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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报纸财经新闻的发展趋势
(((以-重庆商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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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对于都市报而言#财经新闻是满足读者新闻需求的重要内容#财经新闻的好坏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都市报纸在市场中的地位$ 本文将以-重庆商报.为例#解析都市报财经新闻

报道方面的发展经验及面临的问题#对研究都市报财经新闻报道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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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随着全民理财意识的觉醒!读者对财经报道

的渴求激增" 对于都市报而言!财经新闻成为继

社会新闻&时政新闻&民生新闻&服务新闻之后新

的竞争阵地!财经新闻的好坏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都市报纸在读者市场中的地位" 因此!如何做好

财经新闻成为都市报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要

问题之一"

)重庆商报*以+一报独大!一以贯之!报道客

观!独到原创,的办报理念!见证着重庆城市发展

和市民生活的变化(注重本土化&原创性&贴近性

和参与性!及时跟进与重庆有关的财经报道!宣传

重庆城市新形象!成为重庆市发行量最大的日报

之一" 本文将以)重庆商报*为例!解析都市报财

经新闻报道方面的发展经验及应该妥善处理的几

个关系!以期对我国都市报财经新闻报道的未来

发展有所帮助"

一%,重庆商报-财经新闻报道的基本

经验

"一$读者定位)三高*人群

)重庆商报*的读者定位中高端化!在它的读

者群中的 G%^为重庆地区高收入&高学历&高消

费的+三高,人群!普遍拥有本科以上学历!他们

是经济社会里最为活跃的因素!对社会和经济事

务影响力强&消费和资源支配能力强" 这些读者

由于自身的素质!较为关心经济生活!对媒体的品

质要求也较高"

在确定目标读者后!)重庆商报*有针对性地

设定了精准的发行渠道!如在主城设置 X """ 个

高端场所赠阅点!覆盖高档社区 !"^以上订户及

近万个移动全球通 AP_用户!与数家金融机构共

享AP_客户资源等!这为巩固和提高目标群体占

有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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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在+三高,人群之外!对个人金融资产管理感

兴趣的&对社会的商业资讯有浓厚需求的&接受商

业教育$如 R;M&@R;M%的一般投资人士!以及

一部分大学生是)重庆商报*的辅助读者!而随着

这些辅助读者逐渐成长&发展&升迁!又慢慢转化

为核心读者" 现在媒体已经进入分众传播甚至是

小众传播的时代!要办一张大家都能看懂&妇孺皆

宜的财经报纸!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因此)重庆商

报*的目标是塑造在目标读者中的影响力"

拥有高质的核心读者群是)重庆商报*发展

的重要资源!一方面这些读者的收入较高&购买力

旺盛!是说服&吸引广告客户投放广告的有力砝

码(另一方面!这些读者本身决定着企业的宣传策

略与广告的投放!他们在做决策时自然会考虑到自

己所认可的媒体" 掌握了这部分人群!使)重庆商

报*的影响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不俗的"

"二$内容选题)时政l民生*相结合

都市报财经报道是以本区域内的投资者&市

民为主要读者!他们对财经新闻的诉求在于报道

的实用性和服务性!通过阅读信息满足其信息需

求&把握经济形势&增强决策的理性" 尤其是对于

都市报面向的某一区域的读者而言!他们希望看

到的财经报道是+时政财经报道 l民生财经报

道,的有效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服务于读

者的经济决策" )重庆商报*财经报道的总思路

是+上有着天&下有落地," +上有着天,是指关注

宏观经济形势!体现报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下

有着地,是打造民生财经报道!围绕百姓感兴趣

的话题!为理财支招&为创业引路"

回顾)重庆商报*一年来的财经报道!内容涉

及金融&产业&行业&消费等领域!具体包括物流&

电子&旅游&餐饮&零售&食品&水电&煤炭&汽车等

方面! !"#" 年 X 月 #J 日!国务院为遏制部分城市

房价过快上涨!发布 +新国十条," 面对国务院发

布的楼市新政!读者迫切需要兼具权威性&专业意

识和责任感的财经报道为他们答疑解惑!帮助他

们了解国家经济的最新动态" 在此情况下!)重

庆商报*X 月 !# 日起正式推出专版+渝州楼市,!

通过对基本事实与权威数据的科学分析!为读者

提供准确&可信&专业的楼市资讯信息!结合重庆

楼市发展状况!着重阐释+楼市政策,在各个领域

产生的影响" 通过报道)众说纷纭话地产新政*

$X 月 !# 日 "!# 版% )商业地产前景向好 专家建

议宜作长线投资* $G 月 F 日 "%% 版% )金九末 楼

市遭遇再调控银十月 房价会否大震荡*$#" 月 F

日 "E" 版%)第二轮房地产调控落地有声 重庆楼

市上周成交量下降近七成* $## 月 E 日 "E$ 版%

等!及时跟进并解析+楼市政策,影响下重庆楼市

的发展状况及对重庆市民的影响" 这些报道紧跟

时政!贴近民生!深受读者欢迎"

"三$报道方式)新闻l专刊*相结合

面对新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纷繁复杂的市场形

势!人们不仅需要通过财经新闻!及时&准确地了

解财经信息和产经动态!而且需要媒体以财经专

刊的形式!从宏观&中观&微观多层次&多角度地解

释新规则&分析市场变化&挖掘信息背后的内涵!

从而充当起媒介投资顾问的角色!帮助&引导读者

正确&有效地投资理财"

)重庆日报*的财经新闻采用财经新闻与财

经专刊相结合的方式!财经新闻能够多角度透视

社会生活中的财经现象!介绍新的经济形态!报道

正确且富有创造性的独家视角(而财经专刊则在

同一版面融合多篇同主题的财经报道!如追踪热

点事件!分析政府行为&决策等" 财经专刊能够将

上述具有前瞻性的观点!通过对财经信息的重新

组合&分析后!以专题报道的形式反映出来!形成

内容上的强势和报道的热点!其每周一期的)创

富周刊*将金融行业的新闻报道与广告客户的宣

传融合在一起!既为目标读者提供其所需要的财

经信息!又为广告客户提供丰厚的附加回报"

二%都市报财经新闻报道中需要理顺

的几个关系

"一$读者定位上#协调好专业读者与普通读

者之间的关系

目前刊载财经新闻的报纸可划分为两种类

型#专业财经报纸和都市报" 专业财经报纸着眼

于宏观&区域及产业经济!篇幅长&有深度!适合高

知阶层人士阅读(而都市报主要面向某一特定区

域的特定读者"

)重庆商报*作为一份都市报!它的读者群可

以划分为三种类型#首先是一些事企业中高层管

理人员&企业决策者以及经济理论学者!他们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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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报道是为给企业的决策&管理和章程制定!学

术研究或政策建议提供帮助(部分中下层管理人

员和财经工作者!他们阅读财经报道获悉行业发

展形势&满足工作需要(还有一些普通大众!他们

通过阅读财经报道获取理财知识&了解经济形势"

因此!都市类财经报道一方面要体现核心读

者群的阅读需求!另一方面也要照顾潜在读者与

辅助读者的阅读需求!使财经报道尽可能地具备

可读性&服务性与通俗性!减少令普通读者摸不着

头脑的专业术语&数据&图表等方面的报道!避免

财经新闻报道+外行看不懂!内行不屑看,的尴尬

境地!使财经报道做得读者看得懂&喜欢看"

"二$内容选题上#处理好宏观经济解读与民

生财经新闻的关系

宏观经济解读与民生财经新闻报道是都市报

财经新闻报道的两个重要方向" 宏观经济解读包

括理财&投资&财经等!要求记者在财经报道中!对

全国乃至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事件加以解读!将

宏观经济政策具体化&形象化" 如果财经新闻仅

限于提供事实消息!而缺乏对宏观经济的深度解

读!没有进行背景分析和事件发展趋势的预测!就

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从而使财经报道失去权威

性和影响力"

然而!宏观经济解读不能束之高阁!远离百

姓(对宏观经济解读的最终落脚点是某种经济形

势或经济政策将会对每个个体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对宏观经济的解读最终还是要回归民生" 关

注民生财经新闻!就是要关注民生当中的大事小

事!注重报道的实用性与服务性!从读者经济利益

的角度出发!将都市报财经新闻做成生产和生活

的参考手册" 如关于产品质量问题!教消费者如

何识别&规避劣质产品!如何投诉等!能大大提高

新闻的价值" 除此之外!都市报财经新闻还应重

视提供商情信息"

"三$报道方式上#把握好财经新闻专业性与

趣味性之间的关系

读者喜欢看财经报道!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财

经报道能供带给读者大量应知&预知而未知!并且

对其个人发展极为有用的信息" 读者不仅渴望在

第一时间获得权威&专业的新闻信息!更期待媒体

能够对信息进行分析&综合&重新组装!将其转化为

一种更为通俗&易懂的新闻报道" 当前!我们的财

经报在处理信息上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大块头的

专业报道占据版面的重要位置!但语言艰深&晦涩!

使普通读者望而却步!二是提供的信息太过注重趣

味性!信息流于表面化!缺乏对新闻价值的深度挖

掘!即处于+专业性,与+趣味性,之间的两难境地"

在报道方式上!财经报道要把握好专业性与

趣味性之间的关系" 既有专业的权威感!又能体

现都市报的亲切&实用&有趣!普及知识和服务市

民的特点" +记者不仅要了解专业术语!以便能

与所报道领域的专家进行交流(记者还要有能力

将这些专业术语转化成读者能够理解的词

汇",

.#/这要求财经记者应该将专业的材料进行

平民化的解读!语言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使外行

看得懂&乐意看!甚至可以在文中提炼要点&名词

解释&背景链接等编辑手段!帮助读者理解新闻"

三%,重庆商报-财经新闻报道的启示

"一$关注本地读者对区域财经新闻的需求

政府决策是经济发展的风向标!财经报道只

有深刻体现政府决策的背景及意义!才能帮助企

业&个人作出正确的经济决策" 区域经济的发展

受到政府行政主导和市场自主调节两方面的影

响" 本地政府制定的政策&决议对区域经济的发

展更为直接!因此!财经新闻报道应关注当地政府

决策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做政府与百姓之

间沟通的桥梁!及时向读者提供当地政府出台的各

项经济政策的信息!维护地方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重庆商报*作为一份面向重庆地区的都市

报!十分注重在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特点的前提下!

满足区域读者对本地财经新闻的需求!重视经济

政策和经济环境对区域经济造成的影响&关注区

域经济出现的重大变化!深入解读政府出台的宏

观经济调控政策!分析潜在的经济发展趋势!更好

地服务于本地经济发展" 除每日占据报纸重要版

面的财经新闻之外!还在边栏开设了+财经眼,时

评&+财经短波,&+本埠经济,&+天下财经,等短

新闻栏目!力争使每一期的财经新闻都能充分反

映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

"二$内容选题上注重对宏观经济的解读以

及民生财经的关注

改善财经新闻报道!要加强内容的贴近性!也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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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软硬结合,#既有直接迅速报道宏观经济政

策的硬报道!也有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类软

报道(既有对全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报道!也有对本

地经济状况的关注" 在财经报道中加强对宏观经

济的解读以及对民生财经的关注!有助于使人们尽

快理清当前纷繁复杂的经济形势!阐明经济政策出

台的原因及影响!为公众提供富有价值的信息"

都市类财经报道不应只是宏观经济的+传声

筒,!而且要做民生财经的+解码器," 今年楼市

新政的政策读起来比较枯燥!)重庆商报*从多角

度解读楼市新政!追踪经济政策和形势的变化!加

强对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的采访!使对热点现象

的解读&分析评论权威!有影响力" 而且楼市新政

所产生的影响关系到每个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

根据重庆市的实际情况做出必要具体分析!告诉

读者新政将给他带来怎样的影响!从民生视角透

视经济事件!有利于理性引导读者的经济决策!帮

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投资观!避免盲目投资心理!塑

造更为专业&理性的投资者" 记者要从国家宏观的

经济政策中发掘新闻的看点!寻找与本地经济形势

的关联点!使财经新闻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

近实际!充满生活气息!更有吸引力和感染力.G/

"

"三$报道方式上力求更加生动化%活泼化%

趣味化

如何使财经报道更加生动化&活泼化&趣味

化!我们不妨学习一下)华尔街日报*在财经报道

方面的成功经验" )华尔街日报*在其财经报道

中率先引入财经故事!借鉴社会新闻的处理方法!

在财经故事中不仅蕴含着记者对新闻价值的判

断!也能通过故事巧妙地穿插背景资料!使其很快

成为财经报道的重要手段"

美国记者威廉7@7布隆代尔结合自己的采

访经历出版了)3华尔街日报4是如何讲故事的*

一书!他认为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报道新闻!能使新

闻变得有趣&可读!认为+太多的数据无异于毒

药," 他的这一观点对于改善财经报道大有裨

益!针对在报道中大量使用枯燥的数据的现象!他

建议改造数据!让数据多一些形象!少一些抽象#

对于不太重要的数据可以把它变为概数(用比率来

代替庞大的数据(用最简单的方法把意思表达清

楚(提供一个参照物!使数字更加形象"

.E/然而!故

事化的报道手段也不能滥用!故事的选取要看他最

终是否有益于主题的表达!能否反映记者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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