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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媒聚灣區 採播中國好故事
五大洲73家華文傳媒齊蒞廣東 將出席年會並參訪中國式現代化前沿陣地

73家媒體、100名海外華文傳媒社長、總編輯等高層齊聚，重磅的海外嘉賓匯聚一堂，讓世界的目光
聚焦到廣東這片熱土上。與會嘉賓將出席2023海外華文
傳媒合作組織年會，共同見證大公文匯國際傳播中心正
式揭牌，一起探討未來海外傳媒的合作與發展，攜手書
寫新時代的華文媒體傳播新篇章。在八天充實豐富的行
程裏，海外華文傳媒高層還將實地走訪廣東多城，親身
感受廣東在新時代新征程中的發展變革，獲取生動鮮活
的第一手題材，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灣區故事、廣東
故事。

大公文匯國際傳播中心將揭牌
11月12日，2023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年會將正式
開幕。大會期間，大文集團在大灣區設立的大公文匯國
際傳播中心將正式揭牌。大公文匯國際傳播中心作為大
文集團在內地的運營總部，將整合盤活香港、海外、內
地的優勢內容和傳播資源，對接服務各級政府部門、大
型企業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涉外輿情監測、海外品牌
推廣、經貿合作、文化交流等需求，發揮大文集團扎根
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用國際上聽得明
白、聽得進去的話語，講好中國故事，提升國際話語
權。
年會還將舉行「匯聚灣區新動能．打造灣區國際傳播
新矩陣」座談會，共商海外華文傳媒發展大計。與會嘉
賓將圍繞華語媒體圈層協作、中國故事創新表達、借助

先進媒體技術出圈傳播等話題深入討論、建言獻策。

傳媒高層將實地走訪廣東多城
廣東的高質量發展引發了世界對廣東、對中國的高度
關注，也為創新國際傳播實踐帶來了新的機遇。年會期
間，主辦方還將組織廣東省高質量發展主題參訪調研活
動，海外華文傳媒高層將深度走訪廣東省多個城市，包
括廣州、東莞、陽江、雲浮、佛山、順德、清遠等地，
深入發掘城市的多重面貌，領略廣東在智能製造、產業
轉型、創業創新、文化傳承、休閒旅遊等方面的巨大成
就，感受實力超群、活力滿滿、魅力無限的廣東形象。

合作組織成員媒體逾百家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是香港《文匯報》於2009年10
月27日在加拿大多倫多發起成立、邀請五大洲華文傳媒
機構加入的世界性媒體組織。2016年2月《大公報》與
香港《文匯報》整合成立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海外
華文傳媒合作組織也成為大文集團海外合作平台。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總編輯兼《大公報》社長、
香港《文匯報》社長李大宏兼任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
主席。
目前，合作組織成員媒體已發展到逾百家，主要來自
美國、加拿大、德國、英國、法國、荷蘭、意大利、羅
馬尼亞、匈牙利、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泰國、菲律
賓、印尼、澳洲、新西蘭、南非、埃及、阿根廷、委內

瑞拉以及中國香港、澳門、台灣等33個國家和地區，既
有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也有網絡新媒
體，基本覆蓋了海外華人華僑的主要聚居地。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已先後與北京、廣東、 廣西、
湖南、浙江、江蘇、吉林、遼寧、四川、雲南、甘肅、
寧夏等中國多個省、市、自治區合作，開展了幾十場海
外華媒參訪、全球華媒評選等各種類型的活動，獲得了
非常好的國際反響。從合作組織成立至今，香港《文匯

報》、《大公報》與成員媒體緊密合作，已成功創辦發
行了35個海外版，每日總發行量逾200萬份。香港文匯
報海外版與大公報海外版，以報道中國內地各領域最新
動態信息、港澳台新聞和海外當地要聞為主，已成為海
外華人華僑了解祖國最新建設成就、家鄉新貌、兩岸四
地最新動態的權威陣地和平台，贏得了世界口碑，在海
外宣傳中國建設成就、弘揚中華文化、傳播國粹精華等
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秋末冬初，正是廣東一年中最宜人的季節。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聯合全球海外華文傳媒，將於11月10日至17日，在廣東舉辦「2023海外華文傳媒合作

組織年會暨廣東省高質量發展主題參訪調研」活動，邀請來自亞洲、歐洲、美洲、澳洲和非洲等五

大洲的73家海外華文傳媒齊聚廣東，親身感受並報道中國式現代化前沿陣地的建設成就和發展變

化。

◆2017年，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年會在寧夏銀川舉行。圖為組織成員代表參觀寧夏中國枸杞館。 資料圖片

互聯網高速發展匹配數字素養提升 海外華媒需將中國「翻譯」給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連愍鈺 烏鎮報道）9日，百
度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彥宏在烏鎮峰會互聯網企
業家論壇上發言表示，技術創新的最終目的是應用，人類進
入AI時代的標誌是出現大量的AI原生應用，而不是出現大量
的大模型。大模型可以支撐無數的AI原生應用開發，但只有
擁有數以百萬計的AI應用，大模型才可以算得上成功，才能
成為經濟增長的直接推動力。
「大模型帶來的智能湧現是開發AI原生應用的基礎。」李

彥宏表示，「AI的原生應用就是基於大模型的智能湧現而生
成邏輯記憶能力開發出來的，所謂智能湧現就是教它之前不
知道的東西，它能解決之前沒有解決的問題。比如輸入一張
產品圖片，再說一個指令，大模型就可以在一秒鐘之內生成
海報，還可以快速生成營銷文案和廣告視頻。」

產業政策應鼓勵開發原生應用
他認為，目前在開發大模型中存在誤區。「我和一些行業

企業家交流，他們還在買卡，屯芯片，想從頭開始修煉大模
型，我認為這個方向走錯了。要開發好用可用的大模型，存
在很高的技術壁壘和高昂的成本，重複開發會給社會資源造
成極大的浪費。」
「即使是微軟這樣的公司，也在使用人工智能公司的Ope-

nAI。因此在未來，企業用插件或者API等方式融入人工智能
公司的大模型生態，在此基礎上打造自己行業應用和解決方
案才是最優解。」李彥宏給出了自己的理解，「中國有豐富
的應用場景，也有先進的基礎發展模型，如果產業政策能夠
更鼓勵開發原生應用，那麼我們一定能構建繁榮的AI生態，
推動新一輪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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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浙江報道）9日，
由中國作協主辦，大公網、快手科技協辦的「數
字素養與技能提升論壇」在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
峰會期間舉行。與會嘉賓聚焦數字生活、數字學
習、數字工作、數字創新等場景，深入探討提升
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的實踐與方法，為不斷提高
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貢獻智慧。

AI無法替代有溫度的寫作
「人工智能時代，媒體何為？」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副總編輯吳德祖在主旨演講開場就拋出
了這一問題，當大量的新聞稿可以由AI完成寫
作後，還需要記者嗎？「直到今年杭州亞運會，
一位朋友發給我一張圖，那是1932年奧運會，
中國代表團只能派出劉長春一人參賽，《大公
報》寫道『我中華健兒，此次單刀赴會，萬里關
山。此刻國運艱難，願諸君奮勇向前。願來日我
等後輩遠離這般苦難。』這段話、這張圖，有無
奈、有悲壯，以及深沉的、催人的感動。」
「這樣的文字，浸潤着愛與痛的情感，AI寫
不出。未來，也仍然需要。」他認為，AI可以
將媒體人從機械的複製、黏貼、轉化中解放出
來，卻無法真正替代一個有血有肉的新聞人。
「數字素養的普及，更給我們一種機會，使我們
逼近媒體的本質：用思想和有價值的信息，傳遞
有溫度的內容，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甚至改變世界
的力量。」

香港具備交叉語料庫優勢
同時，他也坦言，中國的網民數量，佔到全世
界的20%，有相當比例的數字信息產出者來自中
國。但在國際互聯網上，英文內容仍然佔據着壓
倒性優勢，超過其他所有語種之和。
「在香港工作，尤其感受到香港作為中西文化
交匯之地，在很多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中

英轉換、繁體字簡體字轉換、普通話粵語切換，
隨時隨地同步進行。可以說許多港人本身就是一
個高級的交叉語料庫。」
他表示，作為海外華文媒體，作為處在中外文
化交匯前沿的廣大港人，用一種智慧的、自然語
言的方式，把世界「翻譯」給中國，將中國「翻
譯」給世界，為漢語、中文打牢新世界知識再生
產的地基，提供及時、靠譜、優質的內容，既是
優勢，更是責任。
「中國為全世界提供了工業品，提供了『中國

道路』的可能。建設一個『包容、普惠、有韌性
的數字世界』，我們同樣可以有所作為。」他表
示，包容，意味着聲音應該是多樣的；普惠，意
味着發聲的權利並不應當只屬於少數國家和少數
人；有韌性，是因為這樣的事業包括所有參與國
家的政府、企業、科技工作者和每一個普通人。
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吳傑莊、中國香港

（地區）商會會長楊莉珊、香港互聯網專業
協會會長冼漢迪、香港馮氏集團中國區高級
副總裁張正才等也結合香港經驗與自身感
受，從縮小數字鴻溝、個人私隱安全保護、
數字人才培養等方面分享了見解。
「香港在提升數字素養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吳傑莊介紹，「教育局從小學到中學設置了一系
列課程，在素質能力提升、數據安全保護以及網
絡修養等方面都有系統的培訓。香港保安局也明
確『網絡不是法外之地』，網絡行為同樣受到法
律監管，因此近年來香港的網絡欺凌案件也在慢
慢減少。」
此外，他建議，鑒於香港國際化程度較高，而

內地有着全世界最大的互聯網應用人群，因此加
強香港與內地在數字素養與技能提升方面的經驗
交流，尤其是加強青年人在這方面的分享，相信
一定可以攜手打造網絡空間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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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編輯吳
德祖表示，海外華媒兼具將中國「翻
譯」給世界的優勢和責任。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 海南報道）以「新時代
．新智媒．新融合」為主題的中國新聞技術工作者聯
合會第七屆五次代表大會、2023年學術年會暨「王選
新聞科學技術獎」（簡稱「王選獎」）頒獎大會，9日
在海南省海口市舉行。
本屆大會以「加強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塑造主流
輿論新格局」為指引，展現了2023年有哪些創新科技
成果助力傳媒行業發展。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智

能全媒體項目」榮獲2023年「王選新聞科學技術獎」
（項目獎）一等獎。

採編平台實現報網合一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智能全媒體項目」，是順
應媒體深度融合發展趨勢，將傳媒新技術運用於大文
集團報網合一的採編全流程全平台。項目已於2020年
5月正式投入使用，至今系統運行穩定，成為採編人員

全員使用、全天候使用的「中央廚房」。該項目構建
了新型智能的採編發評存網絡，真正實現了大文集團
旗下各平台「統一策劃，一次採集，多元編輯，多維
播發，全天滾動，全球覆蓋」。該項目一併研發了面
向海內外的輿情監測系統，構建了支持繁體中文、簡
體中文、英文以及香港特有的繁體字和用語習慣的語
言模型，支持多種終端、多種平台隨時訪問，為推進
媒體融合及國際傳播提供了可靠的技術保障。

此次獲得「王選新聞科學技術獎」項目獎一等獎的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智能全媒體項目」，由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有限公司及東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聯合申報。
據了解，「王選新聞科學技術獎」是國家科學技術

獎勵工作辦公室批准的中國新聞界唯一跨媒體的科技
獎項，是中國新聞傳媒行業最高層次的科技獎項。中
國新聞技術工作者聯合會從2004年開始正式設立「王
選新聞科學技術獎」，用於表彰對推動新聞科學技術
進步作出突出貢獻的組織和個人。2023年「王選新聞
科學技術獎」項目獎共評選出293項，301篇論文獲得
新聞科技優秀論文獎。

大文智能全媒體項目奪王選獎一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