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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媒体20年》

内容概要

《直面媒体20年（平装本）》收录了作者在任外宣办主任、政协新闻发言人期间在接待媒体时的言论
。作者历任上海市副市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等与媒体联系紧密的职位，同时，作者还是中国公
共外交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深信媒体在传播主流信息和思想方面的价值。本书所录文章为作者在不同
时期与媒体交流的结集，反映了中国近二三十年来的发展变迁，同时，也可以领略作者的思想睿智、
老到娴熟的传播技巧和机智幽默的语言，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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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媒体20年》

作者简介

赵启正（1940年1月－），北京市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物理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1979年5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曾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主任，浦东新区管委会的首任负责人。现任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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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媒体20年》

书籍目录

如果地球是平的，就能看见日本
（1995年 3月 21日在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接受 NHK记者采访）
我相信开发浦东用不了50年
（1996年 4月 20日在上海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亚洲台主持人韩玉花采访）
上海是观察中国经济的好地方
（1996年 7月 17日在上海答外国驻沪记者问）
你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很客观
（1996年 9月 27日在上海答美国海外新闻俱乐部访华团记者问）
外滩代表过去，浦东代表未来
（1996年 11月 19日在上海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驻华首席记者吉米·克鲁兹采访）
每当中日关系有进展时就很高兴
（1996年 11月 19日在上海会见日本《读卖新闻》副社长加藤博久的谈话）
上海和香港像兄弟一样携手共进
（1997年 10月 25日在上海会见美国新闻团的谈话）
加强接触对中美关系会大有好处
（1998年 1月 12日在上海会见美国记者交流团的谈话）
让世界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
（1999年 7月 22日在北京与法新社社长吉伊利的谈话）
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不能不重视中国
（1999年 12月 5日在北京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
人民之间的友好是非常重要的
（2000年 8月 17日在北京与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记录）
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远远超过美国人对中国的了
（2000年 8月 30日在华盛顿全美新闻俱乐部演讲后答听众问）
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不准确
（2000年 9月 14日在旧金山接受《旧金山纪事报》记者采访）
地位越高的人可能说话越谨慎
（2000年 11月 2日在北京日本驻华记者茶话会上的谈话）
保护知识产权既符合外国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2001年 9月 8日在伯尔尼会见瑞士《商业金融日报》总编辑皮埃尔·维亚的谈话）
文化的理解是最重要的基础
（2001年 9月 14日在柏林亚太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战略性伙伴的合作
（2002年 2月 22日在北京会见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首席执行官李文的谈话）
中国人为民主奋斗了一百多年
（2002年 3月 29日在北京会见瑞士新闻代表团的谈话）
媒体要在中日关系间起稳压器的作用
（2002年 5月 13日在东京中日媒体研讨会上答记者问）
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和日本人
（2002年 10月 13日、2006年 6月 27日在东京、北京接受日本著名电视时政
节目主持人田原总一朗采访）
北京是产生世界新闻的地方
（2002年 11月 5日在北京会见加拿大广播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宾诺维奇的
谈话）
中国的社会制度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
（2002年 11月 22日在北京会见日本主要新闻媒体评论员访华团的谈话）
圣彼得堡人很懂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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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8月 19日在圣彼得堡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俄《消息报》采访）
让媒体架起中俄友谊的桥梁
（2003年 8月 22日在莫斯科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演讲及答问）
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信仰
（2003年 9月 12日在北京会见伊朗通讯社社长纳塞利的谈话）
中日关系的发展令人忧虑
（2003年 10月 24日在北京会见日本《产经新闻》主笔住田良能的谈话）
德国人崇尚哲学，中国人也一样
（2003年 10月 29日在北京会见德国《时代周报》经济部主编霍伊斯尔的谈话）
全面观察，才能对中国经济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2004年 4月 19日在北京会见香港《南华早报》财经采访主任陈宜宁的谈话）
我们之间开展网络与出版方面的合作不谋而合
（2004年 9月 7日在北京会见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总裁李尔庭的谈话）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2004年 11月 22日在北京会见日本主流媒体论说委员访华团的谈话）
新闻发言人的热线电话
（2005年 1月 10日在北京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专访）
回望浦东十五年
（2005年 4月 18日在北京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
文化是财富，友谊也是财富
（2005年 5月 15日在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高端访问》节目——2005《财富》对话）
与世界媒体同行
（2005年 5月 16日在 2005北京《财富》论坛文化圆桌会议上的对话）
品牌中国
（2005年 7月 15日在北京接受美国《领袖》杂志中国专刊首席代表杨红采访）
一份报纸可能影响100万读者
（2005年 8月 8日在开罗与埃及《金字塔报》主编乌萨玛·萨拉亚的谈话）
中国已经进入了“公共外交”的时代
（2007年 9月 21日在北京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
和法国人谈文化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2007年 10月 26日在北京接受法新社驻京记者卜光采访）
挑战性的问题往往是外国最关心的问题
（2008年 3月 14日在上海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
希望有一天法国解放并涤清了自己
（2009年 3月 2日在北京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
人们在危机的时候会出现新的智慧
（2009年 9月 12日在大连达沃斯论坛与CNN主持人兼记者安德鲁·斯蒂文的对话）
谁说我外行，我就感激谁
（2009年 9月 17日在北京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
回头吃好草的马是聪明马
（2010年 3月 2日在北京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
时间就是金钱，诚信就是生命
（2011年 3月 2日在北京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
越是敏感的问题，越是有回答的必要
（2011年 6月 2日在纽约与《纽约时报》负责人座谈）
和记者交谈是我的一个乐趣
（2011年 6月 6日在华盛顿与《华盛顿邮报》负责人座谈）
中国并不隐瞒自己的问题
（2011年 6月 8日在洛杉矶世界事务委员会演讲并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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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业
（2012年 2月 24日在北京答境外记者问）
记者提问要提在点子上
（2012年 3月 2日在北京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
新闻发布会背后的故事
（2012年 3月 7日在北京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
准备发布会，我都像高考前那样用功
（2012年 3月 8日在北京接受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兼首席评论员阮次山采访）
风高浪急，“吴越”如何同舟？
（2012年 7月 3日在东京接受《朝日新闻》记者若宫启文采访）
中国坚定支持半岛无核化
（2012年 7月 5日在首尔接受韩国联合通讯社记者采访）
我向世界说明中国
（2012年 9月 7日在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开讲啦》）
请到中国列车上来
（2013年 6月 13日在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中国梦不是自私自利的梦
（2013年 6月 27日在上海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
中蒙合作应该是多面的
（2013年 12月 24日在乌兰巴托答记者问）
中国人应该表达好“和”的思想
（2014年 4月 23日在北京接受美国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新闻学院采访）
企业的公共外交
（2014年7月 28日在贵阳参加贵州卫视对话节目《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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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以前是不看这类官员回忆录之类的作品的，觉得离生活太远，而且也不见得会多有趣。这次拿到
赵老师的这本书也是机缘巧合，在海口参加公共外交冬令营时有幸聆听了赵老师的讲座，甚至有机会
和赵老师同桌畅聊，听他讲述科学家，新闻发言人，学者的人生经历。从海南回来后，马上迫不及待
地就开始阅读了。赵老师直面媒体20年来，接触过的中外媒体数不胜数，出席过的新闻发布会也是不
可估量，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回答使每个采访，每个发布会都有亮点，非常好地解释了向世界说明中
国这个理念。这本书不仅从事新闻的人值得看，普通民众更值得看，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和外国人
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了，从小镇前往南京上学时，我甚至想不到我可以多次出国参加各种国际活动
，在国际交流中如何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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