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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the	world	in	a	century,	we	have	embarked	on	a	new	journey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ot only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the	world	direction,	but	also	answers	a	major	question	of	what	mankind	should	do.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need to speed up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of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nd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is paper take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a	theoretical	basis,	SWOT	analysis	as	a	research	method,	from	the	
cooperation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ooperation	threat	four	dimensions,	detailed	analysis	of	Gansu	
province	and	Latin	America	countries	cultural	industry	cooperation	possibility,	so	a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culture	“going	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Latin America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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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与拉美文化的合作交流策略研究——基于 SWOT 分
析法
孙晟曦

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
回答了世界走向问题，亦是回答了人类该怎么办的重大命题。在此背景下，全球各国更要加快打造政治互信，经济文化
互通的共同体。论文以“一带一路”倡议及跨文化交际作为理论基础，SWOT分析法作为研究方法，从合作优势、合作劣
势、合作机遇以及合作威胁四个维度出发，详细分析甘肃省与拉丁美洲各国进行文化产业合作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提升
甘肃文化“走出去”，拉美文化“引进来”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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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的报告明确提出

“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了“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平台，更是致力于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互通

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2017 年 1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讲话，倡导各国共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截至 2023 年 8 月，中国已同 150 多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1]，其中包括了 21 个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

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

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多元稳定

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而甘肃省作为古时丝绸之路的要塞，在“一带一路”

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也处于重要位置，更是推广中华文

明传播力的主要地带之一。据报道，2020 年，甘肃与拉美

国家乌拉圭实现进出口额 438.1 万元（人民币）[2]，我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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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看到了“交响丝路”与“拉美之路”相结合为甘肃所带来

的收益以及为中拉关系的发展所带来的良好开端，从而也能

更进一步地推进文化自强自信，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因此论文将通过 SWOT 战略矩阵模型，对拉美国家与甘肃

省的文化产业合作策略及其可行性进行分析，并从多角度研

究甘肃文化“走出去”的有效路径。

2 “两路”合作的 SWOT分析

SWOT，是由美国知名管理学教授海因茨·韦里克于

1980 年提出的一种战略分析法，也被称为 TOWS 矩阵（即

态势分析）。SWOT 矩阵模型分别代表着优势（strengths）、

劣势（weaknesses）、机遇（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

四个方面。通过对各关键要素进行矩阵排列，再使用系统分

析法将自身的能力要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因子进行有机组

合，从而构建出四种基本策略以供优化选择 [3]。因此该模型

将从以上四个方面出发，利用其系统性及结构清晰的特征，

全面分析甘肃文化“走出去”的现状及可行性，进一步定位

甘肃与拉美国家文化产业合作的发展路径。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甘肃在“走出去”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果，但在文

化发展方面，尤其是与拉美国家文化产业合作方面的发展路

径、发展手段、发展方向等诸多环节还存在不足之处，因此

上述多方面将成为论文的重点研究对象。通过 SWOT 矩阵

对以上元素的分析，能为“丝绸之路”与“拉美之路”的文

化产业合作策略提供一定的参考。

2.1 优势
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被提出以来，至今已有整

整十个年头。在这十年期间该倡议所带给各个参与国的利益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甘肃在这十年期间也处于一个飞速发

展的阶段。

2.1.1 区位优势
“中国西北游，出发在兰州”。这句话足以体现兰州

这个位于中国版图最中心的位置的通道枢纽地位的重要性，

它对连接“一带”和“一路”起着不可或缺的纽带作用。根

据 2019 年国家发改委及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

2019 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工作的通知》[4]，甘肃省的兰州陆

港型国家物流枢纽也在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当中。从中国

版图来看，甘肃，狭长的东西走廊连接着秦岭中原地区和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南北部分又将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对接

起来，真正做到了把中华民族犹如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了

一起。

2.1.2 通道枢纽优势
目前甘肃拥有三大国际空港，即兰州、嘉峪关、敦煌，

且已开通至迪拜、曼谷、法兰克福、大阪等多条国际往返航

线；根据 2022 年 3 月甘肃省政府批复原则同意《甘肃（兰州）

国际空港发展规划（2022—2035 年）》指出，将甘肃（兰州）

国际空港打造为“一带一路”综合性国际航空枢纽、西部内

陆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西北地区临空高端产业集聚区。

除此之外，兰州，天水，武威甘肃三大国际陆港，也

早已建成投入使用。2014 年 12 月，武威市开出的首列中欧

班列“天马号”开通运营； 2023 年以来，中欧班列“天马号”

已累计发运 186 列，货运总值约 28.6 亿元 [5]。而甘肃省本

身的政策支持更是进一步加大了甘肃三大陆港的建设及实

施，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口岸经济的

意见》指出，到 2025 年，全面完成兰州、天水、武威三大

国际陆港建设任务，依托口岸建成一批覆盖全省、连接沿海

及中部省份、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临空产业园区和

现代国际物流园区等平台载体，使口岸经济成为我省开放型

经济的重要支撑 [6]。

2.1.3 政府政策支持
早在 2015 年按照国家总体部署，甘肃省委、省政府结

合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建设情况，制定出台了

《甘肃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的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提出了围绕一大构想，着力构建

三大平台、六大工程、八大节点、五大目标，形成了“13685”

的总体布局与行动框架，在甘肃省也被称为“13685”战略

工程 [7]。

其中，一大构想主要是指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

金段，以省内重要城市节点作为依托，全面构建丝绸之路综

合交通枢纽的黄金地带；在此基础之上，着力打造以兰州新

区，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以及兰州投资贸易洽

谈会为主的三大战略平台，使得经济、文化和贸易能进行全

方位的深入合作；而六大工程主要是指建设能进行经贸及人

文交流合作的对外窗口，从而进一步推动多个节点城市，兰

州、白银、平凉、庆阳、天水、定西、金昌、武威、张掖、

酒泉、嘉峪关，敦煌的支撑能力；从而推进在以下五大目标

方面进行全面建设：加快推进互通互联；加强国际合作；推

进人文交流合作；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加大金融支持。

2023 年以来，甘肃省内全省开展了“抓学习促提升、

抓执行促落实、抓效能促发展”（以下简称“三抓三促”）

行动。该行动方案将重点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

化甘肃实践相结合。在此背景下，更要抓细招商引资、产业

升级、创新驱动、扩大消费等各项工作，共同优化营商环境，

为企业和经济发展助能赋力。

自 2023 年开始，甘肃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优

化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行动”，举全省之力扩大招商引资为

经济发展赋能，做出多项扎实举措拼经济，聚力打造招商引

资“强引擎”[8]。据报道，甘肃省共计接待 52 家企业 70 多

名企业家来甘考察；在厦门市举办“甘肃特色优势产业招商

推介会”，现场签约项目 18 个、达 43.6 亿元；……2023 年

以来，甘肃省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认真谋划重点

招商活动，创新改进招商机制，实现招商引资工作开门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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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特有的文化优势
众所周知，甘肃省作为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同时是

一个多民族省份，目前全省现有 55 个少数民族，世居该区

域内的少数民族有 10 个，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为该区

域独有 [10]，且各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甚至

西北民间音乐也是甘肃的文化名片之一；而拥有着绝大部分

人口的母语为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更是古老的玛雅，印加

和阿兹特克文明所诞生之地。众所周知，风靡全球的拉丁音

乐也诞生于此，而拉丁美洲民众特有的乐观，开朗，活泼的

性格，也完美融入了拉丁音乐之中。因此“交响丝路”与“拉

美之路”的文化交流合作将碰撞出巨大的火花。

2.2 劣势
虽然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提出的条件下，甘肃省在经济收益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但是这些成果大部分来源于与外国所进行的外贸等商业

方面的合作，对于实现甘肃文化完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2.1 文化发展主动性差
甘肃文化企业的生存法则长期依赖于政策性扶持，缺

乏企业自主创新发展导向 [11]，演出业、影视业、艺术品经

营业、娱乐业等产业创新力低；虽然个别企业在年轻人的带

动下挖掘或生产出了一系列博人眼球的产品，但持久力差，

以科技为核心创造力的企业较少，反而昙花一现的企业过

多，导致甘肃的文化旅游发展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2.2 人才流失严重 
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甘肃处于西北内陆，与南方沿

海发达省市相比，经济相对落后，发展空间较小，虽然相关

政府部门已出台各种各样引进人才的政策，也确实吸引了一

部分杰出人士来甘肃扎根，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人才流失

也较为严重，尤其是高素质文化人才的缺失更限制了甘肃

文化“走出去”的阻碍。因此在 2023 年 1 月于兰州召开的

甘肃省两会上，省长任振鹤也提到了要聚力科教人才支撑、

塑造发展动能优势，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化科技创新驱 

动，若不能合理构架人才结构，累计人才储备，这将成为阻

碍甘肃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2.3 甘肃与拉美对彼此文化了解不够
进行对外文化传播，不论是官方传播还是民间传播，

也不论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传播，归根结底都是人与人之间

的交往和沟通。然而拉美文化在中国并不像英文文化一般，

普及于中国各地，如当代年轻人所喜欢的英剧、美剧及英文

流行歌曲，大部分都来自欧美，且拉丁美洲的代表性旅游文

化在甘肃省内的知名度也较低，因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的

认知基础。

2.3 机遇
甘肃的区位优势使得它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要塞之地，

且省内具有丰富的文化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目前已与多个

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敦煌“一会一节”以

及“兰洽会”的召开更是吸引了一大批外商前来合作投资，

各种展会展览的举办，更是吸引了无数海外人士的目光。

目前中国消费需求已向多样化的角度发展，人们在满

足物质追求的同时，对精神层面的满足有了更高的要求。根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 2023 年春节假期的出入境数据，

全国出入境人员数量较去年春节假期上升 120.5%，内地居

民出境 74.1 万人次，较去年春节假期上升 93.7%；外国人

来华 7.1 万人次，较去年春节假期上升 121%。因此甘肃要

把握住当下的机遇，进一步实现与拉美国家之间“引进来”

和“走出去”的战略合作。

2.4 威胁
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后

情时代的开启缺失为甘肃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机遇，然而，

全球经济复苏的同时，各个国家甚至各个省市之间的竞争力

也逐渐加大。虽然甘肃拥有浓厚的文化底蕴，但文化产业发

展不够成熟，类型单一，缺乏外向型及高科技创新型产业，

再加之宣传力度不到位，与周边省份相比处于劣势地位，易

受到威胁；且在国际知名度较低，想要尽快实现“走出去”

的目标却是存在阻碍。

虽然依托丝路文化以及敦煌文化的背景，甘肃的文化

发展确实已初见成效，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局限，人才流失严

重，资金缺乏，民众思想意识落后等内部原因，发展已经受

到了自身条件所带来的威胁，且文化产业并未与其他产业做

到完美结合，发展较为孤立，这恰恰限制了甘肃“走出去”

的步伐。

3 甘肃文化“走出去”与拉美文化“引进来”
的 SWOT矩阵分析

虽然在短期内彻底实现甘肃文化“走出去”战略确实

不太现实，但通过 SWOT 矩阵分析法，对其中的要素进行

有机组合，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内部优势并利用外部机会，同

时避免自身劣势及外部威胁，把看似独立的因素系统地结

合起来，从而制定出更科学合理的发展策略。因此笔者从

SWOT 的内部因素及外部因素出发，将“S（strengths）” “W

（weaknesses）”“O（opportunities）”“T（threats）”进

行有机排列组合，并得出以下结论（如表 1 所示）。

由上述 SWOT 矩阵分析图表可见，最终组合得出的四

个策略，分别为：“S—O”策略，即发挥自身优势并利用

外部机会，使得“S”与“O”均趋于利益最大化，充分组

合后共同发挥彼此的协同效应，从而达到理想化的一种战略

模式，但就现阶段的甘肃发展情况来看，并不具备这样的理

想条件；“S—T”策略，旨在依靠自身优势以减轻外部威

胁所带来的正面冲突，但在人才流失情况严重及新兴产业发

展落后的情况下看，仅靠内部优势来规避外部风险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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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举；“W—T”策略，即通过减少自身弱点使得外在不利

条件减少到最低的防御性战略，该战略的重点为消除内部劣

势，但就目前来看，甘肃需要加快实施文化“走出去”的迫

切要求来看，该战略也不适合；“W—O”战略，通过外部

机会来弥补内在缺点，从而将自身劣势转为优势的一个战略

模式。该战略的重点在于自身弱点较为突出，且要充分利用

外部机会从而实现创新发展，进一步达到自身要求的提高并

实现长期发展。因此通过对于上述策略的分析，可得出结论，

“W—O”战略是实现甘肃文化“走出去”理念的最优选择，

它立足于目前“丝绸之路”与“拉美之路”的文化产业合作

现状，既不消极怠工，也不急速扩张，但要达到这一目的，

一定是以合作为基础，从而共同实现构成“利益共同体”“文

化共同体”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目标。

4 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紧密

关联的，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且目前中拉合作到了“升级

提质”的关键阶段，迫切需要加强中拉间的人文交流，作为

增强互信的纽带。综上所述，SWOT 矩阵分析有利于“交

响丝路”与“拉美之路”的文化产业合作发展，在此基础上，

甘肃应先考虑在自身条件已具备的情况下，同时充分利用外

部机会，将内部缺点完美转变为自身亮点，再结合内在优势，

从教育、文化及艺术等方面与拉美各国开展合作交流，通过

各种线上线下平台，必定能加快对甘肃文化的宣传速度，有

效提升甘肃文化“走出去”的效力，深化中国文化的国际影

响力，扮演好中国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为塑造社会主义大国

形象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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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甘肃文化“走出去”与拉美文化“引进来”的 SWOT矩阵

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

优势（Strengths） 劣势 （Weaknesses）

1. 甘肃位于丝绸之路的咽喉部位。

2. 甘肃三大国际空港及国际陆港已建成。

3.“一带一路”倡议及“三抓三促”行动方案的提出。

4. 甘肃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及拉美本土的印第安文化

1.文化发展主动性差，缺乏自主创新导向的产业。

2. 人才流失严重。

3. 拉美国家与甘肃相隔甚远，彼此缺乏了解

机会（Opportunities） S—O 策略 W—O 策略

1. 当前大环境下，中国旅游业

开始复苏。

2. 多个甘肃文化旅游节及商贸

会的成功举办

利用国家政策及国际旅游大环境的开放形势，确实可

以进一步吸引大批游客来兰，但仅凭甘肃省及拉美国

家自身优势，无法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

该策略有利于提升甘肃省的国际知名度，在吸

引大批国际游客的同时，也能吸引大量小语种

相关人才来兰就业，从而实现“引进来”及“走

出去”的发展目标

威胁（Threats） S—T 策略 W—T 策略

1. 缺乏外向型及高科技创新型

产业。

2. 宣传力度不够，使得甘肃国

际知名度较低

该策略有助于提高甘肃省在中国的文化地位，但对于

进一步实现甘肃文化走向国际的目标还相差甚远

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于就业困难

的大学生给予一定的补助，省内高校加强与海

外各国的教育文化合作。“00 后”大学生就业

理念转变较大，中国“内卷”严重，“考研考

公考编”成为大部分大学毕业生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