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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新聞的金礦，還是報道的陷阱，對於全球中文媒

體來說，我們都不能在中國的新聞現場缺席。

張曉卿爵士認為，全球中文媒體扮演重

要的角色，不但成為國際交流的重要

載體，也成為中國改革的先鋒。

“當那些背負太多歷史重擔的報紙，無法

暢所欲言的時候，它們的子報和孫報，就會以

都市報的形式，以網絡的形式，展現更柔軟的

身段，也更能顯示社會發展的最新面貌，而交

流的工具，也正在出現重大的變化。文字的生

產和傳播，都在一個電子化的過程中，開拓了

全新的空間。＂

張曉卿是在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45屆年會

開幕儀式上致詞時，談到報紙的演變。

網絡是中文報業最大挑戰

他說，從iPad到各種牌子的平板電腦，都

可以反映出全球報業的困境與挑戰，當然這也

是中文報業的最大挑戰；但它也是中文報業的

機遇，反映出中文報業，正迎來一個黃金發展

的時期。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抓好看準機遇，

我們就要無可避免地面對一個夕陽行業的來

臨。iPad所反映出的全球出版業所面臨的數字化挑戰，在

過去數年，就已經出現了，今年，這個趨勢，則更加明

顯。

“美國《新聞周刊》今年宣布，2013年，將停止出版

印刷版。早些時候，《大英百科全書》也宣布，只保留數

字版，244年的紙質版，也走進了歷史。更早一點，擁有

146年歷史的《西雅圖郵報》，在2009年3月17日，出版最

後一期印刷版報紙後，僅以網絡版的形式存在出版。＂

張曉卿指出，就全球媒體來說，最先報道奧沙馬被擊

斃的是twitter上的一則消息；就中文世界來說，最先發布

王立軍出走美國領事館的是微博，而報紙登出消息，則已經

晚了好幾個小時。

（南京27日訊）世界中文報

業協會首席會長丹斯里張曉卿爵

士今日指出，對於全球中文媒體

來說，最大的機遇在於中國這個

新聞的富礦。

他說，毫無疑問，隨着中國經

濟的迅速崛起，以及中國社會的急

劇轉型，中國無疑是全球新聞報道

的焦點，無論是財經新聞，還是社會

新聞，無論是娛樂八卦，還是政治內

情，中國都是新聞線索聚集的焦點，

也是新聞記者試煉、考驗的重地。經

濟、社會層面的問題，也呼喚着中國

政治制度的根本性改革。

“不管是新聞的金礦，還是報道

的陷阱，對於全球中文媒體來說，我

們都不能在中國的新聞現場缺席。我

們相信，以我們的專業和就業精神，

不但可以避免陷阱，也可以應對數字

化的挑戰。我們相信，通過我們的努

力，如何把一個鮮活、生動的中國

展現給全世界，不但是媒體人的

專業精神所在，也是中國文化軟

實力的象徵。＂

應用本身話語解讀中國

張曉卿也是世界華文媒體

執行主席，他在世界中文報業

協會第45屆年會開幕式上致詞

時說：“中國觸動 ｀一書´這

樣寫道，一個只會使用別人話

語的民族，在世界上是沒有份

量的，全球華人要用自己的話語

來解讀中國和世界，中國崛起

的過程也必然是一個中國話

語崛起的過程。＂

他也提到，十八大開創

了中國全新的格局，由習

近平和李克強組隊領軍的

中國新政府，勢必展現開

創性的視野和改革的強大

企圖心，也勢必觸動全球

華人更敏銳的思緒和文化

感情。

“在未來5年，中國在

全球的軟實力，是否可以提

升至新的臺階，正在考驗着

我們，也考驗新政府的媒體

政策，是否可以有更高的戰略

制高點，在全球發揮中國新聞界

的力量和話語權，讓中國更認識世

界，也讓世界更認識中國。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年會

張曉卿：全球新聞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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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成為記者試煉重地”

張曉卿說，在警覺和

對 立 中 ， 全 球 媒

體，開始也走向“全媒體＂的操作範

式，特別是各大媒體，爭先打造“全媒體＂

體系，就是過去以編輯、發行報紙為單一業

務的報社，正在演變為報刊、網絡、手機

報、電子閱讀器等“全媒體＂的媒介融

合體。但是，這種大手筆、大投入只限

於大媒體，對於中小媒體來說，無疑

是一種巨大的壓力。

報紙和網絡可共存互補

他補充，無論是“全媒體＂，

還是採編業務重組，對於中文媒體

來說，都是巨大的挑戰；但是，這也

為傳統媒體提供了突破提升的機遇。

傳統媒體，可以依靠現代技術來推動

自身的轉型，並實現報紙和網絡的優

勢互補，至少，在一定的時期內，兩者可以共

同生存，協同發展。

張曉卿指出，中國的政治與媒體都在轉

型，社會的尋求轉型，是不可或缺的。其中，

實行多年的一胎化政策，也已經來到了必須深

刻反思與改革的時候。因為一胎化也引發了社

會的不均衡發展，扭曲了人際關係，人口政策

制約中國傳統固有的家庭倫理與文化價值體系

的發展。

他補充，三十多年前，中國制定一胎化

的計劃生育政策時，是從經濟發展角度出發考

慮，因為當時人多資源少；但是，現在從經濟

增長的角度來看，一胎化可能已經走到了物極

必反的階段，也就是人口紅利的結束，特別是

中國社會加速的老齡化，從而引發更多的社會

問題。所以，從中文媒體來說，應對一胎化政

策引發的經濟、社會、文化問題，進行更多關

注和反思，以利惠國家和民族更長遠的發展。

須融合網媒做“全媒體＂

張曉卿

張曉卿：對於全球中文媒體來說，最大的
機遇在於中國這個新聞的富礦。

張曉卿說“這也必對普

世價值加深認識，並

瞭解中國的國情和全球的｀球情´的

異同點。也就是說在各國的國情都有不

同之處，但對如何建立一個穩定的、公

平的、進步的，可以持續發展的社會，卻

有共通和共享之處。＂

張曉卿認為，關鍵也是全球中文媒體

要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論述＂、中國模

式＂，說出中國詮釋自己發展的理想與實

踐，也說出中國的夢想，如何為中華民族

的命運作出承擔，也為全人類的命運作出

承擔。是一種可以讓世人都感動、都驚

嘆、也可以讓世人打從心底裡尊敬你，

理解你，包容你的軟實力。

“這也是今天中國要重建的價

值體系，要在中國傳統的智慧中尋找

靈感，也要和今天中國人所追求的改

革結合，發展一個和諧的、正義的、也

充滿活力的社會。＂

他指出，任何一個社會的公正、透

明、廉潔、權力都離不開媒體的監督與制

衡。新聞自由，所以被許多國家奉為立國

的準則，自有它存在的價值和道理，和人

類邁向文明歷程中所累積的寶貴經驗和歷

史教訓；追求新聞自由，是希望媒體永

遠是政府的諍友，也成為公共的喉舌，

成為文化的載體。

不同國情有共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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