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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傳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
部長胡和平在致辭中表示，習近平主席
指出，應對共同挑戰、邁向美好未來，
既需要經濟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
力量。新聞媒體在正確回答時代課題、
廣泛凝聚共識力量，推動全球發展繁
榮、國際和平安全、人類文明進步中，
承擔着重大光榮的責任，扮演着不可替
代的角色。第五屆世界媒體峰會是全球
媒體人的盛會、世界傳媒界的盛事。希
望各國媒體堅持公平公正、堅守責任擔
當，加強文化交流、促進文明互鑒，深
化務實合作、致力互利共贏，為推動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更加美好的世
界貢獻智慧和力量。

世界媒體峰會執行主席、新華通訊
社社長傅華在主旨發言中表示，我們應
當廣泛凝聚共識、提振發展信心，堅持
客觀真實、增強媒體公信力，順應時代
潮流、提升報道傳播力，深化交流協
作、加強互學互鑒，促進各國和衷共
濟、合作共贏，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
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
麗的世界。

核實信息揭露謊言
全球多家媒體代表都認為，當前AI

發展迅速，給人們的生活尤其是獲取信
息的方式帶來巨大改變。負責全球傳播
事務的聯合國副秘書長弗萊明發表視頻
演講時指出，傳統媒體需要攜手共同應
對挑戰，需要核實好每一條信息，需要
更多的記者勇敢發聲揭露造謠者的謊
言。 「我們正在通過制定聯合國數字平
台信息誠信行為準則，大幅加大應對虛
假新聞的應對力度，該準則將完全植根
於基本權利，成為使數字領域更加人性
化的全球黃金標準。」

美聯社副社長陳炎權承認AI讓媒體
工作變得更快，更高效，對於大家普遍
擔心的人造內容、AI生成的圖像和視頻
的使用，以及愈演愈烈的假消息等問
題，陳炎權認為，新聞業必須找到善用

AI技術的方法，需要制定一套在新聞報
道中如何使用生成式AI技術的標準規
範。

善用技術改變面貌
法新社高管委員會委員、亞太區總

裁梅因維爾致辭時表示，作為工具，人
工智能使用得當可以提高生產力，但作
為一個行業，新聞從業者需要共同努
力，以負責任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保護
誠信，確保內容的來源和可追溯性。

「我們生活在一個後技術時代，第
四次工業革命來臨，我們需要善用技
術，這將改變我們新聞業的面貌。」
南非獨立傳媒集團董事長瑟弗認
為，世界各地的新聞從業者必須
善用技術，但應該在人機交互的
背景下提倡人人交互，要用記者
的思考打造有意義的新聞。

本次會議以 「提振全球信心
共促媒體發展」 為主題，來自世界101
個國家和地區的197家主流媒體、智
庫、政府機構、駐華使領館以及聯合國
機構和國際組織的450餘名代表參會。
日本共同社社長水谷亨，路透社總裁布
魯克斯，塔斯社第一副社長古斯曼代表
塔斯社社長孔德拉紹夫，美聯社副社長
陳炎權代表美聯社社長戴茜薇，法新社
高管委員會委員、亞太區總裁梅因維爾
代表法新社社長弗里，印度教徒報集團
董事會主席拉姆，南非獨立傳媒集團董
事長瑟弗等分別在開幕式上發言，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編輯王欣之也出
席此次會議。

信息化時代，新技術新應用蓬勃發展，傳媒業態日新月異。第五屆
世界媒體峰會開幕式暨全體會議3日上午在廣州南沙舉行，全球多家媒
體代表在探討媒體面臨的新機遇與新挑戰時，都聚焦人工智能尤其是生
成式AI的使用，認為媒體應當利用好新技術來推動自身的轉型與發展，
同時制定一套在新聞報道中如何使用生成式AI技術的標準規範，以負責
任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保護誠信，確保內容的來源和可追溯性。

世界媒體峰會 聚焦AI使用與挑戰
倡制定應用標準規範 確保內容可溯性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帥誠廣州報道

發布南沙共識倡加強全球媒體合作
【大公報訊】記者帥誠、黃寶

儀廣州報道：第五屆世界媒體峰會
開幕式暨全體會議3日在廣州南沙舉
辦，會上發布《第五屆世界媒體峰
會廣州南沙共識》。

與會代表認為，人類社會面臨
前所未有的挑戰，國際社會比以往
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加強團結合作，
希望通過合作推動世界傳媒業共同
發展，促進不同歷史背景、不同文
化傳統、不同發展現狀的國家和人
民間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南沙共識》指出，當今世界
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不確定、難預
料因素增多，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

有的挑戰，國際社會比以往任何時
候都更需要加強團結合作。與會代
表希望，全球媒體更多關注發展中
國家在減貧、糧食安全、發展籌
資、工業化等領域的緊迫訴求，推
動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面對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科技
革新帶來的挑戰，與會代表認為，
全球媒體在積極主動開展創新的同
時，應堅守新聞倫理和專業標準，
合理利用新興技術，向受眾傳播真
實、客觀、全面、公正的新聞信
息，抵制虛假新聞，反對謠言和偏
見，維護媒體權威性和公信力。

前線記者遇難嘉賓默哀
在第五屆世界媒體峰會開幕式

的全球媒體代表發言環節，不少代
表都不約而同地緬懷了近年在突發
事件中遇難的前線記者。法新社高
管委員會委員、亞太區總裁梅因維
爾表示，2022年全球共有67名記者
在報道突發事件中遇難，今年截至
目前也已有69名記者遇難。開幕式
現場的嘉賓不約而同地站起身默
哀，向遇難同行們致敬並哀悼。

▲參會代表在第五屆世界媒體峰會
開幕式現場接受採訪。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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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展望 中國經濟明年延續企穩回升

習近平：踐行全球文明倡議 推動和諧共處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首屆 「良渚論壇」
12月3日在浙江省杭州市舉辦。國家主席習近平向首屆 「良渚論
壇」 致賀信。習近平指出，良渚遺址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實
證，是世界文明的瑰寶。在悠遠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文明以獨樹
一幟的創新創造、一脈相承的堅持堅守，樹立起一座座文明高
峰。中華文明開放包容、兼收並蓄，不斷豐富發展、歷久彌新，
不斷吸取世界不同文明的精華，極大豐富了世界文明百花園。

習近平強調，相互尊重、和衷共
濟、和合共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正確道
路。希望各方充分利用 「良渚論壇」 平
台，深化同共建 「一帶一路」 國家的文
明對話，踐行全球文明倡議、加強文明
交流借鑒，弘揚平等、互鑒、對話、包
容的文明觀，推動不同文明和諧共處、
相互成就，促進各國人民出入相友、相
知相親。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
李書磊出席論壇，宣讀習近平主席賀信

並發表主旨演講。
首屆 「良渚論壇」 由文化和旅遊部、

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主題為 「踐行
全球文明倡議，推動文明交流互鑒」 ，來
自海內外的300餘名嘉賓出席論壇。

中外嘉賓認為，習近平主席的賀信
深刻闡明了良渚文化的獨特價值，揭示
了中華文明開放包容、兼收並蓄的鮮明
特質，表達了對辦好 「良渚論壇」 的殷
切期望，為深化文明對話、加強文明交
流借鑒提供了重要指引。

中外嘉賓表示，良渚遺址是中華五
千年文明史的實證，是世界文明的瑰
寶，舉辦 「良渚論壇」 對於感悟古老文
明魅力、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推動文化
傳承發展與交流合作，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義。希望各界朋友充分利用 「良渚
論壇」 這個平台，暢所欲言、深入討
論，深化認識、增進理解。推動中華文
明與世界不同文明加強對話、增進共
識，推動全球文明倡議從思想理念成為
實際行動。

杭州舉辦首屆良渚論壇逾300海內外嘉賓共襄盛舉

入駐珠海物流園 最高資助500萬元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珠海報

道： 「港珠澳大橋經貿新通道」 物流將
升級發展！珠海市政府常務會議近日審
議並原則通過《珠海市關於加快港珠澳
大橋經貿新通道建設促進現代物流業高
質量發展的政策措施》（下稱《政策措
施》），明確物流項目入駐粵港澳物流
園最高可獲資助500萬元（人民幣，下
同），跨境貨運業務最高亦可資助200萬
元，以進一步促進港珠澳大橋跨境物流
貨源集聚。有物流企業稱通過大橋往香

港的運輸成本較傳統海運降低25%，時
效提升80%。

港珠澳大橋通車以來，將香港到珠
海的車程從3個小時減至約45分鐘；口岸
24小時快速通關更讓大橋成為灣區的物
流大動脈。

據大橋邊檢站數據顯示，目前大橋
珠海公路口岸進出口貨物收發地實現對
內地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全覆
蓋，市場涉及國家（地區）達239個，較
五年前增近1.3倍。

【大公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三季度以來中國經濟改善超出預期，明
年經濟是否還會 「波浪式發展、曲折式
前進」 ？房地產市場調整何時結束，人
民幣匯率能否延續近期升值態勢？近
日，央視財經《對話》欄目聯合《大公
報》、《經濟日報》、《財經》雜誌和
新浪財經四家媒體，向中國國際經濟交
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上海財經大學
校長劉元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院長姚洋、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

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四位經濟學家提
問，全面解讀中國經濟。

今年前三季度，中國實際使用外資
金額為9199.7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下降8.4%，外界擔心外資
在撤離中國。王一鳴對此指出， 「過去
十年外商直接投資佔中國GDP大概是
1.8%，所以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本身不
會帶來多大影響。」

展望明年，王一鳴預計，2024年
中國經濟會延續企穩回升的基本軌跡，

「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的韌性、抗衝
擊能力也會更強。」

李稻葵認為，2024將是一個重要
的轉折年，明年很可能在一些重大問題
上，包括地方債、開發商債務等問題上
開始破題，探索長期解決之道。

劉元春表示，2024年是中國經濟
總量持續企穩，結構持續調整，風險持
續釋放的一年，是「風雨之後見彩虹」的
過渡的一年。姚洋表示，對於未來6到9
個月的中國經濟，持謹慎樂觀的預期。

▲參會代表在第五屆世界媒體峰會
開幕式上聽會。 新華社

大咖熱議媒體發展
聯合國副秘書長梅麗莎．弗萊明：

聯合國與世界媒體峰會在很多方面目
標契合。助力新聞業傳播準
確、客觀和可信的信息是聯合
國優先事項之一。

新華通訊社社長傅華：

新華社將繼續發揮 「媒體＋智庫」 雙
重優勢，圍繞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相關重大
主題，持續推出高質量新聞報道和智庫報
告。

共同社社長水谷亨：

智能手機和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術的迭代演進猶
如 「遊戲規則的改變者」 ，媒體環境的劇
變也大大改變了通訊社以向報紙和廣播電
視台提供內容產品為主的業務模式。

美聯社副社長陳炎權：

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給媒體帶來機遇，
可以把記者從機械化的工作中解放出來。
同時，這一技術也帶來諸多潛在問題與挑
戰。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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