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标题    媒介论坛用户名  密码    

媒介动态 传媒产业 传媒经管 传媒经济 传媒环境 广告业 传媒人才 舆论影响 传媒竞争 

新闻与法 新闻业务 新闻学习 新闻理论 新闻史学 新媒体 新闻伦理 传媒调查 媒介批评 

广电世界 新闻教育 媒介人物 大众传播 书店书评 新闻奖 传媒改革 传媒博客 传媒内参 

经济报道常见错误之实证分析 

时间：2002-9-11 14:50:31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甘丽华 阅读776次

  

  自从１９７８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报道中存在两种变化趋势。其一，是经

济报道的内容由最初的对单纯经济现象的描述和经济政策的宣传，逐步转向对经济趋势的分析

和经济矛盾的揭露。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不满足于对“大好形势”的宣传或者是企业成功业绩

的夸赞，而是开始探索经济改革中隐藏的深层次矛盾，反思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

平，讨论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过程中的阵痛和前途。其二，是经济报道从业人员

(主要是记者)由非专业逐渐转向专业化。翻阅国内有代表性的财经类报纸，我们很容易发现，

许多深度的产业经济方面的报道已经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理论性，甚至超越了普通读者的水

平。无论是第一种变化还是第二种变化，背后的驱动因素都是由从业人员的实际专业素养与业

界对其专业素养的需求之矛盾引致。而这对需求和供给矛盾的主要表现，便是经济类记者对经

济理论知识的缺乏。 

  笔者选取了十份中国大陆有代表性的报纸作为分析样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改革报》、《２１世纪经济报

道》、《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营报》、《羊城晚报》。无论是综合类报纸还是财经类的

专业报纸，这些报纸都很重视经济报道，是中国经济类报道的重要代表。本文检索时间是从２

００２年２月２８日到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０日。 

  检索结果表明，总共发现１８条明显的经济理论性错误，平均每份报纸占０．２条，也就

是说随机调阅每５份报纸，就会发现至少１条明显的学术错误或专业错误。其中，原理性错误

５条，占错误总数的２７．８％；概念性错误４条，占错误总数的２２．２％；逻辑性错误４

条，占错误总数的２２．２％；统计性错误２条，占错误总数的１１．１％；方法论错误２

条，占错误总数的１１．１％；常识性错误１条，占错误总数的５．６％。样本分析表明，经

济学原理性错误最频繁，概念性错误和逻辑性错误较多，而常识性错误较少。 

  １．原理性错误 

  所谓原理性错误，主要指由于缺乏一些基本经济学原理而在经济报道中做了错误的报道。

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包括诸如供求决定价格规律、通货膨胀原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等经济生活

中最基本而重要的原理，这些原理在一般经济类教材中都有表述。 

  比如，《中国改革报》３月４日Ｂ１版文章《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国内消费增长》有

这样一段话：“这个买方市场的出现是和我们经济发展的实际不相适应的，同时也说明，我们

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任务将十分艰巨。”所谓的“买方市场”，是指市场上总体供过于求的情

形。从计划经济时代转入市场经济时代，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力迅速得到释放，因此出现一段时

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通货膨胀乃至商品供过于求都是极为正常的，也是被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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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所证明了的。出现买方市场是经济进入成熟和稳定阶段的必然特征，一定程度上说是好事

而不是坏事。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又怎能说买方市场的出现与我国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呢?

这正是供给大于需求的从而价格普遍下跌的正常表现。 

  又如《人民日报》３月１日第７版文章《美国经济：夜色渐退待天明》说：“制约经济强

劲复苏的因素……第二，劳务市场形势堪忧……第四，股市很难大翻身。”经济衰退的主要表

现就是失业率上升，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票指数下跌。所以，文中所讲的第二个和第四个

因素是经济衰退的表现，而不是原因。真正制约经济复苏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的心理预期、国

家的货币政策和技术革命等因素。 

  ２．概念性错误 

  所谓概念性错误，是指经济报道中误用或乱用经济学概念和术语，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混

淆。这种概念性错误往往犯在用经济学术语刻画某种经济现象的时候。 

  《北京青年报》３月１日第１３版《联想全面杀入手机市场》里有这么一句话：“手机是

可移动的信息中端，是实现联想‘互联互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中的“中端”系“终

端”之误，所谓终端，是相对于起始端而言，指产业或产品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手机作为移

动信息消费的最终产品，当然是“终端”而不是“中端”了。作者误用此概念，大概是没有弄

明白此概念的含义。 

  如果说“终端”还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那么一些更复杂的概念就往往频频出错了。当

前经济低迷，全国人民都很关心经济复苏问题。而一旦谈及这个焦点话题，很多经济报道都使

用了“有效需求不足”这样的说法，但是真正理解了“有效需求”这个名词的不是很多。在

《中国改革报》３月１０日头版《扩大内需还仗改革功》里开篇就提到“有效需求情况依然不

容乐观”。按照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的理论，“有效需求”是指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

的均衡需求。均衡需求作为一种理想状态，本身会并无乐观和不乐观之分。正确的说法应该去

掉“有效”两个字。 

  ３．逻辑性错误 

  所谓逻辑性错误，是指经济报道没有弄清楚事物之间正确的逻辑关系，以致上下文自相矛

盾。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对经济学原理理解得不透彻。 

  试举一例说明。《经济参考报》３月４日第１０版文章《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提到

“２００２年，美国、日本、欧盟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减缓，最终导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在这里，作为世界经济衰退的表现或者说结果的三大经济体增长减缓，反而成了衰退的原因，

颠倒了因果。 

  将因果倒置，这类的错误其实从事件发生的时间前后就容易判断出来。但有些错误则是因

为对相关的原理没有搞清楚。例如，《北京青年报》３月１日第１３版《人民币去年升值１５

个基本点》这样说道：“２００１年，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全年对外贸易顺差２２５亿美

元，比上年减少１６亿美元。”理论上，一国国际收支情况良好，应当反映出对外贸易顺差增

加才是，何以顺差减少反而状况良好呢?想必，这句话应当这样说可能更好些：“２００１年

全年对外贸易顺差虽然比上年减少１６亿美元，但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形下，仍然实现顺差

２２５亿美元，国际收支状况良好。” 

  ４．统计性错误 

  所谓统计性错误，主要是经济报道者不熟悉统计学的一些概念和原则从而进行了不规范或

不准确的报道。例如，对关于时期数与时点数的区别，汇率兑换，物价指数等统计工具的忽

 



略。 

  在２月底，相当多的报纸转载了这样一条消息：“２００１年，股票指数同２０００年相

比大跌了２０．６％。”乍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仔细一看发现有问题。股票指数是在一

定时刻对当时各类股票的指数进行加权统计的指标，它是一个时点数，而不是反映在某一时间

段内的时期数。我们只能说在２００１年年底某天股票收盘时的股票指数比去年同期大跌了２

０．６％。 

  ５．方法论错误 

  所谓方法论错误，主要指经济报道中以偏盖全、偏袒一方乃至操纵数字等错误性做法。发

现方法论方面的错误很难，因为大多数读者既没有时间，也难以有经验来辨别新闻报道的真实

性。 

  某报３月初在报道某地经济形势时有这么一段原话：“２００１年签约投资项目２９８

个，比上年增长８１％；协议引资１０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４７％；履约项目２２０个，比

上年增长４９．６％；实际到位资金９．８亿元，比上年增长近６倍。”如果所有数字属实，

那么看上去该地区招商引资工作形势一片大好。可是经过初步计算就会发现，利用数据之间的

关系，可以分别计算出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签约项目、协议引资、履约项目和实际到位资

金。而有意思的是，与２０００年相比，在实际履约项目比例和实际到位资金比例上，２００

１年均大为下降。当然记者的话本身没有什么错误，而且签约项目和实际到位资金确实有所增

加，但又何尝不可以说该地区招商引资效率降低、信用下滑呢?长期以来，各路传媒“报喜不

报忧”的泛滥，和那种“比得过就比，比不过就不比”的“比较哲学”，岂非都滥觞于方法论

上的错误?如果说上述统计性错误属于定量错误的话，那么方法论上的错误则是定性错误，是

性质更严重、形式更隐蔽的错误。 

  ６．常识性错误 

  所谓常识性错误，是说在经济报道中所犯的违背经济学常识的错误。此类错误极容易被发

现，但若不纠正，长此以往，则容易被我们的潜意识所忽略。 

  试举一例。众所周知，在经济衰退时，各国政府往往用一些手段(如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干

预经济，刺激经济恢复性增长。这种做法，早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大危机时，美国罗斯福

总统就曾成功应用。然而《经济日报》３月７日头版文章《扩大内需，今年还能做什么》却说

什么“扩大内需是我国创造性的一项政策，是一项长期性政策，也是一项良策。”“扩大内

需”本来是很平常的一种做法，何以就成了我国政府的首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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