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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报道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题材老化，写法陈旧，引不起读者兴趣"的尴尬境地，作为地市级

报纸，在这方面更是先天不足。对此我们不能回避，只能迎难而上。   

  作为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在这里谈谈自己的初浅看法。从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我感到要

搞好经济报道，首先得充实相关的经济知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深入生活，才能从中找出

特色，抓到"活鱼"。同时，在新形势下，以往纯粹的抓管理促效益等表扬稿式的文章已不为读

者所接受，因而经济报道更要注意贴近现代生活，密切关注经济生活中的新信息，新动向，把

浪潮尖端颇具时代特色的东西及时反馈给读者。要使经济报道为群众喜闻乐见，笔者认为必须

做到： 

   

  一、信息化，生活化。  

  经济报道既有一般新闻报道的共同属性，又有相对独立的特殊内在规律。要满足读者的要

求，不仅要从内容上有新的变化，而且在表现手法上也要大胆创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今年，我们经济部在经济报道中所作的探索，应当说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以往的经济报道有了较

大的区别。传统的经济报道多是对经济事物进行政策宣传解释，对企业的管理、销售、利润、

产值作报道，这种简单化的报道忽视了对经济事物新闻价值的评判，不仅不能满足读者的需

求，而且长久会引起读者的反感。而今年推出的"消费者"、"焦点新闻"、"经济评论"、"特别

关注"等栏目采取了新颖的形式，抓住了经济生活的主动脉，准确鲜明地反映出了读者所关心

的生活中的新事物，新问题。"消费者"以大量的信息，触及了城市生活中的新鲜事，把握了消

费与消费者这一城市生活的主旋律，既有新闻性，又非常生活化，较好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 

   

  二、深度化，社会化。  

  经济报道要让读者喜欢，就要把新闻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经济理论、改革成果等领域，伸

向经济人物内心世界，以及经济环境的深层文化积淀。由此，经济报道的角度就要从领导者和

工作角度转向群众、消费者和生活，由平面视点转向立体的透视和深层的折射，从多方位多侧

面视点到对经济事物全方位的立体扫描，使经济报道深度化，社会化。  

  经济报道深度化的重要体现就是理论化，只有经济新闻融进理论色彩，才能把社会经济生

活中的种种现象运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以新闻事实为铺垫，把读者的思想、观点、理论有机

地结合起来，才能增强经济报道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如焦点新闻的报道即是如此。同时，由于

经济新闻牵动着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经济新闻要努力社会化，善于从社会生活中挖掘

具有广泛社会意义，带有普遍性的新事物，从而提高经济报道的可读性和指导性。 

 

·宏观经济报道思考  

·“两全”难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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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经济报道

· 对一条媒体涉外经济报道的反思 (2007-4-16) 

· 我国当代经济报道写作观念变化 (2007-3-28) 

· 经济报道提高可读性和深化主题的思路 (2006-10-25) 

· 如何提高经济报道的新鲜度 (2006-3-22) 

· 21世纪经济报道与经济观察报的试比较 (20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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