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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财经专业报道概论》一书的第二版，二版改名为《财经报道概论》。
2005年初，复旦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复旦博学·新闻业务高级教程”，作为新闻教学和科研的
辅导教材，承蒙不弃，出版社诚邀我作为财经报道领域的撰稿人。
在复旦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以及责任编辑章永宏先生等人士的帮助指导下，此书终于2006年4月成稿，
并于当年8月出版。
此书出版后，一些新闻院校财经专业的师生和财经媒体的实务工作者，通过各种方式给了我很大鼓励
，同时也指出了诸多不足。
2008年春，此书有幸被评选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章永宏先生一再催促
我修订后再版。
而这两年来，又正逢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国内外财经媒体和财经报道的地位日显重要，原书很多内容
巳跟不上形势发展，遂干2008年10月以雷曼破产为标志的金融危机后动手改写。
二版在一版的基础上作了很大改动。
在结构上，采取从“大”到“小”的写法：即从宏观调控写到财经报道的七大要素市场——货币市场
、外汇市场、人力资源市场、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资源市场和公共产品市场，七要素中重点是资
本市场。
资本市场又有七个子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信托产品市场、权证和衍生品市场、
资产证券化和风险投资市场，股票市场又是其中的核心。
这样从要素，到资本，再到股市层层切入。
在材料取舍上，尽量选大众化的市场，如外汇市场、期货市场、票据市场等个人投资者较少涉及的就
少些或不写；反之，因金融危机、资产证券化等已为投资公众所耳熟能详的部分，就多花些笔墨。
另外，房地产市场、黄金市场和人力资本市场，因公众关注度极高，也设有专门章节。
在各大专业市场的前面用了四章，分析财经媒体的趋势、财经报道的特色以及财经记者必须具备的专
业素质。
在行文上，则尽量多找一些案例，互相印证比较，以供实务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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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纷繁复杂、专业性极强的财经报道领域，不仅让新闻记者望而却步，新闻教学人员也颇感棘手：从何
着手? 《财经专业报道》（第二版）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它的系统框架提供了财经领域的“概念地图
”，它的专业知识提供了基本的“财经眼光”，它的中国特色提供了“本土经验”。
　　新版作了很大改动——　　在结构上，采取从“大”到“小”的写法：即从宏观调控写到财经报
道的七大要素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人力资源市场，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资源市场和公
共产品市场，七要素中重点是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又有七个子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信托产品市场，权证和衍生品市场，
资产证券化和风险投资市场，股票市场又是其中的核心。
这样从要素，到资本，再到股市层层切入。
　　在材料取合上，着力对大众化的市场如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黄金市场和人力资本市场等，进
行详细阐述。
对外汇市场、期货市场、票据市场在等个体投资者较少涉及的市场则一笔带过。
　　在案例方面，增加了很多新的、经典的且具可读性的案例，相互印证，以期实际功用。
　　本书适合于财经记者编辑提升业务能力和财经新闻专业教学使用。
　　本书配有详细的教学课件，选用本书为教材的老师可来函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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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宛男，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任《解放日报》记者、主任记者；《新闻报》采访部主
任、金融财税部主任；《上海证券报》编委，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杂志副主编；《新闻报》
编委、新闻总监、总主笔等职务，现为《新闻报》高级记者。
同时为多家财经媒体专栏作者。
 
　　贺宛男从事新闻工作逾30年，长期从事经济报道，尤其是财经报道。
1989年开始进入证券报道领域，1990年7月（即中国股市诞生前半年）创办了全国媒体第一个证券专栏
——《新闻报》证券市场专栏；1994年1月又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以上市公司为主要报道对象的刊物——
《上市公司》杂志。
个人主要从事上市公司评论、金融创新以及证券市场制度和法制建设研究，十五六年来撰写了上市公
司年报分析、公司评论、政策评论、市场评论、财经评论等数千篇。
著有《证券市场导游》、《证券投资技巧》《家庭投资百窍》、《业绩：成长与重组》、《中国股市
投资手册》、《证券法与股市新理念》、《化妆舞会——挑开百家上市公司面纱》、《财报全库》等
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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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再版前言原版序言绪论 从经济报道向财经报道演变第一章 上升期的财经媒体第二章 财经记者大视野
　第一节 三驾马车：GDP是这样拉动的　　一、投资和城市化　　二、消费和消费升级　　三、出口
和世界工厂　第二节 三者关系：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　　一、国民收入分配　　二、国民收入再分
配　第三节 两大调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第三章 财经报道信息源：七大要素市场第四章 财经报道
的四大特色　一、牢记两个上帝（投资者和消费者），为信息不对称中的弱势群体立言是财经记者的
天职　二、数字说话——定量比定性更重要　三、信息传播的第一时点概念　四、独特的信息处理方
法：做故事、做调查、做数据、做观点第五章 证券和传媒天生不可分　一、信息和信息流动——判断
证券价值的唯一尺度　二、专业知识——从千万个匿名交易中走出来　三、复杂的与众不同的游戏规
则　四、传媒监督——阳光底下无罪恶第六章 资本市场的七大子市场　第一节 股票市场　第二节 债
券市场　　一、企业债和公司债　　二、可转换债券　　三、可交换债券　　四、可分离债券　　五
、集合债券和定向募集债券　第三节 基金市场　　一、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　　二、阳光私募　　三
、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第四节 信托产品市场　　一、信托关系的当事人：委托人、受托人、受
益人　　二、信托财产　　三、信托投资的特点　　四、信托的种类　第五节 风险投资市场　　一
、PE和VC　　二、中国本土风投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四、私募股权信托　　五、风投，
媒体最青睐的领域　第六节 资产证券化　　一、什么叫资产证券化　　二、美国次债：资产证券化的
鼻祖　　三、资产证券化并非一无是处　第七节 衍生品市场第七章 股市第八章 公司第九章 财报第十
章 并购第十一章 房地产市场第十二章 黄金市场第十三章 人力资本市场第十四章 财经报道出现理财化
趋势参考文献附录：相关财经网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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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上升期的财经媒体同财经报道基本上是因投资者的“到来”而到来一样，中国的财经媒体也
发端于证券媒体，包括三大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少数
综合类媒体开设的证券专栏。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有了证券市场的开设，有了证券和资本市场的报道，才使我们有了真正
意义上的财经媒体。
此后，财经报道又从以投资者为核心受众的小财经（包括证券新闻、金融新闻、公司新闻、产经新闻
等），扩展到包括政经新闻的大财经，进而又扩展到广义层面的、足以影响经济一切领域的泛财经。
在此基础上，综合性财经媒体（或称商业媒体）应运而生，21世纪初诞生和崛起的三大财经报（《中
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就是其中的代表。
这同国际上财经媒体的足迹颇为吻合。
1889年《华尔街日报》创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也是报道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创立30年后，其
发行量最高才5万份，报道领域和读者群体主要局限于金融圈内。
经历了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后，《华尔街日报》进行了根本性改革，将报道范围扩大到商业、
经济、消费者事务以及影响商业活动的所有领域，很快成为美国第一家全国性商业日报，其报道范围
从资本市场发展到货币与投资，又深入到个人金融、旅游、电子和汽车，乃至非商业新闻和文化领域
，发行量稳步突破100万、200万大关，跻身美国三家最有影响的报纸之列（另两家为《今日美国》和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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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事财经报道，是我新闻从业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
在中国，“财经”长期与“新闻”无缘。
不要说大学的财经专业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取消、被停顿，就是在新闻领域，也是只知有“经济”而不
知有“财经”，财经报道真正走上新闻舞台，只是在1992年小平南巡，明确指出“证券交易可以试，
错了，关了就是”以后才开始的。
正因其崭新且历史短暂，财经新闻给从业者提供了太多的学习和挑战机会。
也正因其崭新且历史短暂，从事财经新闻很容易出成果，也极易犯错误。
还是因其崭新且历史短暂，以前谁也没有学过，进入这一领域的媒体人只要舍得下工夫，很有可能成
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当然，也因其专业门槛相对较高，很大一部分人往往会知难而退、浅尝辄止乃至
半途而废。
如何成为一名出色的财经记者？
是我日夜思索、孜孜以求的梦想和夙愿。
1990年5月问，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刚刚从北京来到上海的尉文渊先生。
当时三十刚出头的尉文渊已内定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尉来找我的目的很明确：想尽快推出一
份证券报刊。
他说，1990年内他要做三件事：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建证券业协会；创办一份证券报。
我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何交易所尚未开办，作为首任总经理，工作千头万绪，最先想做的竟是办
报，而且在两年多后创办的《上海证券报》尉文渊还要亲自担任总编辑。
后来在实践中才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证券和媒介竟如此天然不可分割。
当时我只是根据自己在报界多年的经验，认为要在半年时间创办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几无可能，比较
可行的是在现成的报纸上开辟一个证券专栏，这份报纸发行量不能太大（因为小平尚未发表南方讲话
，证券还是极为敏感的领域），但也不能太小，最好在金融界有一定影响，我建议放在我从业的《新
闻报》。
尉同意了我的看法。
就这样，1990年7月3日。
全国第一个证券专栏在上海出版的《新闻报》诞生，比当年12月9日开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早了近半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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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财经报道概论(第2版)》适合于财经记者编辑提升业务能力和财经新闻专业教学使用。
《财经报道概论(第2版)》配有详细的教学课件，选用《财经报道概论(第2版)》为教材的老师可来函
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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