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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报经济报道如何从“大财经”入手 

 

都市报过去经济报道主要以捕捉“柴米油盐”类微观经济现象为主。近年来，纷纷有意识地将报道重点放在

全局性的经济发展走势、国际国内重大经济事件、重要财经风云人物上。 
用大财经视角报道财经新闻是都市报的一个新尝试。但是，都市报的财经类新闻也最容易陷入普通人看不太

懂，专业人士又不屑于看的境地。 
  

用通俗解读“专精深” 

 

目前，走大财经路线的都市报经济报道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模仿专业财经媒体的做法，在报道上偏重专、

精、深，而通俗性却不够。从报道内容看，专业性财经报纸和都市报有所区别：专业财经报纸的财经新闻要求新

闻的高度真实性和可信度，信息的及时性，内容的丰富性，对于报道深度和分析力度都有较高要求；而都市报财

经新闻面向大众，大多针对经济局势与新闻，较少深入经济规律、经济细节。 
相应对策有两种： 
一是挖掘现象背后的故事。现在的经济新闻，多是由数据和现象组成，而最终能留在读者脑海中的却是一些

事件和故事。于是，在尽力挖掘事件性经济新闻的同时，记者也要善于“发现”故事。 
去年9月，《钱江晚报》推出了一组关于杭州人居住幸福感的主题报道。幸福感本是个很虚很主观的

词，如何将其化为一组有血有肉的报道？调查成为我们寻求鲜活报道对象的主要途径。我们走访了30个小

区，发放问卷1050份。在走访式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并将这些故事按年代与题材归

类。《住在杭州，你的幸福感有多高》《5个关键词，串起杭州人的幸福感》《那些不同年代的居住幸福

观》《幸福居住的5种可能性样本》等版面既横向又纵向地展现了杭州人居住幸福观的生活长卷。 
二是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数据在财经报道中占有重要地位，没有数据的运用，就难以看出财经报道中所要

反映的成就或问题，但经济报道的数字也是导致经济报道过于专业化、通俗性不够的一个致命弱点。 
如何攻克经济报道中数据数字多、专业术语多这个难关呢？将数字形象转化为一个个故事也许是个好办法。 
2003年《钱江晚报》改版时，就开始推出数字新闻版。和常规经济新闻版不同，数字新闻版的主要职能就是

如何“量化”数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很多人都听说过，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一指数对普通人生活的真实意

义。《钱江晚报》做了一组《我们钱包的真实价值—新财经时代解读》，通过故事的解读，读者知道数字究竟是

怎么说话的，零点几个百分点是怎样反映我们钱包的厚薄，这几年来我们的生活是怎样一点一点地富裕起来的。

读者发现，听数字讲故事，原来可以这样有趣。 
  

学做“社会”化的经济新闻 

 

经济类的深度报道强调的是内容的扎实和深度，而在形式上却比较单一。 
从杭州几大主流都市媒体的财经报道看，专刊版很多，但版面形式不外乎一篇大文章一通到底，一个大标题

再加几个小标题的形式。从报道体裁上看，一般都以话题性新闻居多，缺少事件性新闻、亲历性新闻。从版面分

布上看，一般以内容划分，很少以报道形式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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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社会新闻版面在形式上更灵活，除强调语言的生动活泼外，形式上也不拘一格，有现场

新闻，有信息发布，有故事集粹，有外地新闻。如《钱江晚报》的社会新闻就有“现场”“热线”“市

民”“发布”“亲历”“连线”等不同版面。 
都市报的优势就在于报道方式的多样，报道角度的新颖，语气口吻的亲近，新闻事实与受众的贴近性。因

此，形式的多样化应是都市报大财经视角需突破的方向之一。用社会新闻的报道方式来对经济新闻进行报道，是

近年来都市报纸在进行经济报道所采取的普遍手法：一方面强调社会性，同市民生活的贴近性，另一方面注意表

现手法的多样性与新颖性，以求得受众群体的扩大。 
《钱江晚报》的房产报道去年新推出“社区”“维权”“互动”等和百姓生活较为贴近的版面，今年又新推

出“争论”版。“社区”版面向的是购房之后如何提高居住舒适性，解决居住方面引发的一些矛盾的新闻话题，

“维权”版则是着眼于购房的法律问题，请律师做一些答疑解惑。“争论”版面对的是一些有正反论点的焦点话

题。 
《十个楼盘九个瞎  电子眼看不见翻墙人》就是《钱江晚报》社区版报道的一个代表。小区监控薄弱是普遍

存在的问题，记者用亲身翻墙的方式得出这样一个调查结果：十个楼盘九个瞎。整篇报道多的是记者在各小区的

遭遇，有几分像社会新闻，但其揭示的问题又是深刻的。 
这种报道方式直接借鉴了都市报社会新闻的报道方式。特别是语言方面，生动活泼的语言被广泛运用在当代

都市报纸经济新闻的写作手法中。都市报纸经济新闻生动形象，贴近市民，很大程度上在于语言的运用。 
  

让经济报道跟着人走 

 

都市报的财经新闻常常见物不见人，读者感觉缺乏阅读趣味。大财经视角的经济报道更容易出现这一问题。

相比社会新闻，经济新闻的成稿离不开数据。有些记者往往拿来现成数据和通讯稿件，交给编辑了事，内容显得

枯燥无味。 
经济报道应该是理性的。我们在经济报道的实践中，总想着尽可能真实地、贴近地触摸其中规律性的东西。

可是，如何将经济报道中的数据尽可能“化”到事例和人物的言行当中，让读者从故事中自然而然地发现规律，

掌握规律，这才是成功的经济报道。《钱江晚报》人物板块就是整个经济报道板块中最具人性化特色的一个分

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人的思想、性格、机遇对经济活动的发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如果把

人写真了，写透了，离经济规律性的东西也就不远了。 
《除了赚钱，还有什么—成功商人的别样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由一组人物集萃而成的报道。整篇报道展现了4

个成功商人的别样业余生活：打篮球、读易经、做教头。故事听完了，人们也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不应仅仅

为工作活着。原来，表述一个观点也可以在说故事中轻松完成。 
除了人物板块外，其他专刊版面如房产、汽车、生活家也在努力向“人”靠拢。如汽车板块的车客版就是一

个以车客为核心的版面，讲述车客们的喜怒哀乐，很生动。房产版的《长租，一种新的房生活》本来也可以用中

介公司的数据来表现，但用几个长租人的故事来表述更另类、更活泼。 
 
 

作者单位：钱江晚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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