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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第 10屆董、監事布達典禮 

 

時間：民國 112年 7 月 3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地點：台北市松江路 209號 中央社 6樓會議室 

主持人：行政院李秘書長孟諺     記錄：凃組長蘊庭 

一、 布達式開始 

二、 監交人宣布中央通訊社第 10屆董事長、董事暨常務監事、監事名單 

李秘書長孟諺：在此謹代表行政院陳院長布達，敦聘李永得先生、陳

翠蓮女士、張典婉女士、李怡志先生、 阿洛‧卡力亭‧巴奇辣女士、

黃兆徽女士、朱宥勳先生、易榮宗先生、劉慧雯女士、胡鴻仁先生、

張振明女士、黃美娥女士、羅國俊先生、沈伯洋先生、葛明鳳女士等 15 

位，為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第 10 屆董事會董事，李永得先生並為董

事長，敦聘邱晃泉先生、林嬋娟女士、邵瓊慧女士等 3 位為財團法人

中央通訊社第 10 屆監事會監事，邱晃泉先生並為常務監事。以上任

期 3年，均自民國 112年 7月 1日至 115 年 6月 30 日止。 

三、 交接印信 

四、 監交人致詞 

李秘書長孟諺：卸任的劉董事長、新任的李董事長、邱常務監事、史

哲部長、各位董監事及中央社的各位同仁，大家早安。今天很榮幸代

表行政院來主持中央通訊社改制後第 10屆的董監事布達典禮，也特別

感謝李永得董事長願意擔此重任。 

中央通訊社於民國 13 年創立，在民國 85 年改制為財團法人。身為國

家通訊社，始終秉持正確、領先、翔實、客觀的新聞專業原則，讓國

人及國際了解新聞事件的真實面及真相，同時也透過中文、英文、日

文等多國語言新聞平台，促進國際社會對我國的認識。 

近年來許多國內外重大的新聞事件，中央社的表現有目共睹，無論是

臺灣的社會脈動、政府的政策、國際政經情勢的發展，以至近年的

Covid-19 疫情的動態，中央社都肩負國家通訊社的角色，充分發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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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影響力，讓國人第一時間掌握新聞脈動。同時，中央社也深耕文化

新聞，獲得許多成果。 

此外，中央社也持續積極拓展與國際媒體的合作，包括美聯社、美國

之音、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日本東京放送電台、德國之聲等，

讓這些國際媒體能夠更了解臺灣各項新聞的真實面，也讓國人透過這

樣的機制與平台，更了解國際社會。 

要特別感謝劉董事長在過去 6 年，帶領中央社同仁一起努力，讓中央

社持續發揮職能，並且在各方面，包括國際合作、為臺灣發聲，都有

非常好的成果。今次媒體的生態及工具平台早已日新月異，甚至是到

了 ChatGPT 人工智慧的階段。中央社面臨這樣日新月異的挑戰，未來

在李永得董事長的帶領下，繼續扮演中流砥柱角色，為臺灣發聲，並

將國際正確信息傳遞給國人。 

大家對李董事長應該非常熟悉，那天才跟他提及，36 年前他在自立晚

報任職時，是臺灣第一個帶隊赴大陸採訪的記者。當時大陸還不是一

個開放的社會跟環境，他年輕時就是勇於挑戰困難跟權威的個性。之

後李董事長擔任高雄副市長、公廣集團的總經理、文化部長，在任何

職務上他都非常盡職、努力，也都有非常亮麗、突破的表現及成就。

期待未來在李董事長的帶領下，能秉持 36年前勇於挑戰窠臼，勇於挑

戰困難，讓中央社在國際上能繼續為臺灣發聲，讓世界各國對臺灣有

更正確的認識。特別是我們現在面臨對岸的認知作戰越來越嚴重，只

要上 Youtube的頻道、Facebook的短影音，甚至是 Google，大概都是

來自對岸排山倒海的置入性訊息，炫耀對岸的政經建設成就，諷刺臺

灣多危險，這些認知作戰就是要打擊臺灣的民心士氣，其目的就是要

讓臺灣不戰而屈。 

此外，國際對臺灣的認知也受對岸大外宣影響。所以，巴菲特會認為

臺灣很危險，而把台積電股票出清。這是臺灣未來在國際上所面對的

各種挑戰。期待李董事長能帶領中央社團隊，讓世界更認識臺灣，讓

世界對臺灣的認知不會受到這些有敵意的認知作戰影響，行政院也會

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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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祝福中央社業務蒸蒸日上，讓國人有充分深刻的感受，讓臺灣在

面對重重的挑戰時，中央社能助臺灣一臂之力，讓世界更認識臺灣。

也祝福各位董監事、今日與會的貴賓及中央社所有同仁，大家身體健

康，萬事如意，謝謝。 

五、 卸任董事長致詞： 

劉董事長克襄：監交人李秘書長、史部長、李董事長及第 10屆董監事、

文化部的朋友、中央社同仁，大家好。我在這邊 6 年，最後的 6 分鐘

容我講一些回顧的話。我記得 6 年前第 1 天交接後的翌日，我到中央

社上班時，電梯就壞掉了，於是我就從 1 樓爬樓梯到 6 樓辦公。當時

心想，反正我平日有在爬山，爬個樓梯也無所謂。可是，隔天我聽同

仁說，中央社的電梯非常老舊。若要換電梯的話，一台就得花費 2、300

萬元。從那時候開始，我跟社長，還有同仁就開始思考錢的問題。中

央社整個硬體設備是比較老舊的，這 6 年來，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不斷

持續做硬體設備的更新，包括今天我們所處的會議室，也重新翻修過，

這些硬體建設是外界比較看不見的地方，所以我要特別提出來，也要

特別感謝前兩屆的董監事全力支持，以及同仁們的努力，才能度過這

些難關。 

除了硬體的更新之外，最重要的還是新聞的軟體建設。6 月 29 日我在

自己的臉書寫了一則「我要下班」的文章，這篇文章竟約有 7000多人

按讚。我相信讀者不是因為我要卸任很開心而按讚，主要是我從許多

人在這篇文章的留言內容中，感受到讀者對中央社的期許、期待以及

感謝。我從這些留言中可以感受到，中央社有被大家注意到，並且感

謝我們在這 6 年來，在媒體的亂象中，帶來一股穩定的力量。中央社

有「媒體實驗室」、「 文化＋」，這些固然都是我們的軟體建設，但我

覺得最直接的回饋，還是讀者在這篇文章底下的留言及感謝。此外，

這 6 年來我們舉辦「我是海外特派員」活動，這對下一代新聞人的育

成跟養成都有相當的助益，也非常感謝民間團體的贊助以及文化部的

協助，讓我們可以培育人才。 

還有一件事情也必須要提到。永得兄在當文化部長的時候，賦予我們

一個超級任務，就是去辦 TaiwanPlus專案。還好，我們運氣不錯，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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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未婚媽媽，但還是懷孕成功，現在也交給公視營運。 

這 6 年來，我們隱約感覺到中央社正持續朝正面、正向的方向前進。

相信未來在永得董事長的帶領下，以他的能力與專業，會把中央社這

個餅做得更大，更清楚，更堅強，也會對這個國家帶來正面堅強的力

量。今天上班有點像第一天上班，雖然是最後一天，但卻又有點像第

一天。我可以跟永得董事長保證一件事，從今天開始，應該不會發生

像我從第一天上班就要從地下室走到 6 樓的情況，因為硬體都建設都

好了。我很希望如果可以的話，會後就從這 6 樓慢慢走到地下室，慢

慢回顧一下，謝謝大家。  

六、 新任董事長致詞： 

李董事長永得：監交人李秘書長、史哲部長、老朋友劉克襄董事長、

各位董監事、文化部的長官、中央社的同仁，大家早安。對於我自己

的職場走向，也覺得很意外。將近 18年前，因為一個意外，我從新聞

界進入了政府體制。18 年後，也是一個意外，又回到新聞界，有種回

到自己鄉土田園的感覺，我感到非常榮幸，能擔任臺灣歷史最悠久的

國家通訊社董事長，將跟所有同仁對未來的 100年來做一些努力。 

過去 6 年，中央社在劉董事長、歷任董監事、張社長及所有的幹部的

努力下，我們都有感受到，也有看到，在媒體亂象中，中央社做出極

大的正面貢獻。在各項媒體信任度的調查中，中央社始終名列前茅，

成為民眾心中最信任的媒體之一，有這樣的成就實屬不易。因此，我

首先要感謝劉董事長、張社長、副社長、總編輯及所有同仁，在大家

的努力之下，才能得到這樣的成果。民眾的信任是媒體存在的理由，

也是媒體存在的價值。中央社能有這樣的成果，我感到非常的敬佩。

當然，未來要面臨的挑戰也非常多。我也非常感謝新任的董監事們，

願意與我們一起共同努力。大家在各領域都是傑出的人才，日後需要

借重大家的專業，一起共同協助。  

剛才李秘書長在致詞時提到，行政院會全力支持中央社。有李秘書長

的這一句話，我們就可以放心了。相信史哲部長也是會盡全力來支持

中央社。未來就透過政府與民間，一起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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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來，第一，中央社最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在混亂的訊息之中，

包括各種假訊息、錯誤訊息、不精確的訊息、片段的訊息、甚至是片

面化的訊息當中，中央社扮演相當正面的角色，提供客觀、公正、正

確的新聞訊息給所有民眾，並積極思考如何去防治假新聞，以及防範

錯誤訊息帶給民眾的認知錯誤。 

第二，誠如李秘書長剛剛提到的，臺灣現在在國際上已備受關注。以

前你到海外，知道臺灣的人其實不是很多。但最近這兩年，在外交團

隊及防疫團隊的努力下，在海外提到臺灣，大家對臺灣都很了解，並

且也很有興趣。至於對什麼有興趣？我想曾派駐海外的代表易榮宗董

事最清楚了。因此，提供正確新聞讓世界了解臺灣，這也是中央社未

來要扮演的很重要角色。中央社擁有海外駐點的優勢，把海外的第一

手訊息傳回臺灣，讓臺灣有更多的國際新聞，讓國人可以了解世界，

也讓世界了解臺灣，我想這樣的一個角色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未

來如何提升我們國際新聞的能量，也是大家要努力的地方。 

第三， 李秘書長提到的 ChatGPT，未來數位匯流方面方興未艾，中央

社過去也做了許多，包括劉董事長剛提到的，中央社為了因應未來的

數位化，也做了很多硬體設備更新、器材更新，這些器材也都是日新

月異。這部分將來中央社絕對要站在一個前面的位置，來跟國內的其

他媒體共同努力，這是未來我們會面臨的挑戰，也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這都需要大家一起來共同協助、共同指導。 

最後感謝所有的董監事願意擔此重任，並出席今天的布達典禮。謝謝

所有中央社同仁的貢獻，未來我們大家一起再努力，謝謝大家。 

七、 禮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