

国依靠外交、贸易、文 化 和 教 育 交 流 等 方 面 的 软 实 力， 展 开 “迷 人 攻 势” ( charm offensive) ，

“构建善意的国家形象，塑造成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并发展强大的国际联盟”。［3］
中国现代国

际关系研究院前助理研究员、美国布卢姆斯博格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丁胜的 《龙之隐翼: 中

国如何靠软实力崛起》被誉为 “首部全面研究中国软实力运用的著作”。［4］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

所 (CSIS) 也开展了有关中国软实力的研究，如吉尔 (Bates Gill) 和黄严忠 ( Yanzhong Huang)

撰写了研究报告 《中国软实力的来源和局限》。该报告认为，中国文化、中国的外交方式、积极

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等都有助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但中国软实力的运用面临三个难题，即软

实力 资 源 不 平 衡、与 苏 丹 和 津 巴 布 韦 等 国 家 外 交 的 “合 法 性” 问 题、外 交 的 一 致 性

( incoherence)。［5］2006 年，美 国 战 略 与 国 际 研 究 所 又 发 起 成 立 跨 党 派 的 “精 明 权 力 委 员 会”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旨在探讨如 何 利 用 政 治、经 济、军 事 为 代 表 的 硬 实 力 与 以 文 化、
传媒、意识形态为代表的软实力的 巧 妙 合 力 ( 即 “巧 权 力”，亦 译 “精 明 权 力”、 “聪 明 权 力”
等) ，塑造世界对美国的友好态度，以“恢复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该委员会于 2007 年发表题

为 《一个更精明、更安全的美国》 (A Smarter，More Secure America) 的报告，详细阐述 “巧权

力”战略，［6］
这也被后来的奥巴马政府所采纳。2008 年 1 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组织专家，为

国会议员准备了 《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的报告。4 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又组织专家专门

为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准备了一份题为 《中国对南美、亚洲和非洲的外交政策及其软实

力》的研究报告。7 月和 8 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连续发表了为国会议员和专门委员会准备的

两份报告，即 《中国对外政策: 对美国的全球利益意味着什么?》、《全球影响比较: 中国和美国

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对外援助、贸易与投资》，分析的重点就是中国软实力的增长对美国所带

来的影响。［7］
总体而言，美国学者研究的重点是中国软实力对美国所带来的影响，强调的实质上

是一种 “竞争”。
国内也有不少 学 者 探 讨 软 实 力 问 题。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世 界 经 济 与 政 治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黄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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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撰文分析美国的经济实力和软实力。她认为软实力包括 “民族凝聚力、文化影响力和对

国际机构的控制力”，但 她 仅 分 析 了 对 信 息 做 出 迅 速 反 应 的 能 力 和 源 自 相 互 依 赖 的 能 力。她 认

为，美国的软实力来源于三个方面: 对国际机构的控制力、跨国公司和广泛的移民。［8］1993 年，

中国学者王沪宁撰写题为 《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 软权力》的文章，较全面探讨软实力的概念、
内涵及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并认为: “总的软权力态势对谁有利，谁在国际社会中就占据有利

地位; 目前影响国际 ‘软权力’势能的因素是工业主义、科学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软

权力的力量来自扩散性，只有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软权力才会产生强大的力量。”［9］

随后，刘德斌、阎学通、庞中英、门洪华、邓显超、方长平、张小明、李智、唐代兴、李希

光、韩勃、龚铁鹰等一大批学者，对软实力的定义，中国软实力的构成要素、特征及如何提升中

国软实力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探讨。［10］
笔者在拙作 《依赖与抗争———冷战后东盟国家

对美国战略》第五章第四节 “中美在东南亚的 ‘软实力’之争”中，梳理了软实力理论，专门

比较中美软实力，并对中美软实力在东南亚的比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 “虽然中国的影响

力在东南亚乃至亚洲都有所上升，但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中国软实力仍有待加强”。［11］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中国软实力的探讨呈现三个特点: 一是将软实力概念的内涵不断扩

大，涵盖文化、价值观、发展模式、民族凝聚力、外交政策和对外援助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等方方面面; 二是研究重点在于如何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三是学者的研究已经得到中央领

导的高度重视，并逐渐成为国家的战略和政策。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软实力进行了不少探讨，但笔者至今未见有从华侨华人和侨务工作视

角系统探讨中国国家软实力的研究成果发表。而从近年发生的一些国际大事及历史经验看，华侨

华人在我国软实力构建和发展过程中显现出了独特的作用和影响。以 2008 年为例，中国先后经

历年初百年不遇的雪灾、三月的西藏拉萨骚乱和五月举国同悲的汶川大地震以及成功举办北京奥

运会。这些重大事件在华侨华人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他们关注着祖 ( 籍) 国发生的一切，自发

组织起来，为维护国家形象而共同奋斗。于是，我们看到了以下景象: “欧美等地华人在同一时

刻走上街头，包括洛杉矶多个华人社团，抗议 CNN 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以及 卡 弗 蒂 的 辱 华 言 论;

巴黎共和广场近万名华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举行集会表达支持奥运; 德国柏林的华人集会升级为

穿越柏林市中心的千人大游行; 3000 多名中国学生和华人聚集在伦敦西敏寺议会大楼外及曼彻

斯特的 BBC 广播大楼外，抗议 BBC 有关中国的报道失实和不公正。”［12］
正是这一特别的景象促使

笔者从华侨华人和侨务工作视角探讨中国国家软实力。
对于软实力的概念，学界一般接受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观点，即软实力是 “一种通过吸

引而不是强制和利诱手段获取你所要东西的能力”，但对软实力的内涵，即软实力资源和如何运

用软实力资源却有不同看法。［13］
笔者认为，应跳出软实力概念内涵的争论，探讨中国所具有的能

够吸引他国的各种软实力元素，即 摸 清 我 们 的 “资 源 力”，并 加 以 巧 用，使 之 成 为 一 种 巧 妙 的

“行为力”或特殊的魅力。因 此，可 从 以 下 方 面 分 析 中 国 软 实 力 的 资 源 及 华 侨 华 人 的 影 响 和 作

用: (1) 文化: 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及节庆习俗等; (2) 价值观: 包括以 “和谐”为核心

的普世价值观及华商经营理念等; (3) 教育与科技创新: 包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创新能力与

科技人才等; (4) 国家制度与发展模式: 包括中国国家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及华商经营模式等;

(5) 中国的侨务政策和侨务工作。

二 华侨华人在中国软实力构建和发展中的作用

几千万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活跃于住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乃至国际

舞台，同时和祖 ( 籍) 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本身就是 “一个集人力资源、资本资源、文化资

源、政治资源、科技资源、信息及网络资源等资源类型于一体的资源系统”。［14］
如此庞大的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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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群体可说是中国软实力构建的独特力量，他们在中国软实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可以也应该能

够发挥重要作用。

华侨华人在构建和推动我国软实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

( 一) 中国文化艺术的介绍和推广

长期以来，中华文化得以在海外逐渐传播和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海外华侨华人的

推动。华侨华人移居海外，更为重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其中主要通过教育机构和华文传媒来进

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及中华文化的传播。华侨华人还在吸收当地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发展中华文

化，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与艺术氛围，为当地人民喜闻乐见并接受。

( 二) 中国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和谐”理念是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其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和谐，不仅

与西方价值观有融通之处，也是人类普世价值观的重要构成部分。比如， “己 所 不 欲，勿 施 于

人”的思想就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 “爱人如己”、“爱邻舍”等思想相通。因而，以 “和谐”为

核心的价值观向来受到西方社会的尊重和称赞，为西方社会所接纳。莱布尼茨就称赞孔子的伦理

及治国学说，认为 “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

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15］
法国大文豪、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伏尔泰的思想也受到孔子思想的影

响，他特别赞赏孔子思想中的 “仁爱”与 “宽容”，视之为区别善恶的尺度，认为中华文明伟大

的奥秘在于其贯穿了理性与道德的原则。［16］“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格言成为世界各国政要和

精英乐于引用 的 话 语，其 思 想 被 誉 为 处 理 国 家 间 关 系 的 “黄 金 法 则”而 镌 刻 在 联 合 国 总 部 大

厅。［17］

华侨华人在海外身体力行地阐释、传播 “和谐”的理念和价值观，提示我们应该注重在海

外华文教学系统中积极传播这一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观。

( 三) 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发展模式的介绍

经济实力是国家的硬实力，但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则属于软实力范畴。改革 开 放 30 年 来，

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 9% ，为世界所罕见。2008 年，全球

经济一片萧条，唯独中国经济保持较好的增长。这让世界的眼光聚焦于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模

式，引来惊诧、赞扬与期望。

海外华文媒体、华人社团、文化中心和华侨华人热心人士都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介绍中

国的国情现状和发展模式，尤其是海外华文媒体近年来普遍增加了对中国新闻的报道，不断扩大

版面和报道强度，介绍中国政治昌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有些国家的华文传媒还

辟有介绍中国的当地语版和节目，海外华文传媒 ( 包括华文广播电台、电视台) 成为扩大中国

软实力影响的重要方面。

( 四) 中国外交与侨务政策的理解、支持和解释

中国向来奉行和平、平等、独立自主、不干涉内政等外交政策，真心实意地 帮 助 发 展 中 国

家，使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值得信赖的朋友。2005 年和 2007 年，美国皮尤调查中心就世界主要

国家的好感度 ( favorability ratings) 先后进行全球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在多数受调查国家

的民众心目 中 形 象 正 面， 其 中 在 周 边 国 家 和 非 洲 国 家 形 象 最 好， 对 中 国 好 感 度 多 在 70% 以

上。［18］
对于中国的和平外交与侨务政策，海外华人社团和华文媒体普遍接受并加以赞赏，成为宣

传中国外交理念和政策的一个重要渠道。

华侨华人在传播中华文化、介绍中国国情和发展模式、理解和支持中国国家方针政策等方面

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我们应当注意到，外籍华人在介绍中国国情，理解和支

持中国国家方针政策方面可能会有很大差异; 特别是在他们面临国家认同和入籍国与中国之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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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选择时更是如此。

三 华侨华人影响中国软实力的作用机制和路径

华侨华人在构建和推动中国软实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作用机制和路径主要

为:

( 一) 华侨华人的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包括华侨华人的节庆习俗以及华侨华

人的经营理念、管理模式，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魅力在当地社会乃至国际社会中

展现

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地，所谓 “有海水、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侨华人”。他们是传播中国文

化的使者。遍布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中餐馆、中医诊所、华文学校、中华武馆等成为展示中华文

化的重要场 所 和 路 径，而 华 人 过 春 节、中 秋 等 节 庆 及 华 人 的 婚 丧 习 俗 活 动，则 让 当 地 人 有 了

“零接触”中华文化的机会。
海外华商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传播者。这里的 “华商”特指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海外

华侨华人群体。华商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股重要经济力量，中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桥梁和推动力

量，也是展现和传播中华文化的推动力量。据中国新闻社课题组发表的 《二〇〇七年世界华商

发展报告》，2007 年全球华商总资产约为 3. 7 万亿美元，其中除中国大陆企业外的亚洲地区华商

企业总资产约 3. 2 万亿美元，总营业额突破 1 万亿美元。［19］
华商的经营理念和模式与西方企业存

在很大差异，越来越受到学界和商界关注，“无论西方、日本学界，还是海外华裔学者、港台学

者和中国大陆学者，都已从其神秘的家族企业等表象，深入到其内部运作、成长环境和演进道路

各方面来展开严谨的探究”。［20］
华商独特的经营理念、管理文化其实源自中华传统文化，如华商

在企业管理中强调 “诚信”、“以人为本”、“和气生财”、“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等价值观，

“对家庭和睦、增强企业凝聚力，乃至社会稳定和发展，无疑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华人企业凭

借血缘、亲缘、地缘形成了广泛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网在华人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现代商务网络。［21］
华商活跃于国际经济舞台，不但成为中国

侨务工作的重点对象，也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争取的对象。

( 二) 华侨华人的个人渠道、海外华文媒体、华文教育及华人精英的著述和演

讲，介绍中国国情和发展模式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侨务政策，推动中外经济文化

交流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使海外华侨华人具有较强的民族

认同感，他们对于祖 ( 籍) 国的发展及其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

革开放 30 年来，华侨华人在促进中国对外交往、协助中国开展外交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大华侨华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不同方式，向住在国政府和主流社会积极传递中国和平

发展的政治理念，增进中国与住在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回顾历史，我们不会忘记，华侨华人为促

进中国同有关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做出的重要贡献。放眼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海外华侨

华人组织和社团正积极从事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的各项活动，为住在国政府发展对华关系建言献

策，增信释疑，向外国宣传中国的内外政策。”［22］
华侨华人通过个人渠道、华文媒体、华文教育

及著述和演讲向世界解释和宣传中国，成为加强沟通理解，推动友好合作的 “民间大使”。

( 三) 海外华文传媒、华文教育及华人精英的著述和演讲，传播中华文化特有

的思维方式、哲学理念、道德伦理、文学艺术，推动人类文明的融合和进步

海外华文媒体向来以传播中华文化为重要使命，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渠道。随着中国的

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海外华文媒体也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海外华文媒体正处在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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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华文媒体行业具有光明的前景。” “华文传媒，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力量，是扩大中国与

世界交往的文化使者。”［23］

华文学校是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重要支柱。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增

大、中国政府对华文教育的重视和海外华社对华文教育的需求，华文教育进入一个新的蓬勃发展

时期。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世界各国逐渐重视中华语言、文字、文

学、道德观、文化，由此带来世界各国对华文需求的上升。海外华文教育既为华人社会和所在国

家培养了懂华语的人才，为维持和增强华人社会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手

段，也为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渠道。
海外华人精英则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传播着中华文明特有的思维方式、哲学观念、道德伦

理、文学艺术等文化内涵，并探讨和宣讲中华文化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作用。

( 四) 华侨华人社团，尤其是定期举行的世界华商大会这类世界性的组织网络

和社团活动，密切华侨华人与中国联系，推动华侨华人居住国与中国的交流合作

华侨华人社团、华文媒体和华文学校一起，被称为海外华人社会的 “三宝”，“是支持海外

华人社会存在 与 延 续 的 重 要 力 量，也 是 中 华 文 化 在 海 外 传 承 与 发 展 的 象 征”。［24］
据 学 者 统 计，

1998 年，经登记或建档的海外华人社团达到 9227 个，其中分布在亚洲和美洲的华人社团分别为

6208 个和 2295 个，在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分别有 192 个、242 个和 290 个。［25］

近年来，华侨华人社团逐渐走向国际化，形成了不少世界性华侨华人组织及其网络。这些世

界性华侨华人组织及其网络不但是华侨华人贸易合作与文化交流的平台，也是密切华侨华人与祖

( 籍) 国联系，加深对祖 ( 籍) 国了解与合作的重要渠道。成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世界华商

大会 (World Chinese Entrepreneurs Convention，WCEC) 就是这样的组织，它于 1991 年 8 月在新

加坡召开了首届大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世界华商大会已先后在新加坡、香港、曼 谷、温 哥

华、墨尔本、吉隆坡、汉城、神户 ( 大阪闭幕) 和马尼拉举办，规模也不断扩大，影响力与日

俱增。2001 年 9 月，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在中国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 70 多个国家和

地区，人数近 5000 名。世界华商大会 “成为世界各地华商促进经贸合作的纽带和桥梁，有效地

促进了华人华商服务当地经济，推动了所在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26］
也密切了华人与中国的

联系，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与合作。

四 华侨华人构建和提升中国软实力所面临的挑战及思考

华侨华人在构建和推动中国软实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还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包括:

1. 西方国家政府和民间敌对势力的干扰。西方某些国家政府和民粹分子总是戴着 “有色眼

镜”看中国，危言耸听地渲染 “中国威胁论”，从 “第 五 纵 队”到 “黄 色 间 谍”不 一 而 足，甚

至将中国对外经贸交往和文化交流渲染为 “新殖民主义”。这提醒我们在开展国外侨务工作时，

要公开、透明，切忌授人以柄。
2. 国家间关系直接影响华侨华人生存发展。华侨华人居住国与中国之间关系友好或交恶都

会影响其对华态度，影响当地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
3. 华侨华人居住国对华侨华人的政策。不同国家实行的不同的华侨华人政策影响华侨华人

的生存环境，如东南亚国家对华侨华人的政策也不尽相同，华侨华人的政治地位也不一样。
4. 由于历史原因，华侨华人之间在不少问题上看法不同，大陆籍和台湾籍华侨华人之间的

关系会受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 不同华侨华人社团之间存在隔阂; 老一代华侨华人与新生代华侨

华人之间存在代沟和对中华文化认同上的差异。
5. 华侨与华人认同上的差异。华侨与华人虽然同为侨务工作对象，却有明显的政策界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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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作为中国公民，华侨有责任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有义务为促进祖国和住在国的发展、为祖国

和居住国的友好合作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作为外国公民的华人自然应效忠属籍国，为属籍国国家

利益尽责，如何把握、发展与外籍华人的关系，关系到侨务工作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华侨华人在构建和发展中国软实力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 新 时

期，我国侨务工作如何因应 “和谐世界”战略的实施，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

首先，要在有利于华侨华人长期生存和发展，有利于发展我国同华侨华人居住国的友好合作

关系，有利于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的原则下，充分发挥华侨华人在文化、经济、社会

乃至政治等各个领域增强中国软实力的作用。
其次，要充分认识华侨华人在构建和发展中国国家软实力中的独特作用，加强对华侨华人在

构建和发展中国软实力作用的引导，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华侨华人制定不同的侨务

工作策略，善用软实力，避免软实力元素的 “硬包装”及过多的 “官包装”。对已加入外国国籍

的华人，应在尊重他们效忠所在国并尽公民责任的前提条件下，注重他们的特殊作用和影响，发

展双边关系。外籍华人当为属籍国国家利益尽责，但他们的中国情结使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度不同

于一般的外国人，其中不少人对中国的发展及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和自豪，他们的言行在某种程

度上更能增强中国的影响力。
第三，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社团、华文媒体和华文教育 “三宝”在海外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

的作用。具体来说，协助华人社团在当地社会中展现中国文化的特殊魅力，开展有关中国饮食、
中医、音乐和戏曲、武术、服装及各种习俗的嘉年华活动，同时，透过华人社团组织网络及华商

经营模式，宣传中华文化，加深新生代华人和其他族裔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同。鼓励华侨华人

精英开展有关中国文化的研讨，进行中西文明对话，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解决现代文明弊

病中的作用。
同时，支持华文传媒和华文教育，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长期以来，国家对华文传媒、华文

教育进行了大力支持。这些支持受到华侨华人的好评，传播了中国文化，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

力。但这些支持并不利于华文传媒和华文教育的自我发展和长远发展，在敏感国家还容易授人以

柄。因此，建议借鉴市场运作模式，推动海外华文传媒和华文教育的自我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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