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标题    媒介论坛用户名  密码    

媒介动态 传媒产业 传媒经管 传媒经济 传媒环境 广告业 传媒人才 舆论影响 传媒竞争 

新闻与法 新闻业务 新闻学习 新闻理论 新闻史学 新媒体 新闻伦理 传媒调查 媒介批评 

广电世界 新闻教育 媒介人物 大众传播 书店书评 新闻奖 传媒改革 传媒博客 传媒内参 

媒体如何传递知识性信息——评《石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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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内外人士一致公认，我国财经新闻已获得长足的进步，报道的广度与深度都已今非昔

比，社会介入力度也越来越大。尤其随着读者素质的提高，一些敏感且前卫的媒介已经有意识

地进行深度引导，向读者介绍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经济学知识与范例，将这方面的专栏办向纵深

化，甚得读者好评。 

《21世纪经济报道》在其“薛兆丰专栏”中刊载的《石场的故事》，便是一篇值得称赞的有相

当深度的知识性报道。作为社会反应，《报刊文摘》迅速予以转载。 

《石场的故事》全文不足600字，却生动形象地阐述了一则深奥的经济学定理：一个经营石场

的商人炸山卖石，一年利润几百万。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位石场商人却买下了石场周围的大片

土地，而这片空地并不能为他产生什么利润与效应。原来，谜底在于这位聪明的商人预见到这

片空地一旦为房产商所购，用于建房盖楼，那么一旦有人入住，住户势必会联合起来投诉石场

爆破的噪声污染，石场生意便永无宁日。商人买下空地，为的是免却日后纠纷。石场主人虽然

不知什么定理，但这一聪明的做法却完全符合经济学中的科斯定理———资源总会落到创造最

高价值的用途上。因为，对这位石场商人来说，石场周围空地的最高价值就是空置。不过，假

若这片土地用来盖楼建房的价值超过石场收入，即空地的开发价值高于石场利润，那么房产开

发商便会倒过来买下石场。如此这般，通过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资源达到了合理调

控与价值最大化。 

这则经济学定理介绍以微见著，平浅易懂，趣中含理，既有相当的可读性，又寓含深刻的经济

学价值原理，短短600字便向读者介绍了一则科斯定理。科斯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60年代

经济学界的风云人物。 

毋庸置疑，各类财经报道时下已日益透入社会各领域，幅射到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现代

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凭借各类中外经济信息迅速及时的传播、各种经济现象的深入分析，

经济报道不仅直接服务于日益腾飞的中国经济，提高国民现代经济意识，亦间接监督市场净化

环境，释疑解难指导消费，起到社会经济生活听诊器与预警灯的作用。但这一切均需读者与受

众达到相应知识层次。 

因此，向读者与受众介绍一点经济学常识与定理，自然也就成了媒介的应有之义。这篇《石场

的故事》大概也反映了《21世纪经济报道》编辑部的一点敏感与自觉吧！ 

一位科学家说：如果物理学家仅仅懂得物理，那他会受到人们的欢迎，但如果经济学家仅懂得

经济，那他就非常令人讨厌了。因为说到底，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类行为与社会设计的科学。

人的发展决定了经济发展，并成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尺度。人本意识已成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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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新闻业来说，任何时候都必须树立人本意识，考虑稿件的可读性。读了《石场的故事》，

你不得不承认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趣味性。 

事实上，将深奥的定理、公式、规则通过趣味的叙述介绍给读者，一直是印刷媒介的一大优

势，也是当今印刷媒介的“拳头产品”。特别是随着经济类报道的日益深化，记者们更应养成

以经济学家眼光和思维进行宏观思考的习惯，必须熟悉“以案示法”的“翻译”手段，即通过

具体个案，深入浅出地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与原理，提炼出经济现象之中的内涵与意义，

从以前的告知以事，转向更为深入的解之以因。没有了这一层，《石场的故事》也就显得贫乏

了。 

无论如何，读者需要这样趣理兼备的报道，需要这样深刻简明的知识，需要这样的服务意识。 

原文 

《石场的故事》 

有一个经营石场的商人，他靠炸石山卖石头赚钱，一年利润有几百万。这个商人在石场周围，

又买下了一大片地，当中包括一个大鱼塘。鱼塘的鱼又肥又多，但他从不卖鱼，正所谓“大鸡

不吃小米”，与卖石头相比，卖鱼的收入微不足道。这个鱼塘的用途就是偶尔用来招待朋友钓

鱼。 

他买这么大片的空地干什么？是的，鱼塘可以用来讨好关系户和地方政府的官员。但是，要讨

好他们，是用不着特意买个鱼塘的。很多成功的商人，生意关系处理得很好，也没有买鱼塘。

这是浪费吗？这是得不偿失吗？这是市场失灵吗？不是的。石场主人把石场周围的土地都买下

来，是为了阻止房地产开发商在石场周围盖楼房。因为一旦盖好楼房住宅，住户就势必会联合

起来投诉石场的爆破声扰民，石场的生意就永无宁日了。有鉴于此，石场主人就赶紧把周围的

空地买下来，避免了以后的纠葛。 

石场主人显然不知道谁是科斯，但他聪明的做法是与科斯定理相符的。那是说，资源会落到能

创造最高价值的用途上。石场旁边的土地，最高价值的用途就是空置。若这片土地用来盖房子

的价值超过石场的收入，房地产开发商是会倒过来买下石场的。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1．9．3，第22版“观点”，作者薛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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