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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期，经济报道逐渐形成了固定的陈旧模式，究其原因，关键 

是新闻工作者受到了常规思路的束缚，未能突破思维定势和随之形成的 

形式定式。思路开阔了，思维方式转变了，视野变宽了，经济报道自然 

就会有春风拂面的感觉。 

  常规经济报道的思路和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单打一的思路 

。其表现形式为一厂一店，一事一报，一项一报等等。其问题主要反映 

在人云亦云、鹦鹉学舌，被采访对象牵着鼻子走。其结果往往会导致以 

偏概全，甚至失实新闻。国有企业改革的报道，就出现了诸如此类的毛 

病。如开发区的报道，只热闹了一阵子；关于股份制和拍卖企业的报道 

，就出现了一“股”就灵、一“卖”就活的偏颇。就农业报道而言，片 

面宣传种植某种果业能致富，结果导致一轰而起，果贱伤农。 

  第二，绝对化的思路。其表现形式为非黑即白，非此即彼。这种思 

路不能辩正地看问题，缺乏思辨色彩，容易绝对化。比如关于企业破产 

、兼并、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农民外出打工等，对不同对象来说，从不 

同的角度来看，其好坏不是绝对的。对这些内容的报道，就不能简单地 

下结论。 

  第三，终结式的思路。其表现形式为多报结果，少报过程，或者事 

物刚刚开始时，就作一个定性式的评价，或是没有结果时等着不报，贻 

误了报道时机。这种及早下结论的思路，容易出现了错误的舆论引导， 

或者闹出笑话。 

  第四，见物不见人的思路。其表现形式为写生产、写管理，报产值 

、报进度，即使写人物，也是写厂长、写经理，或是写某一个先进职工 

，忽视了人的思想、观念、素质等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决定性作用。 

  常规模式蒙住了记者的眼睛，束缚了记者的手脚，僵化了记者的思 

路，有时甚至导致错误的舆论导向。 

  下面根据自己的实践、观察和思考，提出几种经济报道新思路。 

  一、跳出经济写经济 

  第一、用政治的眼光看待经济活动，透视经济现象。所谓用政治眼 

光看待经济现象，就是从经济活动、经济现象中挖掘其政治内涵和影响 

，从其政治意义的角度立意、选材、入笔。这种写法根据其内容和形式 

的不同，可以写成提倡式的报道，也可以写成批评报道。有一些经济活 

动带有明显的弄虚作假、欺骗领导和群众色彩，有一些经济活动不顾客 

观规律和实际情况，大搞形式主义。记者被邀请参加这类经济活动，如 

果按“单打一”的思路，一事一报，就会跟随一起推波助澜，助长歪风 

邪气。如果用政治的眼光看，就会写出对其揭露和批评的稿子。如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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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度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消息《夏收何必搞仪式小麦未熟遭“剃头 

”》，就是记者在参加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朝邑农场“小麦机械化化东 

进西征收获活动开机仪式”时，从政治的角度思考的结果。又如，在某 

省的一次扶贫会上，记者见到一溜排的高级轿车，便以此入题写了批评 

稿，也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的。另有一类经济活动，单从经济的角度也 

可以报道，但新闻价值小一些，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新闻价值和宣 

传价值就会更大一些。如随州日报在1999年罕见旱灾的报道中，就实现 

了三个转变：由抗旱到生产自救保规划的转变，由生产自救到兴修水利 

的转变，由兴修水利到安置灾民保稳定的转变，其转变过程就是从经济 

着眼向从政治着眼的转变过程。 

  第二，用生活的眼光看待经济活动，分析经济现象。从生活的角度 

入手，可以增强报道的贴近性。八十年代获中国新闻奖的《经济学家赶 

集》就是从生活的角度报道经济现象的一个成功例子。就目前情况来看 

，许多经济报道都可以从生活的角度入笔，如从农家的摆设、农村对家 

电产品的特殊要求写新产品的开发，从农民吃、穿、住、行的变化写农 

村市场的启动等。1998年，襄樊日报的记者曾经写了一篇题为《农民进 

城访餐桌》的报道，就是从餐桌入手，写农民的市场意识，写种植结构 

的调整。 

  第三、用文化的眼光看待经济活动，分析经济现象。有一些经济活 

动、经济现象，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本身就是对文化内涵的丰富和 

拓展。还有一些经济活动本身就很难分清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还是单纯 

的文化活动。对这一类事件的报道，可以从经济领域的文化现象入手， 

也可以从文化现象与经济活动的渗透与融合入手来报道。文化衫就是一 

个典型的例子。就经营者来说，是利用文化手段促销；而对于消费者来 

说，则想增加消费的文化气息。现在，一些企业常常利用军训、升国旗 

、主办晚会等形式，树立企业形象，扩大知名度，都属这类活动。 

  第四、用科技的眼光看待经济活动，分析经济现象。二十一世纪是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而知识的 

核心是科学技术。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往往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 

从科技的角度来报道新产品的问世，分析企业的兴衰得失，透视产业发 

展轨迹，既能增加报道的深度，又能给人以启示。 

  二、深入经济写经济 

  第一、用哲学的眼光看待经济现象，增强经济报道的思辨性。 

  市场经济千变万化，纷繁复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些企业的 

产品一时红火，但结果却昙花一现。如果用哲学的眼光审视，将其放在 

时空的跨度上分析比较，能比较清晰地看出其路子是否走对了，生命力 

是否强大。比如关于企业的“死”与“活”，在九十年代初期，如果要 

让一个企业“死”人们是难以接受的，而经济日报的詹国枢同志用辩证 

的思想撰写的经济述评《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就让人眼 

前一亮。 

  九十年代中期，湖北随州一家改装企业靠锤打和组装生产轿车。对 

此领导多给予鼓励，但新闻报道该怎么办呢？如果按常规思路，厂里锤 

锤打打，领导哼哼哈哈，新闻单位则可随之吹吹擂擂。如果换一种思路 

，用哲学的眼光，将其放在全国乃至全球轿车生产行业去审视，则可以 

一下子断定其是没有生命力的。 

  第二、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经济现象，增强经济报道的理论性。 

  时下有人提倡专家型记者，也就是说一个行业的记者，要努力成为 

那个行业的专家。写经济报道，就要立志成为经济学家。用经济发展的 

内在规律来审视经济现象，就会写出深度，经济类的深度报道尤其应该 

如此。 

 



  就拿乡镇企业来说吧，兴起之初，他克服了国有企业机制不活、平 

均分配等弊端，以其特有的活力活跃了中国经济。随着私营企业的出现 

，乡镇企业的弊端又逐渐显现出来。时间一长，乡镇企业相对于国有企 

业的不足也暴露出来。于是，摆在乡镇企业面前的紧迫任务便是学习国 

有企业的管理经验，学习私营企业的灵活机制。这时的乡镇企业如果不 

脱胎换骨二次创业，是难以长久立于市场经济之林的。如果新闻工作者 

在报道乡镇企业的兴衰起伏时，放在其发展轨迹上来分析、透视，就是 

用经济学的眼光透视经济现象，写出来的报道就会入情入理，而不是浮 

浅的，更不至于引导企业走入误区。 

  第三、用社会学的眼光看待经济现象，增强经济报道的实践性。 

  所谓用社会学的眼光看待经济现象，就是把经济现象放在整个社会 

的大熔炉里来考虑，让它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联系，看看有什么反映 

。 

  农民日报1998年下半年曾就某地一副镇长因收入拮据业余时间跑出 

租开展了讨论，就是用社会学的眼光审视经济现象的一例。跑出租车本 

来是一种经济现象，但一个副镇长业余时间跑出租，社会的方方面面会 

有什么反映呢？农民日报抓住这一点，让各界人士发表看法，讨论持续 

近两个月，发稿20余期。 

  特殊人物的经济活动，特殊行业的经济活动，事关全局的经济活动 

，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对这类经济活动报道时要考 

  虑其社会效果。如中小城市的人力“麻木”和机动“麻木”是该保 

留还是该取消的问题，就牵涉到交通秩序、城市形象、再就业等社会的 

诸多方面，“一刀切”就会带来负面效应。 

  新闻媒介关于“砸三铁”，一“股”就灵、一“卖”了之等报道之 

所以一时轰轰烈烈，最后不得不揠旗息鼓，现在总结起来，其中一个重 

要的原因就是只从经济角度考虑，而没有从社会的角度全面分析。 

  第四、用逻辑学的眼光看待经济现象，增强经济报道的严密性。 

  用逻辑学的眼光看待经济现象，就是在经济报道中用分析、判断和 

推理的方法发现报道中的错误和疏漏。 

  经济报道有一种较普遍的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一个企业效益好时 

，体改部门总结说是改制企业新，党委部门说党建增效益，主管部门则 

说管理出活力……其实，一个企业的兴衰，原因是多方面的。记者在报 

道时，往往受被采访人的角度和介绍的影响，而把企业效益好的原因归 

结到某一个方面。这种偏颇如果用逻辑学的知识检验，就会避免。 

  用逻辑学的眼光审视经济报道，还会发现自相矛盾的数字、自相矛 

盾的提法、识别假新闻等。 

  三、就此经济写彼经济 

  由于行业的不同、地域的不同、时间的不同，一些带有共同规律的 

经济现象会在不同的时间内出现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域。如果记者 

掌握了其规律，在报道中就会尽早拨开云雾认识新生事物的本质，透过 

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看到事物的发展规律。 

  例如，重复投资导致行业过剩，一哄而上导致一哄而下，在工业生 

产上早已是一大教训。时下，这种盲目重复投资在农业生产上也逐渐显 

现了出来。工业结构调整还没有理顺，农业结构调整的课题又摆到了面 

前。对此，我们可以在农业重复投资刚刚出现时，将工业结构调整与农 

业结构调整进行对比式的报道。由于工业结构不合理的形成原因和危害 

已被人们所认识，农民就会借鉴工业结构调整的经济很快进入角色。 

  再如，农民进城打工是城里生产资料、生产设备、产品市场与农村 

廉价富余劳动力的一种理想组合。而城里人下乡经营也是城市下岗职工 



利用资金、技术、管理优势与农村闲置的山水田房的一种有效组合。农 

民进城打工在前，城里人下乡经营在后，而且现在双重流向并存。用农 

民进城打工的眼光报道城里人下乡经营，无疑会增强报道深度，增强报 

道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如此考虑下去，还真有不少可写的东西。大棚蔬菜与高科技产品、 

山水撂荒与国有资产闲置、纺织压锭与汽车聚合、农民进城访餐桌与企 

业下乡搞调研……触类旁通，定有收益。 

  形式不可一一例举，思路一变天地宽。只要我们多动脑筋，勤于思 

考，善于突破思维定式，大胆创新，触类旁通，经济报道就会常写常新 

。 

   （作者系随州日报副总编辑 邮编：44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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