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 13-17 年五年国内外走访》

摘要：

出访，意为外出访问。其在空间上包括了国内的调研视察以及国外的外交访问。国内调

研视察有助于国家高层了解民生，同时也方便基层群众直接向高层传达心声，对于国家政策

的完善以及提高政府与人民关系信赖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交是处理一个国家国际关系

的活动，对于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扩大国际影响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通过国家领导人的国事访问,以“和平探讨”而非“武力制裁”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也

有利于营造一个良好和平的国际环境。

本篇数据新闻立足于习总书记的国内外出访，时间跨度为自习总书记上台的 2013 年 3
月至 2018 年的五年多时间，总结这一年来习近平的国内视察以及国际外交进程。通过这五

年来的走访地区、走访持续时长、出访国家次数等数据分析当下中国的社会现状以及国际地

位，试图通过走访地区的变化以及出访时长、次数等数据呈现出中国发展战略的大体趋势,
并且试图对背后的深刻意义进行解读。

本篇数据新闻具有较强的社会热点以及社会关注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3月 5 日在北京召

开。在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全票当选为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十三届全国人大

第一次会议上，习总书记强调要紧扣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去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新局面，这与十九大报告中提及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

同时，在十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深化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善民生，

打赢抚平攻坚战”“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等多个角度对国内民生大事进行了大致的规划

描述。

在外交原则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的旗帜,继续推进

“一带一路”的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今年年初的两次与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的会晤也确实表明了中国对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事宜所做出的努力。

习近平在任 13-17年五年时间里面,国内考察调研以及国际外交走访都呈现出一定的特

点以及趋势。

这五年，习近平总书记的国内走访呈现辐射状特点。去的相对较多的是沿海的福建、浙

江，山东等地，累计时间超过五天；湖北、贵州、河南、云南等地所待时间较短，多为一两

天。



2013-2017年五年时间里面,习总书记走访轨迹基本涵盖西部、东北三省以及东部沿海

地区，这与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战略有着紧密关系。习总书记五年来国内考察甘肃、青海等地

关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执行，即十九大报道中提及“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

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方针。例如在考察新

疆期间，习近平对做好新疆维护社会稳定、推进跨越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

结、加强党的建设等工作进行调研指导。同时，习总书记五年来多次考察东北老三省，以及

重庆等中部地区调研，是“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

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战略体

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对于江浙一带考察调

研,习总书记强调创新,如 2015年 5月 26日习近平到位于杭州高新区的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视察。对他们拥有业内领先的自主核心技术表示肯定：“企业持续发展之基、市

场制胜之道在于创新。”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他也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3 年 3月 22日，在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元首的第 8天，他便远赴莫斯科，开启了

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首秀吗，据统计，习近平五年来累计出访 55次，46个国家，其中俄罗

斯 4次、美国 3次。从数据可视化的效果来看，全面涵盖、重点突破、区域联动、广交新

友是“习式外交”的四大特点：



1.全面涵盖

五年来，习近平的足迹已经囊括了五大洲，涵盖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区域和国际组织，包括联

合国、中美、中俄、中欧、中日韩、中非、东南亚、中拉、亚太经合组织、金砖五国、上合

组织、G20在内的众多单边、多变外交对话机制被维护以及壮大起来。



2.重点突破

俄罗斯在中国外交战略中保持了持续的重要性，习近平目前已经先后 4 次访问俄罗斯，

历次出访中，两国曾经的亲密友谊被反复提及，而纵贯亚欧大陆腹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能

源供应、技术合作则被进入了更深层次的合作阶段。无论是从出访顺序、出访频率，还是从

两国元首同台的场合——金砖峰会（BRICS）、上海合作组织（SCO）乃至纪念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北京与莫斯科之间保持了十分强劲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既立足周边区域安全，

也着眼于整合周边新兴经济体间的合作。

2013 至 2018 年间，美国历经奥巴马、特朗普两位政见迥异的总统，而习近平却一直维

持着与他们的良好互动，3 次赴美国事访问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建立了新型大国互动机制。

2013 年 6 月，习近平与奥巴马的首次正式会晤开启了“庄园会晤”的新模式；其中，网络

安全、气候变化一直都是三次会见的重要主题，在特朗普当选后 2017 年 4 月的“海湖庄园”

会晤中，中美之间的议题增加了“移民安全”这一项。

3.区域联动

习近平的出访轨迹表露出中国对于世界格局的判断，除美俄外，他还两次到访印度、德

国、印尼、哈萨克斯坦，分别展现了中国对南亚、东南亚、欧洲、中亚区域强国的重视，表



现了中国与它们开展对话与合作的诚意。在欧洲，习近平德、英、法为主要支点，瑞士达沃

斯世界经济论坛为发声窗口的中欧对话机制，这其中既有与西欧发达经济体的合作，也有与

捷克、波兰等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动。此外，东南亚作为中国天然的战略腹地和华人华

侨聚集地，习近平也以 APEC 及东盟机制为主轴进行了出访活动。

南海、印度洋地区成为了习近平外交活动新的发力点。习近平出访印度、澳大利亚、斯

里兰卡等国，体现出新时期中国对于海洋关乎的主权领土、对外贸易、港口资源的极大重视。

4.广交新友

习近平对非洲和拉美的访问反映出，自 2013 年 9 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

正在积极拓展传统地缘政治以外的外交关系，以期为在“一带一路”沿线结交更多友人、创

造更多经济合作的机会。上任伊始，习近平在到访经济更为发达的欧洲、北美前，先行与非

洲国家开展单边、多边的合作对话，表达出中国力图在此开展经济合作的诚心。2014、16

年的两次拉美之行，同样表现出了极强的合作意愿，这也证明了“一带一路”的辐射圈可以

更大；值得注意的是，拉美作为美国的“后花园”，2014 年 7 月习近平的拉美之行，是在

2015 年 9 月他对美国国事访问前进行的，无形中反映出中国正努力提升在这一美国势力范

围内的影响力，以中美和平共处为主基调，从而在拉美开启更为广阔的双边合作关系。

中国外交经历了从“出门交友”到“在家待客”的转变。2013 年至 2015 年间，习近平

大多以直接到访外国的形式开展外交活动，而自 2016 年 9月 G20 杭州峰会以来，“主场外

交”成为中国对外交往重要形式，2017 年 5 月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8 年

4 月的海南博鳌论坛成为了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大型外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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