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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因博主赴美留学 委托我转让他当年珍贵的学习资料（新制度经济学及相关书籍） 半卖半送 留给
善用的人吧：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e737610100te2x.html
2、信报财经月刊 1973年创刊，是香港首份以财经新闻为主的中文报章。在香港甚具权威性，曾被行
内记者选为最有公信力的香港报章。《信报》上多个专栏甚为著名，包括林行止撰写分析政经形势的
《林行止专栏》，及股评人曹仁超撰写的《投资者日记》等等。《信报财经月刊》是《信报》的姊妹
刊物，内容以香港、中国和国际财经、金融、贸易动向为主，作者多为专业人士，以经济界和工商界
为主要读者对象。该刊为十六开本，每期一百三十六页。 虽然价格有点贵，但是按年订阅的话还是能
便宜很多的。有图有真相http://xinbaocaijing.baonian.net
3、香港發行量最小但也是最富盛名的“文人辦報”的中文報章《信報財經新聞》(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正式上線，乃是一眾粉絲翹首以待的大事。昨天是信報創刊35周年，包括特首、財爺
在內的數百名精英人士與文華東方酒店(一家五星級酒店，張國榮曾是這里的熟客，并在2003年愚人節
從24樓咖啡室跳樓自殺)共同慶祝，盛況空前。及至讀到林行止先生的當日專欄《順理致遠 應有所宗
》，方才領悟到當初在爭議中轉讓股權予小超人李澤楷，“根本原因”在于為了適應新媒體浪潮。 我
一向認為，香港乃是全球中文媒體最發達之地。各種政治觀點的報章雜志在這里都有機會發出自己的
聲音。一個小小的600萬人口的城市，居然有十幾種不同的商業日報，恐怕是舉世無雙。須知，美國一
個城市通常只有一家報紙，而且大部分情況下只能勉強掙扎生存。中國大陸各個城市，即使是號稱首
善之區的北京或者媒體發達的廣州，各式各樣報紙雖多，但整體上水準極低，基本上沒有一家報紙可
以讓我產生從頭讀到尾的沖動，不是因為我泱泱大國缺乏傳媒人才，乃是因為上面總有一種陰魂不散
的力量(you name it!)讓我惡心。對于一個在香港生活幾年、習慣于同一事件多種不同的媒體聲音共存
的人來說，中國大陸簡直是媒體文化沙漠。 信報在香港激烈的中文報章競爭中能夠生存下來，簡直是
一個奇跡。這是一份“小眾”得不能再“小眾”的報紙，每期發行量僅兩三萬份，故有“中環報”之
稱。可喜的是，她有一大批忠誠粉絲，愿意每天掏出六元港幣購買這份每期僅二十多版的薄薄的報紙
（香港的中文報紙，例如《明報》、《蘋果日報》，一般每期40-60版）。報紙版面少也就罷了，娛樂
體育賽馬新聞欠奉。即使排版上，信報也與眾不同，一直堅持采用中文豎排。就是這樣一份報紙，被
香港新聞界同業推選為最具公信力的報紙(普羅大眾認為的最具公信力的報紙則是金庸先生創辦的《明
報》)。 讀者所欣賞的，乃是《信報》多年一貫的獨特的政經視野，不光為香港各界稱道，更成為中
南海重要的決策參考。《信報》的格調之高，源于其主人林行止的不凡品味。林行止的政經評論水平
之高，可讀性之強，自不待言。更有曹仁超《投資者日記》，已成為香港尋常投資者必讀。信報社論
，亦對本地的政治形態有著深遠的影響。2003年，信報社論以明確的姿態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
成為當年50萬人大游行的重要導火索，是次游行導致中央反思香港政策，并為2005年初董下曾上奠定
了基調。《信報》發展歷程中，涌現了多位知名專欄作家。此前我曾經介紹過的原復生的《原氏物語
》，就是其中一例。 現下，信報網站優惠價每年HK$389，即人民幣340元，或者50美元，真是超平。
我雖有免費的數據庫，也忍不住訂了。 P.S. Google了一下，發現北京還有一份報紙叫《北京娛樂信報
》，似乎格調不高，真是糟蹋了信報的名號。My blog: http://ieemdai.spaces.live.com

Page 3



《信报财经新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