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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报道竞争力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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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财经报道的竞争力，简言之就是其满足受众需求、争取市场份额的能力。所谓满足

受众需求，就是通过有效的信息服务，帮助受众减少不确定性，在交易中取得相对有利的位

势。 

  财经报道提供给受众的信息，可分为三个层面：①基本事实信息；②由表及里和由此及彼

的深度报道；③影响特别重大的独家深度报道。位处第一层面而不能提升者，必将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被淘汰；位处第二层面者，居小安而临大危，不进则退；经过努力拼搏跻身第三层

面，才能在竞争中手握胜券。 

  证券报道开财经报道先河，财经报道成为证券报道的扩展和延伸。这构成了近年来我国新

闻事业发展宏图中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如果说，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拉动着新闻媒体竞相参与或推出财经报道，那么，当财经报

道反过来进一步推动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时，一个不容回避且日益紧迫的课题摆在了众多竞争

者的面前：怎样提高自身实力以应对挑战？ 

  从证券报道到财经报道，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使命：最大限度地消除“信息不对称” 

  财经报道由证券报道演绎而来，证券报道因证券市场而兴。因此，探讨财经报道的竞争

力，就不能不把目光投向其历史与逻辑的起点———证券报道与证券市场的关系。 

  作为搭建在融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桥梁，证券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通过

“看不见的手”优化资本配置的重要角色，为使投资者和融资者们能够满怀信心地进场交易，

就必须将市场的规则和运行建立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使之成为能够保护交易者合法

利益的可信的市场。同时，为克服“逆向选择”亦即资源的不良配置，就应努力营造交易主体

在充分获取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理性选择的环境，从而使之成为一个真正有效的市场。“可

信”和“有效”是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的两大基石。 

  无论是要提高市场的“可信度”，还是要增强市场的“有效性”，都离不开一个不可或缺

的前提：信息透明。正是在这样一个坐标点上，以传播信息消除不确定性为天职的大众新闻媒

体切入证券市场。这个切入点，也就是财经报道的逻辑起点。 

  透析这个起点，就不难理解，从证券报道到财经报道，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使命：最大

限度地消除“信息不对称”，即尽可能地让参与市场交易的人们同质、同量、同时获取与交易

有关的信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从不同角度对财经报道提出了种种要求，如宣传法规政策、

提供投资咨询服务、保护投资者利益、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促进市场规范发展，等等。但是，

归根结底，这些要求的实现，无不包容在这一基本使命的履行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财经

报道的竞争力也就取决于上述“最大限度”和“尽可能”的实现程度。 

  信息不对称不可避免，人们对信息透明的追求永无止境。财经报道因而既悲壮又富于挑战

性 

  一部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表明，市场各参与方不可能同质、同量、同时获取与交易有关的

信息。荣获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3位经济学家的研究，从信 

  息经济学的角度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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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内外证券市场的实际看，信息不对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其一，因市场各参与方在市场当中所处地位的不同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比如，在上市公

司的经营管理层和股东之间，在大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散户之间，在内幕知情者和普通股民之

间，是永远没有“信息平等”可言的。  

  其二，因获取市场外围相关信息的迟早或多少而形成的信息不对称。例如，在历史上的某

几个特定时期，沪深股市与香港股市形成了彼伏此起的“翘翘板效应”，在来自香港的信息渠

道不十分畅通的情况下，有条件的“先知先觉”者明显占据了交易优势。 

  其三，因市场各参与方知识和经验的差异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这常常表现在，当人们同

时获得某一信息时，对信息的理解或理解程度往往不一样或不一致，他们的投资决策及投资回

报因此而分出高下。  

  其四，因对虚假信息识别能力的高低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制造虚假信息，实质上是通过

人为地拉大信息不对称的差距，获得交易上的优势，谋取不正当利益。面对“信息迷雾”，有

经验或有渠道去印证信息真伪的人与没有经验或无从印证的人自然不可能“平起平坐”。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使人们放弃消除或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努力。因为，信息透明对

证券市场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如果放弃这种努力，就意味着对市场本身的否定。 

  事实上，正是这种客观的信息不对称的必然性与主观的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决心与努力，构

成了推进证券市场建设和发展的一对十分重要的矛盾。证券市场如此，其它金融市场以至更加

广义的市场范畴同样如此。  

  正是这一矛盾及其运动，一方面注定了，财经报道是一个颇有几分悲壮色彩的为理想而奋

斗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财经报道是怎样由证券报道起步，一步步向广度和

深度拓展的。 

  财经报道的竞争力，简言之就是其满足受众需求的能力。竞争力的强弱，则体现在信息服

务的广度和深度上 

  针对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现状，我国新兴证券财经媒体从未停止过为改变这种现状而进

行的努力。 

  ———为缩小市场参与者因所处地位不同而形成的获取信息的差别，在既有信息披露制度

下，把对新闻报道的一般要求，如真实、迅速、全面、客观、公正等，运用到极致，尽可能及

时、充分和大范围地报道按照法规必须披露的信息，特别是来自上市公司即股票发行人的财务

信息和经营信息。  

  ———为缩小市场参与者因接收相关外部信息的条件不同而形成的在信息获得量上的不对

等，在创办较早的专业媒体脚下延伸的，大多是一条不断扩大报道领域，由狭义证券媒体走向

广义证券媒体亦即财经媒体的道路。 

  ———为缩小市场参与者因理解能力的强弱而形成的消化信息的差异，解释信息，揭示蕴

含在表象信息背后的实质信息，预测当前信息对未来市道的影响，几乎成了各专业财经媒体组

织报道时推出的大同小异的“套餐”。考虑到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平均认知能力，“专家看了认

为有水平，普通人看了也明白”，更是高水准财经媒体追求的境界。  

  ———为减少虚假信息对市场的干扰，防范、揭露和打击制造虚假信息的人和事，已成为

证券财经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同义语。进入新世纪，在一些新兴财经媒体的推波助澜

下，“证券打假”更是成了业内媒体为“争夺眼球”、扩大市场份额所使用的“利器”。 

  此外，它们还通过积极的舆论影响，推进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本身的改进与完善，从而

促进我国新兴证券市场的规范与发展。  

  换一个角度考察，这大体沿着时间坐标演进并与资本市场规范发展相同步的报道内涵的深

化与外延的扩大，不正构成了财经报道竞争力的一层层叠加吗？ 

  什么是财经报道的竞争力？在新闻媒体特别是财经新闻媒体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我们必

须与时俱进，戴上“市场的眼镜”，从媒体与受众互动的角度来观察和认识问题。从这样的角

度看，财经报道的竞争力，简言之就是其满足受众需求、争取市场份额的能力。所谓满足受众

需求，就是通过有效的信息服务，帮助受众减少不确定性，在交易中取得相对有利的位势。  

  一般说来，财经报道提供给受众的信息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在财经报道视野内新近发生

的事实的报道，如国家税收政策调整、银行利率升降、证券市场“游戏规则”变化、上市公司

业绩起伏、股市行情波动，等等。这类报道所传递的信息，可称为“基本事实信息”。对于财



经媒体的受众来说，这些信息是满足其基本需要的，是其从事投资理财所必须掌握的。正因如

此，它们是财经报道最低限度的、必不可少的内容。够不上这一“门槛”的新闻媒体，是没有

资格进入财经新闻市场分食“蛋糕”的。但是，在社会信息化程度空前提高的今天，仅仅提供

这类公开信息，只是具备了“入门”的最低要求。媒体之间在这方面的竞争，更多地体现在技

术层面，如报道是否及时，内容编排是否“抢眼”，等等。除特别情况外，它们在这个层面上

满足受众需求的程度大同小异。  

  第二个层面的信息，是由表及里和由此及彼的深度报道。由表及里，就是探寻事物背后所

蕴含的多层次意义；由此及彼，则是寻求此事物与彼事物或彼事物与此事物的联系。这种深度

报道的意义在于，不仅告诉受众已经发生了什么，而且要告诉受众还可能发生什么。前瞻性和

预测性，是财经报道的一个基本属性。举例而言，发生在大洋彼岸的“9·11”恐怖袭击事件

及美国政府的应对之举，将给调整中的美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全球经济中占有举足轻

重地位的美国经济又会怎样影响世界经济、亚洲经济以至我国经济？这种影响对我国的进出口

贸易提出了怎样的挑战？我国引进国际资本又面临了什么样的机遇？对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各

自影响几何？对不同的经济部门及分布在这些部门的上市公司分别意味着什么？所有这些会给

包括证券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带来什么变化……根据受众需求对这些问题进行层层剥笋式的分

析和报道，就是一个由表及里与由此及彼相互交织的信息开掘和发布 

  的过程。由于蕴含在上述“意义”和“联系”中的信息不是直白显露的，是要通过报道策

划和调查研究刻意发掘的，而且发掘出来的信息往往因其满足受众需求程度的差异而带来不同

的社会反响。因此，对财经媒体来说，能否推出和经常性地推出高水准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的深度报道，是一个颇见功底和竞争实力的考验。 

  第三个层面的信息，是出乎人们通常预期的、影响特别重大的独家深度报道。如对某一重

要趋势的与众不同的预测和对重大黑幕的揭露等。前者在报道之初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更多

的是“事后论英雄”。后者往往会奏得“一石激起千层浪”之效，引发轰动性的社会反响，对

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如《财经》杂志前年推出的“基金黑幕”和去年推出的“银广夏陷阱”，

就达到了这种境界。由此给媒体带来的长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不可估量的。推出这样

的报道，就编辑、记者而言，要有眼光独到的组织策划，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精心推敲的写

作、编辑，但更多的是挑战编委会特别是总编辑：对事件本身和大局的判断与把握；身为新闻

工作者的职业冲动和职业精神；顶住方方面面压力的勇气和毅力。正是这种种因素的组合，构

成了财经报道竞争中最有力的“拳头”。 

  上述三个层面的信息服务，构成了财经报道的三重竞争力。在实践当中，从第一层面到第

三层面，是一个以前者为基础，渐次提升的关系。位处第一层面而不能迅速 

  提升者，必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位处第二层面者，居小安而临大危，任重道

远，不进则退。只有经过奋力拼搏跻身第三层面，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手握胜券。  （作者是

中国证券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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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报道竞争力刍议 会员评论[共 1 篇] ╠

文中的例子举得很好。但问题是记者应该怎么样自我修炼，才能达到较高的层次？ [robin_wood于2002-

8-12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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