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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報聯盟第九屆年會全球商報聯盟第九屆年會在深舉行在深舉行
研討國際傳播心得研討國際傳播心得 合力傳播中國故事合力傳播中國故事

【香港商報訊】記者徐艷瓊、童越報道：11月5日，來自世界五大洲的23
家華文媒體，相聚在中國深圳這座美麗的濱海城市，舉辦全球商報聯盟第九
屆年會。

五大洲媒體暢談國際傳播

▼香港商報社長丁時照致辭，他盛讚
聯盟表現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出席本屆年會的嘉賓合照。

全球商報聯盟第九屆年會的現場，經過表
決，當天產生新一屆理事會。

這是全球商報聯盟大家族四年來的首次線下聚
會，也是聯盟成立16周年之際對深圳這個首訪地
的再度回訪。聯盟首次覆蓋全球五大洲，來自亞
洲、歐洲、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世界華文媒體
社長總編輯，將在為期近一周的時間裏，為新時代
的媒體發展建言獻策，並實地探訪深圳這個中國改
革開放發源地的現代化發展進程。這既是一次現代
傳播領域的深度交流，也是一次國際傳媒合力講好
中國故事的生動實踐。

聯盟不斷壯大影響力日盛
作為此次活動承辦方，香港商報社長丁時照向各

位遠道而來的朋友致以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他在致辭中表示，自2007 年全球商報聯盟在香港
成立，第一個參訪城市就是深圳。10多年來，聯盟
成員一直堅守初心、攜手同行，在世界新聞領域取
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現時，全球商報
聯盟已成為盟員高達60多家、
影響力覆蓋五大洲 30 多個

國家和地區的國際報
業大聯盟。他希望

以聯盟作為組織

和平台，以商為旗號，成員合力拓發展，吸引全世
界的華文媒體都聚集到聯盟裏來。

共同探討聯盟合作發展
在本屆年會舉辦的座談會上，各位媒體高層研討

業界發展難題，共商聯盟合作之策。
與會媒體提出數個大家共同關注的問題：在互聯

網大背景之下，傳統紙媒將何去何從？進入新媒體
時代，媒體發展有哪些招數？聯盟成員有很多傳播
途徑，如何共享資源，實現成員之間新聞內容的互
通互傳？如何讓聯盟在組織上、業務上對接更加精
準有效？聯盟成員如何與中國內地保持緊密聯繫，
把海外華人華僑的聲音通過聯盟傳遞過來？聯盟成
員目前是否辦有傳統品牌活動，比如論壇、經貿活
動等，如何依託聯盟資源，將傳統活動做大做強？
目前聯盟有官方網站和微信公眾號，是否需要增設

其他公共平台，如何辦好這些公共
平台？與會媒體大咖在座談

會 上 暢 所 欲 言 ， 各 抒 己
見，進行深入探討交
流。

新屆理事會合力心聯通
當天的年會還選舉產生了全球商報聯盟

第九屆理事會，為各位理事長、副理事長
頒發了聘書。新一屆理事會表
示，將秉持聯盟宗旨，恪守聯
盟章程，五大洲四大洋，
商聯通再起航，記錄和書
寫人類社會和平發展進
程，用好聯盟合力，為推
動本地區和世界經濟的
發展繁榮貢獻媒體的力
量。

年會同時啟動 「2023
年世界華文媒體社長總
編輯深圳行」活動。採
訪團將訪企業，走市
場，品文化，探歷史，
並為國際紅樹林中心保
護倡議發聲，在全方位
感受深圳高質量發展成果
的同時，為中國發展與全
球生態保護貢獻媒體
力量。

【香港商報訊】記者
伍敬斌、楊琪報道：在本次

全球商報聯盟年會活動期間，來
自亞洲、歐洲、北美洲、非洲和大

洋洲五大洲的媒體成員一起建言獻策，
暢談如何在當今世界局勢下結合當地特

點，提升全球商報聯盟的影響力，更好地講述
中國故事。

多用當地語言擴大影響力
歐洲僑報社長高進此前多次到過深圳，每一次感受

都不一樣。他說： 「深圳的變化非常大。現在從福田向
西拓展，直到南山、寶安，到處繁花似錦，地鐵四通八達，

交通十分方便，現代感十足，世界上的大都市也不過如此。」
歐洲僑報是一份羅馬尼亞報紙，發行區域覆蓋羅馬尼亞和周邊

20多個歐洲國家和地區。對於如何擴大全球商報聯盟的影響力，
高進認為，聯盟成員扎根於國外，主要還是採用漢語、英語、德

語、法語等大語種，但近年來，一些華文媒體也在嘗試用所在國主
流媒體的官方語言來進行報道，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像歐洲僑報，在
中共二十大的報道裏，用羅馬尼亞文字進行大篇幅報道，這也算是華
文媒體的一個新創新，獲得了當地政府的肯定和表揚。各地華僑創
辦的報紙，熟悉當地、了解當地，同時與中國又有千絲萬縷的聯
繫，這對於講好中國故事有着先天優勢。他希望聯盟成員在小語
種方面也可以做更多工作，把中國聲音傳遞到各個角落。

對外宣傳應以軟實力為主
新西蘭中文傳媒集團是全球商報聯盟的新成員，該集團的

CEO胡楊是首次來參加全球商報聯盟的活動。她表示，大
洋洲地處南半球，輿論生態與北半球截然不同，媒體只要
發出聲音，就比較容易獲得影響力。

新西蘭中文傳媒集團立足新西蘭，輻射範圍囊括太平洋
的多個島國。胡楊認為，太平洋島國相對較為落後，居民
出外看世界的機會並不多，因此在這些國家宣傳中國十分
重要。她建議，在國際上對於中國的宣傳，應以軟實力為
主，多展現優美的景色風光與城市建設，好吃的、好玩的、
好看的，這樣能夠更受大家的歡迎。

應堅持客觀報道和包容交流
埃及《中國周報》副社長尹傑認為，在信息技術變革時代，國際傳

播路徑更多元開放，為當前的對外交流提供了新機遇。但機遇與挑戰
並存，如何讓不同文化的人更好地理解中國故事和中國經驗，客觀看
待中國的和平崛起，是當前講好中國故事面臨的最大挑戰。 「做好國
際傳播工作，應堅持信息準確客觀，這是職業操守。在報道內容上，
既要強調發展成就，也要強調成績背後中國人民的艱苦奮鬥。」談到
如何應對質疑的聲音，尹傑指出： 「要承認真實存在的差距，積極應
對負面報道或誤解，而不是迴避。」

藉助自身的實踐經驗，他特別強調文化包容和交流的重要性， 「交
流和聯繫是消除誤解的最好辦法，同時也是拉近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
之間距離的最有效辦法」。

談到對全球商報聯盟的發展期待，尹傑認為，首先要成為權威的商
業信息來源；其次，在國際商業合作和交流、促進商業道德和社會責
任發展方面，聯盟應有所作為。

關注大眾生活環境變化
在傳播策略上，日本《半月文摘》新聞社社長梁鐘文認為， 「我們

現在不需要喊口號」。當前中國的經濟和技術發展成績受到國際認
可，城市化程度高，人均收入和大眾的生活狀況以及大眾普遍認可生
活環境的現象本身， 「這些只要客觀講述，就是值得報道的議題」。

此外，梁鐘文建議海外媒體多藉助國際通訊社的平台，通過向國際
可信度高的通訊社供稿的形式，向國際媒體傳播中國信息。

期望促進國際經貿交流
當前，世界局勢動盪不安，中美關係極為複雜，美國中華商報執行

社長兼總編輯王曉群認為，越是在中美關係曲折的時候，海外的華文
媒體，特別是像中華商報這樣偏向財經專業的媒體，更應當在中美經
貿合作與交流之間發揮作用。

在這方面，全球商報聯盟有很大的優勢：比如，中美兩國有很多展
會，全球商報聯盟的香港商報、深圳商報，還有中華商報就可以做一
些前期報道。中華商報就是美國消費電子展的合作媒體，這方面擴大
影響力是比較可行的。同樣，中國的展會，比如廣交會、進博會等，
也可以有更多的僑商、僑報共同參與。

本版照片由記者何龍 李溪 吳志雄攝

在年會開始前，
聯盟代表閱讀當日的

《香港商報》，菲律賓商
報社長于慶文（左）與菲律
賓華商縱橫傳媒總裁黃棟
星（右）邊看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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