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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报道的人文化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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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当前，在媒体的经济报道中呈现人文化趋势，其明显特征是：在价值取向上，往往体现

为经济与人文并重；从报道视野上看，不但关注全面的经济，还关注全面的人；在报道角度

上，都从对人的理解出发。 

  要使经济报道做到人文化，体现人文关怀的色彩，应当有一些新的思路：一是在报道主题

上，要尽量将经济与人联系起来；二是在观察角度上，重视“经济现象的非经济视角”和“非

经济现象的经济视角”；三是在报道对象上，突出经济现象中人的活动；四是在观点表述上，

着重“双面型劝服”。 

  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经济报道都呈现人文化的趋势。 

  2001年经济日报推出系列报道《青藏铁路三人行》，其中《初识格尔木》、《青藏线上勘

测人》、《为了可可西里》、《骆驼汽车火车》等篇，便充满人文关怀的色彩。同年5月，经

济参考报关于联想集团新任总裁杨元庆的经济人物报道《人生就要勇往直前》，人文色彩也较

为浓厚。去年4月份面世的经济观察报，则更体现了经济报道的人文化趋势。 

  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精神，就是人文精神，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

想为核心，以人的自身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从人文角度出发，新闻传媒的关怀对象，显然

应该是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而这种关怀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注、尊重和维护，

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在情感上对人的关怀和理解。经济报道的人文化就是在经济报道中体

现对人的关怀。 

  经济报道出现人文化的趋势是有其自身的背景的，作为一种报道方式，它的出现带有必然

性。 

  首先，无论对新闻，还是对经济的终极关注都应该是对人的关注。人是一切社会问题的起

点，也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终点。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绝

大部分新闻的主体，所以，从这一点上说，人文化是经济报道的必然趋势之一。 

  其次，在当代，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的主题，经济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日益密切，日益大众

化，这样，面对日益扩大的经济新闻读者群，尽量通俗化、尽量贴近大众成为经济新闻的必然

选择。于是，“以人为本”的报道方式的出现也成为必然。 

  第三，经济新闻在目前的新闻报道中日益升温，新闻工作者对报道形式多样化的探索，也

必然促使人文化报道的出现；另一方面，读者口味的不断变化，品位的不断提高，也促使人文

化经济报道的出现。 

  综合、全面地考察诸多浸透人文关怀的经济报道，不难发现，它们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 

  一是在价值取向上，往往体现为经济与人文并重。在人文化的经济报道中，新闻点往往超

越了纯经济价值尺度。和一般的经济报道不同，它把社会、文化因素作为内在变量纳入经济分

析中，把人的经济活动向人文化、理性层面提升，关注经济背后全面而深厚的人文原因。二是

从报道视野上看，不但关注全面的经济，还关注全面的人。许多经济报道，如果换个思路，就

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了。正是基于对经济与人文关系的深刻把握，人文化的经济报道视野显得十

分开阔。尤其是人文化的经济人物报道，无论人物高低贫富，报道都立足于对人的个性考察，

·宏观经济报道思考  

·“两全”难在哪里？—…  

站内搜索 登陆 论坛注册



这样就使得人物报道在揭示深刻主题的同时，又不失可读性和亲和力。 

  三是在报道角度上，都从对人的理解出发。同样的新闻题材，报道角度不同，报道效果就

大不一样。任何新闻题材如果放在人类发展或人文的背景上来选择报道角度，这个角度往往会

更深刻、更有感染力。对平等意识的认同，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多元选择的尊重，都体现了

对人的命运的最终关注。 

  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要使经济报道做到人文化，体现人文关怀的色彩，笔者以为，应该

在报道主题、观察角度、报道对象、观点表述上有一些新的思路。其一，在报道主题上，要尽

量将经济与人联系起来。报道主题是新闻的灵魂和中心。以往的经济报道，由于报道思维的局

限，其报道主题一般局限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而很少与人联系起来，这无疑使得经济

报道看起来枯燥，缺乏亲和力。人文化的经济报道则应该改变这种状况，在报道主题上，把=

人提到与经济并重的地位，将经济与人紧密结合起来。 

  在许多记者大谈温州经济模式成功的种种客观原因时，经济日报记者詹国枢采写的《神秘

的温州人》却“独具慧眼”，看到了温州成功背后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温州人的深层人文

精神：善创新、敢冒险、能自立。这使得报道在同类题材中脱颖而出，明显多了份文化的厚

重，显得更为深刻。 

  其二，在观察角度上，重视“经济现象的非经济视角”和“非经济现象的经济视角”。  

  所谓非经济的视角，并不是说经济报道不谈经济，而是就经济报道的切入点而言的。在经

济活动越来越纷繁复杂的今天，没有脱离社会、政治、文化的纯而又纯的经济现象，在探索分

析一些经济生活中的新现象、新问题时，必然将其与社会、文化等联系起来，这样的报道才有

深度，才能给受众入木三分之感。不难发现，一些大众所关注的经济热点、难点问题，往往有

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对这类经济现象，从非经济的视角切入，往往更能说明问题的实

质，也更具有可读性和贴近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一些非经济现象———文化的、社

会的新闻———也可从经济活动的立场来观察来报道，也不失为增强人文色彩的一种有效手

段。比如电影院的兴衰、明星的身价、精神产品的商品化等等，仅仅从文化到文化，难以说清

楚，而从经济的视角也许更能鞭辟入里。  

  《南方周末》一篇题为《他们传统他们现代》的报道，描写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

隆务河谷的藏民生活，通过“跳藏舞考大学”、“吃青稞打手机”、“舞哈达喝雪碧”、“画

唐卡骑摩托”几个小片断，从社会和生活的角度写出隆务河谷的藏民既生活在传统当中，又生

活在现代的边缘，从而揭示了他们经济状况的变化。其三，在报道对象上，突出经济现象中人

的活动。有调查表明，读者爱看某张报纸，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报纸有人情味”、“报道带

有感情色彩”。这是经济报道人文化趋势的有力佐证。在经济报道中写出人的活动与感情，无

疑会使报道更活泼，更具有人情味。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好写活经济报道中人的活动，在经济

报道中突出人文关怀，不仅仅是可行的问题，更是如何深入、全面、准确地报道好经济现象的

问题，没有人的活动的经济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隔靴搔痒，当然更谈不上吸引受众了。  

  《南方周末》2000年11月2日《去伊犁种葡萄》一文，报道了四川老板黄元聪、山东农艺

师梁荣华等人闯新疆，在伊犁地区承包土地，引进国外葡萄“全球红”，最后获得丰收的发财

“故事”。文中以黄元聪、梁荣华等人经济命运的沉浮为主线，写出了整个伊犁地区葡萄种植

业的发展情况。这种以个体为重点，以整体为背景的角度使得整个报道看起来既不失深度，又

不失其“故事性”；既能揭示经济大潮中某个个体的奋斗成败的过程，实施对个体的人文关

怀，又能通过他或她反映其背后的经济群体的生存状态，揭示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从而实施

对整体的人文关怀。 

  其四，在观点表述上，着重“双面型劝服”。由于受众经济利益的分化，读者对报纸信息

的接受心理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判断。因

此，经济报道更多的应是信息的交流、传递，全面地客观地提供信息，将倾向性尽量降低，以

争取更多的认同感和互动性。经济报道在一些分析性、前瞻性、解释性的新闻上，应更多地

“双面型劝服”，偏重理性、客观性，多提供信息和新闻事实，让受众自己下结论，这样做，

往往更容易取得受众、尤其是文化层次高的受众的认同。 

  （作者单位：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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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报道的人文化趋向 会员评论[共 2 篇] ╠

以人的个体，反映出经济生活的“整体”，以一个侧面，反映一个方面，这是新闻写作的一个表现手

法。 [luyouz001于2002-9-3发表] 

有价值，收藏！ [robin_wood于2002-8-17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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