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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目前，经济新闻中存在价值得不到准确定位、价值取向单一的倾向，弱化了经济报道的

作用。应当认识经济新闻价值构成要素的特殊性，扬长避短，拓展经济新闻的内涵与外延，开

掘和提升经济新闻的价值。 

  经济新闻的价值取向和途径，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去选择突破：从人与经济的联系中去表

现经济，体现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这个主题；报道重点由对一般生产过程的描述

转到重点对生产关系的描述，揭示经济的深层次问题；从生活层面去写经济，使经济新闻变得

丰富多彩；揭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解难释疑，排除阻力，促使经济得以顺利发展。 

  经济报道在我国传媒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济报道新闻价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传媒的质量。 

  经济新闻中存在的价值单一化倾向 

  目前，经济新闻中存在着价值取向模糊，价值得不到准确定位，价值取向单一和往往被其

它价值所代替、掩盖等弊病。较典型的是用“指导价值”代替新闻价值，用经济的“有用性”

代替新闻的“重要性”。这种报道如同业务部门指导生产的指令和措施，它的价值体现在对生

产、流通的“有用性”上。但在这一类经济新闻中，不是所有都具有新闻价值，比如每年重复

的有关抓好春种秋收的一般号召和一些指导生产的措施，很难说有什么新闻价值。经济新闻报

道不能等同于业务部门指导经济工作的文件，传媒的责任更多的应是为读者提供“认识的价

值”，这就要求经济新闻对一般的读者有用。因此，经济报道不仅要面对经济圈内的读者，而

且要面对经济圈外的读者，要做到圈内人看出门道，圈外人也感兴趣。那种只有圈内人感兴趣

而圈外人漠然置之的经济报道，往往读者很少。此外，经济上的“重要性”也不能等同于新闻

的“重要性”。一件事情、一项措施，对于一个企业、一个行业或许是重要的，但未必能成为

一条有价值的经济新闻，也未必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例如，某个经济行业在某个时期缺少燃料

或资金，因此这一时期得到燃料或资金，对于这一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新闻来说却

不重要，读者也不会感兴趣。 

  由于经济新闻价值的单一化，使经济报道形成了一些常见的固定模式，这些固定模式又反

过来影响了新闻价值的挖掘和发挥。这些模式有：（1）报喜式。这类报道都带有报喜的字

眼，如“成绩显著”、“效益良好”、“丰收喜人”、“硕果累累”等。这种抽象的字眼，缺

乏实质性的内容。（2）证明式。这类经济报道不是从现实的材料中去提炼主题、挖掘价值，

而是为了证明某种观点而去寻找事实，然后给新闻事实“穿靴戴帽”。一家有经济效益的企业

可以戴多个帽子，同一企业可以根据需要每年戴上不同的帽子，这种例子屡见不鲜。（3）

“效益＋措施”式。这种报道的对象是所有有效益的企业，经验与措施大同小异，报道主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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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相同。例如，一个时期里农业报道中的“公司＋农户”，工业报道中的“承包”、“资产重

组”、“股份制”等，常常成了经济报道共同的主题和企业取得成绩的共同原因。主题雷同使

新闻价值单一，对经济的指导意义也不大。（4）广告式。经济新闻价值取向模糊，导致经济

新闻报道与企业形象展示的界限难以分清，那些一厂一店式的新闻报道实质上变成对企业的介

绍，这种经济新闻就只剩下广告价值。 

  经济新闻价值取向模糊和价值单一化倾向，使经济新闻价值得不到充分的挖掘和发挥，变

得内行人看了不过瘾，外行人不感兴趣，弱化了经济报道的作用。 

  经济新闻价值取向的原则和指导思想 

  要对经济新闻价值取向做出正确的选择，对经济新闻价值构成要素的深刻了解是重要的。

经济新闻价值的一般构成要素与其它新闻无异，但构成要素的具体要求和变化特点有它的特殊

性。例如，在时效的要求上，经济新闻比政治、社会新闻要求低，这是由经济行业的特点决定

的。在经济行业中，除了极少量的新闻事实具有突发性，如天灾人祸对生产的影响及股市由于

某种情势的影响狂升或狂跌外，一般来说发生突发性新闻的可能性极小。又如事实变动这一要

素，经济领域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发生频率也没有其它领域高，政治、社会、生活领域，可能每

天都会发生足以构成新闻的事实的变化，突发性新闻也多。经济领域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变化不

如其它领域频繁，而那些每天反复出现、不断变化的事实，如经济数字的刷新和股市的涨跌又

不能成为经常性的有价值的新闻。以我国国企改革为例，20年尽管取得的成绩日新月异，增长

数字在不断地刷新，但改革也只经历了承包、租赁、集团化、股份制等实质性的变化；在农村

改革中，土地承包责任制这一当年的首创一直延续至今。经济新闻的人情味，更不能与其它新

闻（如社会新闻）比，一般的经济新闻都是见事不见人、见物不见情，这也是经济新闻枯燥乏

味的原因之一。除了构成新闻价值要素的这种特殊性外，“纯经济”的外延没有社会、生活

广。由于这些原因，使得经济新闻有它的特殊性：一是大部分的经济报道不能在时效上出奇制

胜，也不能依靠报道不断变化的事实制胜，也就是说，大部分经济报道不能单纯依靠“抢时

间”和“竞变化”提升新闻价值；二是“经济外延”的相对狭小，使经济报道很容易陷入题

材、主题单一化，导致价值的单一化。那么，认识经济新闻价值构成要素的特殊性，扬长避

短，从横向开拓经济新闻题材、主题、价值的新领域，从纵向开拓经济新闻主题、价值的深刻

度，克服经济新闻价值的单一化倾向，实现经济新闻价值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应是确立正确的

经济新闻价值取向的指导思想。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充分认识经济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与外延，摆脱经济即生产、流通、

消费的概念，从经济构成的各种要素的特点及经济与其它领域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中去认识经

济、表现经济，即从人与经济的关系、体制与经济的关系、生活与经济的关系、文化与经济的

关系中去认识和表现经济，通过经济的这种联系，拓展经济新闻的内涵与外延，开掘和提升经

济新闻的价值，应是经济新闻价值的主要取向和途径。 

  经济新闻的主要价值取向和途径 

  根据经济新闻价值取向的原则和指导思想，经济新闻的价值取向和途径，可以从如下几个

方面去选择突破：一是从人与经济的联系中去表现经济，体现人是生产力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

这个主题，反映经济活动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实践活动这个本质，从而使经济新闻的价值从

“纯经济价值”提升到“政治经济学价值”。一切经济发展的动力最终归结为人，一切经济现

象的发生都可从人的身上找到原因，人成为联结一切经济现象的核心，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

就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经济

上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是与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分不开的。例如从“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

要社会主义的苗”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转变，从“不患寡而患不均”到“先让一部分人

富起来”的转变，特别是由“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到“计划与市场都是手

段而不决定社会性质”的转变，对于发展中国的经济起到的作用，怎样估价也不过分。从人的

角度写经济，即写人的观念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和经济的变化对人的影响，表现人与经济的关

 



系，最能揭示经济的本质，提升经济新闻的价值。笔者1987年秋采访到一个新闻事实：一个边

远山区的几十位农民，带着自己的产品闯入广交会，并和外商签订了销售合同，把产品成批地

卖给了外商。如果按通常的写法，写产品销售、供求关系，可能这一新闻事实见报都有困难，

而笔者则从人入手去分析这一现象与人的关系：实行改革开放，农民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观念

中走了出来，商品观念开始树立，第一次不是为自己使用而是为了出售而生产，这是改革开放

给农民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根据这一思路，最后写成《走进广交

会的农民老板》一文，获全国青年报刊优秀作品奖。从人的角度去写经济，不仅可以开拓和提

升经济报道的价值，而且可以丰富经济报道的内涵，摆脱“见事不见人”的经济报道的弊端，

使经济报道变得有人情味。 

  二是经济新闻报道的重点由对一般生产过程描述转到重点对生产关系的描述，揭示经济的

深层次问题。生产关系的变革应是经济报道要长期关注的主题，应从注重对一般生产过程的报

道转到注重对生产关系的报道。生产关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大到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体

制、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管理理念、企业文化等，小到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一种管理方

式、一种经济措施、一项经济规章制度。经济报道重点放在生产关系上，可触及经济的深层次

问题，揭示经济的发展规律，发现经济问题，使经济新闻对于读者不仅具有“闻知”的作用，

而且具有“启迪”的作用。 

  三是从生活层面去写经济，揭示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意义，丰富经济新闻的价值，使经济新

闻变得丰富多彩。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需要。经济的发展引起人们

生活方式的变化，从而改变人的精神面貌，这是社会变革中最深刻的变革，也是经济的最大功

劳和目标。经济报道应体现经济与这一目标的关系，表现经济的变革引起人的生活方式的变

化，对人本身的改造，使经济报道获得“经济以外”的价值——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

的收获。例如，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引起人们的消费观念休闲观念、择业观念、处世观念、

审美观念甚至家庭婚姻观念的变革，展现出现代人的风貌。 

  四是揭示经济发展过程的问题，解难释疑，排除阻力，促使经济得以顺利发展。经济的发

展过程尤其是经济改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解决了一个问题经济就前进了一

步。经济报道既要展示成绩，也要反映问题，让读者了解经济发展进程中需要解决的困难，以

便增强对于经济改革的风险意识和承受能力。经济改革给人们带来的不只是好处，而且会带来

改革的阵痛。对于这种压力，经济报道要做“种牛痘”的工作，即把困难、问题向群众讲清

楚，解难释疑，阐明道理，以增强群众的抵御和承受能力，为经济改革减少阻力，维护社会的

稳定，降低改革的风险，使经济改革顺利地进行。 

  观察事物角度多元，因而价值取向也多元。经济新闻的价值取向是多方面的，途径也是多

方面的。本文所列举的只是一些主要的方面，不能包括经济新闻的所有价值取向。同时，经济

新闻的价值取向是随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不可墨守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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