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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专刊现象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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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专刊，是我国报纸发展出现的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以《经济日报》为例，过去只有

“理论周刊”、“今日视点”、“汽车天地周刊”、“信息时空周刊”、“证券周刊”、“财

金报道”等，持之以恒的也不过１０种左右。２００２年一下推出“中国人居”、“中华儒

商”、“品质平台周刊”、“环球财富”、“县域经济周刊”、“开发导报”、“城市纵

横”、“企业发展专刊”等，超过了以往所开办的总量，使报纸显得更有特色。 

  专刊现象，可以说源于周末版，发展于报纸的扩版，是适应形势发展的必然。 

  报纸专刊———适应形势发展的必然 

  回顾一下过去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当社会生活对信息要求比较单一时，人们对传媒要求

也比较单一；当社会生活多样化、丰富多彩时，人们对传媒的信息需求会随之激增。如果传媒

对此没有恰当的应对措施，就不能适应发展形势的要求。 

  有研究表明，人们对新闻的需求是有层次性的。一般说来当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很低的情

况下，多数人对新闻的需求是低限度的，有着预定目标而需求获得新闻信息的是少数人，对

“应知、欲知、未知”的追求处于一般状态；当人们的物质生活处于中等水平时，多数人对新

闻的需求处于上升状态，对“应知、欲知、未知”有较强的追求感。按照国际通行的观点，一

个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占整个消费支出的比重，称为“恩格尔系数”，用以衡量该国人民的生

活水平。恩格尔系数在６０％以上的属贫困状态；在５０％～６０％之间的属温饱型；在４

０％～５０％之间的属小康型；在４０％以下的，属富裕型状态。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

家庭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１９９４年开始已下降到５０％，进

入温饱型状态，１９９７年达到４６．４％，进入小康型状态。这标志着我国城镇人群在２０

世纪中后期已进入对新闻需求有较强追求感的层次。人们对新闻需求的增长，导致报纸容量的

扩大，这是报纸扩版的另一个因素。 

  报纸专刊———在新闻改革中发展 

  我国报纸专刊的发展，起源于新时期的新闻改革。 

  “周末版”———它本身就是报纸专刊的一种形式。周末版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起初来自

新闻文风的改革。人们比较喜欢那种亲切平等的而不是居高临下训教的，新鲜的而不是老一套

的，生动活泼的而不是呆滞死板的新闻风格。当时报纸的副刊由于形式多样，语言比较生动活

泼，有一定知识性、趣味性，相对于正版，比较可亲可读，比较受读者欢迎，一些报纸就在副

刊的基础上扩大版面，发展成为“周末版”。据有关资料显示，１９９２年中国报纸出现“周

末版热”，仅１月４日(当年第一个周末)全国省级以上的报纸就有１９家推出“周末版”。第

二年“周末版再度升温，在全国１８００多家报纸中，有一半以上都办了周末版。南方日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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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由４版扩为８个版，单独发行，发行量比《南方日报》还高出一倍。副刊、周末

版带动了报纸的文风改革，提倡新闻从中汲取营养，增强报纸的可读性。因此，可以说周末版

是借鉴于报纸的副刊，从报纸副刊发展而来。 

  媒体间的竞争，给周末版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但也充满了挑战。随

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广播、电视是报纸强大的对手。在对手的叫板与挑战中，报纸在寻找自己

的发展优势。相对而言，报纸的优势是便于在阅读中反复思考，便于剪集分类，便于储存查阅

等。报纸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强化了深度报道、系列报道、专题报道、重大事件的完整性报道

等报道模式。这类报道一般是通过提供系统的背景材料，从宏观上分析和解释新闻事实的性

质、起因、后果、趋向，对相关的社会、生活、经济、文化、道德等现象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全面深入地展示自身的内涵，分析矛盾，揭示本质，给人以启迪，从而晓之以理，导之以行，

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和导向性。 

  报纸专刊———富有活力的新闻体裁 

  我国新时期的第一张报纸专刊，如果从１９８１年１月诞生的《中国青年报星期刊》算

起，到现在已走过了２１个年头。在这２１年中，报纸专刊从少到多，到“专刊热”，又到一

再升温，如今已遍布于各报纸的版面上。报纸专刊的足迹说明了它的作用，展现了它的活力，

显示了它的生命力。 

  ———报纸专刊协调了版面分工，突出了正版，办活了专刊，更好地肩负起新时期的报纸

的使命。报纸是由于信息传播量的骤增与版面少容量小出现的“瓶颈”矛盾而扩版的。扩版后

专刊在版面协调中起了重要作用。 

  ———专版带动了文风改革，引导了传受方式上转换，增强了可读性，贴近了读者。周末

版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风有特色，比如生动形象的语言，亲切的人情味，朴实

的生活味，硬新闻软处理的手法，知识性、趣味性以及那种带微笑的而不是扳着面孔训人的架

式，给人以轻松、亲切感等。这些都在整个新闻报道中得到借鉴，推动了新闻报道的文风改

革。 

  ———报纸专刊，读者定位外延缩小，增强了针对性，更适应多元化、多层次的读者群体

需求。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读者群体呈现多

元化、多层次的格局，甚至出现一些特殊的读者群体。各种各样的报纸专刊，正好能适应读者

多元化的需求。 

  ———报纸专刊，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报纸的功能，特别是一向不被重视的服务功能。过去

都比较重视报纸的宣传功能、教化功能、信息传递功能，而对娱乐功能和服务功能重视不够。

专刊的兴起，使报纸的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强化，比如“股市行情”，几乎所有的晚报、都市类

报都刊登，还有许多报纸又办了“证券专刊”。 

  当然，报纸专刊的杂志化倾向，无疑是个误区；报纸刊号的审批难，使有些报纸处于无

奈，不然有些专刊就有可能办成一种专业性报纸。实践表明，社会进步，时代发展，新闻改

革，给报纸专刊开辟了新的空间；报纸专刊的发展，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深化了新闻改革的内

涵，二者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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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经济专刊的运作发展空间 (2003-8-28) 

· 我国报纸专刊发展及演变探析 (2002-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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