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21日公布的《深化黨和國
家機構改革方案》，中國將整合中
央電視台（中國國際電視台）、中
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國際廣播電
台，組建新的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前三者建制撤銷，對內保留原呼號
，對外統一為 「中國之聲」 。其主
要職責是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加
強國際傳播能力，講好中國故事等
。原中央電視台台長慎海雄任新組
建的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台長、黨組
書記。有學者指出，媒體融合的關
鍵在於構建全新的用戶平台，重建
媒體與用戶之間的信任與連接。

關 昭

聽其言觀其行 假的真不了
立法會議席補選四名當選人：

鄭泳舜、謝偉銓、范國威及區諾軒
昨日完成宣誓，正式成為立法機關
的一員。

眾所周知，補選來自姚松炎等六
名反對派被DQ，原因是他們沒有依
照基本法條例和立法會《議事規則》
完成宣誓。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釋法
」 中更明確定出了特首和特區主要官
員、議員的宣誓要求和準則，包括態
度必須誠懇、嚴肅和不可增減任何字
句等。

昨天，范國威和區諾軒 「依足規
矩」 宣誓。而兩人既已依法完成宣誓
，從依法辦事角度而言，眼前兩人的
議席不應受到質疑。不過，區諾軒過
去曾公開焚燒基本法，儘管他辯稱那
只是 「道具」 ，但已有市民就其參選
資格入稟法院提請司法覆核，法庭尚
在處理中。因此，同樣是從法治角度
而言，區諾軒的參選資格並非沒有疑
問，仍有待覆核案的最終結果。

而市民此舉並非多餘，事實是，

區諾軒長期以來抗中亂港的言行早已
有目共睹，他昨日老老實實的依法宣
誓，只是為了保住議席，日後可以在
立法會內繼續抗中和阻撓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並非有什麼真誠悔意。區諾
軒依法宣誓是假、焚燒基本法是真，
這一點確實是 「假的真不了」 。葉太
一向「冇有怕」，昨日在區諾軒宣誓時
大罵其焚燒基本法、做咗又唔認的行
為可恥，真是罵得痛快、葉太好嘢！

此外，范國威和區諾軒也不要以
為宣誓 「過咗海就係神仙」 ，兩人今
後在立法會內的一言一行，是要受到
基本法和《議事規則》所監督和規管的
，再想伺機販賣違反憲法、抗拒中央
管治權的政治「私貨」，是不可能得逞
和一定會依法受到懲處的。

昨天兩人宣誓後，議員梁耀忠竟
建議反對派議員一起高呼 「結束一黨
專政」 的口號，後因有人不肯附和而
作罷，可見反對派抗中亂港之心不死
，市民必須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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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合組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對外統稱中國之聲 慎海雄出任台長

中央宣傳部

中央電視台
（中國國際電視台）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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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
整合

對內保留原呼號
對外統一呼號為 「中國之聲」

▶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組建中央廣播電視
總台。圖為央視大樓 資料圖片

根據方案，本次改革的目的是加強黨
對重要輿論陣地的集中建設和管理，增強
廣播電視媒體整體實力和競爭力，推動廣
播電視媒體、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合併的
三台作為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歸口中央
宣傳部領導。

央視央廣及國際台合併
此次合併的三台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

史，並且是重要的海外宣傳媒體。本次方
案制定，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的主要職責重
點包括，引導社會熱點，加強和改進輿論
監督，推動多媒體融合發展，加強國際傳
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等。

其中，中央電視台成立於1958年，為
副部級事業單位。旗下的央視網，用戶覆
蓋21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1940年開始播音，前身為延安新華廣播電
台，是中國唯一覆蓋全國的廣播電台，在
中國擁有聽眾超過7億人；中國國際廣播電
台創辦於1941年12月3日，目前使用65種語
言全天候向世界傳播，是全球使用語種最
多的國際傳播機構。

原中央電視台台長慎海雄任新組建的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台長、黨組書記。慎海
雄於1989年在杭州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畢
業後，進入新華社工作，曾任新華通訊社
上海分社社長、黨組書記及新華通訊社副
社長、黨組成員，後來擔任廣東省委常委
、宣傳部部長，2018年擔任國家新聞出版
廣電總局副局長、中央電視台台長等職。
他在擔任廣東省宣傳部長時指出，將強化
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創新對外傳播方式，
大力拓展對外傳播的渠道，支持主流媒體「
走出去」參與國際傳媒市場競爭與合作。

「媒體融合」成為主旋律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加

快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充分運
用新技術新應用創新媒體傳播方式，佔領
信息傳播制高點。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
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
意見》，要求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在
內容、渠道、平台、經營、管理等方面的
深度融合。這是國家從發展戰略的高度所

確立的一份媒體改革綱領。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吳

飛認為，媒體融合的關鍵在於構建全新的
用戶平台，重建媒體與用戶之間的信任與
連接。在此過程中，媒體原有的組織架構
、生產流程、內在文化都要進行重新塑造
。而 「媒體融合」成為中國媒體發展的 「
主旋律」和 「關鍵詞」，大量主流媒體開
始布局或加強平台建設，主流媒體在對平
台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認識方面顯然已
經達成共識。

做大主流聲音 擴大品牌影響
【大公報訊】記者張

寶峰北京報道：21日公布
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
革方案》提出，將整合中

央電視台（中國國際電視台）、中央人民
廣播電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組建中央
廣播電視總台，對外統一呼號為 「中國之
聲」。對於這項引人矚目的重大改革，中
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宋建武21日告訴
本報，這項改革一方面可以把各種媒體手

段、媒體格式、媒體形態融為一體，促進
它們內部的差異化發展，另一方面還可以
做大主流聲音，擴大中國媒體的品牌力與
影響力。

宋建武說，這項改革有利於讓傳統媒
體形成合力，避免他們各自為戰。特別是
在新媒體迅猛發展、媒體融合加速向前的
背景下，組建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將有利
於把傳統主流媒體的力量聚合起來。宋建
武舉例說，現在很多媒體都在做視頻產品

，這就難免造成同質化競爭，此次改革可
以把各種媒體手段、媒體格式、媒體形態
融為一體，促進它們內部的差異化發展。

宋建武還表示，從更大的視野去看，
這項改革也能更加高效地利用主流媒體的
各種資源，進而加強中國的對外宣傳力度
，徹底避免 「各自鋪線」的現象，為最終
擴大中國媒體的品牌力與影響力，做大我
們的主流聲音，講好中國故事，創造最有
利的條件。

跨軍地改革 調整武警部隊指揮體制

專家
解讀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21日公布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提出，着眼全面落實黨對人民解放軍和
其他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貫徹落實黨中
央關於調整武警部隊領導指揮體制的決定
，按照軍是軍、警是警、民是民原則，將
列武警部隊序列、國務院部門領導管理的
現役力量全部退出武警，將國家海洋局領
導管理的海警隊伍轉隸武警部隊，將武警
部隊擔負民事屬性任務的黃金、森林、水
電部隊整體移交國家相關職能部門並改編
為非現役專業隊伍，同時撤收武警部隊海
關執勤兵力，徹底理順武警部隊領導管理
和指揮使用關係。

方案提出，公安邊防部隊不再列武警
部隊序列，全部退出現役。公安邊防部隊
轉到地方後，成建制劃歸公安機關，並結
合新組建國家移民管理局進行適當調整整
合。現役編制全部轉為人民警察編制。

此外，公安消防部隊改制。公安消防
部隊不再列武警部隊序列，全部退出現役

。公安消防部隊轉到地方後，現役編制全
部轉為行政編制，成建制劃歸應急管理部
，承擔滅火救援和其他應急救援工作，充
分發揮應急救援主力軍和國家隊的作用。

方案還提出，公安警衛部隊改制。公
安警衛部隊不再列武警部隊序列，全部退
出現役。公安警衛部隊轉到地方後，警衛
局（處）由同級公安機關管理的體制不變
，承擔規定的警衛任務，現役編制全部轉
為人民警察編制。

同時，海警隊伍轉隸武警部隊。按照
先移交、後整編的方式，將國家海洋局（
中國海警局）領導管理的海警隊伍及相關
職能全部劃歸武警部隊。

方案提出，武警部隊不再領導管理武
警黃金、森林、水電部隊。按照先移交、
後整編的方式，將武警黃金、森林、水電
部隊整體移交國家有關職能部門，官兵集
體轉業改編為非現役專業隊伍。武警部隊
不再承擔海關執勤任務。參與海關執勤的
兵力一次性整體撤收，歸建武警部隊。

▲慎海雄任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台長、黨
組書記 資料圖片

▲《機構改革方案》提出徹底理順武警部隊領導管理和指揮使用關係。圖為兩會期
間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步入會場 資料圖片

中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助增全球信心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第十三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發表
重要講話，強調要以更大的力度、更
實的措施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
放，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高質
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由此
顯示中國會堅定不移進一步推進改革
開放，釋放更多增長動能，增強全球
對中國以至世界經濟前景的信心。

事實上，當前貿易戰陰霾密布，
環球金融市場起伏不定，其中港股昨
日先升後跌，恒指從全日最高位急跌
逾五百點，反映市場憂慮全球經濟回
暖良好勢頭面臨挑戰。此時中國深化
改革與擴大開放顯得十分重要，包括
多方面放寬市場准入與增加商品進口
，藉此推動服務業發展、開拓經濟新
亮點之餘，更可為貿易全球化發展注
入正能量，抗衡不斷升溫的貿易保護
主義思潮。

過去五年，中國經濟結構調整與
產業升級轉型取得一定進展，經濟增
長實現從投資、出口拉動轉向消費、

投資與出口等三頭馬車協力拉動，其
中去年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百
分之五十八點八，消費已連續四年成
為中國經濟增長第一引擎。

不過，正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
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經濟增長內生
動力還不夠足、創新能力還不夠強、
發展質量和效益不夠高。因此，中國
需繼續進行去庫存、去產能與去槓桿
等結構性改革，加快創新發展的步伐
，並且通過機構改革，強化部門職能
與效率，配合社會與經濟發展需要。
同時，進一步降低進口商品的總體稅
率、放寬市場准入與資本市場有序開
放，從而產生經濟新增動能。

政府工作報告設定今年中國經濟
增長目標為百分之六點五左右，比去
年百分之六點九的實際增速為低，但
這並不代表經濟發展呈現失速問題，
只是反映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
段，追求增長質量與防控風險比增長
速度更加重要，為主動調控的結果。

一個較為平實的增長目標，有助

中國經濟保持穩中向好勢態，不但為
進一步結構調整、產業升級提供更有
利的客觀環境，還可避免地方政府為
追求增長速度而過度舉債。事實上，
全球寬鬆貨幣政策逆轉，中國需加強
防控金融風險。

過去五年，中國貧困人口減少六
千八百多萬，而居民收入年均增長百
分之七點四，高於經濟增速，成為世
界上最多中等收入人口的國家，估計
高達四億多人。中國中等收入人口還
會持續增加，有序擴大進口與開放市
場是大勢所趨，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
拉動作用將不斷加大，同時也為世界
帶來重重機遇。

中美擴大經貿合作、推動互利共
贏是唯一正確之路。隨着經濟轉型，
中國逐步加大服務業、製造業等對外
開放的力度，而美國也應放寬高技術
、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限制，中美之
間貿易將趨向平衡，美國動不動推出
損人不利己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無
疑是下下之策。

社 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