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駱南輝：宣傳環保市區限車

馬來西亞《光華日報》董事駱南輝：在環境

保護方面，據我了解，北京現在很多社區都設

立了垃圾分類回收設施，但是很多百姓並不明

白要如何分類處理垃圾，希望北京市政府能夠

加強百姓對這方面知識的了解。而隨㠥中國改

革開放，更多市民有能力購買私家車，但也造

成北京交通堵塞和空氣污染，政府應該加強這

方面的控制，例如限制一些車輛進入市區。

黃清龍：公共設施關照殘疾

台灣《旺報》社長

黃清龍：看一個城市

的文明度，我們可以

看它對殘疾人的關

照。殘疾人能夠很自

由出來活動，這樣情

況在歐洲、東京、紐

約都經常看到，但在

北京比較不容易看

到，這顯示出北京在公共設施方面對這一部分

人的關照還不夠。

邵文光：文藝資源推向海外

英國鳳凰歐洲台台長邵文光：北京人有很多

民間手藝、小工藝，包括一些散落在民間的藝

術收藏品，都是非常寶貴的文化遺產。此外，

北京還有中央美院、798、今日美術館等，集

聚了眾多藝術人才資源，能夠組成比較系統的

展覽。而我們在座的華文媒體骨幹在辦展覽方

面都有很豐富的經驗，可以配合北京，把北京

的文化資源推廣到海外。

文　揚：均衡資源集中無益

新西蘭《新西蘭聯合報》社長文揚：北京集
中了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
心，可以說，一個國家所有可能的中心全部集
中在了這裡。這種集聚效應，讓北京的發展面
臨所有其他世界大城市沒有遇到過的問題。所
以，北京想要緩解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發展
難題，需要平衡好資源需求的過度集中。

沈永亮：創設主題全城參與

馬來西亞《聯合日
報》董事經理沈永
亮：如果說，北京走
向世界是2001年北京
申報奧運成功，那麼
在隨後七年時間裡，
奧運城市就是北京的
城市主題。但是，隨
㠥2008年北京奧運過

去有5年時間了，北京需要新的主題。同時，
這個主題的尋找與確定，不是單方面推動，而
是全體北京人一起參與。

華媒老總建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道）在華媒助推北京走向世界座談會
上，來自香港、台灣、新加坡和北京四地的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提出建議，
發掘北京發展的新潛力和突破口。專家們建言，北京應該利用自身優勢，力
爭打造成國際和國內電子商務及網上購物的中介總樞紐。在發展經濟的同
時，也需兼顧「大」和「精」兩個課題，營造多元包容的人文城市。此外，
北京需要㠥力發展公共交通、提高經濟質量、加大生態建設等措施，化解北
京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面臨的經濟社會矛盾。

陳文鴻：打造電子商務總樞紐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總幹事陳文鴻博士將
目光匯聚在北京與新經濟發展的價值鏈關係。他表
示，北京具身兼多個「中心」，即政治權力中心、
總部經濟中心和渤海灣地區經濟中心，北京可發揮
首都效應，在國內消費的新方向上有所作為，打造
一個低投資、高效能的電子商務平台，爭取成為國
際和國內電子商務及網上購物的中介總樞紐。同
時，考慮到全國金融監管機構與大銀行總部集中於
北京，他建議，鼓勵金融產品電子化建設，推動大
銀行構建地區性乃至全國性的電子化金融服務平
台。他強調，電子化建設不僅是增加投資，更是整
合現有資源，利用電子化放大利益。

杜紫宸：創造便利性由大而精

台灣工研院知識經濟與競爭研究中心主任杜紫宸
則從構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首都城市為出發點，比
較台灣、丹麥哥本哈根、美國西雅圖等地區和城市
提升競爭力經驗，建議北京完善城市三個基本功
能：就業、生活、求學的便利性，打造一個大而精
的人文城市。他說，有競爭力的城市具有兩大指
標，即精英人才持續湧入和高度的文化包容性。北
京具有厚實的文化底蘊，在此基礎上要生發出一種
新文化，關注人文、生態，營造多元包容的社會，
如此北京才能成為大家都承認世界級的城市。

胡逸山：文創教育走進東南亞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胡逸山從
東南亞城市建設的互動談起，認為北京可在三個方
面加強同東南亞國家的交流。首先，從文化創意的
角度，北京可以利用動畫領域優勢，結合中國元素
和東南亞的多元文化、種族，就地取材，把開發基
地拓展到東南亞，以動漫化的方式促進兩地文化交
流。其次，北京具有優質教育資源，在考慮經濟效
益的同時，北京院校可在東南亞設立分校，提升當
地教育水平的同時增加文化軟實力。第三，除同東
南亞國家做原材料貿易之外，北京可考慮把加工環
節留在當地。

趙　弘：拓高新產業減耗資源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長趙弘則從本地視角，總結北
京城市轉型歷程。他說，北京交通擁堵，人口資源
環境壓力很大，北京汽車已經突破520萬輛，人口
突破2,000萬人，遠遠突破原規劃2020年達到1,800
萬人的要求。北京現在所打造的「首都經濟」，重
在要化解經濟社會發展與實現首都定位的矛盾。北
京的交通、環境問題是在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出現
的，沒有經驗可循，發展觀念和規劃滯後。當前要
通過限車手段，利用時間段來加快我們地鐵建設，
這樣北京交通擁堵問題比較好解決，通過北京發展
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來減少資源壓
力，加大生態環境建設，提高城市品質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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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調控經濟 以質取勝
北京市發改委副主任趙磊

從經濟總量看，北京去年生產總值
近1.8萬億元人民幣，產值已與希臘、
泰國整個國家水平相當。國際金融危
機後，北京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在全
國率先提出並實施主動調控的措施，
「限車、限房加限鋼」，越過了以經濟
增速論英雄的年代，正向注重經濟質
量邁進。國家發改委、統計局與中國
社科院的評估報告指出，在測算可持
續發展能力和科學發展能力指數排名
中，北京名列全國首位。

新興產業搖籃地位無可替代
中關村管委會副主任馬勝傑

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中心，是中關村的目
標。去年，示範區的企業總收入同比增長已達2.5億元
人民幣，同比增長25%，超過全國高新區的七分之
一。增加值約佔全市地區生產總值的20％，對全市經
濟增長貢獻率約為24%，成為拉動首都經濟增長的引
擎。同時，中關村作為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策源地作
用進一步發揮，國家最活躍的創新創業中心地位也進
一步體現。中關村不僅為奧運會、國慶60周年、世博
會、載人航天和探月工程等提供了數百項重大技術解
決方案，其創業投資金額和案例數已約佔全國三分之
一，近年來每年新創辦科技型企業超過3,000家。

冀海外華媒助推京交會
北京市商務委委員鄧洪波

第三屆京交會將於2014年5月28日-6月1日在北京國
家會議中心舉行。本屆京交會將繼續秉承「務實、合
作、誠信、儉樸」的辦會理念，以服務客商為本，以
促進洽談為核心，突出重點行業，統籌「展、論、
洽」，㠥力提升專業化和國際化水平，為推動中國服
務業和服務貿易發展、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做出新貢
獻。第三屆京交會將加大國內外知名品牌參展商引進
力度，吸引全球及國內服務貿易領域內的有知名度、
美譽度和影響力的企業聚集京交會。歡迎海外華文媒
體深入挖掘成交企業、專業買家、簽約執行過程中的
財富故事。

會展重創意環保展覽面積增三成
中國會展經濟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陳澤炎

中國的會展業是列入國民
經濟分類目錄的一個小行
業，在930個小行業中佔一
席之地，也屬於文化創意產
業一部分。第三屆京交會
「會展服務板塊」將更具前
瞻性，更突出「高端、國
際、專業」特色，展覽展示
面積將擴大30%，並進一步
強調會展的創意設計和綠色
環保兩方面。

力促醫療交易額每年增15%
中國醫師協會健康管理與保險專委會主委胡波

北京有巨大的醫療資源尚待挖
掘。第三屆京交會「國際醫療與健
康服務板塊」的主題是加強醫療技
術服務交流，促進健康服務業發
展。中國醫師協會將站在國家的高
度上，以更寬闊的視野，代表全國
1,000餘家三甲醫療機構及800萬醫
務人員來組織開展第三屆京交會活
動，力爭使交易成交額以每年15%
遞增，將其辦成國際醫療服務領域
第一品牌盛會。

在海外華文傳媒合作

組織2013年會暨華媒助

推北京走向世界座談會上，北京市新聞辦

主任王惠甫一亮相，便產生「人氣聚合效

應」。海外華文傳媒人時而聚攏㠥她攀談，

時而與她合影留念。一襲鮮亮黃衣的王惠

與華媒老友相見歡，成為會場上一道靚麗

的風景線。

作為本次會議主辦方之一的一把手，北

京市新聞辦主任王惠為此次年會和座談會

的籌辦不惜心力，工作起來雷厲風行，是

會議成功舉辦的重要幕後推手。在北京座

談會上，王惠更親自擔任前台主持人，使

會議演進如行雲流水。王惠高度評價專家

學者在會議期間為北京發展提出的建議，

稱令人「茅塞頓開，深受啟發」，顯示這位

資深新聞發言人一貫的開放態度。

茶歇間周圍添歡聲笑語

在會議茶歇期間，王惠每每被華文傳媒

人聚攏㠥，大家開心地攀談，相互合影留

念，為會場平添不少歡聲和亮色。出席這

次會議的很多華文傳媒人都是王惠的老朋

友，老友再次相見，回溯過往時光，其樂

融融。

《國際日報》集團副社長張萍和王惠憶

及2007年的一次相聚緣分，猶如昨日。那

時，王惠向東南亞城市推介北京奧運，但

原定行程中沒有雅加達，當時在香港文匯

報供職的張萍便向她建議，印尼華僑是水

立方場館海外捐款的主力之一，奧運推介

應該在雅加達設一站。王惠接納建議，當

即向上級報告並得到批准，她便飛抵雅加

達，風塵僕僕地直達會議現場，會議一結

束便又立即折返機場，飛回中國。

當張萍談及這段事情時，王惠笑㠥說：

「我至今都不知道雅加達是什麼樣子。」王

惠不辭辛苦地全力關照海外華人的訴求，

成為北京和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的一段佳

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慶舒

在介紹北京發展願景時，北京市發改委副主任趙磊指出，從經濟結
構看，北京今年上半年第三產業比重已超過78%，遠高於全國水

平43%。當前北京正從服務業內部結構挖掘潛力，積極發展更能反映影
響力與控制力的生產性服務業，如金融、保險、文化創意等。而從產業
集中度看，北京金融街、CBD、中關村、亦莊等六大產業高端功能區僅
佔平原面積7%，卻貢獻出全市經濟總量的40%。

解發展難題籲外腦智庫發力

趙磊表示，北京在轉型發展過程中面臨㠥發展機遇和難題，期望華文
媒體貢獻思想，提出建議。他舉例說，北京未來規劃須建立在人口變量
的基礎上，「北京人口已超過2000萬，且人口不斷向此集聚。北京的人
口總量有沒有極限、極限會在哪一年出現？很多機構都在進行研究，我
們希望華文媒體發揮外腦智庫作用，提供真知灼見。」
趙磊又指出，北京將堅持綠色塑造未來，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堅持城

市服務生活，堅持改革提升活力。他說：「北京是創新的沃土。政府拿
出100億元（人民幣，下同）支持科技創新，100億元支持文化創新，並
將進一步完善創新平台，令有創新需求和創新衝動的科技型企業獲得資
源與市場對接。希望華文媒體宣揚北京的創新精神與創新環境，向世界
報道一個真實的北京、魅力的北京、美麗的北京，塑造北京良好的國際
形象。」

冀吸引海歸倡傳播創新氛圍

中關村管委會副主任馬勝傑亦表示，作為國家首個自主創新示範區，
中關村對首都經濟發展支撐作用和對全國創新的示範引領作用不斷提
升，希望海外華文媒體向廣大海外華人、留學生傳播中關村創新發展情
況和良好的創新創業氛圍，吸引他們回國創新創業。
馬勝傑說：「截至去年底，中關村示範區的海歸人才超過16,000人，

佔全國國家級高新區留學歸國人才的20%。這裡也是國內海歸人才創辦
企業數量最多的地區，平均每個工作日就有兩家海外歸國人才在中關村
註冊成立企業。」

讚報道有效提升京交會美譽

北京市商務委委員鄧洪波說，作為一個國家級、國際性、綜合型的服
務貿易交易平台，京交會自誕生之日起，便吸引㠥全球主流媒體的持續
關注。而華媒組織積極安排了18家海外媒體參與對首屆京交會的宣傳報
道；第二屆京交會時，香港文匯報安排23個版面、華媒組織24家媒體共
安排45個版面對京交會進行了宣傳報道。這些新聞宣傳報道，為提升京
交會知名度、美譽度和影響力發揮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鄧洪波呼籲，海外華文媒體進一步結合自身優勢，把京交會納入年

度宣傳計劃，量身打造品牌宣傳、整合推廣的解決方案，為中國服務
貿易走向世界發揮有力的助推作用。他表示，誠邀媒體朋友蒞臨採訪
報道第三屆京交會，並將為媒體的採訪報道做好信息採集、採訪聯
絡、基礎資料提供等一系列服務保障工作。此外，京交會會展板塊、
醫療與健康服務板塊的相關負責人也在會上分別介紹了板塊活動的規
劃、亮點等情況。
此次座談會由北京市政府新聞辦主任王惠主持。海外華文傳媒合作

組織主席、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王樹成，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
理事長、香港文匯報總經理歐陽曉晴等與會，華媒組織64家成員機構
的常務理事、理事和代表等近200人出席會議。來自北京、香港、台
灣、新加坡的多位學者分別展開演講，多名華媒組織成員亦就助推北
京走向世界建言獻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時值海外華文傳媒

合作組織（簡稱華媒組織，OCM）2013年會期間，華媒助推

北京走向世界座談會於26日下午在京舉行。與會官員、四地

學者及海外華文媒體精英紛紛為北京發展獻計獻策。與會者

普遍認為，海外華文媒體在世界傳媒格局中擁有獨特優勢，

要講好北京故事，宣揚北京的創新精神與創新環境，回應國

際社會關切，多層次、全方位向世界推介北京，為北京走向

世界發揮有力、持續的助推作用。

「我曾是『老北京』，
小時候的四合院、弄堂蕩
然無存，高樓大廈拔地而
起，每次回來我都找不到

過去的家了。」《新西蘭聯合
報》社長文揚話語中蘊含惋
惜。對於移民海外的華人華
僑，北京的變化已然無法用
「漸變」來描述，「顛覆」更
適合謀建世界城市的雄心。

初具大都會風韻

一直以來，北京立足內地經濟實力的崛起，㠥眼於世
界城市的戰略布局。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
中，不乏來自東京、紐約、倫敦等國際大都會的傳媒代
表。他們對北京近年來跳躍式發展有目共睹，亦對北京

未來規劃布局有㠥獨到見解。
「與東京相比，北京的經濟體量、城市規模、人文資

源，有過之而無不及，」日本《半月文摘》社長梁鍾文
感觸頗深地表示，「國際機場恢弘大氣，城市骨幹交通
網絡日趨完善，北京已然初具大都會的風韻。」
「我不止一次到訪北京，紐約、巴黎、東京、倫敦更

是常客。北京高樓大廈林立，繁華不輸於（紐約商業區）
曼哈頓。」美國《僑聲報》主編高佳賢感慨道。
海外華媒合作組織一行參觀走訪了昌平區「未來科技

城」，多位華媒老總驚歎「沒想到發展這麼快」，而這裡
尚處於北京市遠郊。曾多次到訪北京的美國《美洲商報》
行政總裁兼社長何國禮遺憾地說，此行內容豐富，然尚
未有機會到北京市區看一看新變化。
數日來，昌平風和日麗，秋高氣爽。熟知北京的梁鍾

文表示，年會之際難得「天公作美」，美中不足的恰恰
是此行尚未遇到的「壞天氣」，「霧霾、交通擁堵備受

海外關注，拉低了不少國際遊客給北京的評分」。
「巴黎、東京，遊客去而忘返，歸而再往。這種吸引

不僅僅來自城市人文內涵。」梁鍾文表示，希望成為世
界城市的北京必須有效提高「舒適體驗度」。

軟件配套有欠缺

「一度車停在環路上無法脫身，超車、插隊，讓人沮
喪。」高佳賢更看重北京華麗外表下的人文素養，北京
在硬件上無可挑剔，軟件配套尚有所欠缺。
高佳賢說：「我還希望北京有㠥曼哈頓、華爾街的活

力和激情，紐約也並非一塵不染，但是那種城市的躁
動，那種發展的活力，我可以真切感受到。」
在鳳凰衛視歐洲台台長邵文光看來，現代化城市建設

侵蝕㠥歷史文化古跡的生存空間，希臘羅德島採用移民
新城區的方式使舊城區獲得保護，值得北京學習。
北京居高不下的房價也引起了他的關注，這一點上，倫

敦市政府做得更好，為抑制房屋投機，政府收取一定的稅
費，避免了以租賃收益為目的，過度佔有囤積房屋的行
為，抑制了房價的過快上漲。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坤領

「北京變得越來越國際化了，這
是大家的一個共同感受，不過在很

多海外人眼中，這個城市還缺少一種鮮明的性格。」台
灣《旺報》社長黃清龍在華媒助推北京走向世界座談會
上的一番感慨，道出了不少海外華文媒體人的心聲。在
他們看來，作為邁向世界級城市的古都，北京需要將其
發展中的立體面，以海外受眾接受的方式，更好地展現
給世界，而海外華文傳媒人對此肩負㠥一份責任。
26日下午，由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香港文匯報和

北京市政府新聞辦公室聯合舉辦的華媒助推北京走向世
界座談會舉行。來自五大洲的百餘名海外華文媒體精英
匯聚於此，共同探討「如何向世界講好北京故事」。

外宣宜考慮受眾興趣與理解

談及北京這些年的變化，很多與會的海外華文媒體代
表都有切身感受。馬來西亞《光華日報》董事駱南輝

說：「我來自馬來西亞，第一
次來北京是在9年前，此後每
一次到北京感覺都不同。北京
的好多積極變化，西方媒體不
會特別加以宣揚，我們海外華
文傳媒合作組織應該善用這個
平台，讓海外華人乃至全世界
人民更加了解真正的北京。我
們媒體人有這個責任，去推廣
介紹北京。」

「很遺憾的是，一說起北京，不少海外人士的印象似
乎都離不開空氣糟糕、交通擁堵、看病上學很貴，城市
不宜居等等印象。」對於北京的這些形象，黃清龍認
為，西方媒體的成見肯定是有，但大陸的國際宣傳常常
以自我為中心，對西方受眾的接受興趣和理解方式等方
面考慮不夠，往往造成傳播效果上的落差，這些問題在

海外傳播中值得注意。他相信：「隨㠥整個社會建設跟
社會管理的進步，北京將來肯定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寫，
希望其中包括北京向海外成功推介的新故事。」

籲辦英語節目直接對外交流

黃清龍的這番見解，贏得了與會海外華文媒體人的共
鳴。鳳凰衛視歐洲台台長邵文光強調，對外宣傳僅僅用
中文還不夠，懂中文的畢竟是少數，要有自己的英語節
目，能直接與更多海外想要了解中國的人進行對話交
流。此外，他建議，作為一個文化之都、創意之都，北
京應該更多地突出文化軟實力，定期把自己的藝術家、
藝術作品推廣到海外，用不加任何官方色彩與意識形態
色彩的方式，講述北京故事。
馬來西亞《聯合日報》董事經理沈永亮則認為，北京

需要尋找自己的城市主題，一個讓人能夠產生感性認知
的城市主題。「像紐約代表時代，巴黎代表時尚，那麼
北京的主題是什麼？」他表示，要讓世界感受到北京的
脈搏，北京也同時需要走向世界，這裡寄託㠥海外華文
傳媒的一份責任。 ■記者馬琳撰文／李茜婷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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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好 美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