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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读者定位 

一般而言，财经新闻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经济政策，一类是工业、农业、商业等各个行业的专

门业务，还有一类就是社会经济生活。应该说，这三类新闻又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相互

依存，相互影响。作为编采人员，要想知道读者青睐哪类财经新闻，必须做一番深入细致的市

场调查。 

譬如，《汕头特区晚报》在开辟“今日财富”专版时，就对该市读者市场作了认真的研究。汕

头是个百载商埠，民营企业发展迅速，国人熟悉的“大印象”减肥茶、“拉芳”洗发露、“金

味”麦片、“海霸王”食品、“集味村”月饼等，都是汕头生产的名优产品。这么一个充满商

业气息的城市，本应是经济新闻的“丰产地”，但是，翻开汕头的几家报纸，你会发现，里面

的经济新闻不但数量少，而且质量也不高——经济版面里所刊登的文稿，要么是写成硬邦邦的

八股文，要么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公司或产品介绍，远离百姓生活，根本无法满足读者的阅读需

求。《汕头特区晚报》瞄准这个市场空档，于前年推出了财经新闻专版。由于该报的读者定位

为高中以上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市民，财经版也将对经济感兴趣、并且拥有一定的相关知识、懂

一点理财技巧的群体作为自己的主流读者。 

此外，我们通过调查、座谈、暗访等形式了解到，读者对那些国家重大经济政策及其出台背

景、财富人士创业经历及其生活情趣、小本经营的成功典范、外埠商情等颇感兴趣，我们“投

其所好”，精心设置了“财经聚焦”（报道最新财经热点）、“财经明星”（经济界热点人

物）、“小本淘金”（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创业致富故事）、“各地商情”等栏目。这里，我

们可以从该报“今日财富”专版所刊发的稿件中，分析编辑在满足“读者需要什么样的财经新

闻”方面的思路： 

例如，4月8日该版的三条主干稿分别是《“中国400富人榜”热辣出炉：汕头人黄光裕名列第

三》、《“杀猪佬”清华“充电”——海丰民营企业家陈武的追求》、《冷饮业：今年有望首

次盈利》。《汕头人黄光裕名列第三》是当天该版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作为汕头本地的一

家报纸，编辑在审读《“中国400富人榜”》一稿中发现“黄光裕是汕头人”这个线索，遂深

掘细挖，将黄的有关背景材料（如资产、涉足行业、上市公司、创业史）配上照片用较大篇幅

刊登出来。显然，对本地读者而言，这样的文章多多益善。《冷饮业：今年有望首次盈利》作

为“行业透视”重头稿，显然是给老板看的。 

提供切实的借鉴与帮助 

第一，在报道内容的选择上，必须更多选取与读者生活密切相关的题材。地市报在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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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占有等方面均无法和大报抗衡，但是，在占有本地新闻资源方面，地区性报纸也有大报无

法比拟的优势。因此，在财经新闻的选题上，要尽量选择受众面广，与读者生活紧密相连，容

易引起读者共鸣的题材。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汕头曾经创造过辉煌，也曾走过弯路。特别

是前些年，信用的缺失和制假贩假行为的泛滥使汕头经济发展一度跌入低谷，人均GDP出现

“罕见”的负增长。这些年，汕头人痛定思痛，重建信用，重塑形象，出现了全市上下“人人

思发展，个个想创业”的大好局面。今年2月，为配合市委、市政府学习温州经验、促进汕头

发展的活动，我们及时推出了《温州民企人物故事》系列报道，重点介绍他们开拓市场的经验

与做法。同时，为了给那些有创业热情的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我们陆续在“小本

淘金”栏目中刊发了数十篇创业致富的文章。譬如《两万元开家凉茶店》一稿，介绍的是汕头

人赖某抓住广东人一年四季喜喝凉茶的商机，当年4月投资2万元在深圳开了家凉茶店，诚信经

营，童叟无欺，最后终于发家致富的故事。不少读者（尤其是下岗职工）读了都说，赖某的创

业经历读来亲切、真实，很受启发。 

第二，要力求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服务。读者读财经新闻，不是一般的浏览信息，也不是来欣赏

文采，而是希望能获取“有用信息”的。这个“有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指的是增加福

利，增加收入。比如，1996年上半年，中国股市“牛气十足”，各类证券报一时“洛阳纸

贵”，很多平时对经济新闻并不“感冒”的老太太也饶有兴趣地翻看着财经新闻，了解股市行

情。何故？就是因为这些报纸能为她们带来很多有用信息。对股民来说，一则数十字的公司公

告远比一篇数千字的介绍公司深化改革的长篇报道有吸引力。又如，伊拉克战争打响后，不少

地市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文章，分析战争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多大影响。其实，作为普通百

姓，他们更关注的可能是伊拉克战争对我国经济有何影响，再具体一点说，他们最关心的是与

其生活息息相关的液化气、汽油会不会因此涨价。如果编辑能够刊发此类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

报道，相信一定会受到读者欢迎的。 

第三，适当加大经济报道的广度与深度，以满足读者的多种需要。强调本地经济新闻的重要，

并非等于说其他新闻不重要，相反，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与完善，本地财经、国内财经和国

际财经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我们可以选择与当地支柱产业相关的新闻作为报道重点，例

如，陶瓷、玩具、纺织服装、超声电子、精细化工是潮汕的传统支柱产业，凡是与之相关的有

用信息，我们都不惜版面刊发。 

地市报由于版面所限，不可能像一些专业财经报一样，每天拿出数个甚至十几个版面，从不同

角度报道各地财经热点。如何在有限的版面中满足读者对经济信息的渴求？我们的做法是：每

天确保一个“财经热点”、一个“财经人物”、一组“经济快讯”见报，使信息量与可读性有

效结合起来。 

（广东汕头经济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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