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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新闻是对受众欲知而未知的、经济事实的最新状态和发展趋向及时、公开传播的非

指令性经济信息。随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经济新闻在21世纪呈现急速发展

的态势。  

    

  各种媒介纷纷开辟经济专栏或专题节目，不仅经济类报刊，就是综合性的报刊、非经济类

的行业报刊，也纷纷抢占这个当前新闻报道的桥头堡。不仅中国，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呈现

类似的趋势，经济新闻和电视经济节目占据的报道空间越来越大。  

    

  当今红红火火的经济新闻，具备哪些特征呢?首先，大多经济新闻较抽象，难以用形象来

表达，只得通过图表、曲线、比喻、举例等方式来报道；其次，各种经济新闻之间存在着密切

而无形的联系，故经济新闻在没有被实践证实之前，会有多种观点、倾向和表现形式；第三，

现在不少的经济新闻，在时态上偏重于未来；第四，经济新闻带有强大的暗示作用，尤其是财

经新闻，接受它们的目的，往往就是为了确定自己采取何种行动。  笔者根据党和政府工作

的走势，以及经济规律和新闻规律，预测新世纪经济新闻的前进方向。  

    

  经济报道要有全球视野  

    

  经济新闻应有全球意识，向国际接轨，引导人们面向世界。新闻是事意契合的传播符号，

不惟告人以事，更要迪人以意。同传一事，寓人何意，取决于记者的认知结构、洞察能力和思

维高度。一个有使命感的记者，总是站到时代的前端，目光远大，胸怀全球，把要报道的新闻

与国家前途、世界大势联系起来，因事论理，充分发挥新闻的舆论引导作用。  

    

  中国业已“入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更要放眼全球见新天。对中国来说，

“入世”既是经济上的一场变革，又是我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它对我国的经济体

制、对老百姓的经济生活，正在产生愈来愈深远的影响。经济报道应该聚焦此类领域，发挥先

导作用。  

    

  媒体要有全球视野，要通过舆论的全球视野来强化公众的全球意识，从而不断加快改革开

放的进程。我们的经济报道务必跳出原来的条条框框，与时俱进，将新闻事实放到全球的背景

下，尔后进行考察和评判。  

    

  媒体应熟知WTO的规则和精神，并在报道中自觉地加以反映。例如，WTO所强调的公平贸易

原则、非岐视待遇原则、透明和可预见原则等，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公平、公正、公

开以及自由贸易。  

    

·宏观经济报道思考  

·“两全”难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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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我们过去经常报道，甚至引以为豪的新闻事实，诸如国产化率提高到多少多少，给外

资企业多少优惠政策，等等。实际上是违背上述精神的。追求高国产化率，意味着扶持和保护

本国产业，外国产品得不到公正的市场准入条件；给予外资企业优惠政策，实质是一种超国民

待遇，既是对本国企业的歧视，在产品出口时又有可能被视作政策补贴，不一而足。  

    

  全球视野的内涵，还表现在媒体着手经济报道时，有没有真正把中国纳入国际分工体系、

随时进行国际比较的意识。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就是指我们要主动

进入国际分工体系，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去赢得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全球视野。比如说，过

去我们常讲某某产品又填补了一项国内空白，现在看来，很多空白实际上是不需要去填补的，

因为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所在，我们完全可以到国际上采购。  

    

  探路从学习新知识开始  

    

  就对经济新闻的重视而言，我们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应当承认我们缺乏市场经济

条件下报道经济新闻的经验。在具体报道中，有的媒体缺乏可资借鉴的经验，相当程度上是在

炒作新闻，情绪化成份较高。强调经济新闻的理性化，是当前整体上改善经济新闻报道的突破

口。另外，经济新闻的生命力在于解释性、分析性和调查性。欲将经济新闻做到位，必须从学

习新知识开始。  

    

  江泽民同志说：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不可能什么知识都事先完全具备了再来干，很多方面

是要边实践边学习，缺什么补什么，哪方面知识不够就加强哪方面。我们的本事只能从学习中

来，从实践中来。在谈到参与国际竞争时，江泽民强调，大家都要努力学习和掌握国际经贸规

则，并积极利用有关规则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在改进经济报道时，我们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主要经济类媒介的经验，例如《华尔街日

报》、《金融时报》、《日本经济新闻》等，了解它们的发展历史，借鉴其管理和经营之道；

同时关注它们的消息和言论，要知道这同样是重要的信息源之一，忽视不得。除此之外，值得

借鉴的还有对方在一般经济新闻、财经金融新闻和经济新闻分析方面的经验，以及报道这类新

闻的职业道德准则——客观、冷静观察问题，不做个别企业的代言人。  

    

  就中国报业中的财经类报纸来说，《中华工商时报》、《中国经营报》等算是一炮打响

了，最近又有两匹马——《经济观察报》和《21世纪经济报道》杀出，充任新的“探路

者”。  

    

  《经济观察报》喊出了“理性、建设性”的口号，提出要做一个与网络有区分的深度思考

的媒体。“入世”以后，我们面临的经济环境日益复杂，受众非常需要媒体为他们遴选出重要

信息，并提供深度的分析“解渴”。  

    

  (●邓涛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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