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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都市报财经报道竞争新态势 

 
近两年，特别是2007年，随着全民理财意识的觉醒，读者对财经报道的渴求爆增，继社会新闻、时政新闻、

民生新闻、服务新闻之后，财经报道已成为都市报、特别是地市级都市报竞争的新战区，由附属产品变成了主打

产品之一。 
  
  

竞争态势 

 

宁波市内有3张都市生活类报纸，其中两张以财经报道为特色。但在2007年以前，3家都市报并没有在财经报

道领域展开拼杀，倒是在社会新闻、时政新闻、民生新闻、服务新闻等方面比拼得多。 
2007年诸多财经事件和现象涉及市民读者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到市民读者的生活质量和家庭财产性收入的

增减。股市、房价、粮价、石油涨幅大，人民币大幅升值，消费者物价指数冲至10年最高。于是市民读者存款大

搬家，炒股、养基、炒房、投资收藏，寻求更多的投资渠道，市民读者对都市报的理财需求被充分地激发出来，

导致都市报、特别是地市级都市报理财报道的大变脸。 
2007年宁波报业市场看，宁波3家都市生活类报纸相继在财经报道领域展开了拼杀。 
率先在财经报道方面有大动作的是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其旗下以财经报道为特色的都市生活类子报《东南商

报》2007年1月1日开始财经报道改版，选派精干的记者、得力的编辑，重新组建了财经部，人员增加了一倍。在

版面资源紧张的状况下，压缩了报纸其他内容版面，大幅扩充了财经版面，从原来的常规每天3块版，扩大到5块

版，最多一天有7块版。商报特色骤然显现。 
《东南商报》财经报道内容上的变化大于版面形式的变化。在宁波率先推出了财经调查栏目，对地方

财经热点新闻、焦点新闻展开深度调查，进行较为全面细致的分析、预测，追求一定的财经专业水平，讲

究报道的深度和可读性。财经调查整版刊登，每星期刊登2至3篇，构成财经报道最具有影响力、可读性最

强的内容。整版推出以藏宝、金融和证券理财为主的投资理财报道，贴近读者，增强报纸的服务性。推出

了以产经新闻为主的民营经济周刊，为宁波企业服务、为中小企业和企业白领服务，弥补了宁波地区报纸

缺乏产经新闻专门版面的空白。强化了帮助解决市民在消费领域纠纷为主的财经维权报道。推出商业评

论，推出经济与法特色周刊，填补了宁波地区报纸的栏目空白。改造了常规财经报道，增加了财经内容及

新闻性和可读性。 
《东南商报》接连大版面推出以财经或经济专题新闻为主的重大主题报道。2007年相继推出了三组各8块版独

成一叠的重大主题报道，增强了财经报道的厚度和影响力。 
新华社在宁波办的子报《现代金报》，同样是以财经报道为特色的都市生活类报纸，也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参与了财经报道大战。强化了服务性的理财报道，先是推出4块版的理财周刊，不久又把理财周刊扩

大到8块版，意在靠版面规模取胜，后来居上。《现代金报》充分发挥背靠《上海证券报》的独家优势，

率先出手做大证券报道。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另一老牌都市生活类子报《宁波晚报》，一直在观望《东南商报》和《现代金报》

在财经报道领域的拼杀。最近也有所动作，在周末推出了8块版的理财周刊，接着在周六也推出了8块版的证券周

刊。 
  
  

作者：刘袭  



地市级都市报专业采编人员奇缺 

 

地市级都市报以前没有财经报道，但有经济报道加证券报道，现在是从经济报道向财经报道转型。所以，与

专业的财经媒体、一线城市都市报和省级都市报的财经报道相比较，目前地市级都市报财经报道内容还不是完全

意义的财经，其中经济报道、消费市场信息、条口新闻占据主体，而严格意义上的财经新闻极少。地市级都市报

的经济报道如何迅速地适应读者新需求转型到财经报道，目前正在不断探索中。 
虽然地市级都市报财经报道的版面和稿件数量大幅度增加，报道规模上去了，但财经报道的版块质量和稿件

质量大致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准。最大弊病是财经报道严重缺乏专业水平。很多发在财经版面的稿件，细看内容还

停留在过去党报的经济新闻层面，有的还是工作性报道，有的仅是政府经济部门数据的简单罗列。财经报道的深

度不够，表现的层次肤浅，缺乏专业透彻的分析和预测。财经报道的面太窄、领域太狭小，很多财经领域还没有

涉及到。 
地市级都市报财经报道的服务性内容亟需增加，服务性报道领域亟待拓宽。 
导致地市级都市报财经报道起点和层次都较低的关键因素，是财经专业采编人员奇缺。现在所谓的财

经记者，实际上都是长期做经济新闻、条口新闻的，对财经报道并不太熟悉，缺乏专业财经知识，若要转

型成为专业的财经记者需要很长时间。 
地市级报业市场缺乏竞争、或者竞争和缓的环境，也是造成地市级都市报财经报道的起点和层次都较低的因

素之一。很多地市级报业市场只有当地地市级党报以及党报办的子报，在广告商区域性投放广告的趋势下，省级

都市报对其难以构成根本性冲击。在没有激烈竞争的小区域，财经报道的起点自然高不起来。 
  
  

都市报财经报道领域存在的误区 

 

误区之一：以为党报的经济报道就是财经报道。地市级区域经济限制，当地财经新闻信息源极少，一般没有

建立财经新闻信息收集网络，记者难以得到新闻信息。而政府部门、条口新闻提供的经济新闻信息很多，且构成

收集网络。自然版面上就堆满了经济报道。 
误区之二：以为市场价格信息罗列就是财经报道。市民读者会关心菜价、肉价之类的信息，波动大时偶尔报

道一下，还有人关注；但毕竟其日常波动很小，天天报道，就变成一地鸡毛了。 
误区之三：以为股票证券信息就是财经报道。在以前理财渠道很少的状况下，地市级都市报的财经报道由经

济新闻和证券组成。很多人沿袭这种思路单一地认为股票证券就是财经报道。但现在理财投资的渠道多了，市民

读者的理财生活也丰富了，财经报道就不能单一地以证券为主了。况且，有一大堆专业的证券报，电视、网络媒

体及时播报证券信息，第二天才到读者手里的都市报证券信息，没有什么竞争优势了。 
误区之四：以为经济信息就是财经报道。有的财经记者专门盯着条口、部门要经济信息，而不能到市

场和行业、企业去抓真正的财经新闻。有的报纸现在还在强调财经报道要信息量，却不知在信息泛滥的今

天，市民读者更需要的是对财经信息前因后果的归纳、分析、预测。 
误区之五：以为产经新闻就是给企业做广告。发生在企业和行业的热点新闻上不来，为企业和中小企业主、

白领服务的内容太少。当然，写产经新闻时要把握好尺度，防止变相地被企业和公司利用。 
  

都市报财经报道需要破解的难题 

 

1. 财经报道信息源不足。要逐步增加专业财经报道的分量，以期最终办好真正的财经报道。因此，

迫切需要改变财经新闻信息采集的模式，尝试从市场、行业、企业、经理人、读者等获得鲜活的新闻线

索，构建财经新闻信息采集网络，改变传统的主要从政府部门和通讯员获得新闻信息的采集模式。  
2. 财经专业采编人员奇缺。报社要舍得投入，从应届大学毕业生招收专业财经记者，或者从财经专业媒体、

省级都市报引进成熟的专业财经记者，给予比一般记者更高的待遇。同时，对原有经济条口的记者进行培训，促

使其转型。可在一些知名的大企业发展特约记者。 



3. 财经报道缺管专业水平。要在财经报道专业化方面加大投入，逐渐增加财经报道专业内容，以期在一定时

间内办出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财经报道。 
4. 财经报道肤浅，深度不够。强化对地方财经热点新闻、焦点新闻的深度调查，写出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

独家的、原创的深度财经报道，分析要透彻，预测行业发展趋势要准确。应在考核体制上、版面安排上对财经特

稿有所倾斜。 
5. 经济报道领域狭窄单调。尽快拓宽财经报道领域，财经记者要深入到市民理财生活和企业生存状态的各个

领域、方方面面，抓住生活中存在的热点、焦点，深挖下去，写得透彻，写好故事，写出人物。改变目前地市级

都市报财经报道比较单调的格局。（作者是《东南商报》高级记者）  
 
 
 
(纸媒文本见《中国记者》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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