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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下经济报道的发展趋势及策略选择 

 
以美国投行雷曼兄弟倒闭为标志，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正经历发生、发展及应对等诸多阶段。全球经济开始

进入一个深度调整期。大众媒体对此也给予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可以说，正在发展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

危机和挑战的同时，也给经济新闻带来前所未有的报道机遇。 
机遇背后充满挑战：一是报道时间超长。9月中下旬危机发生，至今已经两个多月，此类题材始终是媒体焦

点，而且从目前全球金融发展的态势来看，何时是尽头尚是未知数。二是报道涉及层面和新闻表现形式也异常丰

富。从国际经济新闻到国内经济新闻；从金融、股市等虚拟经济新闻到各大产业的实体经济新闻；从财经、产经

等专业新闻，到大众化的社会经济新闻；从一些国家和地区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新闻，到市场、餐桌等

老百姓所能感受到的市井新闻……不一而足。如此高强度、多层次、多角度的报道，源自受众对经济新闻的爆发

式需求，而这也必将推动经济新闻报道本身的改变。因此，对于这一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寻找适当的策略选择，

具有相当的必要性。 
  
  

金融危机下经济新闻报道的特点和趋势 

 

金融海啸发生后，经济新闻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报道中，正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一、宏观经济新闻的渗透力增强。 
由于与普通读者关系并不紧密，传统宏观经济新闻在大众媒体中并不讨巧，甚至形同鸡肋。但在这次金融危

机的发展及特别是应对过程中，其渗透力正大大增强。这种渗透力可以理解为受关注度更高。 
渗透力体现在重大性和戏剧性上。 
比如风光一时的美国华尔街到处风声鹤唳；一向信奉市场自由的欧美国家，却在以政府深度干涉的方式拯救

经济；我国中央政府和各省区市也启动以4万亿为龙头的一揽子内需促进方案……这些政策和走向，或与传统印象

有巨大反差，或闻所未闻，总之其轰动性令人咋舌，甚至能成为坊间话题。 
渗透力还体现在关联性上。 
美国金融体系出问题，正逐步放开的中国金融市场有没有受影响？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没有受影响？是

否影响外资在中国的投资？等等，进而直接波及到老百姓所关心的国内股市、楼市和金价上。 
应该说，宏观经济新闻的走强，在此前一年楼市、股市过热，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时，已初显端倪。只不

过金融危机更加速了这个趋势，令经济新闻也超越传统的经济板块，活跃在社会、国际等重要版面中。随着国内

外宏观经济新闻与老百姓的关系日益紧密，其渗透力必将继续提升。 
二、事件性经济新闻成为报道亮点。 
由于突变性不强、事件性较差，经济新闻的可读性往往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而受金融海啸剧烈震荡的金融和

市场，却为一系列经济事件的突发提供了可能。比如全球第二大玩具制造商东莞合俊的倒闭，就是一个典型。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传导过程，基本上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金融体系本身危机，二是与金融密切相关的股

市、楼市等危机，三是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实体经济危机。而对我国实体经济而言，首当其冲的应是出口加工

业，因为它直接受制于欧美需求萎缩，这方面的日常报道有“广交会订单减少”“广东玩具业和服装业外贸首现

负增长”等等。但这样的报道表现在版面上，总像是没烧到100度的水，热而不沸，并没有多少冲击力。而当“全

球第二大的玩具厂倒闭”“6000多名员工一夜失业”等合俊倒闭新闻一出现，热水顿时沸腾，彻底引爆珠三角 

“三来一补”低端产业所面临的困境，从而形成巨大报道张力和冲击力。 类似的新闻，还有“难抗金融危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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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第三大购物中心陷入困境—20亿！中华广场要卖了！”等等。随着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经济大环境发生改

变，突发性事件性经济新闻也将成为焦点。 
三、财经新闻加速转型。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催生下，媒体财经新闻的核心主要分为两类：以报道大企业成立、投资、并购

和市场战略为主要报道内容的公司新闻；以股市、基金报道为主的理财类新闻。但金融危机发生后，财经新闻正

在加速转型。 
随着金融危机向纵深发展，一些企业市场收缩、业绩下滑，普遍遭遇“过冬”难题。这种情况下，人们关心

的焦点已从以前的高歌猛进，转移到关心企业和企业经理人、员工的命运—他们如何“过冬”，他们面临什么样

的压力（如裁员、减薪），他们又将如何选择？这方面，《羊城晚报》开设“经济寒冬的‘一把火’”、《广州

日报》开设“珠三角中小企业自救实录”，《南方都市报》开设“应对金融海啸”，报道经济低潮中一些成功企

业典型，既鼓舞士气，又给人以启发，都是这方面的尝试。 
同样，由于股市和基金的低迷，股票热和基金热开始“退烧”，证券营业部和银行（买基金）不再人头涌

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理财新闻也顺应地从单一的股市基金信息，发展到集股市、基金、外汇、黄金、楼市、

艺术收藏等于一体的综合理财。随着人们理财观念的多元化，多元化转型将是财经新闻新方向。 
四、社会经济新闻更注重话题性和实用性。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新消费时尚的不断涌现，喇叭裤、牛奶浴、金马桶等话题性社会经济新闻，也一度风

靡。只是随着人们的见怪不怪，这类新闻渐渐淡化。而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此类新闻又重新出山。比如“广州

商业街惊现‘1元衣服’”“老外一夜喝掉20万元盛景不在”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为迎合读者节约心理，在操作

上，这些新闻也更加注重实用性。《羊城晚报》开设了“金融海啸下的理财生活”，除有“不看、不谈、不动，

股民‘三不原则’盛行”的话题新闻，更多是如何面对股市、存款以什么形式好、基金如何投资、保险是否继

续、楼市是否该出手等等。这些新闻既有一定的话题性，服务性也更强，既为坊间乐道，又被很多理财网站尽数

收列。 
五、区域经济新闻地位凸现。 
从早期的特区现象，到后来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以及中部崛起，区域经济报道始终是一个恒温话题，而金

融风暴则使此类新闻更加凸现。 
就像企业有不同的成长模式一样，不同的地区亦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比如珠三角外向型产业模式，长三角村

镇集体产业模式。即使在珠三角内部，也有东莞的“三来一补”模式、深圳的自主创新模式以及佛山的大企业集

团模式，等等。而金融风暴无疑将是一次发展模式的总考验，结果如何也为大众所关注。这就不难理解，一向被

广州、深圳、东莞锋芒所掩盖的佛山，在风暴来临时一句“传统产业并不代表落后”，缘何广为传颂；而一则

“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网文，又为何引来连篇累牍的报道。可以想见，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一轮深入

调整期，类似的区域经济报道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热点。 
  
  

新时期经济新闻报道的策略选择 

 

在金融风暴面前，经济新闻一方面要适应其报道发展的新趋势，另一方面也要及时调整其新闻价值取向，在

宏观、中观、微观及整体观察上，进行必要的报道策略选择，以顺应和引导受众对新时期经济新闻的市场需求。 
首先，要体现宏观视野的落地意识，提供展现新闻价值的阅读“窗口”。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外经济干预会继续一段时间，加上国内正在进行的科学发展模式转型—对大众媒

体来说，要将重大宏观经济新闻这块“鸡肋”变成香饽饽，就必须强化报道的落地意识，提供展现新闻价值的阅

读“窗口”。 
所谓落地意识，就是受众本位意识，对读者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大宏观经济新闻，总是能从促进读者理解

的视角进行报道。以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为例。媒体报道络绎不绝，说法天花乱坠，但仍不能让读者对中国

经济如何受全球影响有直观而全面的印象。《羊城晚报》特地做了一期“十问中国经济”专题，从热钱到底流入

还是流出，外资会否撤离股市楼市，中国经济能否独善其身等等，从读者关心的角度一一提问，找来一流经济专

家一一作答，就像“十万个为什么”一样，从而将复杂的财经问题科普化。 
此外，阅读“窗口”也可以理解为大众化翻译，将一些稍显复杂和深奥的财经问题“标签化”。比如对金融

危机影响的判断，就引用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话，“这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等等。 



阅读“窗口”还可以理解为报道指南，即通过报道来厘清宏观经济走向与老百姓切身之间的逻辑关系：它在

深刻改变经济格局的同时，也在向每个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传导。而宏观新闻的阅读“窗口”要做的，就是展

示这一传导过程，从而提升阅读兴趣。如：欧美奢侈品降价←美元、欧元贬值←欧美经济下滑；飞机头等舱和公

务舱冷清←商务活动减少←全球经济不景；等等。 
其次，要体现中观视角的感性意识，挖掘区域经济和产业群报道的弹性和亲和力。 
一般而言，经济新闻报道偏于理性，特别是为展示一个区域或产业集群的发展节点，而去罗列大量数字，则

更易乏味。而近期金融危机报道的实战表明，类似体现中观视角的报道，如果注入更多感性意识，完全可以使新

闻更具弹性和亲和力。 
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对珠三角而言，处在风口浪尖的是东莞。正在发展模式转型关键时期的东

莞，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到底状态如何：当地企业现状、当地人的精神面貌如何，政府如何应对？要回答这些

问题，当然可以通过一组珠三角产业调查的稿件来展示。但广东媒体在表达这一中观视角上，却选择了一个非常

感性的个案来突破。 
一名叫“我叫梁山泊”的网友，发表了“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的网文。报道就是由此开始：先

是报道网文引发网络轰动这一感性事件，从而吸引读者关注东莞产业现状；然后，媒体跟进，通过政府官员和专

家回应网文，进一步报道官方态度；接着，再跟进网友和读者议论，完善报道。应该说，这一系列报道的最终目

的，是为了展现在金融海啸下的东莞现状，只不过由于引入网络与现实互动、网民与官员交锋等多种时尚元素，

从而使得报道更具张力，将一个地区现状的静态新闻做“活”，可读性跃然纸上。 
再次，要体现微观切入的大局意识，还原读者所感知零碎现实的全面和高度。 
为增加新闻的鲜活性，很多报道会选择小切口的微观切入，经济新闻报道也不例外。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

报道往往又会使读者的感知过于零碎、片面。比如在此次金融危机报道中，一会儿是旅游业冷清，一会儿是房地

产滞销，一会儿又是中产白领有钱不敢花……到底全貌是怎样的？这时候，微观切入时的大局意识就非常重要。 
在大局意识指导下，小切口就不仅限于事件的某一侧面，而是可以触摸到大时代的脉搏。切口越小，与主题

之间的反差越大，其爆破力和“杠杆效应”就越强，就越能体现现实的全面和高度。以《羊城晚报》的“废品回

收：短暂吃香喝辣后跌回咸鱼白菜”为例，这篇调查就是通过聚焦七八个“收买佬”的命运，来展现废旧品回收

价格像过山车。可贵的是，此文下笔大局在胸：国际金融危机后，原材料需求下滑，回收再利用的利废行业不景

气，回收行业当然惨淡。 
“广州商业街惊现‘1元衣服’”也是类似报道。文章在描述完一元衣服大甩卖这一让人咋舌现象之后，不忘

追问“这样的衣服能赚钱吗”？原来，一些外贸服装由于金融危机难以出口，只好论斤卖给小档口，小档口处理

存货照样有利润，国内服装业遭遇出口时艰的大背景和高度也由此而出。 
总之，微观切入的大局意识，即是以微观的小切口、小人物和小故事来撬动一个宏观主题。越小就是越接近

社会经济的毛细血管，在宏观背景的映衬下也越具有戏剧性和可读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体现总体观察的人文意识，凸现大变革经济背景下的国家、地区、公司、企业

家和普通公众的命运，彰显人文关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一路披荆斩棘，高歌前行。作为某一企业、地区和个人，或有沉浮，但作为整个

行业、地区和一类人群，同时遇到全球金融海啸这么大的冲击和影响，还是第一次。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新闻，

在针对一个地区、行业和企业日常市场行为作出坚硬的技术分析和报道外，还要多一点人文关怀。 
比如，珠三角自身在产业发展转型，同时又遭遇全球金融危机—能不能将这一地区当作一个人来看待，来表

现她的压力、痛苦还有坚强？比如，在经济大变革环境下，在面临资金链断裂的悬崖前，一家企业的命运，能不

能通过她的经理人、员工等具体人物的喜怒哀乐，来记录和探索在危机前后，那些面临巨大反差的公司甚至行业

的命运？凡是种种，只有在经济报道的各个层次上，多一些人文意识，才能让读者在冷冰冰的文字之后，收获令

人唏嘘的真实情感，从而也在更高层次上增强经济新闻本身的厚度和感染力。（作者单位：羊城晚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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