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財經新聞教育模式 
 

         香港財經新聞發達，有眾多專業的財經新聞報刊、財經電台、財經電視台服務於

這個亞洲商業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同時也是多家國

際財經通訊社，例如彭博通訊社、道瓊斯、路透社等區域

基地。蓬勃發展的財經傳媒業需要越來越多有志於財經新

聞報道的記者和編輯。 

 

我們走訪了 30 餘位財經編輯和記者，發現業界對於財經新聞人才的需求主要表

現在三個方面：首先，財經新聞傳媒近年來不斷增多，需要報道的財經專業領域越來

越廣，財經組也通常是新聞機構招聘記者較多的部門；其次，由於經濟信息已經與普

羅大眾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其他領域的記者，例如政治組記者、娛樂組記者、法庭

組記者、體育組記者、教育組記者等等，都有可能涉及財經新聞的報道與編輯，出現

了「處處報道皆財經」的局面；第三，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香港經濟密切

相關，中資股份已經成為香港股市的主角，對中國經濟的關注與報道也需要越來越多

具備財經專業知識和技能的新聞人才。因此，業界對財經專業人才越來越大的需求，

是近年來財經新聞教育學位出現的必然結果。 

          

財經新聞作為新聞報道的一個重要領域，有自己的專業要求和報道特點，需要新

聞院系開設相關的課程進行系統培訓。在香港，財經新聞很早就被納入到新聞院系的

課程設計，近年來更獲得蓬勃發展，出現了多層次甚至跨學科的財經新聞專業課程。

本文以財經新聞學位課程的類別為標準，採用歷時敘述的方法，將香港財經新聞教育

的主要模式分為四種：  

  

一、單一或獨立的財經新聞科目培訓模式 

 

         這一模式是指在綜合型的新聞學系課程設計中，加入多門財經新聞專業選修科目，

使學生對財經新聞的理論、概念和報道技巧有一個基本的認識，為他們以後入行財經

新聞界或進一步深造打下一個基礎。 

 

1965 年創辦的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新聞系，提供兩年制報刊新聞專業課程； 

1968 年浸會學院傳理學系成立，開設四年制傳播文憑課程；同年, 珠海書院開辦夜間



新聞課程（第二年轉為日間課程）；1971 年秋香港樹仁學院開設新聞專業。這四所院

校的新聞系當初沒有專業方向，財經新聞技能的培訓體現在一門或多門財經相關科目

的傳授方面。例如，中文大學開辦多年的財經新聞科目《工商與財經新聞採訪》，講

授報道、撰寫及編輯商業及金融新聞的技巧，讓學生學習財經新聞的內容、設計及產

製方法，並研究財經刊物在社區發展中的角色以及兩者間的相互影響。這些專業實務

課程的師資大多是在業界有豐富財經工作經驗的從業人員。 

     

樹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近年來為適應財經新聞市場的需求，亦在專業選修課推出

多個財經新聞科目。其中《商業與金融新聞報道》，旨在為學生提供有關商業及財經

新聞採寫的基本概念和訓練，引導學生探索香港、中國及全球市場的經濟金融狀況，

懂得將商業事件和經濟指標轉換成讀者易於接受的有用新聞。除了專業選修課外，新

傳系還以通識教育科目的形式向本系學生提供與財經新聞相關的補充選修課，包括

《中國經濟史》、《香港經濟》、《財經傳播》、《財務會計》、《經濟學原理》、

《國際貿易》、《成本與管理會計》、《中國市場》、《亞太勞資關係》、《香港金

融機構規範與管理》等。 

          

二、研究生層次的精英型培訓模式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成立於 1999 年，翌年開始就在新聞學碩士課程中

提供財經新聞課程，旨在對亞洲瞬息萬變的經濟動態作及時、準確的報道，教授學生

如何將區域發展放在全球背景中思考。學生在掌握融合媒體技能的基礎上，只要修讀

完成特定的財經專業課程，如《全球化時代商業新聞的闡釋與寫作》、《全球金融新

聞》、《全球經濟新聞》，便能獲得財經新聞課程證書。學生還有機會到知名財經新

聞媒體參與實習，如彭博通訊社、福布斯、華爾街日報等，甚至留下擔任全職工作。 

    

        2008 年 9 月，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開辦首個商業及金融新聞專業方向的碩士課

程，標誌著高層次財經新聞專業正規教育又上一個臺階。財經新聞碩士課程旨在培養

具有財經新聞報道領域知識和技能的專業人才。該碩士課程要求學員完成最少 27 個課

程才能獲得碩士學位，其中 12 個必修課和 15 門選修課，主要課程有：《商業新聞寫

作》、《商業與金融》、《國際商業與金融報道》、《全球化、經濟與金融》、《經

濟學原理》、《高級商業新聞寫作與生產》、《深度財經新聞寫作》等。   

         

三、本科層次的大眾化培養模式 

 

         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財經新聞碩士課程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多在以英語為主

的國際著名財經通訊社或報社工作，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的財經新聞碩士畢業生很多選

擇回大陸發展，這兩所大學所提供的財經專業碩士課程屬於高層次的精英型培訓模式。    



但這種精英型的高層次培訓模式滿足不了香港本地財經新聞市場的需求，特別是在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崛起之際，香港和內地經濟方面的聯繫越來越密切，導致越來

越需要具有報道香港、內地以及國際財經新聞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大學畢業生。有鑑於

此，一些新聞院系開始積極籌辦本科專業層次的財經新聞專業課程，讓財經新聞教育

從精英型培訓模式走向大眾化的培養模式。 

 

        2011 年 9 月，恒生管理學院率先開辦了香港首個四年制新聞傳播學士學位課程，

旨在培養有志從事商業及財經新聞或企業傳訊的專業人才。該課程以商業和財經為核

心課程，學生在大學一、二年級修讀完部分通識科目和專業基礎課程後，從大學三年

級開始主修財經新聞或企業傳訊。  

  

        2012 年 9 月，浸會大學新聞系在四年制的傳播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課程中，

推出金融新聞專業方向，成為香港公立大學中首間開辦此方向的院校，該課程每年只

招收 20 個學生，計劃修讀該專業的學生，需在大學一年級完成院校安排的基礎課程，

然後根據文憑試成績、第一年大學學習表現和面試表現申請，且必須說明自己對財經

新聞的興趣並證明自己對商業和經濟新聞的基礎認知。成功進入該專業的學生必修的

核心課程有《基礎財經新聞寫作》、《商業及金融新聞報道》、《高級商業及金融新

聞寫作》和《專業商業新聞報道》等，實習課程從二年級第二學期開始持續四個學期，

包括《財經新報人》實踐報道和編輯。  

 

四、雙學位複合型人才培養模式  

 

         2012 年，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與新聞與傳播學院合辦全港首個五年制工商管理

及新聞與傳播雙學位課程，修讀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或新聞與傳播課程的四年制學

生，可以以五年時間完成雙學位課程，而第五年屬自資課程收費。有意申請雙學位的

學生完成首年課程後，提交入讀第二學位課程的申請，學生於修讀第一學位課程的四

年間，選修第二學位課程至少 27 個學分；在完成四年課程後，主修及選修平均積點達

3.0 或以上，才能升讀第五年課程。 

 

        該課程對有意成為財經記者的新聞學學生，提供系統的財經及管理訓練，同時也

對有志從事金融、行銷、企業傳訊、金融公關、新媒體、供應鏈管理等行業的未來商

界領袖大有裨益。因為，媒體角色在當今社會愈來愈重要，雙學位課程的學生既具備

工商管理專業知識又具有新聞觸覺與傳播技巧，無疑有助於他們今後的職業規劃與發

展。  

     

        就財經新聞碩士、學士、雙學士這三個層次的學位課程而言，每一學位課程都有

自己獨特的培養目標和市場定位。香港大學和浸會大學的財經新聞碩士課程為世界級



的知名媒體培養高層次人才，如彭博通訊社、華爾街日報、南華早報以及中國大陸的

財經新聞機構；恒生管理學院和浸會大學的財經新聞學士課程立足于為香港各大媒體

培養和輸送財經新聞專才；而中文大學商學院與新聞與傳播學院合辦的雙學位課程，

培養目標既是未來的財經記者，也是深諳金融、公關、傳媒運作等知識和技能的未來

商界領袖。這些不同層次的財經新聞課程均採用「成果導向學習」的教學模式，聘請

具有豐富財經新聞報道經驗的業界人士教授實務課程，力求使學生具備最新的財經新

聞理論和最實用的技能，滿足不同媒體對不同層次財經新聞專業人才的需求。 

 

        香港財經新聞業若要持續而蓬勃地發展，無疑有賴於新聞院系對財經新聞專業人

才的大力培養。但是，媒體需要什麼樣的財經新聞記者？大學課程能否傳授業界所需

的知識和技能？如何縮小「教室」和「編輯室」之間的差距？這是擺在業界和教育界

面前的一個重要而迫切的問題。學界應主動攜手業界，深入了解業界如何看待新入

職財經新聞行業的畢業生之準備程度，不斷檢討財經新聞課程中有哪些知識和技

能被忽略或重視不足，共同探討有效彌合財經新聞實踐與教育之差距的方法與途

徑，以期達致實務和學術更緊密的結合。唯有如此，香港財經新聞事業和財經新

聞教育才能共生共榮，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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