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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2014 年 9 月出
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近日由中央宣传
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会同中央文献研究
室、中国外文局修订，改称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 第一卷，由外文出版社面向海内外再
版发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收入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至 2014年 6月 13

日期间的重要著作，共有讲话、谈话、演
讲、答问、批示、贺信等79篇，分为18个专
题。截至目前，该书以中、英、法、俄、
阿、西、葡、德、日等24个语种、27个版本
面向海内外出版发行，受到广泛关注和好
评，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为
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

重要文献。
党的十九大后，为帮助国内外读者系统了

解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2017年11月《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出版发行。同时，应广
大读者需要，对第一卷进行再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是
有机统一的整体，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
容，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充分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贡献的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国内外读者学习掌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权威读本。
当前，全党全社会正在深入学习《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一卷的再版，对于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深入人心，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奋斗，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再版发行

有一本书，被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印度
共产党 （马） 总书记西塔拉姆·亚秋里等政要
摆在案头，也被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视
为必读书目。这本书，坦桑尼亚的执政党和
政府高级官员人手一册，越南国家政治出版
社为所有司局级干部配送一本。法国前总理
让－皮埃尔·拉法兰为它专门作了长篇笔记，
柬埔寨以国家名义为它举办专题研讨会，首
相洪森还希望获得其电子版，以便在手机上
反复阅读……

这本书，就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其
第一卷和第二卷在海外持续热销，从政要、
学者，到普通民众，在全球范围内“圈粉”
无数，成为一部“现象级”著作。

认识中国的一扇窗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集中反映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
主要内容，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充
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贡献的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
的领导人著作之一。

这本书何以风靡全球，让全世界都在学
习？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语道破天机：“它为
了解一位领袖、一个国家和一个几千年的文明
打开了一扇清晰而深刻的窗口。”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认为，通过《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一书，外国读者可以了解中国领导
层遵循什么样的哲学，中国发展方向依据何种
战略方针。“它有助于外国读者客观、历史、多
角度地观察中国，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更全
面地认识中国。”施密特说。

“大家都认为，这本书为世界各国政党和

政治组织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提供
了一个生动、易懂的方式。”新加坡国立
大 学 东 亚 研 究 所 所 长 郑 永 年 表 示 ， 通 过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这本书，各国政党可

以更深入地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感受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携手建设美好世界的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

全球范围“圈粉”无数

除了各国政要和学者，在普通民众中间，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也刮起一阵阵学习旋风。
无论是厄瓜多尔的基多国际书展、伊朗的德
黑兰国际书展还是在纽约举办的美国书展，
都有不少当地读者专门到中国图书展台购
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

一位泰国民众在抢先购得一本《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泰文版后，通过社交网络发布了一条
信息，结果立即收到4位朋友请她代购此书。

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居民马克·哈
赛贝克在上海旅游时，购买了一本英文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一口气读完后，他在
亚马逊网站的电子书销售平台留言：如果你认
为这个人口大国不容忽视，你应该读读这本书。

“从字里行间我感受到习近平主席简明坦
诚、风趣幽默的论述风格，但更重要的是看到
了一个努力为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高尚的人。
这正是当今世界需要的领导人。”他说。

连接“中国梦”和“世界梦”

时任斯里兰卡外国劳务局主席维克勒马
索里揭示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全球取得
巨大影响力的深刻逻辑：“这本书阐释了‘中国
梦’和‘世界梦’的关系，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了
中国人民追求睦邻友好和世界大同的理想。”

当今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局部冲突此起彼
伏，“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抬头……大变局的时
代需要思想光芒的指引，迷惘的世界把目光投
向东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抓住了当前人类社会主要矛盾的“牛鼻子”，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展现出
中共执政理念对全世界的深刻启示和强大感召。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所言：
“本书不仅仅是关于治国理政，更重要的是，它
代表了一整套的可以用于建立持久秩序的思
想体系。世界需要思想体系，以灵活应对各国
和世界面临的挑战。”

这本书，全世界都在学习
本报记者 卢泽华

1 月 26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发表 《中国的北极政策》 白皮
书，第一次全面准确地阐述了中
国如何看待北极的形势与变化、
中国与北极的关系、中国的北极
政策目标和基本原则、中国参与
北极事务的主要政策主张，具有
重要意义。白皮书明确了中国作
为“北极事务重要利益攸关方”
的定位，提出稳步推进北极国际
合作的原则与主张，旨在增加中
国北极政策的透明度，消除对中
国参与北极开发的疑虑，发出中
国致力于与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北
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
积极信息。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
化深入发展，北极在战略、经
济、科研、环保、航道、资源等
方面的价值提升，国际社会对其
的关注日益增多。北极问题已超
越北极国家间问题和区域问题的
范畴，涉及北极域外国家的利益
和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北极治理
迫切需要各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
贡献。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和一系列涉北极国际条
约的缔约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
和能源消费大国，对北极跨区域
和全球性事务肩负重要责任。国
际社会希望更多了解中国在北极
事务上的立场，而中国已逐步形
成北极各具体领域的立场主张和
通常做法，具备总结提炼北极政
策主张的基本条件。白皮书此时
出台顺理成章。

中 国 参 与 北 极 事 务 由 来 已
久，与北极的跨区域和全球性问
题息息相关。白皮书指出，中国
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是陆
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北
极的自然状况及其变化对中国的
气候系统和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
影响，关系到中国在农业、林
业、渔业、海洋等领域的经济利

益 。 早 在 1925 年 中 国 就 加 入 了
《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开始参
与北极事务。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
来，中国在北极事务广度、深度的
参与方面均提速，已成为北极活动
大国。2004 年，中国建成“中国
北极黄河站”。截至 2017 年年底，
中国在北极地区已成功开展了8次
北冰洋科学考察和 14 个年度的黄
河站站基科学考察。经过多年努
力，中国在北极地区逐步建立起海
洋、冰雪、大气、生物、地质等多学科
观测体系。如今中国的北极活动重
点是北极科研、北极保护和北极合
作，已拓展至全球治理、区域合作、
多边和双边机制等，涵盖科学研究、
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经济开发和人
文交流等北极事务的众多领域。全
球变暖使北极航道有望成为国际贸
易的重要运输干线，中国企业开始
积极探索北极航道的商业利用。

中国是北极事务的积极参与
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白皮书确定
了“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
极和参与治理北极”政策目标，提
出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
续”基本原则，并阐释了五项具体
的政策主张，是指导中国参与北极
事务的纲领性文件。展望未来，中
国将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抓住北
极发展的历史性机遇，积极应对北
极变化带来的挑战，推动“一带一
路”倡议涉北极合作，共建“冰上
丝绸之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为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
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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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 28日电 （记者谭晶
晶）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8日下午在中南海
紫光阁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外相
河野太郎。

李克强表示，当前中日关系保持改善
势头。我们注意到日方近来在对华关系
上释放的正面信息，但两国关系在积极
面增多的同时，仍面临不确定因素，可
谓乍暖还寒。当前中日关系改善的积极
势头来之不易，需要双方倍加珍惜，共

同努力，相向而行，在今年中日和平友
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之际，重温条约精
神，处理好历史等敏感问题，妥善管控
分歧，使今年成为中日关系重返正常发
展轨道的机遇之年。

李克强指出，中日关系不仅事关两
国，对本地区和世界也有重要影响。中日
经济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日方
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努力营
造良好氛围，给两国民众和企业以良好预

期，为拓展互利合作、重启有关对话机制
以及推动东亚地区合作夯实基础。

河野太郎表示，日本各界对全面改善
日中关系充满期待。日方愿以日中和平友
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为契机，同中方相向
而行，共同努力，进一步改善和深化日
中关系。日方期待尽早举行新一轮日中
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欢迎李克强总理正式
访问日本。日中两国经济发展高度互补，
愿在战略互惠关系指引下，进一步加强两
国企业间交流，重启日中高层经济对话，
探索开展第三方合作，深化人民之间的
友谊，使两国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并
持续前行。

李克强会见日本外相李克强会见日本外相

2017 年 9
月 2 日，前来
厦门采访金砖
国家领导人厦
门会晤的中外
记者，在新闻
中心选取不同
语 言 版 本 的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等书
籍。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1 月 28 日 ，
中国第 34 次南极
科考队在南极罗
斯海围绕海洋微
塑料、人工放射
性核素、海洋保
护区等展开业务
化观测。

据 介 绍 ， 科
考队在罗斯海海
域形成海洋立体
调查网，开展海
面 微 塑 料 拖 网 、
海 洋 水 体 调 查 、
海底地形地貌勘
测等业务。

图 为 科 考 队
员将即将布放到
南极罗斯海中的
CTD 温盐深剖面
仪 吊 至 “ 雪 龙 ”
号右舷边。

新华社记者
白国龙摄

探索南极 立体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