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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烘原張鑫森出席開幕禮 主席王樹成致辭論報業創新路

世界中文報協首爾開年會
香港文匯報訊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四十

六屆年會昨日在韓國首爾花園酒店舉行，

200多位來自世界各地中文報業代表與韓國

各界人士出席會議，韓國國務總理鄭烘原、

中國駐韓國大使張鑫森出席開幕禮，世界中

文報協主席、香港文匯報社長王樹成主持會

議並致開幕辭。王樹成說，希望大家暢所欲

言，把握發展機遇，促進合作交流，在激烈

競爭中積極探索傳統報業的創新發展之路。

世界中文報協成立於
1968年，會員達

100多家，分別來自亞非
歐美，是具有代表性、
歷史悠久的國際中文報
業組織。世界中文報協
年會相繼在香港、北
京、台北、舊金山、紐
約、檳城和新加坡等地
舉行，均得到當地政要
和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和
支持，取得良好效果。

論「經濟發展影響中文報業」

為期4日的世界中文報協年會的主題是「經濟發展
對中文報業的影響」。王樹成在講話指出，世界經濟
迅速發展並逐步實現全球一體化，相伴而生的是民
眾生活品質的進一步提升，以及生活方式和生活需
求的進一步改觀，傳統世界報業同時也面臨難得的
發展機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各地文化、商貿
產業和資產通過報業媒體推介引導，進而轉化為可
觀的經濟效益，使得世界報業在經濟建設中起到不
可代替的作用。
他說，同時，我們也清醒地看到，經濟發展又催

生了高科技發展的突飛猛進。新媒體的快速崛起，
改變了民眾信息獲取方式，分流了廣告市場份額，
極大地影響了報業傳統媒體的生存和發展。面對前
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報紙行業若能充分整合各種
技術和資源優勢，強化資訊傳播的獨特功能，發展
空間仍然十分廣闊。

張曉卿致辭李祖澤出席會議

世界中文報協年會首席會長張曉卿在開幕禮上致
辭，會長李祖澤出席會議。年會安排和邀請了會議代
表《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總編
輯李婉芬、《深圳特區報》原社長吳松營、著名學者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分別圍繞
年會主題發表演講。承辦此次年會的韓國《亞洲經濟》
對會議作了細緻周到的安排，組織了有關國際活動說
明會以及參訪活動，豐富了年會活動內容。

中韓高度重視 盼增兩國友誼
香港文匯報訊 由韓國《亞洲經濟》承辦的世界中文報

業協會第四十六屆年會在首爾召開，獲韓國方面和中國駐
韓國大使館的高度重視。韓國外交部、文化體育觀光
部、首爾市以及KBS電視台和YTN電視台協辦這個會
議。韓國國務總理鄭烘原、韓國國會副議長朴炳錫、韓
國國會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熏、韓國國會外交統一委
員會委員長安鴻俊、韓國國會情報委員會委員長兼韓中
議員親善聯盟部議長徐相箕、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副
會長李承哲、韓國東北亞和平韓半島統一研究院名譽理
事長、韓國總統朴槿惠妹妹朴槿令、中國駐韓國大使張
鑫森出席開幕式並分別致辭。韓國輿論仲裁委員會委員
長權誠到會發表專題演說。

鄭烘原：韓國國民抱很大期待

鄭烘原在致辭中說，對於此次年會，韓國國民抱有很大
的期待，希望與會的媒體人以此次年會為契機，進一步做
好工作，增進韓中兩國人民的友誼。韓國屬於儒教文化

圈，雖然與中國建交時間僅有20餘年，但是兩國在經濟、
社會、文化等領域的交流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截至去
年，雙邊交易額已突破2,000億美元，往返於兩國的人口近
700萬次。韓中兩國首腦不久前在北京會晤，共同描繪了兩
國未來關係發展的藍圖。因此，希望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各
成員今後能夠進一步加強交流，為韓中友好交流發揮更大
的作用。

張鑫森：建中國世界間橋樑

張鑫森在致辭中說，以傳播中國新聞和中華文化、增進
中國與世界相互理解為主要特色的世界中文報業獲得了前
所未有的發展和繁榮，成為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走向
世界的重要橋樑和紐帶。中韓兩國相近的歷史文化傳統令
兩國人民彼此倍感親切。韓國總統朴槿惠女士，以及今天
在座的李秉錫副議長等許多韓國朋友都精通中文。他希望
並相信韓國的中文媒體一定會越辦越好，為增進雙方了解
和友誼，推動兩國交流與合作發揮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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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地圖，你會發現南京河西中央商務
區（簡稱「河西CBD」）是一塊「寶

地」——位於南京市新城中心區域，緊臨揚
子江，總佔地面積22平方公里，具備「南北
呼應、東西承接、緊鄰老城」的區位優勢。
河西CBD處於南京新的城市二環空間的幾何
中心，是南京軌道交通網和跨江通道的重要
節點與中心，是溝通南京內外交通，連接火
車站、機場和港口的重要環節，離目前亞洲
最大的鐵路客運站京滬高鐵南京南站僅10分
鐘車程，經環城快速通道，至機場和長江貨
運港口也只有20至30分鐘的車程。地鐵1號
線、2號線、南京長江隧道、長江三橋已開
通，未來在河西CBD區域內還將建設7、12
號2條地鐵線路和1條輕軌。
自2001年10月南京市第十一次黨代會明確

了「一城三區」的城市發展戰略，並做出開
發建設南京河西新城區的重大決策後，2002
年河西CBD拉開了規劃建設的序幕。整體規
劃分為三期建設，一期核心區目前已基本建
成，共有新地中心等13個項目、16幢標誌性
建築，總建築面積241萬平方米；二期項目預
計到2015年基本建成，包括了香港新鴻基南
京環球貿易中心、美國富頓南京世界貿易中
心、十四所國睿大廈、蘇甯博愛大廈、省交
行總部大樓、新華報業集團新聞大廈、南京
日報報業集團大廈等17個項目的眾多高端建
築，總建築面積約570萬平方米，投資總額約
480億元人民幣；其中蘇甯博愛大廈以規劃
420米的高度將成為南京河西地段的新地標。
2011年開工的南京金融城項目，定位於具有
國際水準的金融企業集聚地，項目總建築面
積74萬平方米，目前多家省內外金融機構簽
訂了入駐協議。CBD三期正在規劃中。
把握機遇，決勝未來。「河西CBD在長三

角T字型產業帶中位於地理的中心與核心，
也是長三角面向中西部地區的門戶城市；同
時也是青奧會和亞青會主賽場所在地。面對
這一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河西CBD金融集
聚發展必須借力長三角經濟一體化進程，承
接上海金融資源往內陸的延伸拓展，緊抓舉
辦國際重大體育賽事的機遇擴大宣傳影響，

重點引進各類外資金融機構，提升金融集聚
區的對外開放程度。」 南京市建鄴區委書
記、河西新城區開發建設指揮部常務副指揮
長馮亞軍表示，河西CBD不僅是南京市的金
融核心區，也是南京都市圈的金融中心，更
應成為長三角區域具有自身特色、錯位上海
的國際性現代化的金融城。
推進河西CBD建設，是南京建鄴科學發展

的一個生動縮影。建鄴區委區政府明確提
出，抓住兩大節點，實施全面推進。一是
2014年「青奧會」前完成金融城主體結構和
外幕牆工程，CBD一期綠軸及配套設施全面
提升，沿江東路華泰證券辦公樓、廣發銀
行、國開行等辦公樓項目投入使用，金融集
聚區以嶄新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二是以
2020年南京建成區域金融中心為節點，實現
CBD南延二期主要樓宇和金融城二期項目全
面竣工，在CBD區域內形成中央公園周圍、
金融城一期、二期等三個金融機構規模集聚
帶，實現全市3/4以上的金融機構法人總部
和一級分支機搆進駐，金融載體面積達到
200萬平方米。
為引導社會資本更多地投向創業企業，南

京河西中央商務區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發起設
立了南京河西新城科技創業投資引導基金，
基金總規模10億元，一期4億元。引導基金

作為「母基金」，發起設立種子基金、直投
基金，同時參股其他創業投資基金，打造一
條覆蓋企業種子期、成長期和成熟期全生命
周期的創投基金鏈，借助創投機構市場的手
段、專業的眼光發現、培育一批紮根建鄴的
企業總部，推動區內新能源、新材料、生物
技術與新醫藥、節能環保、軟體和服務外
包、物聯網和新一代資訊技術、新型服務業
等新興產業發展。
目前，CBD區域內已集聚各類金融機構

223家，其中包括全國首家台資銀行大陸子
行總部永豐銀行（籌）、全省首家外資保險
法人總部韓國樂愛金財險、全省首家內資壽
險法人總部利安人壽、全省首家內資財險法
人總部紫金財險、全省首家外資銀行法人總
部首都銀行及全國最大的省級信用再擔保公
司江蘇省信用再擔保等11家金融法人總部，
以及各類省級以上金融一級分支機構50餘
家。
金融業已逐步成為推動建鄴區「一區五城」

現代服務業體系的核心產業，基本形成了以
銀行、證券、保險等傳統金融業為主體，私
募基金、金融租賃、融資擔保、小額貸款公
司等新興金融為補充，中外金融機構並存，
功能較為完備的多元化金融體系和全方位的
金融發展格局。

■河西金融集聚區夜景

南京河西CBD

崛起中的長三角北翼金融中心

■楊衛澤書記出席寧台金融合作洽談會

■2011寧台金融合作推進會季市長發言 ■河西金融集聚區 ■2010年匯豐南京銀行開業慶典 ■河西奧體中心

「古都金陵看老城，現代化

新南京看河西」。作為現代化新

南京的標誌區，來到這裡的人

們除了可以看到一幢幢現代化

的高樓、舉辦過「亞青會」、即

將舉辦「青奧會」的奧體中心

主賽場和景色宜人的濱江風光

帶等宏偉建築和生態美景外，

更可以領略一個集聚國內外眾

多金融機構、功能日益完善彰

顯的現代化國際性的河西金融

集聚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