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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市场信息报创刊 40 周年

《市场信息报》创刊一个月就以信

息灵，内容新，版面活，文字精的特色打

开市场，受到山西省委、省政府有关领

导的肯定，并给予政策上的支持，经费

由省财政支付，抽调《山西日报》骨干力

量参与办报， 省编办下达事业编制 10

名。 为进一步办好报纸，山西省财贸咨

询研究中心配备了报社领导班子，山西

日报社经济部主任韩秋云调任《市场信

息报》总编辑（以后又报省委、省政府任

命为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中心秘书

长、党组成员张建国任社长，山西日报

驻吕梁地区记者站站长、吕梁地委宣传

部副部长张敏担任副总编辑。

1985

年创刊一周年时 ，山

西省委、省政府专门发文通报表彰《市

场信息报》。有不少读者纷纷来信，来电

称赞《市场信息报》是“经营者的耳目”

“文字简短，作用不小”。 有一位读者来

信说：“拥有一张市场信息报，敲开万千

发财致富门。 ”随着采编人员的不断调

整充实，版面有不少的改进，质量有很

大的提高 ， 但始终坚持既定办报宗

旨和特色。 发行量最高达 16 万份之

多，影响很大，受到全省及全国广大读

者的欢迎。

1986

年应读者的要求，《市场信

息报》由周刊改为周双刊，每周二、五出

版。 办报宗旨确定为传递市场信息，为

商品生产流通，消费服务；介绍商品生

产知识，提供生财之道；介绍各地资源，

特产及新产品，反映广大生产者、经营

者、消费者的呼声，为读者当好生活顾

问。为办好报纸，编辑部精心开辟“通有

无”“商品生产参谋”等栏目。 每期提供

供求信息近百条，极大地满足了读者对

市场信息的需求， 受到了读者的好评。

《中国报刊》载文介绍了本报的经验，引

起多家报社参观学习取经。 1987 年 12

月，临近元旦、春节两节，山西市场上商

品出现抢购潮，导致市场上香烟、酒、肉

食、 副食品价格上涨， 引发市民恐慌。

《市场信息报》 在头版位置连续几期发

表“山西省元旦、春节双节供应充足”等

消息； 并派出多名记者报道山西省委、

省政府领导社会协商对话会。 以大篇幅

刊出《领导群众面对面，纵谈市场和物

价———白清才、张维庆同志及有关方面

负责人与太原市民代表对话纪实》，报

道一出，受到省领导的称赞，读者的欢

迎，对当时稳定节日物价，起到相当大

的作用。

1988

年 4 月，《市场信息报》主

管主办单位山西省财金贸易调研中心

撤销。 山西省政府办公会议确定《市场

信息报》由山西省供销社主管、主办。办

公地址由迎泽大街 55 号唐明饭店迁至

57 号省财贸大楼 7 层 （由省财政厅拨

专款加盖的办公用房）。自此《市场信息

报》脱离财政供养，省编办核定全民事

业单位 16 名编制。 由此，报社建立广告

部，搭建广告创收模式，形成自收自支

的资金循环。

1989

年，《市场信息报》 遵循办

报宗旨，在主办单位的指导下，对全省

农副产品展开调研， 组织相关专家，发

布农副产品产销预测的专题报道，为各

地根据市场情况统筹安排农副产品的

生产，因地制宜调整品种结构，提供了

可靠的数据。 引起省内报纸、电台争相

转摘与刊播。

1993

年应读者的要求《市场信

息报》改为每周二、四、六出版，报价略

调升。 发行量大幅度增长。 全国 30 个

省、市、自治区全部上升，增幅 27%，增

幅超过 30%的市、自治区有陕西、西藏、

甘肃、内蒙古、天津、宁夏、新疆、上海、

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山西。 其中增

幅最多的陕西省上升 75%、 湖北 68%、

西藏 60%、湖南 56%。 发行量的增长反

映出读者对市场信息的需求达到井喷

状态。《市场信息报》顺应读者需求，围

绕市场开辟 《市场热点》《供销快报》

《市场预测》等二十余个栏目。当年广告

净收入达到 120 余万元。 人均利税在全

省供销社系统夺魁。

1995

年经山西省新闻出版局批

准，《市场信息报》改为每周一、二、四、

五出版，并创办《月末特刊》，突出生活

服务、休闲娱乐两大主题，每月末都会

有一期集知识性、可读性、趣味性、服务

性为一体的特刊报纸与读者见面，每期

八版随主报发行赠阅，使读者在繁忙的

工作中得到片刻的轻松和娱乐。 第二

年，《月末特刊》改为《大周末》，每周五

出版，自此，市场信息报成周五版，每个

工作日都有报纸。

1994

———

2000

年， 几年间，《市

场信息报》着力在采编队伍、机构设置、规

章制度进行建设。 吸引新鲜血液，培养骨

干，采编人员中大学本科学历达到 80%以

上，高级职称一名、中级 8 名、初级 12 名。

建立排版中心，拥有专业排版人员，完善

排版、编辑系列的出版程序。 编辑部、广告

部、通联部、财务室、大周末、发行部、办公

室、总编室等职能部门相继成立。《财务管

理制度》《采编管理制度》《广告刊发制度》

多项规章制度实施。 广告创收引入承包经

营、竞争上岗机制，调动积极性，年广告收

入达到 180 余万元。

2003

年，《市场信息报》 改为每周

一、二、三、四、五出版。 彩色印刷每周二

16 版。

2006

年《市场信息报》 改为每周

一、二、三、四、五、六出版，每期八版彩色

印刷。 每周二、四 16 版。

2009

年《市场信息报》 改为每周

一、三、四、五出版，每期 16 版，彩色印刷。

多年来，《市场信息报》 脚踏实地、艰

苦卓绝的发展，已经在全国拥有广大的立

体信息网络。 来自市场前沿的最新新闻信

息，每天通过本报的大容量服务器进入资

料库，进入选稿、加工、编辑和出版程序。

然后通过本报网络版传播到各地。 《市场

信息报》的个性独特鲜明、信息量大、使用

量大、实用性强 、传播面广、反馈效果强

烈、咨询方便，这一特色在全国同类报纸

中独树一帜，被全国读者誉为“全国经济

类实用型首选报纸”。

2012

年

5

月

7

日 ，《市场信息

报》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变更为山

西广播电视台主管、 山西广播电视传媒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主办。 2012 年 7 月

25 日根据山西省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相关文件批复要求，报社正式

开始由原来的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当年

10 月 23 日报社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注册《市场信息报》社有限责任公司，2012

年 12 月 7 日山西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撤销报社人员的事业编制，2013 年 5 月

21 日山西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注销了报

社的事业单位法人资格。 至此，市场信息报社

全面开始进入企业化的管理和运营。

市场信息报社转制为企业后，为独立

的法人机构，主营业务以编辑出版《市场

信息报》及相关的广告刊发、咨询服务业

务为主。 山西广播电视台、山西广播电视

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认真履行主管、

主办单位管导向、管人事、管资产的职责，

确定了以“权威反映市场动态、准确发布

市场信息、悉心捕捉市场商机、优质服务

社会大众”的办报宗旨。 形成高举旗帜，以

权威报道引领市场，提升对行业经济的指

导性；围绕大局，以公信新闻引导舆论，提

升报纸对民生舆情的引导性； 精准施策，

以先导信息牵引商机，提升对企业的服务

性。 以信息服务为主体，跨界多元经营和

开展活动为两翼，形成报社生存和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 （下转 05 版）

《市场信息报》社简史

《市场信息报》最初是由山西日报和山西省财金贸易咨询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山西省第一家

面向市场的报纸。于

1984

年

6

月

5

日创刊，报名由著名书画家董寿平先生题写。每周五出版，四开

四版。 报纸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宣传党的搞活经济、繁荣市场的方针政策，及时传递商品信

息，报道市场行情，预测市场动态，为加快流通体制改革，搞活商品流通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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