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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报道的问题及创新 

作者： 赵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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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报道的创新有许多条途径，例如新闻价值创新、写作形式创新、思维方式创新等等，最直接的创新途径应是认真地

研究目前经济报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然后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 

问题一：文章思想陈旧、肤浅、空洞、僵化。现在经济报道普遍存在思想不“深”、不“新”的现象，例如，有的文章

报道了市场上的某个现象，最后却是吁请借助政府的力量加以解决，完全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想；有的文章写到说不

清、道不明的地方，便把一切归结为诸如“转换机制”、“改变观念”等等，已成了现代新套话，相当于什么也没告诉

读者。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记者的知识结构欠缺，许多记者都是中文或新闻专业出身，缺少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基

本了解和认知。 

创新之道：就记者个人而言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注意知识的自我更新、自我学习，认真钻研现代市场经济的

有关知识，使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可以在自己的写作中不自觉地就能流露出来，这并不是要求记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但他必须懂现代重要经济学家的重要思想，一名经济新闻记者如果离开了这个基本的知识结构去谈创新，就如同当年洋

务派离开了思想观念的革命而只去引进洋枪洋炮一样，到最后终是不行。就一个团队而言，必须强调建立一个“学习型

组织”的重要性，通过“组织”、“制度”、“培训”的力量，提高记者的水平。 

问题二：语言枯燥、乏味，形式呆板、拘谨，内行不愿看。其原因是由于记者在写作过程中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重

术语的堆积，不重通俗化的阐释；只重物，不重人；只重数字，不重数字背后的涵义等等。经济报道的确有其特点，像

重视规律性的东西，更具有理性色彩等等，但这决不是经济报道就可以不好看的理由。 

创新之道：用故事的形式报道财经事件，用形象表达抽象，用特殊表现一般。上世纪30年代的《华尔街日报》是一份内

容死板、充满着各种统计数字的报纸，发行量大幅下滑，最低时只有12000份，编辑缺乏创造力，记者不讲究写作技巧。

1943年总编辑基尔戈尔对《华尔街日报》的写作风格进行了彻底改变，放弃“5W”的新闻采编原则，强调要把抽象的财

经事件用故事的形式进行报道，正是在这一新的写作理念的指导下，《华尔街日报》才逐渐走上了它的兴旺之路。数字

对于经济报道是重要的，但数字后面的故事更吸引人，讲故事并非抛弃数字，经济报道一定要重视数据及数据的精确

性，但可以在版面上把重要的数字用图表及各种图形表现出来。 

此外写作的技巧上也要有所改变，翻翻近几年获普利策奖的新闻报道，大多不是传统的倒金字塔结构，许多新的技巧在

形成，像“双金字塔结构”，文章中有了对比、逸闻、白描、对话等小说家的手法。“文似看山喜不平”，新闻只要能

写得好看，吸引人就是成功，而不必在意什么结构。 

问题三：新闻源狭隘、单调，大量的财经现象没有进入经济报道的视野。许多记者现在仍沿袭着计划经济的思路，主要

从各个口、从所谓的行业、从政府有关部门寻找新闻，这种新闻源的狭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新闻的枯燥、抽象、

单调。而实际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上述部门的功能在弱化，其作为新闻源的价值在逐渐减少，更多的新闻源是在市

场经济的运动场上，但在许多媒体却看不到这种新闻源的转移，偶尔涉足一下企业也是无关痛痒的吹捧或是类似于社会

新闻式的批评。 

创新之道：首先重新盘点现代市场经济的诸领域，把这些领域全部纳入经济报道的视野之中。在发达国家，金融、财

税、贸易是经济新闻的三大支柱，而我们的经济报道在这三方面都非常欠缺。其次，要认真研究如何做好企业报道。当

前的许多企业报道，大多是静态的，工作总结、成就汇报式的，要么广告味太浓，要么宣传味太重，完全没有把企业中

动态的，激动人心的东西写出来。写好企业报道要注意全方位、多角度地接触企业，要利用尽可能多的渠道深入到企业

内部去，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企业提供的资料上。 

问题四：采访手段落后，方法简单。这里的手段并不是指现代化的工具，而是指研究经济问题、认识经济问题的方法、

方式。许多记者采写经济报道，基本上采用的是采写社会新闻的方式，有几个点跑到位，正反两方面都问到了，就可以

写出稿件来了。许多经济现象往往是复杂的，它比每天发生的大量的社会新闻要远为深刻，这时往往手段决定结果，简

单的采访手段及方式，造成经济新闻的肤浅、简单、不解渴、不过瘾。 

创新之道：充分认识到新闻学是一门交叉科学，作为记者要努力地把社会科学中的许多手段、方式吸收到采写稿件的过

程之中，把社会科学的一些技术手段转化为新闻生产力。例如，可以利用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手段、统计方法和社会学的

一些调查技术，进行经济新闻的采访工作。 

问题五：经济报道的读者定位不明确，文章风格游移不定。许多报纸上的经济报道，如果集中看一段时间，就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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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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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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已使人类进

入网络时代，互联网对人们职业和生活

的影响日渐增强。通信的便利以及时间

和空间的“压缩”是互联网带来的巨大

好处，但网络发展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

题。其中，最富争议的是一些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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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写经济新闻稿时，根本没有明确的目标读者意识，一会儿像是写给官员看的，一会儿像是写给业界人士看的，一

会儿又像是写给普通百姓看的，一会儿又干脆像是写谁给谁看。这样的诉求对象不明确，便造成了文章视角平庸，找不

准切入点，作为一张报纸的整体经济新闻报道，也就形不成鲜明的风格和力量。 

创新之道：根据报纸的特点，让每一名记者都明确经济报道的目标读者是谁，然后再根据目标读者的特征，形成报道的

主题、观察的角度、语言的表述等风格。这方面《南方都市报》做得很好，他们天天16个版的“天天财富”板块，坚持

了“分众”理念，提出以经济报道选择读者，其读者定位与《南方都市报》的整体读者定位并不一致，其范围要小，坚

持为高端读者服务，因而避免了财经报道选材范围、角度、文风方面在“大众”与“分众”间的游移，在重大题材报

道、财经报道、上市公司报道都取得了突破，获得了工商界人士的肯定，提高了《南方都市报》对社会主流人士的影响

力、渗透力。 

问题六：对经济新闻理解片面，宣传味、工作味太浓，引不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俗话说大道无形，大音稀声，最好的宣

传就是让人看不出、觉不到是宣传，这方面西方的一些新闻媒体比我们聪明多了，值得我们去学习。 

创新之道：从受众本位出发，提高经济报道的解释能力，强调经济报道的解释功能。经济解释已成现代经济学的潮流，

在过去，大多数经济学家往往根据应该是什么来分析经济现象，而现在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试图解释事件为什么像现在这

样。经济报道也应与这股潮流同步，在解释上下功夫，以避免浓厚的宣传味、工作味。当然淡化宣传味、工作味也并非

如有人强调的财经报道非财经化或是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化，因为在记者经济专业水准欠缺的现状下，过分强调经济新闻

的社会新闻化，可能会掩盖记者专业水准的低下，造成经济报道的浅薄化、空泛化。在保证专业水平的前提下，再强调

经济报道的社会新闻化，才会促使记者成才，写出既深刻又通俗的经济报道作品。《华尔街日报》的一位总编曾经说

过，二流的记者能把事情向专家说清楚，一流的记者则能同时把事情向一个小学生讲明白。 

（文章来源：大众网-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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