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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鉴别·提高——深港报纸宣传比较研究 

作者： 吴松营 陈锡添 韩松 贺海亭 王少吾 黄小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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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区报》深港报纸宣传比较研究课题组 

报纸是社会重要传媒之一。报纸每天发表大量的新闻、评论，对社会舆论影响巨大。在香港快要回归祖国的时候，为了

保持香港的繁荣安定、平稳过渡，加快深圳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好深港两地对接，研究深港两地报纸的现状，比较两者

的异同，并探索其走向，是一个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问题。 

深圳现有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12家，香港共有报纸77家，其中综合性报纸十余家。深圳的报纸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

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香港报纸除了文汇、大公等中资报纸外，绝大多数

都标榜自己是无党派的商业性报纸。其实，这些报纸皆为政党、政府、财团出资创办，或者支持举办，它们代表了出资

者的利益，是那些政党和财团的喉舌。本文选取了《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和香港的《成报》、《星岛日报》、

《东方日报》、《天天日报》、《信报》等部分报纸为研究对象，对其宣传内容和宣传方式，按经济报道、社会新闻和

专刊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和分析。 

一、经济报道，深港报纸的特点 

深圳的报纸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圳特区报》和《深圳商报》一直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报道。香港

在国际市场上有“知风鸟”之称，比较普遍地重视经济报道，经济类报纸数量占香港报纸总数将近一半。如以版面计

算，香港综合性报纸中经济报道约占版面总量的三分之一，如果连上市公司公告和广告也计算在内，经济性信息占版面

总量的一半以上。 

深圳报纸注重报道政府部门发布的经济信息，即比较关注宏观经济报道，尤其注重报道政府的发展经济战略，经济改革

的措施，改善投资环境的部署和基建工程等；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报道，则习惯于抓企业典型，即抓具有推广价值的经

验报道。香港报纸更多地重视微观经济报道，注重报道各类市场，尤其是投资市场动态、影响市场行情的新的经济因

素，新的金融政策措施等，特别是上市公司的股权变动、发展战略、经营、购并、经济纠纷等情况。同时，深圳报纸侧

重报道本地经济新闻，重要的往往放到要闻版；对海外经济新闻虽然也辟有世界经济版或国际经济版，但报道量远比本

地经济新闻少而且基本上不放到要闻版。深圳报纸将本市经济或国内经济报道同海外经济报道严格分开，在版位或栏目

上分得很清楚。 

在世界经济报道方面。深圳报纸为了促进特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扩大出口、吸引和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速

国内外两个市场衔接，侧重报道国际市场新知识、外国商品市场现状和新动向、各国进出口新规定、关税的新变化、国

际资本的流向、各国吸引外资所采取的新措施、科学技术领域的新成果、企业经营管理的新经验、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

新经验和新措施等内容。《深圳特区报》从创刊起就辟有《世界经济》专版；《金融早报》设有《国际·台港澳金融经

济》专版。鉴于深圳已有外汇市尝期货交易，深圳报纸亦重视国际外汇市场和期货市场行情报道，有的还辟有评述这两

个市场的专栏。香港对国际市场信息需求殷切，报纸为了适应这类需求，拿出大量的版面报道国际市场信息。它们除了

在要闻版、国际新闻版（或国际电讯版）、中国新闻版和金融投资版报道海外经济信息外，大报还辟有国际经济版（或

国际金融版）、中国经济版、中国金融版、两岸三地财经版、海外地产版、中国地产版等。有的还辟有深圳专版、深圳

消费版、深圳房地产版、深圳证券专栏等。同时对中国内地报道亦日益加强。香港报纸注意报道几大国际金融中心的资

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新动向，尤其是对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利率十分敏感。不仅及时报道这些资本大国利率变动

新闻及后续报道这类变动所带来的影响，而且也大量报道各权威机构和有关人士对这些国家利率变动的预测。 

在商品市场报道方面。深圳报纸重视本市消费品市场报道。《深圳特区报》辟有《市场信息》和《市撤两个专版，每周

各出两期。前者报道商品和服务信息，后者报道各类商品市场动向。《深圳商报》辟有《鹏城市撤，报道商品市场动向

和市场分析，报道农贸市场批发价格，甚至还报道期货行情。有的报纸还辟有《汽车城》和《电器城》专栏，专门报道

汽车市场和家电市常对于高科技产品，主要是信息产品，深圳报纸多在科技专版报道。而对农副产品供应与“菜篮子工

程”，深圳报纸经常作为重要新闻，放在要闻版或本市新闻版上。香港报纸对消费品市场，尤其基本生活消费品市场报

道不如深圳报纸重视，它们没有设立这类专版加以报道。由于香港消费品，尤其是生活必须品主要靠进口，所以只有在

进口市场出现问题，如减产或价格上涨时，报纸才会报道。 

在金融市场报道方面。深港两地报纸都把金融市场作为报道重点之一，不过由于两地金融市场成熟程度、开放程度和管

理方式不同，报纸版面多寡、金融市场报道的广度和侧重点亦有所不同。深圳在全国率先进行金融体制改革，最早创建

2002-01-01

上一篇 PREVIOUS 

下一篇 NEXT 

动态 NEWS 

 

文章 动态   

请输入您要搜索的关键词

nmlkji nmlkj

·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当收视率碰上电视台 

作者：楊美玲┊ 2002-01-01 

在各電視台對收視率調查爭議不斷的同

時，我們也注意到，當節目以收視率略

勝零點零一、二的些微差距而領先他台

時，便出現電視台主管切蛋糕、發獎

金、大肆宣傳慶祝的場面，可見電視台

對收視數字又愛又恨的情結。零點

零……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证券市场，重视本市金融市场报道。全市12家报纸中有两家金融专业性报纸：《金融早报》和《证券时报》。其他综合

性大报也有专版或专栏报道深沪两地及全国性的金融信息、金融改革新措施，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和证券管理部门负责人

指导性讲话；亦注意报道证券界人士对市场的分析，但很少涉及国际金融市场因素。香港报纸对金融市场的报道侧重金

融投资，并舍得拿出版面。《快报》有7个版面，《新报》有6个专版、《商报》有6个专版，《香港经济日报》甚至拿出

13个专版来报道与金融投资有关的信息。香港报纸对金融投资市场报道往往内外不分，如果加上与股票投资息息相关的

上市公司动态报道，那么金融投资的报道量就更大。同属金融业的保险市尝信贷市尝拆借市场等，虽然规模亦很庞大，

但由于行情稳定，出新闻不多，报纸报道量就少得多。其次，香港报纸金融市场报道面广、细致。它不仅将金融产品分

类报道，对同一种金融产品还进一步细分。比如对股票，不仅按行业划分，而且还按股票的优劣划分为蓝筹股、二线

股、三线股等来分析报道，以便于投资者掌握行情。 

二、社会新闻，深港报纸差异较大 

深圳报纸近几年来社会新闻报道面越来越宽，数量越来越多，而且时效越来越快，深度不断加深。《深圳特区报》从

1994年1月起，除了继续办好原有的《社会服务》版外，在二版开设“社会新闻”栏。1995年7月，又把“社会新闻”专

栏扩展为“社会生活”专版。接着，《深圳特区报》的“鹏城今版”和《深圳晚报》的正式出版，深圳的社会新闻报道

更上一层楼，不仅增加了版面，而且报道面更广。香港《天天日报》、《东方日报》、《快报》、《成报》等报纸的社

会新闻有如下特点：一是报道量大，每天有一个版或半个版，内有十多条新闻，并配有七八张图片。二是时效快，经常

今天报道昨天发生的事件，并配发必要的社论和解疑性资料、图片。三是版面安排不拘一格，社会新闻常放港闻版头

条、甚至头版头条位置。综观深港报纸社会新闻报道，似可发现下面若干异同。首先，在导向方面。深圳报纸坚持邓小

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维护人民群众的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抨击黑暗与落后，歌颂光明与进步，分析产生

问题的根源，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既给读者以有益的思想启示，又使读者增长见识。香港报纸则往往过于重视追逐本

报的利益，不顾广大读者接受程度及对读者的影响如何。如处理凶杀、色情之类事件的新闻题材，港报往往肆意渲染追

求刺激（尤其是标题）；深圳报纸则从加强法制，打击犯罪活动，伸张正气，表扬公、检、法战线先进人物和奉献精神

的角度去报道。其次，在报道的方式和方法上，两地报纸差异也较大。港报多采用“消息”来进行报道，很少用新闻

“通讯”、“述评”、“报告文学”等体裁反映社会生活事件。深圳报纸除消息外，经常采用其他的新闻体裁。比如，

深圳破获黄田机场附近公路上发生的劫车杀人案后，《深圳特区报》“鹏城今版”不仅发了“劫车杀人系列案轰动鹏

城”的消息，而且还推出报告文学：“滴血的方向盘——深圳特大抢劫杀人系列案侦破纪实”（连载）。再次，港报采

访社会新闻往往有闻必录，不经多方核对就急于见报，因而社会新闻报道速度比较快，数量比较多。深圳报纸坚持实事

求是，坚持党性原则，选择合适度与时间发表，因而见报有时慢一些。不过，对于社会风气好转、奇事异闻等方面，深

圳报纸在质量、数量上胜港报一筹。 

港报的社会新闻报道弊病很多，突出的是捕风捉影，甚至伪造新闻。其中有代表性的可说是震动深港的“二奶村”事

件。1994年6月，香港有家电视台在其专题节目中介绍，不少香港人在内地娶妾，光是深圳市的黄贝岭村就有“二奶”

（妾）1000多人。他们还煞有介事地播出黄贝岭村的外景，但是对采访地点和采访对象脸部作特殊处理，画面模糊不

清。接着，其他电视台、报纸刊物不甘示弱，纷纷派人到黄贝岭村“抠料”。然而，他们并未实事求是调查，而是继续

歪曲真相，夸大阴暗面，拼凑图片，欺骗愚弄群众。这样一来，居住在黄贝岭村的人深受其害：声誉受污，家庭不安，

外资企业迁走，经济收入锐减。许多村民见到香港记者就反感，责问他们的职业道德何在？为了分清是非，《深圳特区

报》与《深圳风采》杂志派记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发表系列报道，用事实说明黄贝岭村是无辜的。同时，发表评

论指出，“退一步说，就算在黄贝岭发现一个两个‘二奶’，你能叫它‘二奶村’么？正像香港有吸毒者存在，你能叫

香港为‘吸毒城市’么？”有力地纠正了被颠倒的事实。 

三、专刊，深港报纸争妍斗丽 

深港两地报纸都很重视社会服务专刊。《深圳特区报》有读者之声专版，周3刊出；社会服务专版，周6刊出。《深圳商

报》设有读者来信版，周6刊出。《东方日报》有爱心服务和社会服务两个专版，每日各刊出一版。《成报》的大众广尝

《天天日报》的社会服务、《星岛日报》的城市热线均每天一版。深港两地社会服务专刊的内容基本相同。如为读者提

供实用性服务；利用报纸广泛的社会影响帮助读者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接受投诉，对有关管理部门发挥监督

作用等。在服务方法、服务深度上，不同报纸或不同时期，则有所不同。深圳报纸接受读者投诉后，通常先行调查、然

后刊出，起到舆论监督作用。深圳报纸社会服务版同时担负正面教育，宣传好人好事的任务。如《深圳特区报》社会服

务版的“服务新风”专栏，读者之声版的“文明赞”专栏，主要刊登表扬好人好事的稿件。港报的社会服务版接到投诉

后，也展开调查，寻求解决办法。他们经常将投诉及调查情况、被投诉者的答复或处理情况同时刊出，而且尽量刊出照

片作为证据。如果被投诉者拒绝或回避记者采访，报纸则将经过作客观报道。因此，被投诉者通常会积极配合记者解决

问题。不这仅使报纸起监督作用，同时也起到协调投诉者和被投诉者关系的作用，有利于解决问题。《东方日报》处理

读者投诉的方法比较细致，该报每天刊出近20篇读者投诉。 

在妇女家庭专刊方面。深港报纸的家庭版或妇女版，题材基本相同。这类专刊包括：《深圳特区报》的家庭、《深圳商

报》的万家灯火、《天天日报》的家庭乐，以上各刊均为每周一期。每天一期的有《东方日报》的青春家庭、《成报》



的第八街、《星岛日报》的缤纷妇女等。深圳报纸家庭版注重反映深圳人对爱情、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并从正面积

极引导，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95年7月—8月份，《深圳特区报》开展“发现第三者怎么办”的讨论，有人认

为，女性要自强，不能迁就容忍对方的伤害，要勇于自立，创造新生活；有的认为男人逢场作戏，不能不要家；有的提

醒当事人慎重行事，严肃对待婚姻问题，等等。这些观点背后，反映了不同文化的影响，但编辑善于引导，保持了健康

向上的格调。与港报家庭版依靠专栏作家供稿不同，深圳的男男女女自己抒写爱情、家庭关系的小故事和亲身体验，占

据深圳报纸家庭版的主要版面。这些文章写出了老百姓的真情实感，可读性强。在香港，上述内容不像在深圳报纸那样

占有主要位置，而让位于那些谈论家常生活、女性心理的小品文章。如《天天日报》家庭乐设置的栏目有：合家欢、望

子成龙、生活百事通、家庭顾问、育婴常识、健康与生活、煮妇手记、男人入厨、爱在今天、家庭幽默等。其中大多数

属于日常生活的知识介绍。《成报》第八街及《星岛日报》的缤纷妇女，以女性生活为主，以及家庭生活内容，女性题

材包括服装、美容、女性生理知识及女性心理等。《东方日报》有些栏目及内容，也力求幽默。如师奶007（介绍最新的

消费方式与信息）、摸透男人心等栏目名称，就颇具幽默色彩。把严肃的文章主题以形象生动的语言道来，也能叫人忍

俊不禁。 

在科技版方面。两地科技版都致力于普及科学知识，介绍新的科学成果，推广新科技产品，以知识性、趣味性吸引读

者。深圳报纸科技版力求拥有多层次的广泛的读者群，而港报则明确针对某一层次或某一专业相关的读者群。《深圳特

区报》科苑版“积极为读者和科技人员提供最新科技信息，让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和企业家登台亮相，向群众普及科学知

识也是经常性的任务。”如1995年8月31日科苑版科普廊专栏的《人体的化学师——酶》，就是一篇写得比较生动、形象

的科普读物。《深圳商报》1995年8月25日科技园刊登的《图文电视信息传输系统》，报道深圳电视台开办图文电视信息

传输系统的消息，并介绍相关知识。香港《星岛日报》科学园专刊主要面对非科技专业的一般读者。1995年8月14日，该

版发稿4篇，头条稿《袋装蔬菜细菌多营养少》，是为家庭妇女写的，《英国软禁囚犯全仗电子脚镣》，重在其趣味性；

《半导体舍矽取胶》，是最新的科技信息介绍。以上几篇文章，三五百字一篇，没有令人费解的专业概念，以日常语言

写作，浅显易懂。《快报》的科技快讯专刊，面向电脑业人士、电脑用户和爱好者，实际上是计算机应用专版，逢星期

一刊出。1995年8月14日发稿5篇，包括头条稿《Windows 95大检阅》，3篇有关电脑新产品介绍，一篇电脑入门指导文

章。 

在旅游版方面。深圳两大报均设有旅游版。《深圳特区报》的旅友版每周周五刊出，《深圳商报》的旅游版每周周六刊

出。香港《成报》的飞翔专刊，每周刊出两次。《天天日报》的旅游专刊多达3个，其中遨游万里情和消费旅游通每周各

刊出两次，新地新乐趣专刊介绍香港本地的旅游景点、风俗文化，每周刊出一次。《东方日报》及《星岛日报》不设旅

游专刊。两地旅游版都很有可读性，也有各自特点。《深圳特区报》旅友版“以浓郁的地方特色见长”。该版基本保持

每期一篇以上报道深圳景点及风俗文化的文章，积极为发展本地旅游业摇旗呐喊。其他篇幅，介绍国内景点多，海外景

点少。《深圳商报》旅游版的报道范围也基本如此。港报旅游版以题材广泛、内容奇趣见长。它们的旅游点介绍遍及世

界各个角落。如《成报》1995年8月23日飞翔版，刊登了4篇稿。其中《北岬荒凉大地无尽延伸海鸥长伴午夜太阳》，向

旅游者介绍到荒凉的北极海内北岬看午夜太阳升起的奇景。就文章风格而言，深圳报纸较注重文章的文学水平，强调笔

法细腻、生动，遣词造句较为严谨。港报旅游文章朴实、亲切，旅游者有感而发，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可以说，深圳

报纸文胜于质，港报则质胜于文。同时，港报版面热烈火爆，照片量大，色彩缤纷。深圳报纸版面清秀，照片用量少。

前者有时给人乱的感觉，后者有时流于呆滞。 

四、求同存异 共同发展 

从上述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深港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差异很大，然而在按新闻规律办事、新闻写作技巧、报业

经营管理等方面，相同的也颇多。我们既要肯定许多香港报人敬业乐群的精神，港报传递信息快、写作技巧老练、标题

醒目、资料丰富的优点，也要警惕部分香港报纸宣扬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传播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化等做

法。在今后深港新闻交流中要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同在何处？深港两地中文报纸同属中华文化，办报的人多是炎黄子孙，爱国爱港，维护祖国统一，是我们求同的基矗拥

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贯彻执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方针，保证香港平稳过渡，促进深港两地

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是求同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深港两地新闻工作者经常互访，守望相助，一起采访深港的重大政

务或经济活动，为促进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深圳特区报》创办初期，也曾经在香港《文汇报》社印

刷，并委托《文汇报》在香港和该报在欧、美的发行处扩大发行。随后，又与《文汇报》、《大公报》、《商报》等建

立交流稿件等关系。1995年，《深圳特区报》与香港星岛集团《深星时报》签订供版协议，并从当年7日起，每天向香港

的《深星时报》提供两个深圳新闻版面。《深圳商报》1995年2月开始，与香港《大公报》联合采编“深圳新闻”专版，

每周两期，每期一版，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这些都是成功的举措，并已取得了相应的社会效益。目前，在中央、盛

市领导的支持下，《深圳特区报》与香港《深星时报》酝酿进一步加强合作。同时，与文汇、大公等报社探讨合作创办

其他版面。 

异在哪里？深圳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区，香港目前仍为英国管治，1997年7月以后是我国的特别行政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

制度。深港两地的社会制度毕竟不同，新闻体制和新闻政策不同，两地报纸宣传也有很大区别，新闻意识的摩擦与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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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由于长期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科学理论指引和先进政党领导，商业文化和殖民地文化是香港文化的主要特

征。在利益驱动下，有些港报的新闻报道经常捕风捉影，前后矛盾，错误百出，误导市民。还有一些报纸副刊黄色的东

西很多，“咸”味很重，低级下流，毒害社会。我们要正视这个客观存在，既不能由于世界观、立场观点不同而拒绝交

往，也不可因为求同而忽视两地的差异。九七后，香港报纸的殖民地文化色彩可能逐步淡化，而商业文化对内地的影响

却可能增强，对此我们要更加重视。1996年1月2日江泽民视察解放军报社时指出，毛主席过去讲过：搞新闻工作，要政

治家办报。这一指示精神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上述讲话精神，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新闻事业的使

命。这些最基本的原则，我们什么时候都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但绝不可以用这些原则去对待和衡量香港报纸。

就是对《大公报》、《文汇报》等也不能要求与内地的盛市党报相同。有区别，才有政策和措施，才不辱使命。 

如何共同发展？优势互补是方向。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汇之所，华文报纸历史悠久，经验丰富：部分知名报纸不但在亚

洲，而且在世界有较大影响力。深圳是内地与香港衔接的前沿，肩负着“文化引桥”的使命。许多实践证明，我们不仅

可以与香港中资报纸合作，与中间派甚至右派报纸也可接触，保持一定关系。1989年北京发生那场政治风波后，深圳市

领导邀请香港的新闻传媒，包括《明报》、《东方日报》的负责人来深圳考察，向他们介绍我国经济政治形势和深圳特

区建设发展情况，加强双方的了解。事后，香港各报对深圳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情况，都作了较为客观的报道。《东

方日报》首次在一版头条位置报道中共深圳市委负责人专访，在香港以及华侨社会反响很好。我们深信，只要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解放思想，敢想敢闯，通过友好交流、研究、筛癣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两地报纸将来会逐步扬弃资产阶级

腐朽没落思想的糟粕，吸取现代世界文化精华，进一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断提高报纸的文化品位。同时，在报业管

理、报纸印刷和广告、发行等方面，互相竞争、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当然，香港九七回归后，是我国特别行政区，

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享有高度自治权。深圳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新闻文化交流，不是国与国之

间的交流，也不是一种制度下不同地区的交流。深圳没有必要以内地的社会主义新闻路线、方针、政策，去改造香港的

报纸；同样，我们也要严防国际敌对势力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把“新闻自由”作为实现“和平演变”

的手段，妄图搞乱我们的社会秩序。 

未来15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深圳未来发展的目标，是要建

成一个多功能、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经济建设，需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良好的舆论环境。我

们要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不断加强对香港，以至海外报纸的研究，在深化新闻改革

中，积极探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课题组成员为：吴松营、陈锡添、韩松、贺海亭、王少吾、黄小榕） 

原载 新闻大学 1996·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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