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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环球时报的重要特色，环球时报社评的核心竞争力优势突出，品牌价值日益凸显。
一直以来，在环球时报“解读复杂中国，报道多元世界”的办报理念指引下，环球时报社评以明辨是
非为原则，用对应现实、对应心灵的“真话”，触及敏感话题，解读复杂中国，表达主流观点，阐释
中国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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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2010至2011年4月的部分社评曾由科学出版社以主题分类的方式，出版成书《讲真话的中
国：环球时报社评精选(2010—2011)》。
为了突出环球时报社评的史料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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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由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出版。
在此对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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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昨天《环球时报》的社评提出“全国化”这一概念，它的对应概念是“全球化”。
“全国化”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才会上演，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逃脱不掉的。
我们过去高度重视全球化，全国化一直在默默做，但却没有构筑针对它的全国共识，现在该是全社会
认真思考这个概念的时候了。
 我们需要达成的第一个共识是：全国化正在中国真实地发生，而且它将继续演进，现在看不到任何根
本性逆转的可能。
 第二，就像全球化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各种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中国的全国化是借助现代交通、通
讯等手段，在中国全境实现人、财、物、信息等全部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而且这个“最佳”应包含
“合理”的。
 第三，全球化的唯一推动力是全球市场经济，中国的全国化除了有市场经济规则的自然推动，中国政
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能在很大程度上调控这一过程。
 第四，全国化将对中国当前的区域社会形态、人生竞争环境，乃至社会伦理道德都产生深刻影响，换
句话说，一个全国化的中国，与经济和文化条块化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中国。
 第五，中国的全国化尚未走完前半程，但它已经将中国大部分家庭从扎根于家乡的状态下晃动了，中
国的现代交通网络初步成型，“闯世界”逐渐成为全民接受甚至崇尚的观念。
但今后全国化将进入边走边“阶段验收”的复杂时期，全国化要向民众证明：它不是全国人漫无目标
的流浪。
 全国化的最初那些好处，已被中国社会享用并且习惯。
它的负效应正逐渐显露出来，并变得尖锐。
实际上全球化也是这样的，最初推动它的西方世界现在出现了反对它的力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未富
先乱，真正在全球化浪潮中成功的国家是数得过来的。
 农民工是中国全国化进程中最突出的一个群体，如何把他们逐渐分割成现代工人和现代农民两个群体
，将长期是全国化最艰巨的使命，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将记入史册的最伟大、精彩的一笔。
 全国化将面临一系列困惑：比如，它是各种资源的“最佳”配置过程，还是“公平”配置过程？
什么是“最佳配置”的标准？
再比如，它对于中国文化多样性的磨损，应在什么范围内被允许，在什么位置上必须止步？
 全球化的未来命运看起来部分掌握在美国和中国手里，但它反过来也越来越有力量规定两国的行为，
世界像是在全球化的大潮中随波逐流。
但中国的全国化不同，中国政府通过调控，使它不仅让大多数人受益，而且避免走上部分人群利益的
对立面，虽然在理论上是十分艰难的，但却是值得认真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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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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话中国:环球时报社评2011(套装上下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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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