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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全国经济新闻改革与发展研讨会综述 

作者： 北京工商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  

关键词： 经济新闻 研讨会┊阅读：316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新闻和经济媒体也呈现

急遽发展的态势，成为新闻界的一大亮点。进入新世纪以后，经济新闻和经济媒体如何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更好地完

成自己的功能定位，加快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已经成为业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围绕这一主题，由北京工商大学传播与

艺术学院发起并主办的“二○○四全国经济新闻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于2004年10月30日—31日在北京召开，成功地在业

界和学界之间搭建了一个对话、交流的平台。在为期一天半的会议期间，来自国内六十余家新闻媒体和高校研究机构的

专家学者先后围绕“经济报道的范畴、地位与功能”、“经济媒体的发展现状和面临问题”、“面向实践的经济新闻人

才培养”、“经济报道与社会和谐发展”、“经济媒体、经济报道的改革与发展趋势”等五个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现结合具体情况综述如下：  

一、经济报道的范畴、地位与功能  

整个研讨会期间，无论是会议讨论还是书面发言，首当其冲的一个中心话题即使如何界定经济报道概念范畴及其功能定

位。所思考的向度，是从推动社会变革和适应形势变化的角度，来重新对经济报道的基本理念、概念范畴以及功能的拓

展进行了梳理。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徐莹、田宇系统梳理了新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经济新闻社会功能的变迁，指出其整体趋势呈现

为政治色彩逐渐减弱、经济品格逐步完善。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郭光华教授以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为例，指出

近十年来我国经济新闻报道领域的拓展集中体现三个方面：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促进经济改革步伐；对外开放，对内

搞活，探索经济建设的思路；监督偏差，规范矛盾，规范经济建设的发展。  

针对实践中出现的经济报道过与专业、范围过于狭、优势缺乏一定的科学性等问题，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高永亮

提出要从人本主义、去经济化、大局意识、科学精神等四个方面建构经济新闻报道的理念。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杨秀

国教授则从地方媒体经济报道存在的问题出发，强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应当学会用“经济”的眼光来透视一切

问题和现象，并树立“大经济”的理念，用全国乃至世界的视野来看待我们身边的经济问题、经济现象。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肖鲁仁教授从理性角度阐释了经济新闻不同与其他新闻的基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经济

新闻理性思辨的实质，并指出要做好经济新闻的思辨性文章，必须在深入发掘意蕴、深化主题；以点带面，由此及彼；

实证分析，注重建设性；超前意识，理性预测；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等五个方面下功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李道荣教授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新闻的功能诉求应当体现在四个方面：传递

经济信息，提供决策依据；传播经济知识，剖析经济现象；解读经济政策，推进制度创新；守望经济环境，监督经济行

为。  

二、经济媒体的发展现状和面临问题  

与会者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肯定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媒体急速发展的现状，但同时也指出，现阶段各类经济媒体最大

的问题仍是生存问题；在谋求更大生存空间的同时，不应忽略经济报道的新闻品格及其所应承担的社会角色功能。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涂光晋教授将经济报道的内容领域区分为政经类、财经类、产经类、社经类等四大类，不

同类型的经济媒体如综合类的经济报纸、财经类报纸、都市类媒体的财经版以及行业报纸将涉及不同的报道类型，其发

展趋势也不尽相同。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屈雅红、骆冬松在分析《中国经营报》、《21世纪经济报道》和《经济观察报》三大经济类媒体

的市场理念与新闻竞争力的基础上指出，经济类媒体在市场细分和市场地位仍有待加强，媒体市场呼唤经济类日报的增

加。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辑张维燕指出，财经报道的发展相对其他经济领域的报道更加深入更加丰富，目前我国财经媒体已

经处于初创甚至稍稍起飞的阶段，即将迎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但同时也面临着国外媒体在品牌输出和内容制作方面的挑

战。  

就财经类报刊的而言，马艺和陈娜强调现阶段其内容竞争的焦点集中在深度报道上，而财经类报刊的最大精彩看点也将

聚焦于深度报道，但我国财经类报刊深度报道的现实水平与受众需求的较大差距正急切期待着进一步的减小。  

作为全国性综合类媒体，《中国青年报》经济部主任董时介绍了她们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困难处境，进一步显示了市

场竞争对不同经济类媒体的生存空间所造成的挤压，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媒体定位和读者需求方面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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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全国为上 战略致胜 

作者：罗贵生┊ 2004-11-04 

今年是四川、山东和浙江三家卫视上星

10周年。历经10年的“上星运动”和15

年的“全国覆盖工程”，省级卫视从上

星到落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已经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整个电视产业

的传播价值得以提升，全国竞争的……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中国主张：传播理论本土化的 2009-09-27

·第三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讨 2009-09-27

·第九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 2009-09-24



《中国工业报》主编杨青就其所属媒体谈到行业报纸随着双轨制变成市场经济单轨制之后所面对的困难和转型难题，强

调其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经营渠道的赢利模式不同于新类型的财经媒体，所面临的转型之路也存在着多种可能

性。  

香港凤凰台副台长刘春结合CCTV-2和凤凰资讯台两大专业电视频道的具体情况，向与会者描述了经济新闻报道领域平面

媒体的“发达”和电视媒体的“衰弱”这一趋势，指出CCTV-2和凤凰资讯台在财经报道方面均是节节在退，步步为营，

进一步展示了电视媒介手段在面临经济新闻“小众化”传播时所面临的尴尬与无奈处境。  

三、面向实践的经济新闻人才培养  

经济报道和经济媒体的发展刺激了对于经济新闻人才的需求，而制约经济报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相关人才的匮

乏。会议期间来自新闻界和教育界的代表均对经济新闻人才的培养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北京工商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院长沈毅指出在传统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中适当加入经济类的课程，以及强调学生要加强

在经济媒体中的实践活动是该院采取的基本做法，但他同时也表示了如何将经济和新闻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的困惑。  

广东商学院人文传播学院张平宇教授介绍了他们的做法，也即将经济类课程作为特色课让学生选修，在课程设置上强调

“厚基础、宽口径、重交叉、高素质、强能力”，可能代表了另外一种培养模式，打他同时也表示了是否存在“两张

皮”的忧虑。  

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长达12年的《中国财经报》副总编马向伍则认为，学校是打基础的地方，要培养学生

初步了解、认识社会的能力，使之掌握新闻职业的基本技能，同时可以培养学生对经济领域的兴趣，引导他们将来在实

践中进行知识合成。  

针对现场主办者北京工商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部分同学的提问，相关新闻媒体的代表强调，经济新闻仍是新闻报道。新

华社新闻研究所资深编辑张维燕建议可以采用采取MBA案例教学的办法以提高教学效果，同时强化对经济新闻技术规范的

要求。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则建议，高校与某些特定的经济媒体或者某些媒体特定的经济版块建立合作关系，这种

合作关系同时也就实习基地和培养基地。  

对于经济新闻教师的培养这样一个更为尖锐的话题，会议反映强烈。《中国财经报》副总编马向伍指出，对这样教师人

才的培养是多方面的，虽然目前仍在摸索中，但加强与媒体和记者队伍的联系是必需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则认为，经济新闻人才的培养模式应该是本科学经济，研究生学新闻，要培养符合型

人才，需要各个方面知识的融合。新闻专业教师的培养主要靠实践，靠新闻和教学两种实践来锻炼教师，提高教学水

平。  

总的来说，会上大家都明显感觉到经济新闻教育相对于实践的滞后性，并对今后加强高校与媒体的及时沟通与合作，加

强高校与高校之间联系与交流达成了初步共识。同时对北京工商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牵头举办此次会议表示赞赏。  

四、经济报道与社会和谐发展  

此次会议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并非单纯就经济报道谈经济报道，而是将经济报道放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来重新确定经济

报道的社会功能定位，由此出发对经济媒体目前的发展现状提出了一些反思性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认为，经济报道应当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善于从政治上说明经济活动，重视对经济

活动中的文化内涵的挖掘，从这个三个方面来充分报道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和谐关系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许正林教授指出，目前的经济报道仍然存在着许多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受众需求的不平衡现象，主

要表现在媒介自身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不平衡导致的议题设置不平衡；计划经济报道机制与市场经济现实的不平衡；

权威信息源和其他信息源的不平衡；知识经济的专业性和大众需求的通俗性的不平衡。他还指出，民生新闻是目前的一

种新的思潮和媒体发展趋势，在定位上确立这样的价值取向，是提高经济新闻报道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针对平面经济媒体，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赵星耀批评说，在社会日趋多元化的今天，经济媒体正在陷入单一化的古

板的思维模式；在社会日益理智化的前提下，经济媒体正在趋于非理性或说是狂躁；在社会强调人文关怀的时候，经济

媒体正在走向一种非人文关怀。  

《中国青年报》经济部主任董时从媒介实践的角度出发，强调要用新闻的理念来做经济报道，强调调查求证与全面平衡

报道，并学会用浅显易懂的文字来表述经济新闻。《中国青年报》经济部副主任王尧也指出经济媒体要关注公众利益，

要做到中国在我心中，具备全局意识，使得自身的视野和人文关怀能够覆盖到中国任何一个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  

王尧还提出，优秀的财经记者应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经济或其他学科知识应该为这份情怀搭建一个起飞的翅膀。香港

凤凰台副台长刘春也表示，财经记者究竟是出身新闻学还是经济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具有强烈的社会道义感，

是否具有“铁肩担正义，辣手著文章”的情怀。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从自身从事调查性报道的实践出发，强调经济类的报道也要坚定地对公共权力和特权商业

进行监督，坚定地捍卫公众的利益，同时在采访中牢固树立平等意识和独立调查意识，善于质疑和求证，深入挖掘和立

体采访，以媒体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五、经济媒体、经济报道的改革与发展趋势  

研讨会上各方专家学者以及媒体工作者对当前经济媒体、经济报道的发展形势，以及当前和今后的改革与发展，分别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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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侧面也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中国产经新闻》总编陆小平反对投资经济媒体是中国的最后一项暴利的说法，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类媒体尚处在内忧外

患的境地，国内体制上的障碍短时期内难以突破，彼此间的同质竞争和厮杀非常严重，而外国资本和传媒大鳄已经开始

向境内渗透，经济媒体的上升趋势仍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  

《IT经理世界》副总编胡明沛以所属媒体为例，向会议介绍了在中外合资和多媒体竞争格局的背景下经济媒体在进行企

业化经营、展开特色新闻产品的生产销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由此引发的思索。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仲富兰指出，现在经济媒体近期的发展离不开媒介外部环境的改善，而已有的经济报道存在

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视角不平等，在符号价值走向上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同时缺乏对经济报道的媒体批评。  

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赵雅文、江鸿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李书藏分别将视线投向域外，就美国《华尔街日报》及其中

文网络版对中国的报道展开分析，指出中国经济报道应当更多的学习和借鉴他人，在媒体报道定位、新闻价值理念以及

相关操作手法上作进一步的提升。  

此外，研讨会上，与会代表还分别从经济报道的易受性、小众化传播、批评报道以及广播电视的经济报道等侧面分别发

表了他们的看法。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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