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讲真话的中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讲真话的中国>>

13位ISBN编号：9787030313270

10位ISBN编号：7030313275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胡锡进,王文,胡笳,陈晨晨

页数：34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讲真话的中国>>

内容概要

　　本书精选了《环球时报》2010年1月到2011年4月的社评文章。
该书由环球时报总编辑与编辑部一些资深编辑共同撰写，但每一篇都容纳了来自全社会的大量思想，
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度，甚至可以说，环球时报社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主流社会的声音。
在该书中，环球时报真实反映了中国民间在一些对外敏感问题上的态度。
这可以减少外界对中国的误判，这种实事求是的表达对中外发展可持续的关系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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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环球时报》是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一份时事新闻媒体，创刊于1993年1月3日，如今在世界90个
国家和地区驻有350多位特派、特约记者,单期发行量超过200万份。

　　
　　《环球时报》社评 撰稿团队
　　总撰稿：
　　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
1960年4月生于北京。
1982年毕业于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198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
1996年至2005年任《环球时报》副总编辑。
1993年至1996年任《人民日报》常驻南斯拉夫记者，深入前线报道波黑战争。
2003年前往海湾前线报道伊拉克战争。
2005年起担任《环球时报》总编辑。

　　社评起草人：
　　王　文：《环球时报》编委，主管评论，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南京大学－霍普
金斯大学、北京大学，2005年加入环球时报。

　　何申权：《环球时报》评论组副组长、首席编辑，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曾就职于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2005年加入《环球时报》。

　　胡　笳：《环球时报》评论编辑，毕业于复旦大学，先后在10多个国家从事特派新闻采访工作
，2005年加入《环球时报》。

　　陈晨晨：《环球时报》英文版编辑，毕业于南京大学，2009年加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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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大国博弈　　　　
　来一场对美报复的民间讨论
　奥巴马让中国人很失望
　立住中国制裁大棒的权威
　让西方适应“强硬的中国”
　中西冲突，中国要有掌控力
　太平洋上筑不起“柏林墙”
　沉着应对人民币汇率博弈
　中国不会做西方出的选择题
　抛弃对美幻想，中国沉着前行
　看透美国，看透中美关系
　美国议员该与世界对表了
　不容许美国砸中国人的饭碗
　美俄裁减核武器应更快、更多
　美国核裁军，别老拿中国说事
　纽约时报为何不怕破坏中美关系
　中国官员要善于对外大胆说话
　中美竞争，看谁更善学习
　中美人权对话不应谈歪了
　中美要学会骑双人自行车
　和美国“斗气”，中国声音要更响
　要让美国反华议员付出代价
　中国要以己之长，克美国之短
　美国把中国当战略对手
　提防心理上的“亚洲版北约”
　美国应出份中国和平崛起报告
　中国如何应对甩掉伊战的美国
　与日本斗，应攻其软肋
　美国不能靠捣乱“重返亚洲”
　“逢华必反”让西方舆论迷失
　“龙”和“熊”不会笨重相撞
　“强硬论”怎么可能吓住中国
　美国国会不是中国央行的董事会
　对华思想战，西方既着迷又耐心
　西方不能对中国搞“强买强卖”
　与美国在亚洲打太极拳
　做西太平洋漂亮的“削球手”
　中美必须一起“摸石头过河”
　中欧最可能摆脱零和魔咒
　中美：宁做假朋友，莫做真敌人
　中美：西太平洋谁也别挑战谁
　欧洲对华军售禁令将成垃圾股
　《联合声明》符合中美真正民意
　中美互联网有可能分道扬镳
第二篇　周边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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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西方都别想绑架中国
　欢迎印度愿为中国商船护航
　朝鲜莫在核钢丝上跳舞
　曼谷骚乱凸显社会分化恶果
　伊朗核活动应放在阳光下
　认真回应外界疑问对朝鲜有利
　换一种思路对待朝鲜
　东海蛀牙还要痛多久
　日本频繁换相，周边很难踏实
　韩国休把美航母带入黄海
　美国须约束在中国门口的军事行动
　让伊朗放弃谋求核弹的念头
　中亚稳定，中国需发挥积极作用
　不能只埋头和邻国做生意
　日韩不应自降为中美博弈筹码
　百折不回，拆除冷战最后边界
　美别对中国努力“故意看不见”
　黄海挑衅将是美国战略失策
　黄海事件，中国民间外交应当发力
　谁也别做搅乱黄海的罪人
　和中国竞争，印度宜摆正心态
　警惕中美海上碰撞危机
　美航母远离中国近海是明智的
　美国应抑制在东亚的帝国冲动
　南海周边国家不要上美国的当
　中国要有南海路线图
　不能让美国挑拨中越关系
　伊朗政策，中国别怕挨西方骂
　东北亚稳定，韩国清醒至关重要
　日韩联手“针对中朝”是危险念头
　菲律宾应善待香港民众感受
　别幻想阴谋改变东北亚现状
　稳定的中朝关系对中国最有利
　世界应鼓励朝鲜改革开放
　内向的中华文明面临“外向大考”
　“撞”，日本当局的高危动作
　与缅甸为友，中国没做错
　日本休想用国内法吞掉钓鱼岛
　中国须有一整套反制日本的手段
　日本国内政治垃圾别往东海倒
　中国不是一怒就失态的“乡巴佬”
　中国不会因海上摩擦笨重跌倒
　准备与日本打“连环反制战”
　中国不能跟着日本快速“转圜”
　中国认准一条：朝鲜稳定好
　前原诚司，是外相还是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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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民族主义是亚洲坏榜样
　亚洲不能让几个岛礁缠住
　周边国家应支持缅甸稳定
　朝韩大炮对话是东北亚悲剧
　韩美同盟是平时用不上的原子弹
　半岛政治的忍耐链条会中断吗
　不想战争，就别装得不怕
　“压服朝鲜说”是自欺欺人
　韩国对“中立”的理解偏了
　中印友好，最需要两国的胸怀
　谁是“龙象之争”的赢家？

　美国明挺韩国，实则害韩国
　但愿朝韩的心理昨天扯平了
　为朝鲜的这次克制叫一声好
　韩国别把悬崖当足球场
　韩国在打醉拳，还是真的醉了
　再多“同盟”也救不了萧条的日本
　日本别把危机感当成被子裹
第三篇　中国民生　　　　
　互联网火爆今年还将升级
　应急是政府永恒的工作主题
　巨款捐耶鲁，试探国人雅量
　谁也不要冲撞中国民意
　中国要做互联网世界的强者
　如何让百姓更相信政府数据
　医疗改革奠定现代国家基础
　当春节撞上情人节
　期待“两会”破解房地产难题
　缩小收入差距，难也要做
　两会推动中国，讲真话是关键
　向世界坦率讲述中国的担心
　中国现代化必须算“水账”
　构建透明政府，中国任重道远
　以救援精神保障700万矿工安全
　藏区形势实质性好转是可信的
　把安全融入中国现代化目标
　记住玉树孩子的坚强梦想
　抑房价重拳考验中国调控力
　莫让幸福感在拥挤中淹没
　绝不能给校园凶手任何借口
　中国城市为何跟报摊过不去
　别让房市股市拉大贫富鸿沟
　下水道决定中国现代化质量
　富士康“十一跳”是中国制造业之痛
　反思富士康，不应脱离中国实际
　让体制更有弹性，让工人有效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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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财富比创造财富更难
　世界杯，中国最不民族主义
　相亲节目泛滥凸显道德彷徨
　从“盲流中国”到“流动中国”
　用人道主义拉动基础建设
　中国社会要有“扫黄”共识
　中国社会要经受媒体监督的洗礼
　什么样的隐私权值得捍卫
　中国人的科学精神仍未及格
　中国人口政策共识不能乱
　做发展中国家国民，要耐心些
　将“拆迁”妖魔化不是公众利益
　关注小人物，讲述中国梦
　像重视国防、稳定一样重视安全
　中国有“主流社会”吗什么是中国“主流价值观”
　别让“弱势”情绪在中国蔓延
　求真，中国社会打了多少折扣
　围绕“公平”的争论必须实事求是
　说点闲话，告别2010年
　中国仍是研究生教育弱国
　春运，现代中国的不可承受之重
　北方期待“南水”早早到来
　民主需要一场创新竞赛
　李娜：更宽容中国的一个符号
　对兔年中国抱一颗平常心
　用工荒与就业难，中国的鸳鸯火锅
　中国要抗的是21世纪大旱
　配合社会治理，知识分子应带头
　房产新政，社会不鼓掌的尴尬
　中国互联网的政治贡献和缺陷
　我们爱的是哪一个中国
　安全，中国现代化的试金石
　重寻幸福感，中国该做些什么
　中国对动荡的记忆已经够了
　防控“街头政治”,不值得大惊小怪
　理性讨论有助于民生进步
　对信息失真做一次集体反思　
　中国核电需要舆论监督护航
　阻止核污染恐慌蔓延到中国　
　中国社会被谣言耍得太容易了
第四篇　强国之路　　　　
　高行政开支，削弱国家竞争力
　善待媒体，培育国际大报
　中国要有更强大军事威慑力
　走出圆明园的屈辱阴影
　中国不可能成西方“思想殖民地”
　挟洋自重的达赖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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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管理世界对中国的预期
　边贸繁荣，边疆才能长治久安
　见达赖是奥巴马的政治退步
　中国模式：解不开的世界之谜？

　虚心学日本，坚定走自己的路
　丰田警示中企，提防扩张诱惑
　调结构需要新的社会大动员
　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不应躲着走
　中国开放不会因谷歌而收紧
　必须重视气候的战略研究
　中国开放节奏，不是西方说了算
　中国反恐还要靠“人民战争”
　让我们为吉利的勇敢竖大拇指
　团结的中国，才是强大的中国
　自信地向老外介绍中国体制
　中国需要干净的奥运奖牌
　愿汶川伤亡悲剧永不重演
　中德媒体交流多才能误解少
　美国为何来华推销清洁能源
　中国大学需大规模海外招生
　中国须再创治水奇迹
　消化台湾疑虑，大陆要有耐心
　“党务新闻官”助世界看懂中共
　爱国主义旗帜，中国永不可丢
　两岸统一，中华民族的昂贵目标
　中国知识分子，我们一起说真话
　中国不可被巨大的安全成本难住
　水患不治，中国经济难以毕业
　不妨摊开能源战略让世界看
　中国人，别怕走得慢一点
　推动“一中”原则要百折不回
　让外界亲近中国为什么很难
　不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能是谁
　中国社会要给失败者更多宽容
　山区向外移民，中国缺的是决心
　中国不是哭穷，是真的不富
　深圳故事对中国改革的启示
　中国为何拍不出《盗梦空间》
　中国越自信，对付摩擦办法越多
　61年一个国家能做什么
　别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神秘化
　几千人的洋枪队凭什么征服中国
　“计划”应慎用，但不应禁用
　幸福国家应是中国的目标
　治“繁荣之堵”是场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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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想继续崛起吗？
那么多承受些
　“全国化”，决不比全球化轻松
　构筑对“全国化”概念的共识
　加快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建设”
　“GDP中国”不可能引领世界
　中国应抓紧从信息低洼处往上走
　中国的关键几步注定无处可学　
　中国没理由向多党制膜拜　
　巩固扩大中国社会的政治共识　
第五篇　全球视野　　　　
　西方极端言论挡不住中国登场
　世界不欢迎“白宫的谷歌”
　警惕美国的互联网霸权主义
　互联网正站在历史转折点
　人民币汇率改革需要西方配合
　西方应从谷歌事件读懂中国
　西方国家得了决策无力症
　转型国家必须找到稳定之道
　“谷歌主义”注定要在世界碰壁
　拯救希腊，需重振欧洲精神
　不做点实事，美国应羞于去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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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再过50年，中国强大以后会怎样？
”1960年，英国名帅蒙哥马利见到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毛泽东说：“过50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但）不会侵略别人。
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
”50年过去了，中国兑现了毛泽东的承诺。
但50年的时间，要让西方真正了解一个文明迥异的东方大国，可能还太短。
除了理解难，要让西方避免妒忌中国更难。
中国没侵略别人，但崛起的国家很容易被说成“有进攻性”。
最近，中国在谷歌、军售、达赖等事件上的强硬回应，在西方激起很强的不适感。
中国是不是要改变政策？
中国还会有更强硬的举动吗？
这些充斥西方媒体的质疑既有真实的困惑，也有一些是故意起哄，向中国施压。
西方主流社会不适应中国崛起，因为他们觉着中国崛起的好处小于带来的风险。
西方也不愿意冒险对中国崛起作强行遏制，那样做风险太大，况且还有可能会失去能够享受到的好处
。
所以西方对待中国时，最可能做的还是想“套住”中国的发展，虽然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样做很难。
因此，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诸如此类的与西方的摩擦将会不断出现，而且会更激烈。
中国要做的，也是最难做的，就是要把握好与西方“打打好好”的度。
只要中国在崛起，只要西方在心底深处不喜欢，冲突就不可避免。
但只要把握得当，冲突就会成为西方适应中国崛起必不可少的过程。
中国需要以强硬的反击来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打就要能够打得痛；但中国同样要有掌控冲突的艺术
，该收拳时就收拳。
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已经带来了国际秩序的微妙变化，并使西方越来越感到焦虑和困惑。
整个西方在中国的亮丽登场中，正焦急地寻找着中国融入世界的明确路径。
如何让这种体系的变化显得更加循序渐进，同时又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摩擦、猜忌甚至痛苦，给中国的
对外政策及其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需要有引导国际舆论的能力，特别是在涉及对华政策判断时，要更善于主动、提前设置议题，要
通过这样的设置来及时传播中国的声音，阐明中国的立场，减少对方的误判。
但说实话，做到这点很难。
中国还需要不断给世界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比如提供当前一些冲突问题的解决之道，让世界更
多地分享中国崛起的红利。
但做这些事意味着风险和麻烦。
在与西方冲突中，需要分清短期和长远利益、局部和整体利益。
在政策力度方面，应当具有一定的弹性，能放能收，避免让一些非主流因素影响大局，控制住摩擦冲
突的节奏。
30多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未来仍然会敞开胸怀拥抱世界。
只有在不断的开放中，中国才会不断增强对外摩擦的掌控力。
回到蒙哥马利的故事。
当年，回到英国，他发表了《我同毛的会谈》一文，称赞了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干劲，以及争取和平
的意志和中国道路的正确性。
现在，一个国际秩序更替升级的时刻可能就在面前，重温蒙哥马利的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更从容地
面对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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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环球时报》社评的特殊贡献，在于它敢于在敏感问题上发声，又努力把握分寸，避免走政治极端或
人身攻讦。
这需要兼备勇气、智慧及雅量。
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成为自尊而受人尊重的大国，这样的舆论空间对社会环境和国民心态都是不可或
缺的。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发展是很大的话题。
胜出必有所长。
中国取得这样大的变化和成就，是有原因的，有它的道理。
《环球时报》的社评就是努力去解释为什么中国还是这片土地还是这些人民，30多年里发生如此巨大
变化的复杂性和内在动力。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近十年来，《环球时报》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有
国际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报道世界变化，而不是从所谓地球人的角度分析国际现象
；二是反映中国民众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而非仅仅宣传中国官方立场。
《环球时报》社评的独特性很能引得国际关注。
　　——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环球时报》的社评，可以说是这份报纸的“
心”，它所见证和参与的世界和中国的变化，它所为之努力奋斗的中国崛起的目标，它所秉持的客观
和理性的思考，都为这个复杂的激变时代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关键性的参照。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环球时报》要成为世界大报，就要世界级的评论版，以及
培养世界级的评论大师。
两年来，《环球时报》社评敢于直面中国问题，在不回避、不隐讳的前提下提出解决思路；在介绍外
国时，坚持中国立场。
不模仿西方，也不理想化。
它正在向世界级大报迈开坚实的步伐。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崛起的中国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多年来，《环球时报》就诸多国内外大事率先发表了见解独到的社论，经常“一石激起千层浪”，引
来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
今天这些社论的精华又被汇编成册，成了中国崛起过程中许多观点交流碰撞的一个全面汇总，成了大
变革时代中国人声音的一个真实记录，也是中国话语走向世界的一个很好开端。
　　——张维为（日内瓦外交与国家关系学院教授、《中国震撼》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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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讲真话的中国:&lt;环球时报&gt;社评精选(2010-2011)》：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如果把《环球时报》所
有社评加在一起当成一篇文章来读这句话可以做篇文章的标题这的确是一句真话，而且是被舆论常常
忽略的一句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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