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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闻在任何综合性新闻媒介中都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晚报家族更将其作为一个重要课

题。但笔者认为，晚报的经济新闻存在两个误区，其一是受到旧有经济新闻报道模式的束缚，

突出“工作”，而少“新闻”；其二是不重视经济新闻信息含量的研究与挖掘，报道的招法不

多，因而导致经济新闻过于直白。其中提高信息含量尤为重要，这个问题解决好了，经济新闻

质量才会提高。  

  晚报经济新闻信息含量的内在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数量意义。晚报对于经

济新闻的报道首先要讲求一定的数量，做到条数多、文章短，容量大。这就要求在晚报所有新

闻报道中，经济新闻要占有较大的比例，其分布可以在所有相关版面，如要闻版、经济新闻

版、金融证券版等。二是题材要宽泛。宽泛的题材，才能体现、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丰富多

彩。要有意识地拓展信息的采撷面，用开放的视角和思维，吸纳足够多的、丰富的、具有时代

气息的经济新闻信息，以满足读者对各方面经济新闻的需求。三是要具有较高的信息价值。任

何一条经济新闻都要讲求有用性，要具有满足读者需求的作用。  

  要提高晚报经济新闻的信息量，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善于抓住经济生活中的各个环

节，全方位地反映这些环节中具有新闻价值的部分。有了对经济领域报道的开阔视野，才能真

正体现出经济报道实际意义上的“数”，而这个“数”，才能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信息的含

量。  

  作为都市晚报类报纸，它有别于党报和专业报，有自己的运作规律和操作手段，它要将重

点放在突出“新闻”上。突出“新闻”就要注意反映“新闻”的角度，要从接近生活的独特角

度去发现新闻素材，去提高报道质量。具体说，我们应从这样几个方面去选择经济新闻的报道

角度。  

  宏观着眼，微观入手。报道任何经济新闻都应该注意它的时代性、阶段性。也就是说要契

合于当时的经济方针、经济政策，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中，要善于将这些方针政策转化为与群众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闻事实。如1998年7月11日《羊城晚报》的一则经济新闻《一个北京城

三家海洋馆》，报道了首都存在的宏观调控不力、造成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的问题。文中这样

写道：“到今年年底，北京的海洋馆出现三足鼎立的现象。有关专家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

内陆城市像北京这样集中上马三家大同小异的海洋馆……商家们跃跃欲试，对竞争做好了准

备，而专家们忧心忡忡，如果倒闭了，数亿人民币就付之东流了。”所要反映的是一个政出多

门、宏观失控的问题，而具体却落在了新闻事件上，读后让读者得出结论，这就是用事实说

话。  

  专业新闻，突出信息。经济报道，难免要涉及一些行业性的经济新闻，如经济决策、规

划，新项目开发，新产品、新技术问世等。这时要善于结合市场意识予以适当变动，这样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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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事半功倍之效。1998年6月19日《经济日报》的一则消息《国家技监局公布六起执法违法

案》，虽然意在强调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为制止乱收费、乱罚款而制定的“五停止、一暂

停”，“五公开、十不准”法规的严肃性，但没有作简单的一事一报，而是综合黑龙江、山

西、湖南、河北、湖北、山东六省个别县市技监局执法违法乱收费的案例于一篇报道之中，让

广大读者和社会知道了特权部门6种典型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对各地技监局也起到了警醒作

用，是一篇较典型的将专业新闻信息化的作品。  

  企业新闻，放眼社会。报道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经济成果，如果仅限报道企业自身的目

的，便会使新闻价值减小。同样，报道数个企业乃至一个行业的生产经营，也要注意新闻本身

的社会性。因此，我们要写好这类经济新闻，必须努力寻找新闻本身对市场、民众、社会的影

响。1998年6月21日《经济日报》刊登了一则《洪水保险何以姗姗来迟》的报道。这篇报道没

有报道中保财险集团关于洪水保险赔付的一般业务情况，而是在1998年全国南北洪水早发，而

洪水财产保险又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个怎样强化保险意识、寻求保险办法的问

题，这就使这则保险企业的报道有了广泛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意义。■  

  （作者：齐齐哈尔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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