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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建桥梁搭建桥梁——
携手讲好中国故事携手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助力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走向世界，
意义重大。

“扎根海外、遍布全球的华文媒
体，是 75 年来新中国砥砺奋进的见证
者、参与者和记录者。”中国侨联副主
席高峰表示，海外华文媒体集报纸、刊
物、网络媒体、广播、电视于一体，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始终处于信息时代的
前沿。高峰向海外华文媒体提出 3 点
希望：一是发挥独特优势，向世界讲好
新时代中国的故事；二是创新表达方
式，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三
是彰显中国特色，向世界讲好中国式
现代化的故事。

海外华文媒体是世界了解中国的
重要窗口，也是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
的重要平台。把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和
变化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给国际受
众，是海外华文媒体肩负的时代使命。

“非常荣幸人民日报海外版把第
五届海外华文新媒体论坛落在朝阳
区，这给朝阳区提供了一次对接海外
媒体的宝贵机遇。”中共北京市朝阳区
委书记文献表示，朝阳区是一个国际
化程度很高的城区，商务与科技交融、
新潮与传统交汇。朝阳区与 24 个国家
的 30 多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
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中东等地成立了
7 个全球招商联络站，服务贸易对象涉
及六大洲的 150 多个国家。“海外华文
新媒体是世界了解朝阳区的重要窗
口，朝阳区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的窗口之一，双方可以共同携
手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故事。”

 聚力同行聚力同行——
探索联通世界之道探索联通世界之道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国际传播
领域面临着新形势和新机遇。在主旨
演讲环节，华文媒体和中国企业代表
各自分享了应对之道。

新欧洲集团董事长陈翔表示，“Z
世代”成为推动华文媒体创新和变革
的中坚力量，而海外华文媒体不仅要
做国内外信息的传递者，更应成为海
外华人“Z 世代”群体文化认同和自我
表达的桥梁。“我们拓展了多个社交
平台，打破单向传播的壁垒，构建了
更具互动性的传播渠道，做到了‘年
轻 人 在 哪 里 ，我 们 的 脚 步 就 跟 随 到
哪里’。”

海外华文媒体融汇中西文化，连
接海内海外，在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
特色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在“聚力
同行”宣介环节，多名海外华媒人发
言 ， 畅 谈 扎 根 当 地 、 练 好 内 容 的
心得。

华人头条创始人、CEO 黄其旺说，
海外有数千家华媒，有两百多年的历
史积淀，具有很好的文化价值。“海外
华媒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珍珠，华人
头条通过技术力量，把珍珠串成精美
的项链，提升他们的价值。”在谈到海
外华媒讲好中国故事的优势时，日本
Trip7 控股集团董事长郑继飞表示，

“海外华文媒体具有在地优势，更了解
当地的生活习惯、文化特性，可以用当
地民众更容易理解、更容易接受的方
式来讲述中国故事。”

企业代表也与海外华媒一道，畅
谈中国企业如何借助“出海”讲好中国
故事。

“我们希望成为中国与世界文化
交流的空中桥梁，让中国魅力跨越国
界，让世界目光穿越山海，领略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国泰航空中国内地总
经理孙悦怡在主旨发言时介绍，国泰
航空作为历史悠久的国际化航空公
司，拥有广泛的客货运网络。“目前，我
们的客运航班覆盖全球 80 多个目的
地，并计划到 2025 年扩展至 100 个。
我们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已开
通 14 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 21 个
航点。去年，我们的货运服务为共建
国家和地区运输了 16 万吨货物，助力

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此外，我们将开
通香港至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客
运航班，进一步促进与‘一带一路’共
建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经 济 、旅 游 、文 化
交流。”

广西金嗓子集团北京办事处总经
理李林斌说，品牌出海成为金嗓子融
入国际市场的必然趋势和打造独特竞
争优势的重要选择。未来，金嗓子集
团将继续用实际行动生动地讲好中国
故事，为更好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守正创新守正创新——
不断提升传播效能不断提升传播效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构建
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对进一步
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全面提升国
际传播效能提出了明确要求。与会嘉
宾普遍认为，只有紧跟时代步伐，主动
求变，不断创新传播手段，才能提升传

播效果，讲好中国故事。
“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需要加

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将
中华文化、中国故事与国外受众的文
化传统、接受习惯等结合起来。我们
要在新技术的赋能之下，以新方式去
讲好中国故事。”西班牙《欧洲侨声报》
社长戴华东认为，在海外讲述中国式
现代化故事，短视频的方式更为重要，
因为这种方式更易于被各年龄段受众
接受。

荷兰一网运营总监黄晨也特别看
重短视频的传播方式。他表示，最近
几年，很多媒体的内容生产方式已经
从文字转到视频。“我们海外华文媒
体也会往这个方向去转型，今年我们
也 增 加 了 在 短 视 频 平 台 上 的 内 容
投放。”

《西非统一商报》董事长胡介国
说，在媒体传播模式不断变革的背景
下，《西非统一商报》也在进行数字化
转型及技术革新，在报道中应用人工
智能等数字技术，不断培养相关人才。

海外华文新媒体论坛旨在推动全

球华文媒体共谋融合发展，讲好中国
故事，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扩大国际人
文交流合作。自 2015 年创办以来，在
促进全球华文媒体传播手段创新、话
语体系建设、媒介资源共享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以“华文新媒体与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的第五届海外华文新媒体论坛日前在北
京举行。来自五大洲的百余家华文新媒体代表聚集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在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进一步深化媒体融合，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面向
世界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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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民日报海外版主办、海
外网承办的“第五届海外华文新
媒体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海
外华文媒体遍布全球，对外讲好
中国故事，它们发挥着独特的作
用。当前，海外华文媒体正在向

“新”前行。
海外华文新媒体，“新”在文

明交流。当前，6000 多万华侨
华人分布在世界近 200 个国家
和地区，华文媒体是他们了解祖

（籍）国资讯的有效渠道，也能为
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提供便利。
华文媒体在内容生产方面有其
特殊性。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彭
文祥认为，“华文媒体一方面要
注意中国的语境，关注当代中国
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另一方面，也要有国际视野。
特别是对海外华文新媒体来说，
通过融合中国语境和国际视野，
注重文化交流，从中能够迸发出
创新力、创造力。”如何更好向世
界传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
事、展示中国形象，海外华文新
媒体正积极探索。例如，加拿大
中华新闻社社长常建国说，他们
建立了英文网站，不仅努力用新
闻资讯讲好中国故事，还经常举
行线下活动，不断加强沟通，丰
富表达方式，搭建可共享的话语
空间，用国际化语言讲好中国故
事，让国外受众更好认识新时代
的 中 国 ，提 升 中 国 形 象 的 亲
和力。

海外华文新媒体，“新”在传
承发展。中国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华文媒体的关注方向也
在发生变化。有学者认为，近年来，华文媒体的报道呈现出

“变”与“不变”的两种趋势。“变”是指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
巨大改变，例如中国的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有目共睹；“不变”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
守和传承，在国际舞台上持续展现其深刻内涵和永久魅力，
例如中国文化产品出海“新三样”——网文、网剧、网游，其
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在国际上也很流行。法国
华文媒体人陈翔说，如今，华文媒体非常关注中国航天等科
技领域取得突破的好消息，“在海外听到来自中国的好消
息，华侨华人都会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德国开元
网总裁周鸿图表示，德国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等活
动很受欢迎，孩子们亲眼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学中文的动
力更足。“变”与“不变”之间，展现了世界华侨华人的血脉联
系，也是中国快速发展的生动证明。

海外华文新媒体，“新”在守正创新。在科技带动下，海
外华文新媒体也在不断转型升级。近年来，短视频业务为
华文媒体的融合发展开辟了新领域。从短视频平台传播效
果来看，截至2023年底，海外华媒在短视频平台的粉丝量超
过 1亿，年均发布视频约 20 万条。海外华媒短视频的条均
互动量达到1200次，是社交媒体平台的5倍，体现出蓬勃旺
盛的发展前景。海外华文新媒体需要拥抱时代发展潮流，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会对新媒体的创作带来新的助
力和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海外华文新媒体发展，
必须强调“内容为王”，推进精品化创作生产，这是媒介发展
的基础。展望未来海外华文新媒体的发展，在从业者对内
容质量的追求下，在对新兴科技的熟练运用下，将出现更多
有影响力的产品。

讲好中国故事，海外华媒大有可为。期待广大海外华
文媒体情系桑梓、融通中外，发挥自身优势，办出风格特色，
为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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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华媒力量
——第五届海外华文新媒体论坛在京举办

海外网  刘  强  王珊宁

人民日报海外网发布报告指出

海外华媒呈四大发展趋势
本报北京电 在日前举办的第五届海外华文新媒体论坛

上，人民日报海外网发布了《2024 海外华文新媒体创新发展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总结归纳当前海外华文新媒
体发展趋势，发现海外华文新媒体的功能定位正从传统的内
容生产和传播，转向多元价值融合发展的复合型媒体功能。

《报告》显示，自 2019 年以来，海外华文新媒体传播影响
力提升明显。目前活跃在境内外舆论场的海外华文媒体，
2024 年粉丝总量比 2019 年翻倍增长。海外华文媒体跟随时
代潮流，积极向融媒体转型。样本中的海外华文媒体绝大部
分（97%）开设了网站，同时也积极布局境内外社交媒体平台。
亚洲华文媒体基础雄厚，欧美华文新媒体发展提速。亚洲华
文新媒体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媒体运作规模，都居各大洲
首位。而欧洲和北美国家经济发达，华文新媒体发展迅速，有
后来居上之势。

《报告》指出，海外华媒传播呈现出两大新特点。一是“Z
世代”成长为华文新媒体主要受众。“Z 世代”在 2019 年已达到
24 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 32%，成为数量最多的一代人。“Z 世
代”的媒体使用习惯偏重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海外华文新
媒体由此迎来新的发展机会。二是短视频正在成为海外华文
信息传播的新媒介。采用以短视频为媒介的传播形式，使海
外华人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海外华媒的用户群，从而促
进海内外信息实现更为便捷的传播。

《报告》指出，新形势下，海外华文媒体呈现出四大创新发
展趋势。一是传播能力升级，传统海外华文媒体通过创建新
媒体，加强平台建设，加大空间布局的力量，增强传播力和影
响力，努力实现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二是发展多元业务，越
来越多的华文新媒体，已经在当地成为多元发展的业务综合
体。三是优化社群功能，一些华文媒体意识到社区化服务的
重要性，创办了主打社区化服务的华文网站，吸引了大量年轻
华人网民，同时有效地增强当地华人对媒体的黏性和依赖度。
四是加强中外交流，华文媒体长期扎根于海外，开展多种文化
交流活动，成为中国与所在国的纽带桥梁。

《报告》获得 GYBrand 全球品牌研究院支持。

图①：第五届海外华文新媒体
论坛开幕式现场。

图②：来自韩国、阿根廷等国的
华文新媒体代表一行到山东省潍坊
市参访。图为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
大厅上空，一只“中国空间站”主题风
筝稳稳高悬。

图③：论坛现场，台下观众认真
聆听嘉宾演讲。

图④：来自德国、日本、加拿大、
俄罗斯、菲律宾等国的华文新媒体代
表一行到安徽省黄山市参访。图为
华媒代表用宋式点茶技艺写出“大美
黄山”。

图⑤：海外华媒代表在北京市
朝阳区的“蓝港码头”合影。

（本版图片均由海外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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