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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球时报社评以其独树一帜的评论风格，被誉为中国民间舆论的代表性声音。
为了突出环球时报社评的史料价值．满足读者需求，现将自2009年4月创办环球时报社评以来的社评文
章一并按年份为序，2009年至2011年环球时报社评每年一册．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自2012年起，环球时报社评将每半年出版一册，以飨读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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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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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南京大学一霍普金斯大学、北京大学，2005年加入
环球时报。
2009年任环球时报评论组组长。
2010年起任环球时报编委，主管评论。
　　高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加入环球时报。
2010年起任环球时报评论组组长。
　　何申权，先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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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起任环球时报评论组副组长、首席编辑。
　　马晴燕，先后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998年至2002年供职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2002年加入环球时报，现为环球时报主任编辑，首席编辑。
　　胡笳，环球时报评论编辑，毕业干复旦大学.先后访问10多国从事特派新闻采访工作，2005年加入
环球时报。
　　谭福格，环球时报评论编辑，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曾在人民网任时政编辑，2007年加入环
球时报。
　　曹磊，环球时报评论编辑，先后就读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2008年加入环球时报
。
　　杨婷婷，环球时报评论编辑，先后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曾供职于国际先驱导报
，2008年加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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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年对政府说几句话
互联网火爆今年还将升级
应急是政府永恒的工作主题
高行政开支，削弱国家竞争力
西方极端言论挡不住中国登场
来一场对美报复的民间讨论
巨款捐耶鲁，试探国人雅量
善待媒体，培育国际大报
中国要有更强大军事威慑力
谷歌先别急着说再见
走出圆明园的屈辱阴影
谁也不要冲撞中国民意
中国要做互联网世界的强者
世界不欢迎“白宫的谷歌”
中国不可能成西方“思想殖民地”
如何让百姓更相信政府数据
警惕美国的互联网霸权主义
互联网正站在历史转折点
奥巴马让中国人很失望
挟洋自重的达赖需反思
要管理世界对中国的预期
立住中国制裁大棒的权威
让西方适应“强硬的中国”
边贸繁荣，边疆才能长治久安
中西冲突，中国要有掌控力
医疗改革奠定现代国家基础
太平洋上筑不起“柏林墙”
沉着应对人民币汇率博弈
伊朗、西方都别想绑架中国
中国不会做西方出的选择题
当春节撞上情人节
见达赖是奥巴马的政治退步
抛弃对美幻想，中国沉着前行
欢迎印度愿为中国商船护航
中国模式：解不开的世界之谜?
期待“两会”破解房地产难题
没有全民医保，稳定缺少根基
别让中国形象蒙上拜金阴影
虚心学日本，坚定走自己的路
丰田警示中企，提防扩张诱惑
缩小收入差距，难也要做
调结构需要新的社会大动员
中国军费开支应加大透明度
看透美国，看透中美关系
两会推动中国，讲真话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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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改革需要西方配合
公开航母计划，构建新海权观
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不应躲着走
向世界坦率讲述中国的担心
西方应从谷歌事件读懂中国
办好世博会，不必太紧张
美国议员该与世界对表了
不容许美国砸中国人的饭碗
高技术助中国对谷歌说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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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年对政府说几句话　　在新10年第一篇社评中说点什么，环球时报编辑部曾在多种选择中一度
犹豫，直到00年代最后几小时，我们达成一致意见：过去一年，中国民众与政府的互动达到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程度。
新年伊始，我们愿就这个话题与政府说几句我们的心里话。
　　中国政府在与民众的互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近，环球网网友将最多票数投给了“被”，用以描述他们对过去10年中国的感受；而在另一项对今
年政府工作的调查中，民众最满意的是应对甲流。
诸多事实清晰表明，民众参与意识已经今非昔比，他们对政府有满意，有不满意，更有很多期待。
　我们最想说的话就是，让民众更多了解政府的政策，给民众议政参政提供更多渠道，政府要增加对
民众批评的承受力。
过去的10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犯错误最少的政府之一。
但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政府，毛泽东说过：“我们要错误少一些是可能的。
但否认我们会有错误，那是不现实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各级官员都应该有这样的自信：让老百姓更多了解和参与政府决策，就能使错误越来越少。
　　经过改革开放30年历练的中国民众已相当成熟，过去两三年中出现的一些事件就表明，他们的承
受力很强。
很多事情通过辩论或讨论。
可以形成主流意见。
有些事情因人多口杂，达不成共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以继续磨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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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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的大国，这样的舆论空问对社会环境和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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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闷学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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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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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多元世界解读复杂中国　　中国民间主流舆论的代表性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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