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党报财经新闻开放视野与经济发展内

在关联浅析 
——从《贵州曰报》近年金融报道说起 

 

罗梅 
 

笔者通过对《贵州日报》近 5 年金融报道信息源、题材等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地方经济

发展状况、开放视野、地方党报财经新闻影响力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地方经济越发达，

媒体报道越具开放视野，其报道影响力也就越大；而在媒体影响力提高后又反过来要求报道视

野更开放、更高端、更具全球视野。当然，这必须有蓬勃而快速的经济发展作为依托——产生

源源不断的新闻题材。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互为前提和结果的正循环关系。 

 

一、比较原则 

定样比较:省级党报《贵州日报》。 

因是作时间纵向比较，因此选择同一样本，同质、同性,结果更准确。 

选择不同时间段：分别选取 2011 年 1 月、8 月；以及 2015 年 1 月、8 月的《贵州曰报•

金融专刊》。 

1 样本题材选择原则：代表性、核心性原则。 

整个财经报道领域，金融板块是最具核心价值和代表性的。 

2 分析原则: 

抽样原则——随机抽样。 

抽样来源 中国知网、贵州日报。 

笔者抽取了《贵州日报》2011 年 1 月和 8 月两个月金融专刊主要报道共计 22 篇，以及《

贵州日报》2015 年 1 月和 8 月两个月金融专刊主要报道共计 10 篇，作为比较样本。 

 

二、信息源分析 

机构： 

2011 年信息源为机构的出现 23 次。 

企业 20 次（出现频率最高的信息源分别为人民银行、贵州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国家开发

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 

政府 3 次（全部为贵州省级以及以下级别政府）。 

非政府公共组织 0 次。 

2015 年信息源为机构的出现 111 次。 

企业 76 次（除了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省外金融企业频频出现，如上交所、舟山港集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建宏富鑫资产投资管理公司、金石投资、弘毅投资等）。 

政府 30 次（出现高阶政府机构，如国务院、人民银行研究局、人民银行绿色金融工作小

组等，省政府金融办等是出现的高频词） 

非政府公共组织 5 次（分别是：证券业协会、气候债券倡议组织、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

专业委员会等）。 

非机构： 

2011 年信息源为非机构的出现 30 次。 

百姓出现 11 次，占非机构信息源 

总量 36.6%,排第一位浓民 9 人，企业员工 2 人）。 

企业界人士出现 10 次，占非机构信息源总量 33.3%,排第二位（其中外资 0 次，国资 5 次

，民营资本 5 次）。 

官员出现 8 次，占非机构信息源总量 26.6%,排第三位（国家部委官员 1 次，其余为省内

官员。 

专家学者出现 1 次，占非机构信息源总量 3%,排第四位(贵州省内专家。 

2015 年信息源为非机构的共出现 65 次。 

企业界人士出现 52 次，占非机构信息源 75%，排第一位（其中外资 0 次，国资 25 次，民

营资本 27 次）。 

百姓出现 7 次，占非机构信息源 10%,排第二位。 

专家学者出现 3 次，占非机构信息源 4.3%，排第三位（贵州本地学者 0 次，国家级学者 0

次，外国学者 0 次，国家级业界专家 3 次，外地学者 0 次）。 

官员出现 3 次，占非机构信息源 4.3%,排第三位（贵州本地官员 1 次，外地官员 0 次，国

家官员 2 次，外国官员 0 次。 

匿名消息源 

2011 年匿名信息源出现 0 次。 

2015 年匿名信息源出现 4 次。 

 

三、两个时期《责州曰报•金融报道》信息源对比结果分析 

2011 年样本中出现的信息源为 53 个,2015 年出现 180 个。 

两年样本中，在机构信息源中出现频率保持一致，由高而低分别是:企业、政府、机构。

说明《贵州日报》的金融报道是企业主导型。 

2011 样本在非机构信息源中出现频率由高而低分别是：百姓、企业家、官员、专家学者

。但是时隔 5 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2015 年样本在非机构信息源中出现频率由高而低分

别是:企业家、百姓、官员、专家学者。从中可以看出，经过 5 年发展，《贵州日报•金融报道

》更加强化了其企业主导色彩。 

综合以上指标变化，可以得出的分析结果是： 



第一，从表象来看，《贵州日报•金融报道》更注重企业新闻报道，更能及时反映当地金

融企业的发展变化。 

第二，仔细分析专家教授信息源，发现 2011 年的信息源为 1,且为省内专家教授。2015 年

的信息源为 3,且全部为国家级业界专家。说明 2015 年的报道更注重业界专家意见表达，趋向

更加客观、中立态度。 

第三，再看企业界人士信息源，也出现向高阶进化态势，且跨越幅度很大，数量上升较快

。2011 年企业界人士出现 10 次，占非机构信息源总量 33.3%,排第二位。2015 年企业界人士

出现 52 次，占非机构信息源 75%,排第一位。并且其中出现了大国企、省外大金融企业高管等

。这说明，随着贵州地方经济发展加快，与外界金融行业的接触也在增速，高阶信息源为贵州

曰报金融报道带来更加宏观的视野、更加全局的新闻话题。 

第四，2015 年样本中信息源中官员层次更高，出现国家领导人、央行等部委官员。 

第五，机构信息源中的非政府公共组织也开始呈现高端化趋势，出现中国证券业协会、气

候债券倡议组织、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等单位。 

归结以上分析，笔者形成如下观点：经过 5 年发展，《贵州日报》金融报道更具开放性视

野，信息源呈现高端化、专业化趋势。虽然在客观性和中立化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但与国内专

业财经媒体相比还有一定距离。 

 

四、 报道类型分析 

1 宏观视野报道 

笔者界定的所谓宏观视野报道，是指跨出本省行政区域范围的其他地区报道、全国性报道

、国外报道、全球性报道等外向视野型报道。 

2011 年《贵州日报》共计 0 篇，占报道总量的 0%。 

2015 年《贵州日报》共计 3 篇，占报道总量的 30%。 

通过两个时期宏观视野报道的数量及占报道的总量比例，很直观地反映出《贵州日报》在

发展进化，努力突破地域局限，向着大区域影响力看齐，区域辐射力得到一定提升。 

2 地方常规宣传报道 

2011 年共计 22 篇，占总量的 100%。 

2015 年共计 7 篇，占总量的 70%。 

对比这组数据，说明《贵州日报》地方常规金融报道在下降，而且比例还比较大，达到

30%。也再次印证了该报金融报道向着高阶发展。 

 

五、 成因分析 

1 开放视野受地方经济发展影响 

2011 年贵州 GDP 为 5600 亿元, 

排名全国倒数第 1。 

2015 年贵州 GDP 快速上升到 10502 亿元，比 2011 年翻了几乎一番。增速连续 5 年居全国



前三位，主要经济指标翻了一番以上。 

2 开放视野受意识形态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意识形态的新闻报道必定是经济基础的直观反映。在《贵州

日报》2011 年、2015 年两次取样分析的非机构信息源分析中，呈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企业

界人士超越百姓排名上升至第一位，这说 

明信息源在精英化、高端化，也可看出随着贵州经济社会取得快速发展，金融领域的人才

流动性加强，信息汇聚、扩散能力得到提升，呈现出更加高端的话语权。 

3 两大成因相互作用 

还应当看到的是，笔者着重分析的两大成因其实有一个内在的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爆发

式发展必将带来意识形态的爆发式发展。对此历史上已有诸多明证。例如 14 世纪到 17 世纪的

欧洲文艺复兴，即是基于意大利各城市经济的快速兴起。而社会意识形态更具活力和理性，又

将反过来推动经济发展。两大成因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正循环“闭合圈”。 

 

六、逻辑推导：地方经济发展、开放视野与地方党报财经报道影响力正相关 

正如中国知名媒体人胡舒立所言:财经报道是一个关系经济生活全局的报道。笔者在对《

贵州日报》金融报道跨越 5 年的多个样本进行多方比较后得出结论：地方经济发展、开放视野

与地方党报财经报道影响力呈正相关关系。地方经济勃兴，必将在意识形态之一的新闻报道中

体现出来，而财经报道就是一地经济生活的“晴雨表”“速写本”。随着地方经济发展，与外

界的接触变得频繁，经济新闻报道中的开放视野必定得到拓展，也就要求地方媒体必然突破以

往行政区域局限，将影响力向外辐射。除了向外的影响力，我们还应当看到向内的影响力，客

观的新闻表达往往会成为一种有力的舆论推动力，作用于当地政府，出台更加符合现实需要的

政策，从而再度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而经济愈加发展，新闻报道也愈加繁荣。应当看到这又形

成一种小的正循环圈。所以对于地方媒体来说，以开放性视野做新闻报道，不仅关乎的是一纸

新闻的优劣、存亡，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