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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报道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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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28日，以中央处置“铁本事件”为标志性起点，我国宏观调控全面启动。  

中央陆续出台的宏观调控措施包括：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冻结土地审批半年，全面清理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调整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

例，全国范围内提高电价，鼓励扶持粮食生产等。  

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这些宏观调控政策在广东的具体经济运行中效果如何？广东经济受到了

怎样的影响？如何在此轮宏观调控中继续保持经济发动机的地位？作为省委机关报，《南方日

报》有责任、有义务进行全面立体的剖析。  

以“中观”视角切入：厘清对宏观调控政策的误解  

2002年8月，《南方日报》改版后，将自身定位为华南地区主流政经媒体地位，在报道领域

上，新闻、经济和文体是主要的板块。其中，经济板块“南方财富”以深度为追求，以分析经

济走势、追踪业界新闻为主。  

就《南方日报》的定位来说，宏观层面的经济报道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份省委

机关报，尤其是处于广东这个经济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中观的区域经济新闻、微观的产业经

济新闻，亦成为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此次宏观调控的经济报道，《南方日报》首先是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注重传递和解读相关的政

策，这是宏观调控的硬信息报道。这方面，一是采用新华社的相关报道，一是通过本报常驻北

京经济记者，采写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动和相关的经济活动。  

作为一份区域性的报纸，并不意味着要简单地以地方的经济政策图解中央政策或者进行证明式

的解读。事实上，我们的报道恰恰是从广东的实际出发，以广东的经济发展历程为基本脉络，

厘清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思路。  

作为最先进行经济改革开放的地区，广东的具体情况比较特殊：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全国前沿，

发展得早，一些问题暴露得也早，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也相应地更迫切和实际；从国家层面来

看，广东还是中国经济的引擎之一，这个区域的经济活动，在相当程度上既决定着中国经济未

来的走向，又可为欠发达地区提供前进的道路上可能遭遇问题的解决经验。从这样的思考出

发，我们认为，《南方日报》对宏观经济的报道，落实到中观层面，必然跟广东的经济社会发

展历程相契合。  

·宏观经济报道思考  

·“两全”难在哪里？—…  

站内搜索 登陆 论坛注册



  突出 “广东特色”：追踪经济发展历程和必然路径选择  

此次宏观调控，到底给广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宏观调控是不是意味着“无所作为”？事实

上，在“有保有压”的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背景下，广东在宏观调控中也面临着机遇。  

我们发现，经过二十多年的飞速发展，广东经济正在起着微妙但相当重要的变化。过去，以东

莞模式为代表的经济模式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这一模式的典型特征是资源消耗大，以

资源换取GDP，投入产出比低下，产业的本地化和自有化不够。但是，广东省发改委的调查显

示，近几年来，广东省的产业结构调整进程加快，重化工业发展速度加快，工业结构开始由以

轻型加工为主向轻重并举转变。到2004年，电子信息、电器机械、石油化工、汽车、医药等九

大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5.3%，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增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虽然仍占据着广东经济的重要地位，但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相

当强劲，仅2003年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就达到1650亿元，增长30%，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

27%。  

而这个变化的过程，恰恰是最应引起人们关注的。它意味着，广东在经济实践中，已经比较早

地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使用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

“看得见的手”进行了调控。 

如果从这个思路出发，就可以发现，《南方日报》并不需要简单地图解政策，而是必须深刻理

解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并以此观照广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在此基础上，作出具有前瞻

性的判断。  

这样，我们的思路就豁然开朗，报道重点不再是仅仅枯燥地解读政策、证明政策，而是追踪广

东经济的发展历程和内在的必然路径选择，从而使宏观调控的新闻报道落地、做实，可读性和

贴近性大大加强。如，2004年7月16日，在一版，《南方日报》发表《宏观调控对广东影响不

大》一文，并在同一天的“南方财富”板块上，发表《粤上半年经济增长15.1％（主） 宏观

调控取得成效，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副）》一文，以半年来广东经济运行情况，以及广东较早

地发现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并及时进行了经济结构的调整，重点回答“宏观调控是否妨碍

了广东经济的飞速发展势头”等人们关注的问题。  

以微观见著宏观：把握宏观调控中行业企业的脉博  

正如社会新闻关注当事人个体的命运一样，经济新闻也十分关注行业和企业的命运。我们从

2004年9月份开始策划的系列报道“宏观调控看广东”，以解剖经济活动细胞的办法对宏观调

控进行微观观察。  

这一组报道，立足点是在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大约半年之后，在国家着力整治的四个重点领

域，广东的企业以及与之休戚相关的地方经济（尤其是县一级地方经济）正在发生怎样的变

化。  

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四大领域中，有的行业广东在全国占着主要的地位，如水泥；有

的行业广东虽然不占主要地位，但是该行业的下游产业生态链，广东在全国所占的份额相当突

出，如电解铝；有的行业广东市场成熟得相对较早，也比较早地遭遇过来自市场的其他因素的

冲突，如房地产。  

同时，广东经济又有着相对比较明显的集群色彩，即一地一产业的经济形态相当突出。如南海

的铝材，云安的水泥，韶关的钢铁等。这使得与产业命运休戚相关的地方经济的变化不可避免

地进入我们的关注视野。我们同时相信，惟其如此，才能够理解宏观调控在企业和地方经济命

脉等微观层面产生的深刻影响。  

 



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选取了这四个行业以及相应的产业集群比较明显的四个地方进行采访。

主要关注的话题是：与该行业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内容是什么；一年来，中央关于该行业

的宏观调控政策使当地的企业和地方财税收入和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情况起了怎样的变化？企业

和地方政府如何应对这一正在发生的变化？  

在操作手法上，我们采用了“1+4”的模式，即在《南方日报》头版发表一篇综合采访内容写

成的广东对宏观调控的具体操作手法和效果，以统揽系列报道；在《南方日报》的经济板块

“南方财富”，连续四天每天推出一篇对其中一个重点行业的采访报道。  

在具体的采写上，采访相关的企业家、行业协会负责人、专家、地方官员，并对相关数据进行

解读，通盘考虑。在写作上，强调小切口，深度挖掘，即从企业个体入手，在解剖具体企业案

例的基础上，上升到对该行业的描摹和思辨，并进而评估宏观调控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最后的

落脚点仍回到该行业的结构调整上来。  

确定了思路后，经过大约三周的摸底、采访。 2004年10月12日，《南方日报》在一版头条挂

“宏观调控看广东”栏题，发表记者的述评《广东善用宏观调控之机》，阐明广东积极利用宏

观调控的良好时机，加快推进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保证国民经

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同一天的“南方财富”板块，发表对钢铁行业的调查报道《钢铁

业迎来结构调整契机》。文章首先披露，就在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当年9月底，广钢集团

与日本JFE钢铁株式会社在广州签约，共同投资成立合资企业——广州JFE钢板有限公司，同时

启动首期项目——40万吨热镀锌钢板生产线的建设。并进而指出“这次国家并不是对所有钢铁

项目‘一刀切’。记者了解到，一些科技含量高、填补国内空白的新项目仍然是国家重点扶持

的对象”“抓住这一机遇，在此次调控中，广东在关停和淘汰一批落后炼钢能力的同时，加快

推进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高附加值的钢铁项目”。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南方财富”继续推出《辩证看待水泥行业冷与热》《铝材业瘦身应对市

场紧缩》《广东房地产先行步入调整期》。通过对四大行业的调查，实际上已勾勒出国家宏观

调控“有保有压”促产业结构调整的整体思路，以及广东运用宏观调控时机进行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的发展脉络。这一组报道，较好地回答了为什么广东受到宏观调控的冲击不大的问题。报

道发表以后，网络转载率相当高，反响也比较好。  

宏观经济报道的体会  

纵观2004年有关宏观调控报道脉络，《南方日报》比较注意的是：  

一、任何经济活动必有其内在的规律。经济新闻报道要揭示这个规律，以解惑答疑，澄清误

区。  

二、经济规律的演变必有其外在表现特征，经济新闻报道必须敏锐地抓住这些外在繁多、细微

的表现特征，及时地、前瞻地予以披露。地方经济是宏观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经济的

“冷”“热”在地方经济中亦有着细微的表现。地方媒体因为地缘、资源等条件限制，直接采

写宏观层面的经济报道相对比较困难，但对于本地区域经济活动而言，地方媒体却具有天然的

亲近优势。结合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南方日报》强调密切关注本地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工业

增速、物价等敏感指数。  

三、宏观经济报道不仅要直接披露经济规律，而且必须从易于理解的角度采编。经济新闻报道

一方面要提供必要的信息，一方面必须组合这些信息。这次的宏观调控报道就有意识地加进了

县一级地方政府官员的访谈，通过披露县（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加强报道的直观性。  

四、深度宏观经济报道必须关注个体的命运。经济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生动的，是企业和人



的活动。广东有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其中大部分又是民营企业，针对所谓宏观调控是专门针

对民营企业的说法，他们应该是对宏观调控感受最为深刻的群体，因此我们的每一篇采访都首

先从这个群体中的个体切入，以微观见著宏观。（作者：王晖辉 陈韩晖/《《南方日报》》经

济新闻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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