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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报道的“深度”魅力——评《一粒玉米引发的忧虑》 

 
物价上关宏观经济走势，下连百姓吃穿用度，是近期报道重点。跟踪部委权威发布，多方宣传引导百姓对价

格走势的认识和预期，固然是方法之一，而深入经济运行细微环节，察“秋毫”以观变，进而提出预警，也未尝

不是记者作为“望者”的职责本分。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边长勇撰写的稿件《一粒玉米引发的忧虑》，就从玉米中看到了未来。 
 

 

从系统思考开始 
 

 

价格变化就如人皆见之的“日月之蚀”，是既成的结果。报道CPI可谓横向描述现状，而要纵向观察价格变化

的原因和动力，则必须深入到价格背后延展的因果链条、深入到终端产品上下游的各个环节。 
价格的上涨是如何发生的？哪些因素在整个链条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进而，通过洞察某些重要因素的变化，

预知并推测其可能带来的影响，提供警示。这要求，不仅仅从终端和现象入手，更从整个产业链入手系统思考。 
系统考察价格变化原因和影响正是《一粒玉米引发的忧虑》一文支点所在。 
文章不少内容来源于河北兴达饲料集团总经理李恒华。虽然如此，作者并没有把眼光局限于饲料行业自身，

而是以此为切入点，不断追问饲料行业背后，整个产业链发生的变化：展示玉米价格上涨的事实，分析其上涨原

因，并从中得出玉米价格持续保持高位的变化趋势；从饲料行业价格压力向下转移到养殖户卖蛋鸡，再到雏鸡价

格大幅下跌，又回到产业链上游——蛋雏鸡供应受到严重影响。 
以李恒华为中心，养殖户任立君，既是饲料上游产品供应者、也是其下游消费者；而后，由任立君牵出蛋雏

鸡供应商王永安。这几个人的判断、行为和选择的关联和纠缠正是整个产业和生态的缩影。 
试想，如果之前没有系统思考，没有顺藤摸瓜的不断追问，这篇报道很可能变成一篇简单的访谈实录。正是

由于作者的关注点是整个产业链，文章价值才可能不断拓展。 
 

 

调研报告又何妨？ 
 

 

《一粒玉米引发的忧虑》是新闻，也是一篇调研报告。 
科学研究方法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实验和调查的“可重复性”。《一粒玉米引发的忧虑》提供了大量准

确甚至精确的数字，并且每个数字对应的时间和地点都清晰无误，读者可以根据文章提供的数据一一核对、计

算，这增添了人们对其结论的信心。 
除严谨之外，文章更重要的是其深入的“个案分析”。一个既种玉米又养鸡的农户任立君的经历和选择在文

中成为其他出场人物和事实的线索。文章先由作为玉米生产者的任立君之喜—7亩地玉米去年卖了每斤0.82元的好

价格，引出玉米以及其它原料价格飞升；再由作为蛋鸡养殖者的任之君之忧—蛋鸡饲料价格上涨和鸡蛋价格下跌

并行，引出养殖户利润空间缩小，因而卖鸡减产。 
可贵的是，作者在深入剖析任立君面临的境况和其做出的选择同时，不断穿插更宽广的背景和事实。在陈述

任立君被迫卖鸡之后，作者写到：“在善下村，目前蛋鸡淘汰竟有三分之二之多。据兴达饲料的调查，沙河市蛋

鸡淘汰率为30%左右，养殖密集区达到了40%。河北华裕种禽公司副总经理王永安也同意这种判断，春节后在他走

过的湖北、广东、辽宁等省，都出现大面积淘汰蛋鸡的情况，河北情况尤其严重。” 

作者：张垒  



正是在这里，从任立君个人到他所在的沙河市，再到全国其它省市（湖北、辽宁、广东等省），任立君卖鸡

的个案，完成了“惊险的一跃”。任立君成了众多与之类似的养殖户的代表，宏观与微观不断穿插赋予了文章更

强的代表性。 
深入的个案分析和宽广的全局视野，使文章跳出一般叙述的粗浅和见一叶不见全局的寡陋，力量感不断展

现。 
 

 

逻辑的“结论” 
 

 

价格报道中，逻辑关系显然是最有力的一种分析工具。 记者的作用并不在于给出结论和答案，而在于通过调

查、分析，让结论自我呈现。这也是新闻报道与调查报告的不同。实现这一点，需要从复杂多变的现象中，抽象

出关键的逻辑链条，并且理出这些链条之间的多样关系。就这篇文章来说，作者理出的逻辑链条有两个： 
一个逻辑链是：原料涨价、鸡蛋降价—卖鸡……供求失衡……鸡蛋涨价……带动CPI上涨。 
另一个则是：原料涨价、鸡蛋降价—卖鸡（这暗示养殖户扩大再生产的愿望降低，需求下降）—蛋雏鸡价格

下跌……蛋雏鸡生产企业亏损，并减产……蛋雏鸡价格提高……养殖成本提高……鸡蛋涨价……带动CPI上涨。

（虚线代表事实还未发生） 
这意味着养殖户“卖鸡”导致两个结果，即下游和上游产业链同时受到致命打击。并且，上游产业链所受打

击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后，再次反馈到蛋鸡养殖上，从而在终端产生叠加效应，给终端市场上的鸡蛋价格带来极大

压力。 
至此，事实已经清晰地呈现：整个产业链上最薄弱的链条是养殖户，养殖户抗风险能力的低下直接影响整个

产业的健康，并导致终端价格剧烈波动。因而，价格问题，就这一案例而言，显然与养殖业目前的生产模式有

关。产业化发展，或其它任何有助于提高其风险抗击能力的发展模式，需要引起关注。 
这就是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而指出通货膨胀是当前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粮食价格上涨是长期趋势等

等，并不会促进人们对这一特殊问题的理解，因而，无从具体着手解决。 
然而，需要谨记： 记者的作用不在于为问题寻求确切答案，恰恰相反，我们需要做的是，让人们的注意力集

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为这些事情设置议程，引发讨论。换句话说，提出真正的问题。 
在这里，这个问题就是，怎样改善蛋鸡养殖的现状，让整个蛋鸡产业健康发展。我们的起点—怎样减小价格

波动—则成了一个因之而变的结果。(张垒,《中国记者》记者） 
 

 

 
 

附：    一粒玉米引发的忧虑（节选） 
2008年的鸡蛋，会重蹈2007年猪肉的覆辙吗？ 
全国最大蛋鸡饲料生产企业—河北兴达饲料集团总经理李恒华担心，答案将是“可能”的。 
今年春节之后，李恒华的心就越来越沉。“去年猪肉涨价的现象，可能将在鸡蛋行业重演。”4月11日接受

《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他说，如果任凭饲料等养鸡成本提高，“今年8月，我预计鸡蛋价格将涨到4～5元/斤，

翻一倍是有可能的。”目前当地鸡蛋价格是2.8元左右。 
……  
饲料行业原料涨价之忧 
在去年蛋价冲高的情况下蛋鸡行业收成不错，正常年份一只鸡每年能赚10元左右，而去年一只鸡能赚到30

元。可最近仅在几个月内，蛋鸡养殖的10元利润不但消失，而且快速走向了亏损。 
为何短短的时间内蛋鸡养殖就“冰火两重天”？除正常行业动波价格影响外，玉米价格日趋高涨是重要原

因。 
4月11日，回忆起去年的玉米收入，河北省沙河市善下村农民任立君喜上眉梢。去年他家种了7亩多玉米，每

斤0.82元的好价格，他卖了11000多斤给离家几里之遥的兴达饲料。后者年产能120万吨，去年实际产销量86万

吨。 
然而任立君的喜，正是李恒华的忧：“每年新玉米上市后，价格都会降低，此前一般每斤0.6元，上市后会降



到0.5元。”可去年秋季新玉米上市之后，玉米价格不但没降，还一路飙升。 
…… 
年产400万吨的邢台是玉米大市，兴达饲料每年采购玉米约50万吨，可李恒华说其所需的玉米邢台不能满足，

每年都要从山西、河南等地买一些，因为本地还有三四个产能共近百万吨的玉米淀粉厂。 
蛋鸡饲料中玉米占成本的60%，玉米价格是蛋鸡饲料行业最敏感的数据。当然，除玉米外，去年下半年以来，

蛋鸡饲料中所需的其他原料价格也大幅上升，豆粕由每吨2200元涨到了4000元，提高了80%；棉粕由每吨1300元涨

到了2400元，提高了85%；蛋氨酸由每吨23000元涨到48000元，提高了108%；复合维生素由每吨40000元涨到了

85000元，提高了110%。这些原料价格的上涨给蛋鸡饲料行业带来了沉重打击。 
…… 
养殖行业利润两头受挤 
饲料行业在受到巨大压力后，开始把自己的压力向下游养殖环节转移。 
兴达饲料由去年同期的每吨1600元，涨到了每吨2000元。但这个涨幅并没有让李恒华赚钱。他说，“饲料原

料价格平均涨了30%左右，而饲料价格只上涨了25%。” 
…… 
与此同时，原本喜悦的任立君等，也开始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他还是个养鸡户。在他所在的沙河市善下村，

大部分农民在种植玉米的同时还养殖蛋鸡，这种情况在北方农村大量存在。沙河市是河北的养鸡大市，最高曾有

1000多万只存栏蛋鸡，最低时也有800万只，去年是900多万只。仅善下村就有三四十万只的规模，走在小村街道

上，满眼都是鸡舍及各种蛋鸡饲料广告。 
…… 
在饲料成本上升和鸡蛋价格下降的夹击下，养殖户的利润空间迅速缩小。任立君给本报记者算了这样一笔

账，现在每斤饲料是1.02元，3斤饲料会生成出1斤鸡蛋，而他每斤鸡蛋的售价只有2.85元，每斤鸡蛋要赔0.21

元。这还不算人工及疫病防治等成本。“鸡蛋行情太赖（不好），不赚钱”，养鸡越来越难了。 
…… 
不堪重负的任立君被迫作出了一个选择：卖鸡，并且是鸡龄300多天、正处于产蛋高峰的鸡。在善下村，目前

蛋鸡淘汰竟然有三分之二之多。据兴达饲料的调查，沙河市蛋鸡淘汰率为30%左右，养殖密集区达到了40%。河北

华裕种禽公司（下称“华裕种禽”）副总经理王永安也同意这种判断，春节后在他走过的湖北、广东、辽宁等

省，都出现大面积淘汰蛋鸡的情况，河北情况尤其严重。华裕种禽是我国第二大蛋雏鸡的供应企业，年销售额达

400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7年猪肉价格飞涨之前的2006年，养猪行业也上演了类似一幕。 
CPI上涨压力 
蛋鸡的大面积淘汰，将对未来鸡蛋价格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 
随着疫病的消失，鸡蛋消费量将逐渐恢复，而此时鸡蛋的生产量因蛋鸡大面积淘汰而处在较低水平，“鸡蛋

价格肯定要上涨”，李恒华分析说。尤其严重的是，现在大量淘汰的很多是处于产蛋高峰的鸡，即使现在大量补

栏，也需要3到4个月才能产蛋。他预计8月份鸡蛋价格将上升到一个较高水平，王永安亦表示认可。 
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内CPI涨幅一直处于令人担忧的高位。毫无疑问，如果鸡蛋价格提高，CPI上涨的压力将

有所加大。 
几天前，温家宝总理也视察了华裕种禽。玉米价格上涨等造成的蛋鸡养殖困境，也让华裕种禽深受其害。

“我们现在都不赚钱。”王永安对本报记者表示，正常年份每月销售蛋雏鸡达250万只，现在只有150万只；雏鸡

的价格也大幅下降，去年行情是每只3.2～3.3元，现在只有2.8～2.9元。 
…… 
 
（作者：边长勇，原文刊登于2008年4月18日《第一财经日报》） 
 
 

（纸媒文本见《中国记者》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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