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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两报报道“煤电价格僵局”为例 

    我们很好的利用了周三报的长处，就此分别在1月11日和1月13日各发表一篇报道--《粤电

董事长潘力：煤、电不能只放一头》和《电煤市场化“在对峙中前行” 》。前篇以一家电力

公司老总的视角为切入点、在电煤企业和发电企业处于僵持状态的大背景下对此经济事件做了

报道，讲出了电力企业的苦衷，并用潘力的话点出了造成此僵局的一个要害之处“要进行市场

化改革，只能同时进行，而不能只放开一头。”；后篇正面报道了济南会议双方和相关专家的

说法，并在最后由国家发改委的话指出了此次济南会议的意义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报道指出了

煤电企业及职工不同的处境，道出了“发电企业依然希望依靠行政力量来获取比市场价格远为

低廉的计划煤，并以此作为提高利润的主要手段”这一问题的所在，并指明了发电企业应向自

身要效益的出路。 

    除此之外，我们还配发了本报评论员的2篇评论《煤电僵局或催生电价机制调整》《电

力"计划价"仍是主流 "市场价格"如何形成？》， 前者对“全煤会”做了回顾，指出了该会近

来来的不和谐的趋势，并指出了发改委的两个选择；后者对此次会议僵局做了评论，并分析了

电力今后如何形成“市场价格”。 

    评价：两篇报道分别点出了一个要害，合在一起让人对问题有了教为全面的认识。但本人

认为，此济南会议前后持续了10天，我们的报道还是略有单薄，比如后篇中也点明了电力企业

的自身问题，如高耗能低产出，并一笔带过了与国外电力企业相比耗能高出20%以上。本人认

为，我们应该刊发一篇国外电力企业的具体能耗与发电情况，以此让国内叫苦的电力企业感到

自己的差距。另外提到了煤炭企业职工待遇低、安全投入欠帐高和电力企业职工在利润下滑的

情况下依旧享有非正常高待遇的问题，本人认为10天时间，我们完全有能力分别采访一家有代

表意义的煤炭和电力企业，对他们分别作为标本进行解剖，让具体事实摆在世人面前，孰是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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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众心中也会自有数，也能更好的为以后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经济观察报由于是周一报，他们在1也16日只发了一篇完整或称综合的报道《煤电谈判对

峙中结束 解决方案有点蒙事》，报道中重点突出了“煤炭的抱怨”和“发改委的出面”，指

出了问题解决的“蒙事”，并在最后写出了争执的两个新动向--煤炭的歇工和电力企业购外

煤，表明还有更漫长的改革之路需要走下去。他们的报道重在对此事件事实的描述，指出了问

题，但基本上没有对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 

    两相比较，我们的报道量大更全面，传达的信息更多，这是我们周三报的报纸周期决定的

优势，即我们可以更及时地、前后纵深地进行报道，这是我们较经济观察报具有竞争力的所

在。所以我们要发挥渐进式报道的优势，既能快速及时的做出报道，更能随后进行跟进报道，

把新闻引向深入，使读者在报道的不断深入中，获得对社会尤其经济领域变动的及时而不失深

度的把握，并在探索式阅读中产生阅读快感，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当然，经济观察报的报道

随不是很及时，但全面，读者获得信息的成本较从我们这里获得要低，但是考虑到二者受众的

阅读需要，在成本差距可以接受的前提下，这一点是可以忽略考虑的。 

二、1月9日两报头版比较 

1）最上横排图文导读 

    《经济观察报》图文匹配，标题和提要简约、爽朗，留白恰当，给人视觉上的舒适感； 

我们导读标题太多，上下分4行，给人沉重感，且突不出重点，图形呈圆形不符合人们的阅读

习惯，不宜放头版位置，且很难看出与哪个标题有关联，给人以阅读障碍。 

2）头题报道 

   《经济观察报》文图搭配，成块状，具有整洁感；我们且不说假头条有干扰，图片新闻被

嵌在头题报道中，让人极易产生误读，理解成图与本文有关，标题做字号大而重，但排的文只

是一栏，有点失衡感。 

3）导读标题 

   《经济观察报》的标题大都是内涵式，即具有悬念或有故事感，容易使人产生阅读内文的

兴趣，比如《中国买家各自为战  铁矿石谁居中渔利》、《平安健康险“涨价”背后》、《张

斌离奇去职  中外运故事重新开讲》、《联想亚信高层换将  亚信集团艰难转型》等等；而我

们的标题则大都是陈述式，即一句话把整个报道的内容全透露出去了，产生不了导读的本来功

能--不但要“导”，而且让人去“读”内文，比如《上海19区县功能定位推迟定案》、《日本

拟任新驻华大使  或将延续“知华派”风格》、《华源重组竞争者通用：“30亿元不成问

题》、《航空三巨头联名上书：退还免税款，破除垄断》等等。 

4）整体感觉 

    《经济观察报》简约整洁，留白较多，给人以清新之感。我们头版导读、提要过多，像评

论提要的《龙之跃：中国企业梦想全球》（况且此标题又有点虚，虚标题是不适宜放头版的导

读中的）和四幅照片，其实没什么值得放到头版来的价值，倒不如空下来留白，加上假头条、

图片新闻的干扰，给人不舒服感和压抑感。 

                                                                        

 三、 我的头版编辑主张 

    在以上的基础上，我在这里简单说一下我对头版编辑的一些看法和主张，敬请不吝指教。 

    1）在版面意识之外，引入“页面意识”，即借鉴网络媒体新闻主页页面的简约、方便特

色。具体表现我们可以参照陈彤创立的新浪新闻编排准则：一、标题不转行。二、按新闻的截



稿时间把新闻标题从后往前排，且按照“要闻”、“国内新闻”、“国际新闻”、“财经科技

汽车房产”、“娱乐体育社会”等一定分类有序、合理排列。 

    针对我们21世纪经济报道来说，我们的头版导读中还会出现新闻标题转行的现象与导读标

题无序排列，据本人分析，头版左/右侧的导读既不是按版次也不是按新闻重要性上下排列，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改正的。新浪等网络媒体在适应新时代现代人阅读方面形成的一些网页页面

编排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2）倒二八理论的运用。记得从一本专业书上看到的这个理论，大意是用80%的精力做20%

的精品稿、好稿、有竞争力的稿子；用剩余20%的精力做那80%的普通稿。也就是说一张报纸并

非要把每一篇报道都做得卓越，而只是做好其中的一少部分。 

    那么，我想在头版编辑中，头版导读中究竟应该出现多少篇报道的标题，不知道咱们有没

有个内部的标准，但我看了咱们和经济观察报的头版，发现头版出现导读标题都超过了20%，

有时能达到总量的30%。本人觉得对此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倒二八理论，即头版导读标题数量不

应超过全部报道数量的20%，能把最具竞争力的报道标题出现在头版导读就可以了，但多了，

导读就失去了自身的意义，而且影响头版对读者的吸引力，给人以繁缛之感。 

四、我的经济新闻理念 

    作为想做“中国的华尔街日报”的  21世纪经济报道来说，我觉得我们的理念除“新闻创

造价值”外，还应在前面加上一句“阅读产生快感”，二者合在一起“阅读产生快感，新闻创

造价值”共同构成我们的新闻追求。我们奉献给读者的一是阅读时的快感，二是阅读后的价

值，二者缺以不可，这才是一张成熟的主流财经大报的风范和品性。而快感或快乐的阅读，要

求我们记者的行文要流畅，有趣味，还要有起伏的抑扬顿挫之感，即行文的故事性和跳跃性，

比如双线索、短句、蒙太奇等笔法的运用。创造价值的要求是报道不但要客观及时的报道经济

事件的事实，还要全面关注经济领域乃至全社会变动的动因（由来）、动态（事实）和动向

（趋势），更要将此变动将给读者所在的社会、群体和个体所产生的SWOT即S代表strength(优

势)，W代表weakness(弱势)，O代表opportunity (机会)，T代表threat(威胁)，让其能在阅读

后对自己接下来要选择的路有个参考和参照，此乃我们要奉献的价值。      

   谭老师，以上是我即兴而起，发出的一些自己的理解和看法，肯定有许多不妥之处还请谭

老师谅解，并希望您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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