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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924 4/1 本社正式於廣州成立，並開始發稿。

8月 按日將社稿寄梅恕曾在歐洲所設中歐通訊社，供該社在海外

轉發。

15 1926 8月 梅恕曾任中央社主任，至12月止。 

9月 國民黨中央常會決議，本社稿件應向全國各地報社廣泛供應。 

16 1927 5月 本社移至南京，在成賢街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內開始發稿，每晚

發稿1次，內容分電訊、本埠新聞及特稿3類。

8月 每日增發午稿1次。

9月 社址遷至南京丁家橋中央黨部。 

10月 設上海分社。 

17 1928 1月 上海分社因經費困難停頓。

7月 先後在杭州、徐州、濟南、開封、重慶等各地設置通訊員。

8月 設北平分社。

18 1929 2月 設武漢分社。

19 1930 12月 設上海電訊處，發行中、英文稿。

20 1930 10月 先後與英國路透社、美國美聯社、法國哈瓦斯社、蘇俄塔斯

社、訂立交換新聞合約，收回各該通訊社在我國發行中文通訊

稿之權。

11月 每日發行社稿4次，並由中央廣播電台播發短波新聞廣播。

21 1932 2月 國民政府暫遷洛陽辦公，本社設洛陽辦事處。

5月 改為社長制，由蕭同茲任社長，下設編輯、採訪、事務3組，自

國民黨中央黨部遷出，社址設在南京洪武路壽康里，獨立經

營。每日發行社稿3次。上海電訊處改為上海分社，增發上海本

市新聞稿。

7月 接收路透社南京、上海兩電台，設南京總社電台及上海分社電

台。與路透社訂約，收回該社在我國北平、天津發行中文通訊

稿之權。

9月 設武漢分社電台。

10月 設福州特約通訊員。

12月 設昆明特約通訊員。國民政府遷回南京，洛陽辦事處結束。

22 1933 2月 設北平分社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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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總社設電務組接收路透社北平、天津兩電台。設天津分社、香

港分社。設剿匪總司令部隨軍記者。設張家口通訊員。

5月 設天津分社電台。

6月 制定專電廣播辦法。設西安分社及電台。

7月 新聞開始用無線電播發各分社。南京、上海、漢口、北平、天

津、西安及香港等地無線電訊網設置完成。

9/1 天津分社首先編發英文新聞稿。

11月 全國新聞界推戈公振以本社特派記者名義，出席馬德里國際

新聞會議。

12月 與法國哈瓦斯社續訂新聞合約。設開封特約通訊員。設瑞士日

內瓦通訊員。

23 1934 1月 收回路透社在我國上海以外各地發行中文通訊稿之權。

2月 設印度特約通訊員。

3月 開始播發密碼電訊，並編發參考電訊。

4月 設西寧、南昌及安慶 3 地特約通訊員。

5月 派員赴菲律賓馬尼拉採訪第10屆遠東運動大會消息。

7月 設蘭州特約通訊員。

8月 設歸綏特約通訊員。

9月 總社設英文編輯組，開始發行英文新聞稿，每日3次。

10月 設洛陽、重慶兩地特約通訊員。

11月 設南昌分社。設榆林特約通訊員。

12月 與路透社續訂新聞合約。設廈門特約通訊員。

24 1935 1月 1000瓦發報機裝竣，播發甲種新聞廣播 (CAP)供應全國，電力

強大，抄收效果佳。

2月 設湖南特派員。

3月 設清江浦特約通訊員。派員隨國軍剿匪部隊赴貴州，採訪軍事

消息。

4月 設重慶分社。

6月 與交通部簽訂特准本社設立專用電台合約。設駐成都特派員。

7月 設保定通訊員。設鄭州特約通訊員。

8月 設成都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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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設貴陽分社。

25 1936 1月 修正總社組織規程，改組設編輯、採訪、英文編輯、徵集、電

務、事務等部。

6月 聘陳博生為駐東京特派員，籌設東京分社。籌設重慶第一準備

電台。 派員赴柏林採訪第11屆世界運動大會，並考察歐洲各

國新聞事業。

7月 設牯嶺辦事處，編發新聞稿。

9月 設廣州分社。

11月 設太原特約通訊員。

12月 西安事變發生，西安分社被叛軍接收；總社派員攜帶無線電收

發報機， 分赴洛陽、潼關聯絡通訊。

26 1937 1月 與美國合眾社訂立新聞合約，並在南京編發該社中文稿。

2月 西安事變平定，西安分社恢復發稿。派員赴英國馬可尼無線電

學校實習，並考察各國通訊社電訊設備。

3月 設蚌埠特約通訊員。

4月 總社在南京中山東路購地8畝，設計自建7層辦公大廈。

6月 設綏德、青島兩地特約通訊員。

7月 抗日戰爭爆發，平、津分社準備應變。

8月 全部資料圖書運湘。設衡陽通訊員。派員分赴石家莊、大原、

大同等地隨軍採訪報導戰訊。淞滬戰爭爆發，上海分社負責淞

滬戰區戰訊報導；使用信鴿傳遞戰訊。

9月 設長沙分社及第二準備電台。

9/25 南京總社被炸，新聞廣播即日移上海播發。

11月 國軍退出淞滬，上海分社被迫結束，仍祕密從事通訊工作。東

京特派員陳博生被迫歸國。派駐日內瓦特派員採訪九國公約

會議新聞。

12月 總社遷至漢口。總社接收國際新聞攝影社圖片資料，籌設攝影

部，發行新聞圖片稿。派員赴第八戰區甘、寧、青、綏各地隨軍

採訪。

27 1938 3月 重慶、長沙、漢口聯合電台組設完成，合併使用，加強戰訊報導。

4月 開始編發對國外新聞廣播。與美國合眾社訂立臨時新聞合約。

貴陽分社受貴州省政府委託，代辦省區新聞廣播。

中央社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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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總社攝影部正式成立。徐州會戰展開，派員分赴徐州、六安、

鄭州、台兒莊、魯南、魯西等地前線，隨軍報導戰訊。

6月 派遣駐歐、駐美特派員。設水上流動通訊船電台，以備通報。

黃河在河南決口，派員赴災區視察，並攝取災情照片。

7月 設重慶總社辦事處。新聞廣播由漢口移重慶播發。

9月 在漢口舉行新聞圖片展覽會。設宜昌特派員及通訊處。國際聯

盟大會開幕，派駐歐特派員赴日內瓦採訪。

10月 總社由漢口遷重慶，派員留守武漢採訪戰訊。廣州淪陷，廣州

分社移連縣。設湖南南岳辦事處，並設元陵電台，與東南戰區

各單位聯絡。

11月 長沙大火，長沙分社移沅陵。

12月 設蘭州分社。派員赴西康視察。

28 1939 1月 總社設總編輯，聘陳博生擔任。發行《英文中國》半月刊。設

桂林分社、昆明分社及貴陽準備電台。

2月 香港分社設編輯及英文編輯兩組。日機襲貴陽，貴陽分社中彈

被毀。

3月 在重慶籌建收報台及辦公房屋。代播軍令部第二廳編發的陣

中新聞。上海分社祕密電台被敵偽查獲，改為分設數處，繼續

祕密通訊。

5月 重慶總社被炸，員、工各1人殉職。

6月 承印《英文中國》印刷所被炸，暫時停刊。

7月 總社遷入重慶中二路新址辦公。上海分社迭接敵偽恐嚇信，留

滬職員仍冒險繼續祕密工作。

8月 與《新疆日報》議定交換新聞辦法。

9月 長沙分社移耒陽。天津分社緊縮組織，留少數人員從事祕密通

訊工作。接收法國哈瓦斯社英文稿在重慶發行權。

10月 上海分社一處祕密電台機件被敵偽查獲，但祕密通報工作仍

繼續維持。

11月 與美國合眾社訂立新聞合約。接收德國海通社電台，抄收並編

發該社新聞廣播。

12月 宜昌通訊處改為宜昌隨軍通訊處。《英文中國》半月刊移香港

繼續發行。

28年1月1日，中央社同仁由桂林至

重慶，搬運中央社信鴿。

28年10月31日，中央社蕭同茲社

長（左）與合眾社遠東經理莫理斯

（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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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940 4月 成都分社新址落成。日機襲上饒，上饒隨軍組組址中彈，職員1

人殉職。

6月 重慶羅家灣發報台遭日機炸毀，新聞廣播移貴陽準備台播發。

7月 桂林分社新址落成。訊鴿隊在重慶近郊訓練完成。

9月 重慶王家坡發報台被日機炸中，毀發報機多架。

10月 設倫敦辦事處。

30 1941 1月 設緬甸仰光特約通訊員。

2月 設華盛頓辦事處。

4月 昆明分社新址被炸。

5月 設恩施分社。沅陵通訊處被炸，損失甚鉅。

7月 設新加坡分社。

8月 新加坡分社發行中文稿，供應當地僑報。重慶羅家灣發報台

再度被炸，發報機件因裝置防空洞內，未受損失。廣州分社失

慎，編輯室及部分宿舍被毀。

9月 設洛陽分社，洛陽隨軍組撤銷。派員參加重慶外國記者湘北視

察團，前往戰地視察。

11月 設福州分社。設葡萄牙里斯本特派員。

12/25 香港被日軍占領，香港分社停止工作。《英文中國》半月刊停刊。

31 1942 1月 上海分社電台報務員周維善等2人被敵偽逮捕。廣州分社電台

失慎被毀。

2月 因星島被日軍占領，新加坡分社移至蘇門答臘。

3月 上海分社譯電員王某被敵偽逮捕。

4月 派記者2人隨國軍入緬，採訪戰訊。派記者隨美機採訪轟炸東

京及東 北消息。

5月 上海分社遷至皖南屯溪，滬市仍留少數人員繼續祕密工作。

6月 入緬記者1人，隨軍撤至印度加爾各答。江西上饒隨軍組被敵

機炸毀。 上海分社報務員周維善被敵逮捕後，因不屈被害。

8月 設印度新德里分社。天津分社祕密電台被敵搜獲，沒收發報機 

1 架。 派員隨蔣夫人赴迪化考察。

10月 洛陽分社被敵機轟炸中彈。

32 1943 2月 派駐華盛頓特派員，隨蔣夫人赴美國各地及加拿大訪問。成都

分社受四川省政府委託，舉辦省區新聞廣播。

29年9月8日，中央社新聞圖片在漢

口展覽。

31年10月8日，洛陽分社被炸。

中央社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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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總社設編譯部。設沅陵分社。

5月 上饒隨軍組移鉛山。設河南界首隨軍組。派員隨教育部敦煌藝

術研究院人員前往甘肅敦煌，攝取千佛洞古代壁畫圖片。派駐

中印緬戰區史迪威總部特派員採訪駐華盟軍消息。

6月 派員駐史迪威總部重慶辦事處，任聯絡、採訪工作。駐史迪威

總部特派員參加美國空軍轟炸宜昌、藕池口諸役，為我國新聞

記者隨軍空征及本社擔任隨機實地採訪轟炸行動的第1人。

9月 設駐莫斯科特派員。派員前往西南太平洋及地中海各盟軍戰地

工作。印度分社改為印度辦事處，設駐印特派員。設迪化分社。

10月 設紐約分社。

11月 設駐倫敦特派員。

33 1944 3月 設寧夏分社。

34 1945 2月 南昌分社自贛州移寧都。廣州分社移龍川。

4月 派員採訪舊金山聯合國組織籌備會議新聞。設駐巴黎特派員。

5月 設駐柏林特派員。派員駐麥克阿瑟元帥總部採訪戰訊。

7月 派員駐中國陸軍總部採訪戰訊。派員籌備桂林分社復員。

8月 日本投降，抗戰結束。總社秘書曹蔭穉由渝飛京，設總社辦事

處，籌備復員。總編輯陳博生應邀赴日，參加在美艦「密蘇里

號」舉行受降典禮。派員赴芷江，參加在華日軍投降典禮。武

漢、廣州、洛陽、長沙、南昌等分社業務恢復。派員赴香港、東

北及台灣籌設分社。

9月 派員接收南京、上海、廣州、北平、天津、濟南、徐州、揚州、杭

州、保定、台北等地日本同盟社及敵偽通訊社，恢復本社分社

或辦事處業務。設太原分社。

10月 派員接收青島、開封及越南河內日本同盟社，設青島、開封兩

分社。派駐台北特派員、籌設分社。撤銷沅陵分社。派員駐瀋

陽、大連。

11月 設杭州分社。

12月 設青島辦事處。

35 1946 1月 設長春分社。

2月 設菲律賓馬尼拉分社。台北分社成立。

7月 台北分社設花蓮、台南、高雄、台中、基隆5辦事處。

33年寧夏分社設立（攝於36年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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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設駐土耳其安卡拉特派員。

36 1947 1月 台北分社舉辦台灣省區新聞廣播CTP。

2月 總編輯陳博生率新聞界訪問團赴日訪問。

4月 使用自動摩爾斯制發報機，播發甲種新聞廣播CAP。

8月 設駐西貢特派員。設駐舊金山特派員。在南京燕子磯、吉林

庵，興建發報台，占地80餘畝。

10月 應日本共同社邀請，試辦對日新聞廣播CJP。設鎮江辦事處。

37 1948 5月 派員採訪倫敦世界運動會新聞。南京市郊燕子磯吉祥庵新建

發報台，布置就緒。

6月 共軍擴大叛亂，開封失陷，開封分社停閉。廣州分社設四邑辦

事處。

9月 濟南失陷，濟南分社停閉。

11月 東北各省相繼淪陷，長春、瀋陽兩分社被迫撤銷。徐州會戰爆

發，總社開始疏散應變。倫敦、柏林、巴黎、安卡拉、日內瓦、雪

梨、西貢及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等地辦事處撤銷。

38 1949 1月 天津、北平相繼淪陷，兩地分社停閉。

2月 總社遷廣州、南京設辦事處。總社裁減職員至200人。舊金山、

新德里、仰光等地辦事處撤銷。

4月 南京棄守，辦事處撤銷。太原淪陷，分社停閉。

5月 杭州、漢口、上海相繼淪陷，3地分社停閉。

7月 總社在台北設辦事處。

8月 新聞稿及國內外電訊，一律改用語體文。

10月 總社隨政府遷重慶。

11月 貴陽、桂林相繼失陷，兩地分社關閉。重慶淪陷，總社遷台北。

12月 自成都撤退的本社職員所乘軍機，在海南島海口失事，西安分

社主任丁繼昶、貴陽分社主任李良侗遇難。

39 1950 5月 社長蕭同茲邀美記者組團來台訪問。

8月 總編輯陳博生辭職。

9月 增設管理委員會，督導業務。管理委員會設委員9人，由蕭同茲

為主任委員。管理委員會聘委員曾虛白為社長；增設副社長1

人，聘魏景蒙為副社長，並聘陳訓悆為總編輯。

11月 台北分社撤銷。恢復英文電訊廣播。

37年11月19日，國共戰爭期間，市

民爭看中央社發布徐州大捷號外。

中央社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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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951 5月 恢復倫敦辦事處。

7月 國際新聞記者會議在巴黎舉行，台北新聞界推本社倫敦特派

員王家松出席。

8月 與法國新聞社訂約，抄收該社電訊譯發。改變簡明新聞廣播

COP內容，供沿海軍事前進據點及大陸反共游擊隊抄收。與韓

國大韓通訊社簽訂臨時合約。

9月 停發台灣省區新聞廣播CTP。

41 1952 1月 與西班牙愛斐通訊社訂約交換圖片。

3月 開始使用條式文字傳真機，對東京播發中文電訊。東京分社發

行中文「速報」及英文「經濟新聞」。

6月 英文新聞稿公開發行。使用條式文字傳真機，對馬尼拉播發中

文電訊；馬尼拉辦事處發行中文新聞稿。

7月 副社長魏景蒙辭職。

11月 與日本共同社簽訂交換新聞合約。

12月 與韓國新大韓通訊社簽訂供應新聞合約，授權該社在韓編發

本社新聞稿。

42 1953 1月 發行英文商業新聞稿。

3月 雅加達通訊處改為辦事處。

4月 與印尼安尼達通訊社簽訂供應新聞合約，授權該社編發本社

英文新聞稿。設澎湖通訊處。總編輯陳訓悆辭職，由社長曾虛

白暫兼，並增副總編輯2人。

5月 管理委員會聘任王家棫為副社長；副總編輯沈宗琳升任總編輯。

7月 設西歐辦事處，處址設於倫敦，下轄巴黎、波昂、馬德里 3 通

訊處。開始使用無線電電動打字機電訊設備，收錄美國合眾社

電訊廣播。

9月 英文新聞稿改名「英文快稿」(EXPRESS NEWS)。社長曾虛白

應美國務院邀請，赴美為期4個月考察。

12月 與日本共同社續訂交換新聞合約。

43 1954 1月 為台北各報裝置無線電電動打字機電訊設備，由本社轉供合

眾社全部電訊。

5月 香港分社設「匪情研究室」，編發匪情新聞。

6月 編譯發行時事叢書第一種《狄恩回憶錄》。

41年11月1日，曾虛白社長。

43年，摩爾斯發報機紙帶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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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開始收錄法國新聞社無線電電動打字電訊廣播。編譯發行時

事叢書第二種《韓境停戰談判始末》。

11月 設澳大利亞雪梨通訊處。

44 1955 5月 與韓國經濟通訊社簽訂供應新聞合約，授權該社編發本社新

聞稿及東京分社經濟新聞。編譯發行時事叢書第三種《共產

主義在中國》。

6月 東京分社主任李嘉著《吉田下台以後的日本政局》作為時事叢

書第四種出版。

7月 設馬祖辦事處。

10月 西歐辦事處改為倫敦分社；巴黎、波昂兩地通訊處均改為辦事

處，受倫敦分社督導。

12月 台北郊區天母建立無線國際發報台。

45 1956 2月 總編輯沈宗琳赴美考察，為期一年。

8月 恢復設置舊金山辦事處。

9月 舉辦對美國中、英文新聞廣播CKP，由行政院新聞局在美所設

中華 新聞社收錄發稿。

46 1957 1月 舉辦對泰國中文條式文字傳真新聞廣播，由曼谷辦事處收錄

編印發稿。 漢城通訊處改為辦事處。

3月 對美新聞廣播CKP，原用摩爾斯電報機發報，改用無線電電動

打字。

4月 機電訊設備發報。在台灣省政府所在地中興新村設立分社。

6月 與韓國大韓通訊社訂立供應新聞合約，

11月 授權該社抄收本社英文新聞廣播，在韓發稿。

47 1958 3月 紐約、華盛頓、舊金山、馬尼拉等4處專電，均改用無線電電動

打字機電訊設備發報及收錄。

4月 在台北市郊二重埔所建國際電訊收報台，建造完成，正式啟用。

5月 駐雅加達特派員謝善才被印尼政府拘捕，該處工作停頓。

6月 倫敦分社改名西歐分社，督導西歐各地辦事處業務。與西德德

國通訊社訂立交換新聞合約，互收新聞廣播編發。

7月 與越南自由太平洋通訊社訂立供應新聞合約，授權該社收錄本

社中文新聞廣播，在西貢發稿，供當地中文僑報採用。

8月 與越南新聞社訂立交換新聞合約，互收新聞廣播編發。

中央社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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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1959 3月 與西班牙巴塞隆納翁達斯社協議交換航訊、特稿。

4月 發行英文航訊特稿(Airmail Service)，每週1期。

5月 與阿根廷電訊新聞社協議，交換航訊、特稿及新聞圖片。

6月 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設特約通訊員。

10月 設駐羅馬記者。

49 1960 1月 社長曾虛白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邀請，以我國專家身分出席

在曼谷召開的「東南亞新聞發展會議」，會後赴東南亞各地視

察本社分支機構業務。

6月 與韓國時事通訊社簽訂供應新聞合約，授權該社收錄本社新

聞廣播編發。

8月 被印尼政府拘禁歷時2年3個月的駐雅加達特派員謝善才恢復

自由。

10月 與我國駐巴西大使館合作，在巴西發行葡文新聞雙週刊。

50 1961 4月 馬德里通訊處發行西班牙文新聞稿，每3日發行1次。

8月 陳誠副總統應邀訪美，本社動員全體駐美人員分區隨行採訪。

51 1962 1月 與義大利新聞社協議交換新聞圖片。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

開的「亞洲及遠東通訊事業發展會議」決定建立「亞洲新聞通

訊社組織」(Organization of Asian News Agencies)，本社應邀

為會員。

7月 舉辦對日本日文新聞廣播，用條式文字傳真機發播。東京分社

收錄總社日文新聞廣播，發行日文新聞稿。

9月 與葡萄牙亞尼通訊社簽訂交換新聞及圖片合約。與西班牙歐

洲攝影新聞社協議交換新聞圖片。

12月 舉辦對歐洲英文新聞廣播CEP，洽由德國通訊社收錄發稿。

52 1963 6月 總社增設匪情新聞組，隸屬於總編輯室，編發大陸新聞稿。

53 1964 1月 總社遷至台北市松江路新址辦公。

4月 對美國中文新聞廣播 CKP，改為使用條式文字傳真機播發。

12月 管理委員會改組，主任委員蕭同茲退休，由社長曾虛白繼任主

任委員，並聘馬星野為社長。

54 1965 2月 與日本時事通訊社訂立交換新聞合約，互收新聞廣播編發。發

行「特約專欄」，先後約請林語堂、任畢明、徐鍾佩、李嘉、潘

煥昆等執筆。

50年8月4日，中央社長達15年的西

寧南路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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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與美國美聯社簽訂合約，取得該社新聞在我國境內發稿權。

4月 使用頁式文字傳真機，此項傳真廣播定名為CNP。與西德德國

通訊社重訂新約，除交換新聞與圖片外，該社並協助本社改善

對歐洲新聞廣播的收錄與轉發。

11月 與韓國合同通訊社訂立交換新聞及圖片合約，互收新聞廣播

編發。

55 1966 1月 增加對亞洲地區英文新聞廣播時間及字數，分上下午兩節，並

改用無線電電動打字機電訊設備播發。

5月 「英文快報」增加編印「經濟版」(Financial Edition)公開發行。

6月 與西班牙愛斐社重訂新約，加強合作，除交換新聞及圖片外，

該社並將本社新聞轉發葡萄牙、北非及中南美洲各國報紙、電

台採用。

8月 改善西歐各單位專電傳遞辦法，各單位專電發至倫敦分社，租

用海底電纜線路傳至東京，轉發台北總社。

10月 秘魯首都利馬設南美辦事處。與義大利新聞社重訂交換新聞

合約，互收新聞廣播編發。

56 1967 3月 設馬來西亞吉隆坡辦事處。

6月 設加拿大渥太華辦事處。

7月 社長馬星野出席「亞洲新聞通訊社組織」第2屆大會， 並當選

為執行理事會理事。

8月 與行政院新聞局舊金山新聞處加強合作，由該社收錄英文新

聞廣播CKP，以中華新聞社名義發稿。

9月 與英國路透社恢復合作關係，訂立新聞合約，購用該社新聞廣

播編譯發稿。與菲律賓新聞社訂立交換新聞合約，互收新聞廣

播編發。與越南新聞社加強合作，授權該社收錄本社中文新聞

廣播，在西貢發稿。

11月 對東南亞各地條式文字傳真中文新聞廣播CFP， 改用頁式文

字傳真電訊設備播發。

57 1968 1月 與荷蘭通訊社協議交換圖片稿。

2月 加強對香港及東南亞各地頁式文字傳真中文新聞廣播。

4月 對美條式文字傳真中文新聞廣播，改用頁式文字傳真電訊設

備播發。

55年3月20日，電務部工作情形。

56年8月15日，中央社舉行路透社新

聞稿在我國境內的獨家發稿權簽訂儀

式，由中央社社長馬星野(左)與路透

社東南亞經理韓箕錫代表雙方簽字。

中央社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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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台灣省中興新村分社擴充編制，改名台灣中部分社。

58 1969 3月 與印尼安塔拉通訊社恢復合作，訂立交換新聞合約，互收新聞廣

播編發。編印外國人名「譯名彙錄」，加強推行譯名統一工作。

4月 與秘魯聯合新聞社訂立合約，交換新聞資料。對日本條式文字

傳真日文新聞廣播，改為譯成日文羅馬字母拼音，用電動打字

機電訊設備播發。

7月 恢復設立印尼雅加達辦事處。台灣省高雄辦事處 擴充編制，

改名台灣省南部分社。

9月 與行政院新聞局駐奧地利維也納辦事處及奧地利通訊社合

作，收錄本社對歐洲英文新聞廣播CEP，以本社名義在奧發行

德文稿。

59 1970 1月 路透社在香港收錄本社英文新聞廣播CSP，擇要編入該社對

澳紐廣播的電訊轉發。

2月 與比利時通訊社協議，交換新聞圖片稿轉發。

3月 與路透社協議，由該社將本社巴黎、波昂、羅馬、馬德里4單位

專電， 代發至倫敦，集中轉發台北。

6月 向美國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租用太平洋通訊衛星新聞電訊

線路 (Public Bulletin Service-PBS)，將本社美國3單位專電直

發台北。

8月 亞洲新聞通訊社組織在東京舉行第3屆大會，由社長馬星野、

總編輯沈宗琳代表出席，並當選連任執行理事會理事。

9月 與韓國東洋通訊社訂約，交換新聞圖片與航訊特稿；並與韓國

合同社協議，交換新聞圖片，加強合作。

60 1971 5月 在桃園縣新屋鄉大坡村與北湖村分別興建無線電國際發報台

及收報台，並在龜山建築中繼站，同時破土興工。

8月 與巴拉圭國家新聞社簽訂合約，交換新聞與新聞圖片稿。

12月 聯合國秘書長宇譚，撤銷本社採訪聯合國新聞權利，引起世界

各地民主國家輿論的抨擊抗議。

61 1972 6月 管理委員會改組，主任委員曾虛白退休，聘為顧問，由社長馬

星野繼任主任委員，並聘魏景蒙為社長。

7月 增設維也納辦事處，並與新聞局駐奧機構合作，發行德文新聞稿。

59年8月18日，亞洲新聞通訊社組織

第三屆大會與會代表，拜會日本首相

佐滕榮作（左三），左為中央社社長

馬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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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經由人造通訊衛星，對美國傳遞中、英文新聞廣播CKP，取代

原有的頁式傳真。

62 1973 1月 與東京太平洋通訊社合作，透過該社發行日文「台灣新聞公

報」，將本社報導供日本各大報紙通訊社採用。

2/15 總編輯沈宗琳當選監察委員，申請退休。

3/1 副總編輯胡傳厚繼任總編輯。

4/2 改變組織體制，召開第1次股東大會，並於董事與監察人會議

選舉馬星野為董事長，谷正綱為常駐監察人，並聘任魏景蒙為

社長，王家棫為副社長。與合眾國際社加強合作，利用其全球

通訊網與通訊衛星設備傳遞專電與英文新聞廣播。

63 1974 5/1 副社長王家棫退休，駐紐約特派員林徵祁升任副社長。與在

美國的遠東新聞社訂約合作，交換新聞。

6月 在約旦安曼設置中東辦事處。

8月 設置巴拿馬辦事處。

64 1975 2月 增設巴西（聖保羅）辦事處。

3/31 總編輯胡傳厚屆齡退休，聘任為顧問兼代總編輯。

4月 西貢淪陷，駐西貢辦事處撤銷。

6月 在美國洛杉磯設立辦事處。在南非增設約翰尼斯堡辦事處。

65 1976 1月 駐華盛頓辦事處升格為分社，紐約分社改為辦事處。

3/31 顧問兼代總編輯胡傳厚兼職聘期期滿，由副總編輯彭清升任

總編輯。

5月 與葡萄牙新聞社簽訂新聞電訊，特稿及圖片交換協定，並加強

合作。分別設置芝加哥及象牙海岸兩辦事處。

66 1977 5月 創辦對海輪頁式中文新聞傳真廣播CMP，供我國海輪直接收錄。

9月 與哥國泛美新聞社合作，本社供應稿訊，由泛美社發行「亞洲

天地」西班牙新聞稿。

11月 設置瑞典斯德哥爾摩辦事處。

67 1978 1月 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派駐記者籌設辦事處。

7月 社長魏景蒙退休，董事會聘林徵祁接任社長，彭清為副社長。

駐加拿大渥太華辦事處，升格為分社。

8月 「國際問題譯粹」創刊。

中央社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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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在沙烏地阿拉伯吉達設立辦事處。透過遠東新聞社，將專稿供

應吉隆坡、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的中文僑報刊用。

68 1979 1月 在哥倫比亞京城波哥大設辦事處。亞洲通訊社組織 (OANA)第

4屆會員大會通過排除本社會員資格，替中國大陸「新華社」

入會鋪路，代表本社與會的顧問魏景蒙於投下反對票後退席，

並召開記者會，發表抗議聲明。

3月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設辦事處。與瑞典新聞社、象牙

海岸新聞社、印度聯合新聞社交換新聞資料。

4月 與路透社簽約，收錄其經由通訊衛星發播的商情新聞。

10月 副社長兼總編輯彭清退休；駐洛杉磯特派員曲克寬升任總編輯。

69 1980 2月 在美國休士頓增設辦事處。

3月 與阿根廷泰蘭通訊社簽約，交換新聞電訊、航訊與圖片。

5月 與沙烏地阿拉伯的沙烏地新聞社簽訂新聞合作合約。

7/8 董事會通過楊孔鑫為副社長。

8月 與南非通訊社簽訂合作合約，交換新聞電訊。

9月 在美國波士頓增設辦事處。

10月 將駐瑞典京城斯德哥爾摩辦事處，升格為北歐分社。

70 1981 5月 社長林徵祁應聘出任香港時報董事長，董事會聘原中央日報

社長潘煥昆接任社長，楊孔鑫為副社長。

9月 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正式成立辦事處。

71 1982 1/11 正式遷入新辦公大樓－志清大樓辦公。

9/1 副社長楊孔鑫改聘為西歐分社主任。

10月 華盛頓分社特派員冷若水升任副總編輯。第4任社長魏景蒙先

生逝世，享年76歲。

72 1983 1/1 總編輯曲克寬升任副社長，暫兼總編輯。

2/1 董事會通過增聘葉建麗為副社長。

4/1 59 週年社慶，正式以中文電腦發稿， 使我國新聞通訊事業進

入電腦化時代。

5/1 副總編輯冷若水升任總編輯。

10月 與斯里蘭卡國家通訊社建立新聞合作關係。

73 1984 4/1 60週年社慶，開始實施英文及西班牙文電腦發稿作業，並出版

《中央社六十年》、英文社史，發行郵票，以茲紀念。

68年2月3日，中央社社長林徵祁

（左）與合眾國際社代表簽訂合約。

72年4月1日，中央社慶祝59週年社

慶，正式啟用中文電腦發佈國內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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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社長潘煥昆應巴拉圭政府邀請前往巴拉圭訪問，並主持本社

巴拉圭辦事處成立儀式。

74 1985 4/20 秘魯安第那國家通訊社與本社簽訂合作協議書。

6/26 舉行74年股東常會，推選曹聖芬為董事長，通過潘煥昆續任社長。

10月 副社長曲克寬調為美西分社主任；波昂辦事處特派員范同仲

調升為副社長。

75 1986 2/1 美西分社正式成立。

5/1 總編輯冷若水調任駐華盛頓分社主任，由王應機接任總編輯。

10/9 成立烏拉圭辦事處。

76 1987 3/23 本社電訊部研發成功的電腦無線電裝置測試完成，正式啟用。

4月 西班牙文「今日亞洲」週報創刊。總編輯王應機應邀赴美國舊

金山參加「全美報紙編輯人協會」年會。

77 1988 4/12 社長潘煥昆屆齡退休，由原中央日報社長黃天才接任。

8月 總編輯王應機改調紐約分社主任，副總編輯呂康玉調升為代

理總編輯。聘李祖原為副社長。

78 1989 4/1 正式啟用新型英文電腦全面連線作業系統，暨發行彩色新聞

圖片。

8/1 洪健昭就任副社長。

79 1990 4/1 慶祝創社66週年，在各縣市巡迴舉行「中央社珍藏照片展」。

4/22 第5任社長林徵祁先生病逝，享年74歲。

6/27 舉行79年度股東常會，改選董事和監察人。董事會選舉黃天才

為董事長，聘洪健昭為社長。

11/5 完成中文電腦網路發稿系統，正式啟用。社長洪健昭至馬來西

亞吉隆坡，出席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23屆年會。

80 1991 3/11 第3任社長馬星野先生病逝，享年82歲。

4/1 總社發稿作業全面電腦化。第3任總編輯沈宗琳先生病逝。

4/22 總編輯呂康玉改調香港分社主任，副總編輯林章松調升總編輯。

8/26 本社自行開發供訂戶抄收中文CAP之新型電腦，正式使用。

10/18 剪報資料電腦查詢系統完成，對外公開展示。

11/4 「中央通訊社設置條例草案」經立法院初審通過，完成一讀程序。

81 1992 2/25 社長洪健昭赴墨西哥參加太平洋周邊國家通訊社會議。

79年12月19日，中央社羅馬辦事處

記者鍾海泰使用個人電腦透過數據

機，將中文新聞稿直接傳回台北總社

電腦主機發稿，是海外單位第一個使

用電腦連線發稿的成功實例 。

中央社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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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與外蒙古通訊社簽訂新聞交換協定，與芬蘭攝影新聞通訊社交

換新聞照片。本社關係企業遠東新聞社（遠新社）結束業務。

7月 副社長汪萬里改聘為駐華盛頓分社主任。開辦對南非僑社的

中文傳真新聞服務。

7/17 舉行81年度股東常會，改選董事及監察人。董事會選舉洪健昭

為董事 長，邵恩新為常駐監察人，聘任唐盼盼為社長，丁侃為

副社長。

8/1 與馬拉威共和國的馬拉威通訊社簽訂新聞交換合作協定。

8/16 聘蔣震為副社長。本社歷年檔案照片約100萬張，改用光碟保存。

82 1993 2/28 總編輯林章松離職。

3/16 馮寄台接任總編輯。

3/20 重新對大陸發稿。

3/31 董事長洪健昭退休。

6/29 舉行82年度股東大會，推舉蕭天讚為董事長，鄭貞銘為常監察人。

7/2 副總編輯胡明珽病逝。

8/16 中國大陸「新華社」記者范麗青、「中新社」記者郭偉鋒、周建

閩應本社邀請， 來台採訪中國國民黨十四全大會。

9/16 副社長丁侃兼任總編輯，總編輯馮寄台改調主任秘書。

9月 聯合國以「中央社是官方通訊社」為由收回本社王應 機在聯

合國的採訪證，本社發表抗議聲明。

10月 編發「歷史上的今天」文稿。

11/2 首次製作語音新聞，供廣播電台播放。

11/10 與俄羅斯伊塔塔斯通訊社簽訂新聞合作協議書。

83 1994 1/5 第2任社長曾虛白先生病逝，享壽100歲。

1/28 與通通資訊公司合作推出的有線電視中文文字新聞，在大台

北地區試播。

4/1 舉行70週年社慶酒會，總統李登輝特頒書面賀詞，副總統李

元簇親臨祝賀，並出版《中央社七十年》紀念。

4/29 舉行臨時董事、監察人會議，通過聘任施克敏為社長。

7/22 第22屆董事會第1次會議推選蕭天讚為董事長。第22屆監察人

第1次會議推選鄭貞銘為常駐監察人。蔣震、丁侃續任副社長。

8/23 本社關係機構－東京太平洋通訊社因營運虧損停辦。

82年8月13日，來台採訪中國國民黨

十四全大會的中國大陸記者郭偉鋒

（右2）、周建閩（左2）、范麗青

（左），到海峽交流基金會拜會秘書

長邱進益（右），並致贈「辜汪會

談」紀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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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新任執行副總編輯李萬來到職。

12/16 副社長蔣震離職，由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秘書黃敬質接任。

84 1995 1/1 調升執行副總編輯李萬來為總編輯。

3/11 本社董事王惕吾去世。

7/11 本社歷年檔案照片約100萬張，改用光碟保存。

7/26 社長施克敏赴美出席世盟總會第 27 屆年會。

8/16 與博新多媒體公司、通通資訊公司合作製作衛星電視文字新聞。

9/30 副社長丁侃退休，經社長聘為顧問。

10/5 台北分社創立50週年，致贈水晶筆座給首任分社主任葉明勳

紀念。製作本社及國際報導中華民國與中共事務彙編。

12/16 立法院完成「中央通訊社設置條例」二讀程序。

12/29 立法院三讀通過「中央通訊社設置條例」，本社轉型成全民所

有、獨立經營之公共媒體。

85 1996 1/17 總統令公布「中央通訊社設置條例」施行。

2/14 舉行改制慶祝酒會。

7/1 改制為財團法人後第 1 屆董事會及監事會成立，由蕭天讚擔

任董事 長，鄭貞銘擔任常務監事，施克敏擔任社長，黃敬質擔

任副社長。

9/16 台北地方法院完成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法人登記程序。

10/10 與塞內加爾國家通訊社簽訂新聞合作協定。

10/31 與博新多媒體公司合作製播影視新聞合約期滿終止。

11/13 電腦通訊部建構完成網路連線系統， 所有國外單位改用網際

網路傳輸新聞及查閱檔案。

11/25 社長施克敏與總編輯李萬來前往澳門，出席世界中文報業協

會第29屆年會。

86 1997 3/1 新聞照片改用電腦數位系統發稿。

7/2 與法新社（AFP）簽署新聞合作協定。

7/4 與波蘭通訊社簽訂新聞合作協議。

10/31 社長施克敏離職，轉任我國駐挪威代表。

12/1 國外分支單位全部採用網際網路發稿。

87 1998 3/7 「新聞眼」電子周報誕生，首次試編登上電腦網路。

5/1 與美國雅虎資訊公司簽訂網路資訊合約生效。

中央社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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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新聞眼」電子周報，每日更新新聞，改為日報型式。

6/5 與馬拉威通訊社簽訂英文新聞合作協議。

7/1 商情語音新聞正式推出。

10/22 與斯洛伐克通訊社簽訂英文新聞交換合約。

11/5 與中華電信公司進行 HINET 網路資訊合作，連線啟用。

11/21 社長汪萬里赴香港，參加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 31 屆年會。

12/15 商情部新開發財經資料庫「CNABC」正式推出。

88 1999 1/1 國外部開始編發英文版「歷史上的今天」。

1/8 台灣大哥大公司推出本社商情語音新聞。

2/1 停止租用衛星線路，完全改採網路傳輸通訊。與路透社恢復新

聞交流。

3/22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訂用本社英文新聞。

4/11 前社長潘煥昆逝世。

7/23 第2屆董事會暨監事會成立，蕭天讚續任董事長，鄭貞銘續 任

常務監事，汪萬里及黃敬質分別續任社長及副社長。

89 2000 5/16 社長汪萬里和中美洲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宏都拉

斯與尼加拉瓜駐華大使館代表，簽署經貿資訊交流合作協定。

9/21 與葡萄牙國家通訊社簽訂新聞合作協定。

10/9 與馬其頓通訊社簽訂新聞合作合約。

10/17 與法新社簽署網路版中文新聞合作協議書。

90 2001 5/1 執行副總編輯劉坤原調升為總編輯。

9/6 與西班牙愛斐社簽訂新聞服務合作協定。

91 2002 3/29 新聞編輯、審核、發稿作業系統啟用。

7/1 第3屆董、監事布達式暨新任董事長、社長交接典禮。新任董

事長為前行政院新聞局長蘇正平，新任社長為台視總經理胡

元輝，副社長由資深記者李萬來出任。原任社長汪萬里退休，

原任副社長黃敬質退職。

8/28 全面更新電腦發稿系統正式上線運作。

11/1 重整組織架構與重要人事，新任副社長兼新聞部總編輯劉志

聰到職，主任秘書李清田改任管理部總監。

92 2003 1/1 前總編輯劉坤原調任駐美國華府分社主任。

89年10月17日，與法新社簽訂網路

版中文新聞協約，左為法新社亞太區

總裁雷梭，右為中央社社長汪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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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依本社與文化建設委員會合作辦理老照片數位化計畫， 首批

19萬筆老照片電子檔交給文建會。

3/5 多媒體新聞中心新建置之攝影棚完工。

3/31 承辦僑務委員會宏觀電視僑社新聞正式開播。

7/1 舉行改制7週年暨創社79週年社慶活動。《新聞大舞台》月刊

創刊。

93 2004 3/10 與歐洲圖片新聞社（EPA）正式展開新聞照片交流合作。

5/17 「好望角－中央社影像空間」落成暨歐洲圖片新聞社（EPA）

照片首展揭幕。

6/8 舉行台商網啟用儀式。

6/15 正式推出英文網站。

6/28 舉行創社80週年社慶紀念郵票、《走過台灣一甲子》專書及珍

貴老照片展出聯合記者會。

7/1 舉行改制8週年暨慶祝創社80年酒會。《新聞大舞台》月刊正

式發行。「數位化照片平台」網站正式上線。

94 2005 1/1 社長胡元輝轉任公共電視總經理，職務由副社長李萬來代理。

1/17 主辦「2005年台灣十大潛力人物」頒獎典禮暨《2005世界年

鑑》新書發表會。

5/1 IVR（55678）語音平台正式推出。

5/5 與墨西哥通訊社簽署新聞交換合約。

7/1 第4屆董事會、監事會成立，蘇正平續任董事長，盧世祥接任常

務監事，原代理社長李萬來退休，社長職務由副社長劉志聰代

理。新聞部總編輯由副總編輯何國華升任。

8/11 聘代理社長劉志聰為社長。

9/27 「中國大陸新聞」選輯開始以電子報形式發送。

10/28 第4屆第4次董事會議通過由黃東烈出任副社長。

11/17 社長劉志聰赴上海參加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38屆年會。

12/31 總社國外新聞中心設立「外事新聞採訪小組」。辦公室自動化

系統完成，全面上線使用。

95 2006 1/12 主辦「2006年台灣十大潛力人物」頒獎典禮暨《2006世界年

鑑》新書發表會，副總統呂秀蓮應邀親臨頒獎。

9/1 成立印度新德里辦事處，郭傳信為首任派駐記者。

94年5月5日，與墨西哥通訊社新聞

合作簽約典禮，由中央社社長李萬來

（右）與墨西哥通訊社社長奧蘭達

（左）代表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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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建置內部光纖網路骨幹，提升網路整體效能。

11/1 全球知識網（DATA CENTER）建置案啟用。

12/19 與台灣證券交易所聯合舉辦「國際新聞訊息揭露平台啟用典

禮」，行政院長蘇貞昌蒞臨致詞。

96 2007 1/1 與印度聯合新聞社簽訂合作協定。

1/25 舉行「2007年台灣十大潛力人物」頒獎典禮暨《2007世界年

鑑》新書發表會。

4月 兩岸新聞中心增設上海新駐點。

6月 與美國STATS、LANDOV公司合作，提供體育資訊服務。

97 2008 1/10 英文網站改版啟用。

1/22 舉行「2008年台灣十大潛力人物」頒獎典禮暨《2008世界年

鑑》新書發表會。

7/1 第5屆董事會、監事會成立，黃肇松任董事長，羅智成接任常務

監事，陳申青接任社長。

10/3 董事會、監事會通過聘任羅智強為副社長。

12/30 舉行「政府資訊頻道上線暨《全球中央》雜誌創刊酒會」。

98 2009 2/4 出版品參展台北國際書展，首度推出《2009世界年鑑》電子資

料庫，查閱便捷。

4/1 舉辦85周年社慶暨《今天的台灣英雄》座談會，邀請所報導的

15位台灣英雄參加，總統馬英九、總統府副秘書長賴峰偉、行

政院政務委員曾志朗、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會長陳長文等貴

賓出席。

9/1 九一記者節，舉行「中央社先生」蕭同茲銅像安座揭幕儀式，

並舉行第1屆中央社新聞獎頒獎典禮。

9/30 董事長黃肇松因病請辭，經行政院核定由董事王文華暫代董

事長職務。

10/3 網站推出「每週好書讀」專欄，每週推薦好書。

10/14 新任董事長洪健昭就職。

10/26 中央社、國立政治大學與 Yahoo! 奇摩三方簽署「Your News  

未 來公民媒體實驗計畫」。

11/6 E世代新媒體、年輕人看的新聞「Your News」正式上線。

97年12月30日，中央社政府資訊頻

道上線暨《全球中央》雜誌創刊酒

會，副總統蕭萬長（中）與會。

98年4月1日，總統馬英九出席中央

社85週年社慶典禮暨《今天的台灣

英雄》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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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2010 1/1 推出中、英文版「一手新聞」手機平台。獲資策會補助，開發數

位影音內容平台。

2/1 於台北國際書展舉行《惡水》新書發表會。《2010 世界年鑑》

電子資料庫首賣。推出「FOCUS TAIWAN」英文網站，手機英

文新聞同步上線。

2/3 舉行「FOCUS TAIWAN」英文網站發布酒會，邀請行政 院副院

長朱立倫、學界及各國駐台機構代表參加。

2/9 舉行「第 1 屆中央社主播甄選頒獎典禮」，最受矚 目的當家

主播獎由江明晏、葉代芝獲得。

3/14 社群平台Plurk（噗浪）網友聚會，拉近與網友的距離。

4/1 86 週年社慶活動，印尼安塔拉國家通訊社社長穆克里斯

（Ahmad Mukhlis Yusuf）蒞臨慶賀，典禮中頒發「陳博生先生

新聞獎學金」，與「全球視野」影音頻道開播。

4/29 「校園主播走透透」全國大專院校巡迴活動第一站在文藻外

語學院舉行，並發表新書《CNA Manual of Style中央社英文新

聞寫作與編輯指南》。

4/30 董事會聘邵平雲為副社長。

4/30 第五屆董監事會第7次董事會、第9次監事會聯席會議通過由

邵平雲出任副社長。

7/1 與華視合作，「全球視野」每晚在中華電信MOD/華視55頻道播

出。「FOCUS TAIWAN」推出影音新聞。「一手新聞」大幅改版。

8/1 圖文新聞進軍車上電視，可隨選隨看新聞。

9/1 舉行「第 2 屆中央社新聞獎」頒獎典禮 暨發表《中央通訊社

編採手冊100年新版》。

9/10 與國合會、高雄長庚醫院共組「瓜地馬拉行動醫療團」前往瓜

地馬拉，本社隨行製發影音新聞，並拍攝紀錄片及出版專書。

9/20 手機加值服務「運彩Live Go」跨足智慧型手機，中華電信Hami

上線。

9/25 於越南設立駐點，為自越戰結束後，台灣媒體首次進駐越南。

10/10 「FOCUS TAIWAN」改版，以嶄新的視覺風貌，提供即時與深

度的報導。

99年4月1日，中央社「全球視野影

音頻道」晚間9點在中央社即時新聞

網首播。

中央社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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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011 1/28 2011台灣新聞攝影大賽拿下6座大獎，包含系列照片類第1名、

自然環境與科技類第1名。

2月 慶祝建國百年，出版《我們的傳世相本》。

2/16 調整本社組織架構，資訊事業中心改名為數位中心；原影音小

組提升為影音中心；國外新聞中心及兩岸新聞中心合併為兩岸

暨國際新聞中心；以原國外新聞中心外文組為主體，新成立外

文新聞中心；業務中心及行銷中心整併為業務行銷中心。

3月 日本三一一強震，駐日記者即時報導最新災情，多家台灣媒體

採用改寫；獨家影音新聞「日本地牛大翻身 東京鐵塔歪了」，

登上雅虎影音首頁，兩天創下點閱逾18萬次紀錄。

3/28 舉辦首屆「校園星主播爭霸戰」，童星出身的政治大學廣電系

學生楊小黎奪冠。

4/1 國際新聞中文網站「全球瞭望」上線。

4/1 本社87週年社慶，宗教領袖達賴喇嘛透過影音畫面表示，媒體

有誠實報導的責任，祝福中央社工作成功，達成這項重任。

4/23 駐倫敦記者發出「正港台灣珍奶進倫敦  發燒熱賣」獨家影音

新聞，獲多家新聞台播出。

4/24 「走出霸凌零霸凌」獲得第5屆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報紙一般

題材類優勝。

6/8 「魂斷太平洋岸－台灣蘇花公路坍方攝影紀實」奪得亞洲出

版業協會2011年度卓越新聞獎攝影獎。

6/16 自行開發CNews新聞多媒體作業系統上線，為本社取得邁向

「新聞數位化」時最關鍵元件。

7月 推出「一手新聞」及「Focus Taiwan」之 iPhone App、「一手新

聞」之iPad App、「Focus Taiwan」之Android App。

7/1 第6屆董、監事會成立，陳國祥任董事長，陳俊明任常務監事，

羅智成董事兼任社長。

7/1 「フォーカス台湾」日文新聞網站上線，為台灣第一個綜合性即

時新聞為主軸的日文新聞網站。

7/7 辦理「戰爭與和平－隨軍記者鏡頭下的對日抗戰真相展」，在

國父紀念館登場。

100年6月9日，2011年度卓越新聞獎

揭曉，中央社即時新聞「魂斷太平洋

岸－台灣蘇花公路坍方攝影紀實」，

奪得卓越新聞攝影獎。圖為得獎作品

之一。

100年7月1日，中央社舉行改制15週

年慶，並發表新APP應用程式「一手

新聞」和「Focus Taiwan」，中央社

社長羅智成在典禮上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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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慶祝建國百年，在多個縣市巡迴舉辦「建國一百年風華照片巡

迴展」。

10月 本社識別標記改版，藍色「CNA」代表新聞客觀、公正、平實；

紅色「中央通訊社」代表追求新聞專業的熱情；地球圖案代表

掌握世界局勢與跨媒體合作的宏觀視野，以及成為台灣之眼、

世界之窗的雄心壯志。

11/27 陳國祥董事長赴新加坡，出席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44屆年會。

12/3 與公視、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等6個媒體，

連續3週的週末舉辦2012總統選舉電視辯論，讓三個陣營的正

副總統候選人清楚呈現理念。

12/6 「撫平白玫瑰之痛─彌補性犯罪防制的法律漏洞」系列報導

獲第7屆優質新聞獎網路媒體類優勝。

101 2012 1/13 與泰國第三電視台簽定影音新聞合作協議，本社影音新聞在

泰國也看得到。

2/28 2012台灣新聞攝影大賽獲一般新聞類及體育新聞類優選等7

項獎項。

3/30 與土耳其吉漢新聞社簽署合作協議，達成使用新聞稿件、照片

及影音等協議。

4/1 緬甸國會補選，本社駐曼谷記者獲准進入緬甸採訪，成為近年

首位持採訪簽證入緬的台灣記者。

4/19 行政院遴聘周志誠為本社常務監事。

4/21 「孩子別怕」及「謝謝爸爸」分獲第6屆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

平面媒體一般題材新聞採訪攝影獎特優獎及優等獎。

5/20 政府組織改造，本社之主管機關由行政院新聞局改為文化部。

7/1 與法新社、台北101合辦「101奧運世紀影像暨文物展」，在台

北101大樓觀景台展出。

7/10 羅智成社長請辭獲准，樊祥麟社長上任。

9/1 「hold住希望」專題榮獲101年社會光明面電視類新聞報導獎。

9/7 總統馬英九視察彭佳嶼新聞，報導角度完整，且配合使用衛星

電話，發稿速度一路領先其他媒體。

9/14 舉辦《志工臺灣》新書發表會，總統馬英九、前副總統蕭萬

長、紅十字會總會會長王清峰等貴賓到場共襄盛舉。

101年1月13日，中央社業務行銷中

心梁君棣主任(左)與泰國第三電視

台Mr. Ajsha Suwonpakprak簽訂合

約，邵平雲副社長(右2)、呂志翔總

編輯(右1)、外文中心郭吳患主任(左
2)、影音中心萬淑彰主任(左1)共同觀

禮。

中央社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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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本社釣島主權爭議報導受國際媒體重視，包括AP、BBC、英國

每日郵報、新加坡海峽時報、美國Huffinton Post、香港南華早

報、合眾國際社、日本Livedoor新聞網頁等均引用。

11/1 調整組織架構以強化兩岸新聞，原兩岸暨國際新聞中心分設

為大陸新聞中心、國外新聞中心。

11/8 陳國祥董事長赴中國大陸廣州，出席第3屆新媒體學術年會。

11/23 「歐債風雲」獲第11屆卓越新聞獎電視類國際新聞報導獎，為

本社首度奪得電視類國際新聞報導獎項。

11/27 「明天過後的娼桑－社維法修正與性專區的未來」系列報導，

獲2012忠實新聞報導獎平面媒體類即時新聞獎。

12月 恢復出版紙本《2013世界年鑑暨中華民國名人錄》。

12/1 本社日文新聞上架日本Excite入口網站。

12/7 樊祥麟社長與日本共同社社長石川聰簽署合作備忘錄，台日媒

體交流跨進一大步。

102 2013 1/1 為延攬及留住優秀人才，強化本社競爭力，調整丙等職人員薪

級制度。

2月 「全球中央」雜誌改版，新增「博覽大陸」、「財經透視鏡」、

「懶人看世界」、「特派隨寫」單元，封面以台灣紅邊框的全新

設計，強化視覺印象。

3月 啟動新聞數位匯流措施，由新聞部統合數位、影音兩中心，對

重大新聞的處理，除文稿、照片外，也提供圖表、影音等內容，

新聞產品多元化。

3/24 2013台灣新聞攝影比賽，獲肖像類第1名、體育新聞第1名等9

個獎項。

3/26 新聞部專訪陸委會主委王郁琦，為王主委就任後首次接受媒

體專訪。專訪內容受到重視，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就溫家寶

來台等議題做出回應，陸委會網站並聯結本社專訪稿。

4/1 英文新聞網站Focus Taiwan改版，以全新圖像視覺效果，符合

新時代讀者需求。

5月 屏東漁船廣大興遭菲律賓公務船掃射，本社駐馬尼拉記者全程

掌握事件發展，所發出之新聞成為總統府、行政單位、立法委員

等重要參考依據；文字、照片及影音新聞亦廣獲媒體採用。

101年12月7日，中央通訊社與日本

共同通信社簽署合作備忘錄，中央社

社長樊祥麟（左）與共同社社長石川

聰（右）一同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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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舉辦《青世代─創業‧園夢的淚與笑》新書發表會，行政院長

江宜樺、王品集團戴勝益、麵包大師吳寶春到場共襄盛舉。

8/1 商情網改版，新增影音新聞、房地產、汽車、3C圖文區塊，開設

中央社財經粉絲團。

8/15 全力經營主網站，在Alexa排名大幅躍進，從101年12月31日的

第137名，快速躍升至55名。

9/26 與外交部合辦「總統您好！中美元首外交影像特展」，於中正

紀念堂展出。

10/6 前副總統蕭萬長出席APEC領袖會議，會晤中國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美國國務卿凱瑞等人，本社駐雅加達記者第一時間傳

回照片與影音，並撰發新聞，廣獲媒體採用。

10/16 故宮國寶赴日展覽簽約新聞事前規劃完整，角度多元，廣獲媒

體跟進。

10/31 恢復主辦曾虛白先生新聞獎，並增設台達能源與氣候特別獎，

頒獎典禮獲總統馬英九書面賀詞。

11/1 本社獨家報導軟銀鷹請出王貞治網羅王建民，各大媒體跟進。

11/13 「世紀工程－大陸城鎮化的挑戰」獲第17屆兩岸新聞報導獎

獲報紙專題報導獎優勝。

11/15 馬來西亞沙巴發生台灣夫婦1死1被擄事件，本社記者領先掌

握兩人姓名、身分、地址，並採訪到死者胞兄，媒體跟進報導。

11/22 「達米妮之死」獲第12屆卓越新聞獎電視類國際新聞報導獎。

12/9 駐新德里記者以「印度達米妮之死」榮獲第9屆優質新聞獎平

面媒體即時新聞類獎項。

12/18 本社與日本雅虎網站展開交流合作。

102年7月23日，行政院長江宜樺

（右3）出席中央社《青世代—創

業．圓夢的淚與笑》新書發表會，與

中央社董事長陳國祥（前左）與書中

主角林峻丞（右起）、世界麵包冠軍

吳寶春、王品集團創辦人戴勝益、台

灣賽車手林帛亨等人合影。

102年11月22日，2013年卓越新聞獎

頒獎典禮，中央社以「達米妮之死」

獲電視類國際新聞報導獎。

中央社大事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