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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媒新大陆”
宋方灿

非洲—青岛市副市长王广正与贵阳市副市长

朱桂云交接会旗，下一届世界华文

传媒论坛将在贵阳市举

办。 廖 攀摄

第七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开幕现场

第七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分论坛场景 本报记者 赵永琦摄

第七届世

界华文传媒论

坛代表围绕“中

国 梦———世界变

局与华文媒体的新

使命”的主题进行深

入研讨和交流，通过了

《青岛宣言》：

一、当今世界正处于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着深

刻变动。新闻媒体是时代的记录

者，也是参与者和建设者，与所处

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呼吁，全

球各地的华文媒体以推动人类进步和社会

发展为己任，传播正能量，建立公信力，在

不同地区、不同族裔、不同文化的人民之间，

架设沟通之桥、理解之桥、友谊之桥。

二、新一届中国政府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中国梦”是友好相处、合作共

赢的和睦周边之梦；是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之梦；是民族复兴、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和平发展之梦；是融通中外、文化互鉴、文明互动的人

类文明之梦。我们呼吁，海内外中华儿女和衷共济，凝心聚力，同圆共享“中国

梦”，促进人类社会与不同文明共同进步。

三、当今全球传媒产业数字化发展，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共生，全媒体化日趋成

为主流。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爆发式成长，既是媒介形式的变革，更预示着媒体

生态和商业模式重大转型，华文媒体发展出现集团化、网络化、跨国化等新趋

势。我们呼吁，全球华文媒体审时度势，把握变革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挑战，

发挥后发优势，积极转型求变，努力创新开拓，弥补“数字鸿沟”，增强

全球华文媒体的软硬实力。

四、中国传媒业发展迅速，已经跃居全球第三大传媒和娱乐产业

消费市场。但包括中国媒体在内的全球华文传媒整体实力较弱，在

国际舞台上声音不够响亮，国际传播力和辐射力亟待增强。我们

呼吁，中国媒体与海外华文媒体携手合作，做中华文化和民族

精神的传承弘扬者，做“中国故事”的全球讲述者，共同致

力建设一个公正、平衡、合理的国际话语新体系，为人类文

明的共同进步创造更加和谐的国际舆论氛围。

全球 !""家有影响的华文媒体分布在全

世界 #""多个国家。随着中国移民人数的增

加，海外华文媒体“与时俱进”了吗？第七

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日前在青岛举办，记者

采访时发现，与传统华文报纸相比，很多新

兴华文媒体体现了地域性更广、专业性更强

和融入性更好的新特点。

来自泰国的华文媒体总编辑

会场内供人取阅的华文图书

来自全球 !" 多个国家的
#"" 多位代表参加了华媒论
坛，有些代表来自非“热门”
移民国家，如非洲尼日利亚、
科特迪瓦，南美洲的苏里南、
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华文媒
体在世界的布局越来越广阔。

如果让新移民选择旅居澳
大利亚的城市，悉尼、墨尔本
和布里斯班恐怕是首选的 $个
城市，在这 $个华人移民喜欢
定居的城市，华文传媒很多，有
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网站
等数十家。近几年，与澳大利亚

大陆隔海相望的塔斯马尼亚岛也
有了华人移民和华文媒体。塔斯马尼亚岛是澳大利亚 %个州中面积最小、人
口最少的一个州，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旅游胜地。一个州仅 !&万人口中，华人
数量有 '万人。(&&)年，塔州唯一的一份中文报纸《塔州华人》创办了，报社越
来越有影响力，采访过州长、市长、议员等。

在非洲的华文媒体也开始发展，东部非洲已经办起了 《经贸快讯》、
《肯尼亚华声报》、 《非洲之声每日电讯》 和非洲之声网站等，这些媒体的
受众覆盖了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坦桑尼亚、索马里等非洲国家，
华侨华人和中资公司可以更好地了解非洲各国的政策法规。

!

专业性更强

移民抵达一些国家和城市后，都会在唐人街看到各式各样的华文报纸，
在华人超市、中餐馆摆放，读者随手取阅，这些报纸大多是综合性周报。
现在，移民热门国家的中国移民会发现，华文媒体做得更加专业，有专门
做房地产、汽车、生活信息等的各种专业媒体。

随着旅居加拿大多伦多的华人移民数量激增，这些华人需要一个迅速了
解多伦多生活信息的媒体。(&*(年在多伦多创立的 《多伦多生活字典》 就
是要为华人提供日常生活信息平台。总经理戚萌萌在论坛上介绍，“生活
字典”收集整合了多伦多地区各类生活信息，包括政治、法律、移民、金
融、地产、餐饮、医疗、美容、心理等方面内容，而且信息定期更新，要
为中国移民的日常生活起到“指南针”作用。
《澳洲汽车杂志》和澳洲汽车网 (+"$年在悉尼创办，是目前澳大利亚国

内唯一的一份非英文的汽车周刊和网站，已经服务悉尼华人 ,&年。杂志还
开辟了专家评车的栏目，吸引了很多车迷。此外，
杂志和网站互动，无论是新移民、还是老移民，在
网站上随时可以浏览任何一期杂志，为移民买
车提供了参考意见。

华文社会怎样融入当地
主流社会，成为其中
的一员？论坛上，
来自世界各
国的华

文媒体代表都试图在为这一问题
寻找答案。已经有很多华文媒
体为融入主流社会踏出了第
一步，如，开设当地语言
的版本，开发当地客户，
发行至当地学中文的读
者。

阿根廷新大陆周刊
创办于 ,))% 年 , 月，
已连续出版 ,- 年多，
是阿根廷最具影响
力的华文媒体之
一。日前，新大
陆周刊创办人与
中国媒体合作
出版西班牙
语杂志 《视

点中国》双月
刊。根据发行计划，第一阶段将覆盖阿根廷首都布宜
诺斯艾利斯市，及首都外.+公里范围内的书报亭，
此外还将进入中国工商银行阿根廷分行在阿各省
市的*++多家分行网点。
《澳洲财富》是在澳大利亚专注做地产、移

民、投资的杂志，论坛上，代表看到了这份
杂志(+*$年第一期“创刊号”。封面人物是时
任总理陆克文，主打文章是陆克文在(+*$

年%月()日“澳洲杰出华裔精英颁奖晚
会”上的讲话。文章亲切地称呼陆克文
为“老陆”，并引用他的话说，澳大
利亚华人已经快要超过*++万了，
华人对澳大利亚社会的重要
性越来越显著。此外，该杂
志在第二页、第三页刊出
了汇丰银行、墨尔本
银行的广告，可
见，主流银行吸
引华人客户
也要通过
华文媒
体。

中国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在论

坛上讲话

"

融入性更好

青岛市委书记李群在论坛上讲话

#

地域性更广

第七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来自非洲各国的媒体
代表，就新的世界变局下非洲的华文媒体如何生存、发
展、壮大发表看法。随着大量华文新媒体的创办和新华
侨华人的拥入，非洲正在打造华文传媒的“新大陆”。

海外的华文媒体虽然有上百年的历史，但非洲的华文
媒体大部分却只创办了几十年、十年，甚至几年。东部非
洲华文传媒联盟主席韩军是“老非洲”，但依然算是“新”
媒体人。他表示，肯尼亚是新兴的国家，华文媒体在该国
也是新兴的事物，东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杂志都只有
*+ 多年的历史。在他看来，传统媒体面临越来越多的挑
战，应该打破传统观念，尝试新的报道形式和展现方式。
对于海外华文媒体人员力量的现状，他认为自己看到了大
量年轻人加入了采编队伍，这是一种好现象。

同样来自肯尼亚的高玮是华文媒体中的年轻从业者。
他强调媒体既要立足所在国家服务华侨华人，也要以不同
的渠道和技术方式来迎合新形势下的需求。他还表示，非
洲的华人基本都是新侨民，以年轻人为主。读者的年龄层
次决定了读者的口味，应该多了解他们的需求，以提供更

适合他们的新闻。
虽然非洲是世界各国关注的“新大陆”，但在非洲的华

人并不多，-+多个国家总共也只有几十万，甚至不如东南
亚某一个国家的华人总数。 《西非华声》 报主编金浩奔波
于科特迪瓦等西非国家，为生计奔波的同时，他也投身于
华文媒体的创办与发展事业中。他坦陈，非洲很多国家的
华人较少，华文媒体基本是靠商人和侨团支撑，很难盈利。
在变局面前，纸媒受到的冲击很大，目前他已经在考虑通
过手机报，创建 /00等，尝试新的赢利点。虽然前路多艰，
但金浩依然对未来信心满满：“中非关系正处于蜜月期，
而且这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希望更多的人走进非洲，成
为我们的读者。”

马强是埃及 《中国周报》 的社长，过着刀口上办报纸
的生活。这是一份 (+*(年刚创建的中文和阿拉伯文的双语
报纸，创刊后一度收支平衡甚至略有盈余。不过，随着埃
及政局持续近三年的动荡，在埃及工作、生活的华人从 !

万人锐减到 .+++人，报纸的读者数量也大幅下降，报纸生
存受到了挑战。对于未来，马强仍感乐观，他表示将坚持

下去，在报纸走入苏丹和约旦等国后，希望今后
还能有进一步的壮大与发展。

近年来，南非的治安情况恶化以及出行成本的
增加，给华文媒体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非洲时报》
常务副社长梁铨表示，虽然南非有近 -+ 万华人，但
报纸无法满足读者订阅的需求，送报上门可谓是既不
安全又不够本钱。南非的几家华文媒体基本都集中在当
地的一些超市等地点出售。也许，南非媒体未来需要考
量的是：如何让订户足不出户就能读到新鲜出炉的报纸。

($岁的南京京来自博茨瓦纳的《华侨周报》，作为一
名“)+后”，年轻时尚的她女承父业，成为一名华文媒体
从业者。此次参加华文传媒论坛，她感觉受益良多。她
说，父辈们习惯早晨起来就看报，但现在他们这些年轻人
都是“手机控”、“微信控”，喜欢利用微信等平台阅读、
发布新闻，并积极运作一些新闻客户端。她还表示，除了
做好新闻，在海外的华文媒体还应该组织一些活动，扩大
在当地的影响力。唯有如此，华文媒体才能与时俱进，跟
上时代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