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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经济正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经济报道是新闻报道中的一个重头戏。综观新时期的经济

报道，在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社会转型、保护改革人物、干预经济生活特别是宏观调控等方

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出现了许多新的报道领域和方式，涌现了一批名记者和经济报道

的佳作。但也有一些报道犯了“市场经济幼稚病”，这不是简单地以“交学费”的理由就可以

一笔带过的，它们事实上是一哄而上、人云亦云、缺乏独立审视和思考等一些经济报道中常见

误区的集中反映。这里就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它们的具体“症状”： 

1．经济报道一哄而上、因循反复、缺乏独立见解 

眼下，经济报道中存在一种“暴炒”热点、不及其他的现象，常常出现多家媒体同时报道同一

问题的状况。报道几乎都是角度单一的简单重复，没有作深入探讨，当然这其中有经济报道热

点问题相对比较集中的原因，但究其根源，没有研究经济规律和经济政策的思路和习惯，不讲

求经济新闻的经济本色，随意猎奇起哄，是许多经济报道缺乏理性思维的根本原因。 

经济报道应该培养一种自由讨论、深入研究问题的空气，通过研究和讨论，正确引导舆论，以

理服人。比如宣传知识经济，虽要充分认识其重要性，但同时也要注意不能一哄而起，不能把

知识经济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自己的头脑不清醒，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

然是不可能的事。经济记者只有善于运用自己的独特眼光审视经济现象。研究经济问题，才能

使报道出新。 

曾经轰动一时的山东秦池古酒的“标王”事件，就是一个众媒体追逐一时的热点新闻，最后发

现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实例。这起“标王”事件，集中暴露了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冲击国家金

融秩序和违反国家的产业政策等几个明显的问题，但除了《经济参考报》等少数媒体给予清醒

的分析外，多数传媒只是一片喝彩声，这其中所反映的新闻界思维方式存在所产生的问题，已

不容忽视。 其他像环境污染、水土流失、资源浪费、生态被毁，重复建设、社会贫富差距拉

大等严峻状况，虽然根源上不是新闻界的过错，但长期以来，单纯的“反映式“报道思想和模

式，对加剧这些问题的恶化并非没有一点责任。 

2．经济理论的宣传专业性太强，可读性差 

经济理论宣传一直被认为是经济报道中一个难点，专家看了不解渴，读者又觉得看不懂。其

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从事经济活动，经济与生活密切相关。深奥的经济学原理，源于经济生活

本身，宣传经济理论，就应还还其本来面目，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这需要经济学家与大众传

媒共同努力。一方面经济学家要善于深入浅出，写普及性的文章；同时，记者、编辑也应学一

点经济学知识，才不至于当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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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多数宣传金融理论的文章都存在着不够通俗的问题，这类金融理论文章难懂的关键在作

者。一些作者不但不着意通俗化，反而用许多让人看不懂的公式、词语来表现，甚至连语法也

要用西化了的倒装句，毛泽东曾剖析过这种现象，说他们是“下决心不让别人看懂”；另一些

则是自己还没有搞清楚理论，没有吃透其中的道理，只能照搬原理唬弄人。 

3．对国情不甚了解，特别是对现行体制与文化也可能影响现代化进程的情况缺乏了解的片面

报道时有出现 有专家认为，我国国情的特点或者说现代化最大的困难，不是人口多、资源

少、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而是体制与文化，以及深藏于体制与文化中的封建遗害。中国封建

社会发展得相当充分和完善，其政治观念和道德规范，仍对当今日益现代化的中国政治经济体

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比如重人治轻法治、权力意识、政府角色混乱舍本逐末、地

方保护主义、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等，无不与之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不顾现实情况，盲目上项

目，大搞“政绩工程”，结果往往劳民伤财，虎头蛇尾，最后一事无成；不进行细致谨慎的市

场调查就乱上生产线，眼下什么能赚钱就上什么；你拉日本商人，我找美国商人。结果导致各

省产业同构率高达94％。重复建设造成的一系列恶果接踵而来：产品积压、企业大幅亏损、市

场普遍疲软、工人下岗、三角债难清，包袱越来越重。 

那么，怎样使经济报道走出误区，形成独立的见解、具有一定的深度呢？笔者试从这样几个角

度提出看法： 

首先，把握全局，树立全国和全球意识，主动引导社会舆论。 

在现实的生活中，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出现的经济现象，是一种客观事实，常常与当时的社会

大背景、大环境紧密相连。经济报道，要从全局的角度加以把握，加以分析，使经济报道更有

深度。 经济记者在市场经济的洪流当中，应该站到时代的前列，目光深邃，胸怀全球，把要

报道的新闻与国家前途、世界大形势联系起来，因势论理，充分发挥新闻的舆论引导作用。

《人民日报》记者王慧敏采写的通讯《筑起的，不仅仅是一座大坝……——写在小浪底截流之

际》，通过对小浪底工程的报道，大声告诫国人：“经济建设必须面向世界！”世界进入全球

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经济竞争的成败，往往取决于是否具有世界意识、全球意识。小浪底工程

采取的是国际招标的运营方式，3个主要工程分别由意、德、法的3家公司承包，他们又以工程

分包和劳务分包的形式将部分工程转包给其他外国公司和中国公司，51个国家共同参与，构成

了复杂的生产关系，一切按合同——国家通用的菲迪克条款办事。陈旧的价值观念、质量意

识、管理套路、落后的工作效率，特别是淡薄的合同观念，使我们在新形势下无异以小米加步

枪与现代化武器作战，吃亏受苦自不必说。 

发现了差距，找到了努力方向，是不是就可以同国际接轨？文章以小标题的方式提出诘问：

“接轨，还有多远？”作者借外商和自己人的话回答：还不行。就是说，不仅我们的管理水平

与国际有差距，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还很不完善。这是全文最发人警醒的

部分，不仅给读者，也给我们的经济记者以很大启示。 其次，抓难点，抓针对性，提出独到

而准确的新见解。 

经济报道要抓难点，要有针对性地为读者解疑化难。针对性是如何衡量经济报道有无深度的重

要标志之一。 

搞活国有困难企业是近些年经济报道的热点和难点。襄樊市南郊有家企业叫湖北制药厂，始建

于1968年，曾经很红火过一段时间。后来，这家企业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处于非常困

难的境地。企业不活的原因，很多人认为是缺资金。结果几百万的资金投近去连个水漂也不

打。企业累计贷款1亿多元，继续贷款无望，多次申请破产。湖北省襄樊市领导帮助牵线搭

桥，1998年1月湖北荆门中天集团将湖北制药厂兼并，这是当时湖北被兼并的最大一家企业。

兼并不到半年，奇迹出现了，企业开始扭亏为盈。 

 



对于这样的新闻事实，简单、直观地报道企业起死回生是没有力度和深度的，为加强新闻报道

的指导性和说服力，必须挖出它独特而深刻的含义。记者通过深入采访，提出三个问题：一是

“没有注入资金，机器何以又转圈”？二是“没有带来技术，产品何以上档次”？三是“没有

新上项目，经济何以快增长”？这三个针对性很强的问题，在采访中都得到了圆满的回答。问

题回答完了，文章的主题也就出来了，那就是：管理机制救了湖北制药厂。文章的标题就定为

《机制救湖药》。 再次，经济理论宣传多与实例相结合，深入浅出。 

有深度的经济新闻必然要涉及经济理论，而理论往往给人以枯燥的感觉。那么，经济新闻怎样

才能既有深度又引人入胜？《从煮饺子说到规模经济》这篇新闻没有急着给你作解释，而是从

煮饺子说起，新闻一开始就形象生动，“逗”着你非读下去不可。煮饺子不能一个一个地煮，

那么办企业、出产品能像一个一个地煮饺子那样做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经过一个生动的比

喻之后，才进入规模经济的正题。毫无疑问，这种写作的构思是十分巧妙的。什么叫“规模经

济”？假如不是这样写，而是急于要说明规模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从名词概念到理论阐述，那

么这篇新闻就会一上来就是一副大架子，摆出吓人的阵势，根本无法让读者产生阅读的冲

动。 这篇文章最终想说的是中国的经济只有达到规模经济的程度和要求，才能实现良性循

环，才能稳定、健康、有序地发展。为了更深入、通俗易懂地说清规模经济的道理，作者用汽

车、纺织、石化等行业的一些数字，进一步阐述了规模经济的特点和要求。在新闻的第四部

分，作者列出了一些重要产品的规模经济的具体指标，明确说明了这些指标中包含的七项不可

缺少的要素：国外经验、中国国情、行业特点、资源状况、设备能力、技术水平和市场需求。

行文至此，人们可能会产生无可奈何之感，甚至会提出我国千千万万达不到“产品经济规模”

的中小企业统统要关门大吉了吗？于是，作者及时地指出“增量”、“存量”的问题。简单地

说就是：新建企业的规模必须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原有的达不到规模经济要求的中小企业，

要进行改造和调整，这项工作的实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而当务之急是按规模经济的

原则组织生产，真正把经济效益充分发挥出来，促使我们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缩短与

世界发达工业国家的差距。这就有了相当的力度与深度。  

 

文章管理：beyondsun （共计 978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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