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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新聞交流團參訪報告 

報告單位：海基會 

            參訪時間：民國 98 年 10 月 28~11 月 1 日 

壹、 前言 

一、 兩岸開放交流二十多年來，新聞交流一直是兩岸文化交

流的先鋒。回顧兩岸新聞交流的歷史：1992 年 9 月海

基會首次邀請大陸 18位記者來台採訪，1994年 1月再

邀請首批大陸媒體負責人來台參訪，同年台灣媒體負責

人首次組團到大陸交流，迄今已逾 15 年。為促進兩岸

新聞交流，增進兩岸人民相互認識，本會於今年六月中

開始規劃籌組「新聞交流團」，赴大陸拜會新聞主管機

關並與媒體進行座談。 

二、 本團邀訪主要的平面、電視媒體的高層主管，各家媒體

之總經理、總編輯均熱烈參與，惟自由時報予以婉拒；

另蘋果日報依然遭到大陸方面拒絕。政府主管機關部

分，陸委會趙建民副主委的參與，更增加本團之重要性

與代表性。 

三、 籌組本團的過程中，雖因遭逢八八水災等事件有所延

宕，終能順利成行，在北京會見賈慶林、王毅、陳雲林，

與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座談，參訪新華社、人民日

報、中央電視台，並至山西參訪，成果十分豐碩。 

四、 本次行程時間為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由海基會董

事長江丙坤率團，團員包括海基會副秘書長馬紹章、

TVBS 總經理楊鳴、中國時報總編輯夏珍、聯合報總編

輯羅國俊、東森電視總經理陳繼業、三立電視總經理張

榮華、中央通訊社總編輯宋自強、中視董事蔡紹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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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電視總經理廖福順、聯合晚報總編輯游美月、工商時

報社長兼總編輯王嶠奇、經濟日報總編輯翁得元、台視

執行副總經理胡佳君、民視執行副總經理廖季方、年代

電視執行副總經理嚴智徑、海基會綜合處處長萬英豪、

副處長黃國瑞及高立吉、梁玉珍、李國安、丁美君、郭

佳佳等，合計 25人。 

 

貳、 行程紀要 

一、 會見大陸重要媒體及新聞出版廣電主管部門： 

（一） 10月 28日下午：會見大陸廣電總局副局長田進。 

（二） 10月 29日上午：會見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 

（三） 10月 29日上午：參訪新華社並座談。 

（四） 10月 29日上午：參訪人民日報並座談。 

（五） 10月 29日下午：參訪中央電視台。 

二、 會見當地官員 

（一） 10月 28日下午：會見政協主席賈慶林。 

（二） 10月 28日下午：會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 

（三） 10月 29日下午：會見國台辦主任王毅。 

（四） 10月 30日晚上：會見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山西

副省長李小鵬、宣傳部部長胡蘇平、省委秘書長高

建民、省委常務副秘書長姜新文、省台辦主任黃進

明、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楊波等陪同。 

三、 與台商座談 

參訪團於行程中安排與北京台商交流座談，江董事

長說明台商長期支持政府、海基會，本會去年來也多次

籌組關懷台商訪問團，實地協助台商解決困難，本會持

續關心台商經營情形，希望與台商共商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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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與建議 

一、 大陸視媒體為促進和平發展的重要助力 

大陸 2007年 10月中共全代會、2008年底「胡六點」，

均已確認現階段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期，並對全黨、

全國積極開展學習教育。此行，從中央到地方、政府

到事業，均同一口徑強調兩岸要和平發展。 

對於媒體的作用，大陸明顯視媒體為促進和平發展的

重要助力。例如：王毅說「要得到兩岸民意支持，就

要媒體支持」，賈慶林則表明「兩岸關係要和平發展，

更離不開兩岸新聞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顯現大陸方

面影響媒體的思路。 

二、 大陸自信提昇，認為台灣媒體對大陸報導不夠全面 

長期以來，大陸方面認為我方媒體對大陸報導不夠全

面，甚或有報憂（黑心貨、沒公德）不報喜的現象。

此次訪問，大陸方面雖仍持此看法，但更進一步表明

「大趨勢是往好的方向發展，期待媒體把真實的大陸

情況完整介紹給台灣民眾，媒體想去看那裏都可以」，

顯現其隨著國力提昇、社會均衡發展，更有自信。我

方宜引以為鏡，保持競爭優勢。 

三、 大陸意欲爭取話語權 

長期以來，大陸認為對於國際重大事件的詮釋，一直

係由歐美為主的新聞機構掌控，形成以西方觀點詮釋

世界事務，甚至中國事務之現象。隨著經濟實力及國

際地位的提昇，大陸亟欲爭取話語權。 

新華社李從軍社長對本團亦不諱言，該社在全世界有

一百多個分社、每天發稿 170 萬字、照片 1 千多張，



4 
 

以 8種文字發稿。今年底會成立「中國國際電視台」，

明年底會 24小時收播。中央電視台方面，除開闢網路

播放節目外，亦以各種語言播放新聞。凡此，皆顯示

大陸方面爭取話語權的企圖心。 

四、 大陸對媒體管控並未放鬆 

本團與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座談，該機構首長雖

均強調有序開放、貼近市場、體質改造等革新措施，

但此並非給予媒體言論自由。本團參訪中央電視台、

新華社、人民日報，大門口及主建物出入口係由解放

軍站崗，可見大陸方面仍然「旗幟鮮明的堅持媒體是

黨和人民的喉舌，要保證輿論導向」，對媒體的管控未

有放鬆。 

五、 大陸對台優惠政策仍在 

本團參訪國家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渠負責人均

詳細介紹近年來對台灣傳媒、文化界的開放措施，亦

介紹爾後政策方向。預期，在不觸及思想、意識型態

之領域，我方新聞、文化界較其他各國仍可享有較優

惠之政策。我方可思考如何構築兩岸平台，以協助我

媒體、文化產界及早搶佔大陸廣大的華文市場。 

六、 大陸城鄉發展仍然不均 

北京市發展迅速、繁華，城市居民人均收入 2 萬 4 千

元，農民年均收入亦達 1 萬元，大同市農民去年人均

收入僅有 3400元。農村觸目所及是老舊泥屋、幾匹瘦

馬，如非屋頂所設衛星電視接收器，恍若民國初年景

象。看來，大陸要解決「三農問題」（農村、農民、農

業）仍有一條長路要走。 

七、 大陸接待海基會仍然維持高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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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為江董事長率團，海協會接待規格僅次於協商期

間，由王在希副會長、李忠斌副秘書長全程陪同。參

與會見、座談、拜會、宴請者，均係該機構之首長，

安排當地最佳場所，行車均有警方引導、人身安全亦

有周妥保障。兩會自民國 80年互動以來，大致而言海

協會始終維持高規格之接待方式，符合對等、尊重之

禮節。 

八、 王毅引進國際事務人才 

大陸國台辦王毅主任係外交系統出身，近來陸續引進

國際事務人材。渠秘書周侃原在外交部任職；新接任

海協會副秘書長的李忠斌亦係來自外交部（1970 年

生，黑龍江雞西人，黑龍江師範大學、北京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所畢業，曾派赴希臘，又被送往美國波士頓

弗萊契外交學院唸書，雖說是台辦科研中心轉任海協

會，事實上來自外交系統）。此外，王在希秘書顧曉峰

等人則係國際關係研究所畢業。這些國際事務人材，

日後會否影響國台辦的決策思維，值得持續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