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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闻重要的创新是贴近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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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的新经济异彩纷呈，经济新闻是报纸的主打产品之一。如何使经济新闻走近读者，

如何使普通读者对经济新闻产生阅读兴趣，是媒体面临的一个紧迫课题。 

  我们要不断提高经济新闻的可读性，吸引读者、拥有读者，从而在报业竞争中占领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新闻的生命力就是与时俱进，时刻保持与读者的近距离。 

  一 

  我认为，当前经济新闻写作中有三大矛盾亟须解决。一是大量的经济新闻是数字的罗列，

读者感觉乏味。在一个社会中，经济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由变动着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进

程、状态和指标构成。变动产生新闻，于是有了许多话题。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工程，到与

普通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连锁店，各种经济话题可谓无穷无尽。然而与其它新闻不同，当前经济

新闻多是有关数字和一些抽象的趋向、预测，还有数字、图表、统计等等，因为缺乏可读性，

很容易使普通读者厌倦。 

  二是大量的经济新闻常常见物不见人，读者感觉沉重。目前的经济新闻写作中，存在着这

样一个问题：就事论事，见物不见人，忽视人的思想、观念、情感、素质等，表现形式又呆

板，形成了“内行不愿看，外行看不懂”的状况。换句话说，就是关注企业物流方面的东西

多，关注决策者、主体人的东西少；只侧重企业兴衰和产品的价格、市场，而忽视了作为市场

最终主体的“人”的人生命运。 

  有这样一种观点很有市场，认为经济新闻就是以经济现象、生产过程和经济成果为对象。

只把生产要素的组合、物质资源的开发配置、生产过程、成就指标作为主要新闻事实。许多经

济新闻只见结果，不见过程和人，没有矛盾冲突，没有信息含量，更没有吸引人的细节。把经

济新闻写成了生产要素的“物化”，写成了纯而又纯的经济。 

  实践表明，好的经济新闻应当将相关的因素写进去，最主要的相关因素就是人。文体新

闻、社会新闻、娱乐新闻往往更容易让人接受，愿意看它、读它，为什么？很简单，这些报道

的主人公是“人”。 

  三是不少经济新闻偏重于未来预测，读者感觉遥远。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已经发表的大量经

济新闻，特别是财经新闻，那么就会发现，不少报道中会有多种时态，以致人们在阅读时需要

为焦点事实寻找确切的时态。 

  有些经济报道，常常随意采访业内的几个厂家，然后就是枯燥的分析和预言。如每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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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就有记者写“空调大战即将上演”，每到年关就写“商场展开价格战”。 

  为什么老是写这样似曾相识的经济新闻呢？重要原因之一是记者没有深入企业第一线，不

知道员工在做什么，在忧愁什么，不知道老总在想什么，在焦虑什么。换句话说，就是时下的

许多经济报道往往偏重于未来预测，忽视了现场，忽视了正在进行经济操作的“主体人”的活

动，致使经济新闻缺乏吸引力。 

  二 

  怎样才能使经济新闻变得清新活泼，能够充分唤起读者的阅读欲望、吸引读者的眼球呢？

我们常常说要创新，只有创新才有生命力。我认为，经济新闻的重要创新就是贴近读者，向读

者靠拢。 

  首先，抓时代前沿的新闻素材，从大家关心的角度写新闻。 

  就经济报道来说，读者感不感兴趣，主要取决于新闻内容是不是发生在读者身边，新闻事

实和读者有无关联，读者是不是真正关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单纯从经济工

作角度去搞经济报道，这种模式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受众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

新闻的急剧增多，促使大众媒介对经济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关注，读者也越来越关注。人们越来

越多地喜欢从经济报道中感悟政策的变化趋势，寻找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那么，如何从社会角度去拓展经济报道的广度和深度，怎么样将纯经济报道感性化，更便

于读者接受呢？我以为必须抓住以下几点。 

  一是要善于抓经济发展中刚刚萌芽的社会苗头，让读者从感性上觉得经济新闻的确无处不

在，的确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 

  二是善于写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各种新的社会现象。例如济南市有关部门在开学前专门发出

学生收费标准，可有的学校不执行。对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社会现象，记者深入采

访，由表及里，从学校到学生，到学生家长到地方领导，由学校存在乱收费到社会上普遍存在

乱收费现象，就此写出了系列报道，把社会广为关心的乱收费现象纳入经济报道的范围，受到

了读者欢迎。 

  三是善于抓经济工作中大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热点，人们普遍

关心它，想知道它的台前幕后。提出经济工作中的社会热点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的眼

球，而且能为报纸取得大范围的读者效应。如秦池“标王”的辉煌和失败，孔府宴“标王”的

零价转让，社会养老基金的发放，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青岛啤酒2001年与燕京啤酒、2002年

与趵突泉啤酒的市场大战等等，如果记者及时跟上，独家报道热点背后的新闻，使单纯的经济

新闻走向社会化，自然会吸引更多的读者。 

  同时，经济报道也不能丧失它的理性特征，要注意多写一些经济演变中的社会内涵。新闻

记者应该成为社会观察家，时刻认识到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使经济新闻报道更加有血有肉，

有声有色。归根到底，有社会影响的经济报道才是真正的经济新闻，从社会角度写经济新闻，

既要使读者便于感性接受、爱读，又要力求有广度、有深度，这样才能使经济报道独树一帜。 

  其次，要抓住经济主体人的一切活动，把写人与写企业共同融于经济新闻中，让读者读经

济新闻不再单纯读数字，而是感觉在与人对话，在轻松的氛围中接受经济报道传达的经济信

息。 

  人是社会的主体。不管是何种类型的新闻，多是由人的活动引起的。人的欲望与需要是经

济活动的出发点，也是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归宿。人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也是衡

 



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尺度。 

  经济新闻同样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些事实之所以发生，多半是由于人类社会的需

要。因此，经济新闻不仅要反映物化的力量，而且要深入人的心灵，把人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

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报道中，要把经济与人揉在一起加以考察，或者探讨经济生活中的人的

内心世界，或者论述经济与人的同步发展，或者透视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辩证关系。从新闻

视野上把人放在突出地位，是从人本角度写经济新闻的正确方向。 

  要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必须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强化。 

  一是关心经济主体人，特别是决策者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包括成功者、失败者。透过人的

变化反映经济走势，从而为读者提供必要的借鉴和信息。 

  例如我们关注海尔的发展，但很多相关报道是写它的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的，写他的个人命

运和创业史，其实就是写海尔。再如我们关注青啤，不仅关注它的市场占有率，更让读者感兴

趣的是它的老总，从2001年彭作义的突然去世，到其新任掌门金志国的走马上任，期间不仅仅

是一个人事变动的问题，更是一个青啤决策变化的问题。 

  二是借助文化传播经济主体人的新的价值观念。文化是影响社会发展变迁的决定性因素。

所谓社会转型，本质上是文化转型。一定的经济模式，总与一定的文化相对应、相统一。将事

实变成新闻，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创造。文化代表的是一种价值观念，挖掘经济新闻背后的深层

信息，传播新的价值观念，能够给读者带来更深层次的触动和思考。三要想把经济报道做得鲜

活，必须研究经济报道的功能，即加强新闻的服务性与实用性功能，从而增强亲近性，实现与

读者的零距离。 

  过去经济报道强调的是为行业、为特定的读者群服务；随着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经济领域各部类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趋势的加快，现在经济类报道的受众在发生巨大的

变化，经济类报道的读者不断增加。所以，以报纸的实用性和服务性来满足读者和吸引读者，

成为当今经济类报道的重要任务。 

  什么样的经济新闻可以赢得大众的喜爱呢？笔者认为必须强调经济新闻的“消费指导

性”，意思是从关系人们切身利益的角度去写新闻，把商品价格的变化、品种的换代、市场的

预测等实用信息告诉读者。这样，读者才会关心你的报纸，关心你这位记者。长此以往，一提

到彩电价格大战、超市大鳄进入，读者就首先想到你。记者出名了，报纸也跟着体面。相反，

作为经济新闻记者，如果不去研究市场变化，不关心老百姓想什么，而老是把目光盯在某某企

业一年获了多少奖，一年创了多少产值、破了几个纪录、挣了多少外汇，那么他写的新闻就会

少人问津。没有读者关心的新闻怎么能说有生命力呢？ 

  经济新闻要想充分展现其服务性的一面，必须“回归新闻现场”。这个现场，是企业的生

产现场、职工的生活现场、企业家的调研现场。把最前沿的东西写出来，把最有趣的东西传达

给读者，让他们对经济政策、经济活动有所感应，进而有所悟、有所知，比空泛地讲道理实用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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