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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闻要牵住“思想性”这个“牛鼻子” 

内容摘要：经济新闻的品质要核，在于它的“思想性”；走出经济新闻 “大路货”的“套路”，必须牵住

“思想性”这个“牛鼻子”；“思想性”，是经济新闻含金量高低、影响力大小的关节点； “思想性”提升经济

新闻的“含金量”和影响力；实现“思想性”，必须抓“问题”使受众感到“可读”、“耐读”；正确把握经济

新闻“思想性”实践“法则”。 
关键词：经济新闻；思想性；实践法则 
 

经济新闻要解决走出“经济”说“经济”、就“经济”说“成就”、就“经济”说“现象”等“大路货”的

“套路”，有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关口”——牵住“思想性”这个“牛鼻子”，这是经济新闻含金量高

低、影响力大小的关节点。 
新闻因思想而存在！“立言”与“教化”的诉求深烙在新闻的灵魂中，就是新闻要有思想性①。经济新闻的

品质要核，在于它的“思想性”。 
 

“思想性”提升经济新闻的“含金量”和影响力 

 

 “新闻是交通心灵的工具。” 美国新闻学之父卡尔·比切教授的这句话，意蕴深长，延伸理解不难看出，

“心灵”，不正是生产、汇聚思想的场所吗②？这句话从一个角度证明了思想性对于经济新闻的重要性。同样，

我们继续思考这样的问题，新闻因什么而“长久”存在？那一定是因为它揭示了本质，促进了沟通，期许创造，

成为了展现人类智性之美的良好渠道，一句话，是洞悉无穷空间的思想途径。  
一度时期，有这样的思潮认为，经济报道“宜浅不宜深”，深了就容易走进理论化的窠臼。这种理念显然低

估了受众的水平和价值需求，中央电视台的“对话”是我最喜欢看的栏目，有专家甚至认为，它和被奉为中国电

视新闻最高水平的“新闻调查”一样，“因为深度而存在，因为质疑而精彩”。这些报道中涉及经济报道报道的

内容，可以说都是深度的思想表达，深刻的智慧外露。 
“思想性”是经济报道的“命根子”，它的直接作用是提高了经济新闻的“含金量”。这是一个看似普通的命

题，但实践中要真正作到并持之以恒是不那么容易的。因为，就一般意义来说，我们需要的新闻的思想性并不是

将深涩的道理、做深奥的推断、进行艰深的逻辑归纳。经济新闻的“思想性”是百姓视角的平和表达，是通过新

闻理念对事物和事件的本质探究，是受众迫切需要的终极价值诉求，也是社会潮流在新闻产品中表现出来的思维

思辨。这，就是经济新闻的含金量路径所在，有家媒体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思想决定高度”的口号，照这样看

来，是不无道理的。 
创刊20年的《南风窗》，如果要我归纳其最重要的影响力特征，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经济新闻的具有

“思想性”特质的影响力。从这本杂志的设想，我们可以触摸到这个观点的端倪：通过对“新观念、新潮流、新

趋势、新事物”的报道，架设“经济和文化的桥梁、群众和政府的桥梁”，这个理念的起码根据，正是“思想

性”。虽然在长期的操作中，《南风窗》恪守着“不强加观点、突出客观呈现”的“本分”，但读者关心的“思

想”，却在他们“制造新闻”、推广新的理念和信息的实践中不断彰显。这种彰显，也成就了“一份有责任感的

政经杂志”的屡屡功绩——这是中国社会多元化程度和受众关注的多元化趋势的成功实践。  
经济新闻反映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主流的经济潮汐，是推进社会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环节，当然是最为社会受

众关注的，而“主流”要求的最基本点就是经济报道的比一般社会思潮应当有“更成熟的思想”。 
我们说“思想性”提升经济新闻的“含金量”和影响力，还来源于经济新闻的宏观思维，就是说，好的经济

新闻，总是把报道的剖面放在社会体制转型的背景下来考察，判断其时代意义和新闻价值，抓住体制转型的时代

特点，从微观现象中透视宏观问题，对经济现象的发展进行超前地、预见性探索和思考，并由此提高经济和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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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合度。 
经济新闻“思想性”的实现过程，也是经济新闻“大视野”的扩展过程③。2004年12月29日，10几家中央媒

体的老总和一些知名的企业家、理论家，腿选出了当年10大经济新闻。央行自1995年来首次加息、两大国有银行

股份制改造、中航油事件、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等。可以说都从不同角度透视出经济新闻“思想性”的重要

特质——反映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逐步成熟——其“含金量”和影响力自然不言而喻了。 
 

实现“思想性”：抓“问题”、要“可读”更要“耐读” 

 

经济新闻的“思想性”，是新闻的思想政治倾向问题。实现经济新闻的“思想性”，目的在于通过报道，提

高群众的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政策认识，提升老百姓的经济思想觉悟，激发人们把握经济规律的热情，从而

坚定受众的信心，促进党的经济方针和政策的贯彻落实。 
新闻“思想性”的实现路径在于：一要抓“问题”，抓经济发展和运行中的大“问题”；二要使有“思想”

的经济新闻“可读”更要“耐读”。 
探寻经济新闻的发展过程，人们不自觉地会发现，在一些“众所周知”、“勿庸置疑”的问题的背后，往往

存在着不容忽视和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是经济新闻“思想性”在操作层面的重要“抓手”。 
突出经济新闻“思想性”的抓“问题”这个“抓手”，首先要有明确的出发点和归宿——促进“问题”的解

决和措施的落实。我们知道，经济新闻的题材一般侧重于两个方面，要么是经济实践和运行的现实情况；要么是

经济政策、思路和思维方式的倾向性特征。在这样的“分区”里，要求我们在经济新闻的采、编过程中，应当善

于抓“问题”。 
我们知道，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老一辈新闻家穆青说：“许多问题当它真正形成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

就孕育着许多新的萌芽和推动事物的一些积极因素。新闻记者如果能抓住这些萌芽，把问题及时地提出来，他就

能够站在新事物的前面，用新闻报道来推动工作，指导实际④。”如果经济新闻“跟着别人屁股跑”，说不出自

己的发现，重复人家“嚼过的馍馍”，那么，它的“思想性”质量就将大打折扣。因而，经济新闻实现“思想

性”的抓问题，必须密切关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关注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发展，尽快找到其规律性“问题”特

征，给人以启迪、以指导，这样才能实现其“思想”的能量。另外，还要注意经济政策制定和运行过程中事物之

间的联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量，把成熟的新闻事实放在时代大背景下探究它的特点和价值，通过事物间错综复

杂的关系，加以分析比较和阐释，跳出“就事论事”的框框，这样，就能远离“特殊性”，突出“厚重感”。 
《华尔街日报》的一位总编曾经说过，二流的记者能把事情向专家说清楚，一流的记者则能同时把事情向一

个小学生讲明白⑤。实现经济新闻“思想性”还要着力解决的，就是“大”而“硬”的问题，要使经济新闻表达

上“可读”而且“耐读”。这里有一个“捷径”，就是运用生动的新闻事实、情节来表达经济思想，以增强作品

的感染力。经济新闻“大”而“硬”，或者说不生动、不具体的后果很严重，直接的也是最基本的后果就是不能

打动人、感染人，当然也就不能影响人。要做到这一点，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善于通过一些生动活泼的，具有

典型意义的具体事件来表达主题。要求我们要善于观察、善于发掘、善于运用思想的红线把这些“事”串起来，

鲜活了、生动了的新闻，“可读”了“耐读”了，其“思想性”实现才有了可能的基础。在文风上，要坚持思想

性和表达的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在选题不错的情况下，要讲究表现手法，克服读起来干巴巴的“感觉”。把思想

性和艺术性统一起来，一是要紧扣新的经济形势和任务，针对前进路上出现的困难和问题，革弊鼎新；二是坚持

“三贴近”，立足实际，为大局服务，为群众服务；三是坚持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恰当地、有分寸地运用各种

好的、活的表现手法。 
 

正确把握经济新闻“思想性”实践“法则” 

 

经济新闻的“思想性”的实现，没有固定的“套路”，但其目的是明确的，就是通过有“思想”的经济报

道，提高群众的经济政策水平和经济思想觉悟，激发人们建设、发展的斗志和热情，坚定人们的经济信心，促进

人们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各项经济方针和政策。 
在这样的“目的”下，操作经济新闻，使其突显“思想性”，应把握以下几个基本的“法则”。 

把握经济转型的时代脉搏。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体制转

换的时代特点是应当成为经济新闻“思想性”的重要背景，经济新闻如果离开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舆论引导力的

发挥，就必定隔靴搔痒，把握市场经济成长过程中的经济政策、经济现象，就是经济新闻的时代脉搏。 
那么，经济新闻如何体现体制转型的时代特征呢？一是从新的体制建立、发展和完善的政策、举措、运行特



征去把握经济新闻的，剖析经济现象。要求新闻工作者从体制转型和市场特征、经济增长规律以及结构调整、投

资环境建设和发展等方面进行阐释、引导，作典型报道，主流的有责任的媒体的引导力应体现在，通过体制转型

这个经济改革的根本的深入报道，告诉受众，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化，总是以体制调整和变化为根本的。 
二是从不断涌现的各种新的经济现象必然代替和战胜旧的经济现象去把握，并将层出不穷的经济现象中的积极

的、主流的或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现象和因素作为关注的要核，进行具有新闻规律的探索和报道，以体现浓郁的时

代色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产生重要的引导作用。 
于细微处透视经济规律和现象。和广大普通受众直接相关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往往在生产、生活的局部或

微观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新闻的“思想性”应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的经济事件或现象，解剖麻雀，

以斑见豹，于细微处诠释具有一般意义的经济道理，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柴米油盐等百姓的微观视角透析视宏观

经济问题，使经济新闻更有新闻价值地挖掘具像的经济价值和意义。 
从“小”处着手，看经济潮流，既可以更深入更“看地见摸得着”的透辟分析理论层面的问题，更要从多方面来

观察同一具体的现象或事物，让受众感受现象或事物背后的“因”和“果”，使经济新闻的“思想性”更加完整

也更加准确。 
超前意识、预见性和独到视角。经济现象或事物的发展必然是一个积极因素不断增长、消极因素不断跌落

的过程，所以经济新闻在关注“增长”和“跌落”的时候必须具有超前意识和预见性。 
经济新闻的超前意识和预见性是新闻工作者的长期积累、把握和正确分析、判断的结果。它体现的是媒体对于经

济现象或事物发展变化趋势的冷静思考，这个思考又是不断运动、调整的，所以，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有一

定的市场经济理论功底和高度负责的理解、融合能力，把经济现象、事物与经济新闻融合起来，筛选、提炼精到

的主题，揭示事物的本质。 
经济新闻要有独到的角度，才不至于局限“经济”这个“小”圈子，其独到性应体现在，在经济事物和现象

的背后，要能看得见社会、思潮和人，并不断调整和变换视角，在吸引受众的同时，使经济新闻的“思想性”成

果达到“最大化”。 
理论“掂底”，创新思维。经济新闻的认识和实践，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掌握，“有用”的经济新闻，往往

能够使人们对经济领域的现象和问题感到释然，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功底，要理解、把握经济新闻应当反映的复

杂的经济问题，就会显得“一盆糨糊”、无所适从。一个新闻工作者，只有具备了较好的政策、理论水平，才能

从繁复的经济现象中“杀开一条血路”，并做到有的放矢、“见血封喉”，也才能开掘出较深的主题，“营造”

出教鲜活的新闻产品。 
一般意义上说，经济新闻的逻辑性思维特点比较突出，人们往往运用概念、判断、推理来认识事物的本质。

我们说经济报道要不断创新思维方式，就是在思考、分析、全面把握诸环节注重逻辑推理，使其于经济规律更契

合，在操作实践中，则应从经济生活的具体现象出发，通过“折射”的方式来反映现象、揭示规律。这是对新闻

工作者能力的转换性考验，也是新闻产品是不是具有市场活力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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