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總理黃教安視頻賀詞
盛會首爾召開 增進中韓交流
韓國國務總理黃教安先生發來視頻賀詞，恭賀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

織2015年大會在韓國舉辦。
黃教安表示，衷心祝賀今年迎來第十個年頭的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

織年會在首爾召開，歡迎各位華文媒體來到韓國召開此次盛會。作為
全球最大的華文媒體盛會在首爾召開，能夠增進中韓之間彼此的交流
與合作，並將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推廣韓國的旅遊文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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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聯
合報》社長文
揚（左）、菲律
賓《商報》社長
于慶文（右）及
副總裁王秋璇
（中）入場。

韓國國會外交統一委員會委員長羅
卿瑗表示，今年迎來光復70周年和止
戰70周年，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年
份。韓中兩國基於患難之交的歷史，
通過緊密交流和戰略合作，促進友好
關係達至頂峰，並推動東北亞和平，
兩國不僅在政治、經濟等多方面保持
合作關係，民間交流也十分活躍。在
這重要的時刻，大中華區媒體人士聚
首韓國舉辦年會，意義非凡。
中國和韓國都處於漢字文化圈，並且

都有悠久的儒教文化傳統，在中韓兩國
政府層面和民間層面都有很多合作的空
間。在未來，海外華文傳媒將在宣傳中
韓兩國文化方面作出更大貢獻。

韓國國會外交統一委員會委員長 羅卿瑗
大中華區媒體聚韓意義非凡

一、面向全球媒體，塑造大國形象。海外華
文傳媒合作組織要在信息時代加速轉型，充分
發揮全球海外媒體的資源優勢，開拓多樣化的
新聞合作，整合彼此在信息、創意、市場等方
面的優勢，建立大數據時代的華文新媒體網
絡。

二、以中華文化為紐帶，增加海外華人凝聚
力。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成員不僅要以中文
媒體作為中華文化的承載物，也要幫助海外華
人積極維繫與祖（籍）國的感情聯繫。在報道
中國事務上，一方面要向海外華人展示真實客
觀的中國社會，另一方面也要成為各國主流社
會了解中國的權威媒介，減少當地受眾由於文
化隔膜等因素對中國產生的偏見和誤解，為增
加國際社會的文化交流作出貢獻。

三、抓住全球化趨勢，促東北亞經濟一體
化。2015年-2016年為中韓互辦旅遊年，也
是兩國元首着眼兩國關係大局而作出的重要決
定。2015年至今，中韓兩國互訪人員也已提
前兩年實現千萬人次的目標值。首爾是韓國的
第一大城市，是韓國政治、經濟、科技、文化
中心。此次年會，諸家華文媒體齊聚首爾，就
東北亞經濟一體化問題進行商討。海外華文傳

媒合作組織願攜全球華文媒體同仁一
起，傳播中華聲音，增進中韓友誼，為
東北亞崛起貢獻力量。

四、中日韓攜手共創未來，開啟東
北亞新篇章。中日韓加強合作不僅符
合三國利益，而且有利於世界的和平
與發展。三國基於「以史為鑒、開
創未來」的精神共創友好合作的未
來，符合各國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
美好願望。

■記者 李岐山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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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去年德國統計局的統計，在德國的華人約15萬人，其
中，中國留學生約佔華人數一半。用戶的群體比例、結構
都在發生變化，對媒體的需求也在變化。例如老華僑傾向
使用華文報紙；而留學生，則會通過華文媒體，更多的是
網絡媒體，「全媒體」已經來臨。「全媒體」具有多媒體
表現手段，不同媒介多網融合、多屏合一，可以隨時隨地
獲取資訊等特點。因此面對「全媒體」時代，海外華文媒

體須面對受眾人群細分，需求多樣化，採編成本增加等挑戰。然而，全媒體
時代，也為海外華文媒體帶來新的機遇：傳播技術聯通海內外受眾，受眾更
廣；中外經貿往來頻繁，中國受眾增強海外媒體對所在國相關解讀的需求；
技術不再是門檻，新媒體技術給海外媒體更方便進入全媒體時代；當地資源
掌控優勢，所在國的第一手資料是所在國資訊政策解讀的權威性。

全媒體時代 華媒受眾廣
德國開元網總執行長 周鴻圖

曾三次赴韓，見證韓國由2010年街上幾乎
看不到漢字，到現今，中文在韓國愈來愈受到
重視，社會文化發生顯著的改變。這種階段性
的改變是中國綜合國力提升的體現，隨着中國
國力提升，華文媒體迎來「黃金時代」。而華
文媒體作為溝通的橋樑，應該宣揚中國國家成
就，傳播正能量，但須避免成為單向傳播的渠

道。其次，華文媒體應該多重視對中國讀者的反饋，把這些反
饋融入到新聞報道中，發展華文媒體的「黃金時代」。

感謝主辦本次年會韓方主辦單位的郭永吉社長，他以一個韓
國人的身份，多年來堅持為海外華文傳媒組識在韓國推廣華語
作出重大貢獻，尤其值得尊敬和學習。

華媒將迎來「黃金時代」
台灣《旺報》社長 黃清龍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5年年會13日在韓國首爾召開，韓國總統
朴槿惠特發來賀信。朴槿惠表示，近年來中韓兩國文化交流日趨緊密，
希望與會的海外華文媒體可以同心同德，為韓國與中國，以及全亞洲的
發展積聚力量。
朴槿惠在賀信中表示，衷心祝賀第10屆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年會在
首爾舉行，歡迎來自全球各地的華文媒體代表訪問首爾。韓中兩國擁有
數千年的文化思想交流歷史，有深厚的文化傳統基礎。近年來在「漢
風」和「韓流」的影響下，兩國正在迎來文化交流的新時期，兩國國民
的心也越來越近。

中韓將共同製作文化產品
朴槿惠表示，在上月訪問中國時，她與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進行

會面，取得了豐碩成果。未來中韓兩國將建立2,000億韓圜的風險基
金，用於投資兩國文化內容、軟件和消費品領域。未來兩國還將共同製
作文化內容，探討出口至全球市場的方案。今後兩國還將通過更加活躍
的交流與合作，繼續挖掘兩國無窮無盡的文化潛力和創意，結出更多的
果實，為兩國的經濟及人文幸福做出更大的貢獻。
朴槿惠表示：「《周易》中有這麼一句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比喻只要兩個人心聯繫在一起，就能發揮無窮的力量。希望在座的各位
可以為韓國與中國，以及全亞洲的發展積聚力量。」

中國駐韓大使邱國洪向年會發來賀信說，此次
會議是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成立以來，首次在
韓國首爾舉辦年會。同2004年在北京舉辦首屆年
會時相比，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全球傳
媒格局也經歷了重大變革。當前海外華文媒體在
弘揚中華文化、傳承民族精神、凝聚華僑華人等
方面發揮獨特的紐帶和橋樑作用。海外華文傳媒
合作組織自成立以來，積極團結、凝聚海外華文
媒體，向世界展示中國的發展與進步、展現華人
形象，促進世界了解中國發展、傾聽中國聲音，
也促進了海外華文媒體自身的發展。
海外華文媒體隊伍的成長與中國綜合國力、國

際影響力的提升密不可分。中國的發展成就、發
展道路、發展經驗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世
界各國民眾希望了解中國的願望從來沒有像今天
這樣強烈。

盼華媒耕耘好韓國市場
作為近鄰，中韓文緣相通，人緣相親。當前中
韓雙邊關係正處於建交以來最好時期，並呈現出
強勁發展勢頭。隨着中韓關係不斷發展，越來越
多的韓國民眾希望全面、深入了解中國，渴望獲
得全面、客觀的涉華資訊。希望並相信華文媒體
開拓好、耕耘好韓國市場，為增進中韓雙方相互
了解和友誼、推動兩國交流與合作發揮更加積極
的作用。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需要中

國。希望廣大海外華文傳媒把握歷史機遇，進一
步加強與所在國主流媒體的聯繫交流，更加自覺
地弘揚中華文化，更加積極地服務海外僑胞，為
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增進中國與世界的了解
和友誼作出更大貢獻。

各國民眾渴望了解中國 於今最烈

韓國國會議員朱昇鎔出席了開幕大
會並發表致辭，他表示，非常歡迎海
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第一次在韓國召
開全球大會。在亞洲正在崛起的今
天，中韓的貿易關係和戰略關係日趨
重要，華文媒體將在此進程中起到重
要作用。
朱昇鎔表示，全球華文媒體齊聚韓

國，這將促進華文媒體的相互交流，
並有利於東北亞經濟的繁榮。韓國是
一個沒有資源的小國，對出口十分依
賴。中國的交易量佔據韓國出口的四
分之一。同時，在朝鮮半島的統一進
程中，中國也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此，中韓之間的經貿戰略關係對於雙方都十分重要。
朱昇鎔表示，東亞是亞洲最有活力的地方。據相關調查機構資料顯
示，到2030年，亞洲人口數量將佔到全世界的60%，GDP份額將佔
到全球的40%。在人口和經濟都將飛速發展的趨勢下，華文媒體的角
色和責任將愈加重要。

韓國國會議員 朱昇鎔
中韓經貿戰略關係日趨重要

國際話語體系共建 世界多元發展推動
海外華媒組織年會首爾舉行 商助力東北亞經濟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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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總統朴槿惠向大會發來賀信。韓國國務總理黃教安以視頻
講話形式發表致詞。

中韓將建基金投資文化領域
朴槿惠賀信中表示，近年來在「漢風」和「韓流」的影響下，兩
國正在迎來文化交流的新時期，兩國國民的心也越來越近。
朴槿惠在賀信中透露，中韓兩國將建立2,000億韓圜（約13.5億港

元）規模的風險基金，用於投資兩國文化內容、軟件和消費品等領
域。兩國還將共同製作文化內容，探討出口至全球市場的方案。
朴槿惠在賀信中還引用《周易》中的「兄弟同心，其利斷金」，
對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提出希望，呼籲組織各成員「同心同德，
為韓國與中國，以及全亞洲的發展積聚力量。」
中國駐韓大使館總領事董敏傑專程前來出席開幕大會，並宣讀中國
駐韓大使邱國洪向大會發來的賀信。賀信指出，世界各國普遍看好中
國的發展前景、看重中國的戰略分量。希望廣大海外華文傳媒把握歷
史機遇，進一步加強與所在國主流媒體的聯繫交流，更加自覺地弘揚
中華文化，更加積極地服務海外僑胞，為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增
進中國與世界的了解和友誼作出更大貢獻。
韓國國會外交統一委員會委員長羅卿瑗、韓國國會議員朱昇鎔、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副部長金鐘等出席了開幕大會。

華媒肩負傳播中國立場使命
開幕大會上，合作組織成員共同發佈《首爾宣言》。《宣言》指
出，隨着中國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海外華文媒體不僅承擔着傳播
中華文化的重任，更肩負着傳播中國立場，塑造中國大國形象的歷
史使命。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成員要共同致力於建設一個公正、
平衡、合理的國際話語體系，推動世界多元化和諧發展。在報道中
國事務上，一方面要向海外華人展示真實客觀的中國社會，另一方
面，也要成為各國主流社會了解中國的權威媒介，減少當地受眾由
於文化隔膜等因素對中國產生的偏見和誤解。《宣言》還提出，中
日韓三國在世界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加強合作不僅符合三
國利益，也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因此，中日韓之間應以對話
解爭端、以協商化分歧，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與會的華文媒體代表分別就新媒體時代下的華媒經營策略、海外
媒體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作用、拓展華文傳媒國際影響力等話
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交流。

馮瑛冰接任合作組織主席
另外，根據合作組織章程，王樹成主席推薦提議，常務理事會審
議通過，由香港文匯報董事副社長馮瑛冰先生擔任海外華文傳媒合
作組織新一任主席。
大會同時對王樹成主席多年來為合作組織所作的卓越貢獻表示崇
高敬意和衷心感謝。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是由香港文匯報發起創建和主導的世界性
媒體組織，目前已發展成為擁有89家成員、聚合平面媒體、電子媒
體、網路媒體等多種傳播方式的傳媒力量。
本屆年會由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主辦，香港文匯報、韓國亞洲
新聞集團、中韓企業聯合會承辦。

由香港文匯報發起創立的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
（Overseas Chinese Media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簡
稱OCM），13日在韓國首爾舉行第十屆年會開幕大
會。這是首次有全球華文媒體在韓國首爾舉辦年會。
本屆年會共有來自世界五大洲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
百位海外華文媒體代表出席，以「全球華媒齊聚韓國
促東北亞經濟一體化」為主題，探討在中國「一帶一
路」戰略對接韓國「歐亞合作倡議」大背景下，海外
華媒的作為與前景。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瑤、李岐山 首爾報道

■海外華文傳
媒合作組織秘
書 長 施 倩
（中），台灣《旺
報》社長黃清
龍（左）及日本
《半月文摘》社
長梁鐘文（右）
入場。

■韓國總統朴槿惠發來賀信。

■年會開幕禮前眾嘉賓合影。左起：馬來西亞《光華日報》董事駱
南輝，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理事長歐陽曉晴，首爾市副市長劉炅
基，韓中經濟協會會長具天書，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海
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秘書長施倩。

中國駐韓大使邱國洪向年會賀信

順勢而為 營造國際輿論新秩序
主席主旨演講 歐陽曉晴代為宣讀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理事長、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
理歐陽曉晴在開幕大會上，宣讀主席主旨演講。 主旨
演講提到，今天的中國，已經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
林，中國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認識
中國。作為承載「弘揚中華文化，傳播中國聲音」這一
職責和使命的海外華文媒體，經過兩百年的蛻變、發
展，已成為國際輿論界一股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做「一帶一路」闡釋者推動者
海外華文媒體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華僑華人社
會有着較為廣泛的社會基礎，有利於幫助塑造華僑華人
的良好形象和中國新時期的國家形象。通過海外華文媒
體這個獨特紐帶和重要橋樑，向世界傳播中國夢，會是
一條容易顯效並切實可行的捷徑。就此提出四點建議：
第一，海外華文媒體要做「一帶一路」建設的記錄
者、闡釋者、推動者，積極發揮好橋樑紐帶作用，為東

亞穩定繁榮注入正能量、充當潤滑劑。
第二，推進媒體融合發展，既是媒體自身發展的必由
之路，更是平衡世界傳播格局、重新調整國際話語權的
戰略選擇。海外華文媒體合作組織應充分發揮主體聯動
力量，強化互聯網思維，整合資源並形成聚合效應，有
效提升傳播影響力。

整合資源創建華文媒體智庫
第三，加強新傳播專業知識的學習，以適應新技術、
新業態下傳播的需要，提高海外華文媒體的新聞傳播水
平，使我們成為傳播中華文化的骨幹力量。
第四，在加強海外受眾研究的基礎上，加強對國家海
外傳播理論的研究，與中國知名媒體、智庫、企業合作
並共同構建融通中外與公正、平衡、合理的國際話語新
體系。並在適當的時候，通過資源整合，創建一個主流
華文媒體智庫。

借有效資訊傳播「一帶一路」
馬來西亞《光華日報》董事 駱南輝

必須依靠有效的資訊，傳遞今天中國「一帶一路」和「共
商、共建、共享」原則及精神。但是，全球化造就了資訊爆炸
的現象，如何有效傳遞資訊成了一個難題。因此，實事求是的
報業媒體，成了人們選擇正確資訊的唯一管道。如今，海外華
人遍佈世界各地，海外華文媒體更是百花齊放。因此，海外華
文媒體也在宣傳「一帶一路」戰略中擔任非常重要的角色。

馬來西亞與中國經貿來往密切，是中國在亞洲的第三大貿易
夥伴，更在2013年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身為「一帶一路」的重要支點，馬來
西亞華人社會對「一帶一路」倡議展現了最大的支持度，因為不管在語言上、經
貿上或者是根源上，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都有非常大的認同感。因此，《光華日
報》和其他海外媒體，將會繼續宣傳「一帶一路」倡議，希望能讓這個倡議發揮
最大的效應，造福所有沿線國家。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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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轉型策略 助紙媒立足
韓國亞洲新聞集團董事長 郭永吉

全球媒體市場正在遭遇一個冰河期，當下的媒體市場局勢可以用
日新月異來形容。傳統媒體想要生存，必須要拋棄過時的東西，吸
取新鮮的事物。利用小規模、高效經營、兼備開放性和變化性的策
略，並最大限度容忍失敗與失誤的組織文化，是在媒體冰河期存活
的秘訣。

8年前，所有人都對韓國第一份中文報紙《亞洲經濟》投以質疑的
目光，但是現在《亞洲經濟》已經成為了深受旅韓中國人喜愛的一

份報紙。《亞洲經濟》中文版通過香港文匯報、人民網、台灣雅虎等平台在大中華區
發揮影響力，在媒體市場快速的變化中實現了轉型，正逐步成為傳遞韓國信息的核心
媒體。一個佔領移動終端市場的智能媒體將是未來的領軍媒體。未來，致力於成為小
而強大的環球智能媒體的亞洲新聞集團將以「變身為智能媒體」、「以技術為基本的
營銷」、「正式進軍全球市場」為主要經營目標，未來將進軍美國和印度。

新媒體力量不可忽視
韓中經濟協會會長 具天書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現擁 89 家會
員，足跡遍佈五大洲，華文媒體運用媒
體的影響力推廣中文，宣傳中國，讓世
界更了解中國。中國這幾年經濟騰飛，
一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新媒體
在此間發揮的力量是不可忽視的。「海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這一美好的

願景，通過互聯網讓全球華人迎來了情感共有的時代。
韓中經濟協會是由韓國政府批核的專項經濟團體。作為

民間組識，該會提倡「求存同異」，希望通過多方團體的
合作，首先從經濟、文化方面出發，尋找更多的出路和合
作方法。

■馬來西亞《聯
合日報》董事總
經 理 沈 永 亮
（左）、法國《歐
洲商報》社長黃
進（中）和法國
《歐洲商報》業
務主任周芳瑩
（右）入場。

■美國《美洲商
報》社長何國禮
（左）、俄羅斯
《捷通日報》社
長宋玉娟（中）
及馬來西亞《光
華日報》董事駱
南輝（右）入場。

■英國《歐洲
商報》社長游
海龍（左）、委
僑新聞網總編
輯龍濤（中）和
美國《紅杉林》
雜誌總編輯呂
紅（右）入場。

■美國《中華商
報》社長蘇子涵
（左）、香港流動
媒體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王
運豐（中）和香
港文匯報副總
經 理 張 錦 川
（右）入場。

■參加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第十屆年會成員合影留念。

■中國駐韓大使館總領事董
敏傑宣讀中國駐韓大使邱國
洪的賀信。

■歐陽曉晴宣讀主席主旨演
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