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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眼光看待经济新闻

[ 作者 ] 陈力丹 

[ 单位 ] 学习时报 

[ 摘要 ] 过去我们习惯于把经济只是看作政治的附属，所谓经济新闻，就是报告生产成绩、宣扬大好形势。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治

新闻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新闻，政治家已经敏锐地感觉到，执政党的声誉、威望，以及社会的稳定，取决于公众对经济的直接和间接体

验，取决于他们对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直接和间接体验。 

[ 关键词 ] 经济新闻;社会信息;市场经济;大众媒介

       经济新闻在社会信息流通中的地位过去我们习惯于把经济只是看作政治的附属，所谓经济新闻，就是报告生产成绩、宣扬大好形

势。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治新闻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新闻，政治家已经敏锐地感觉到，执政党的声誉、威望，以及社会的稳定，取

决于公众对经济的直接和间接体验，取决于他们对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直接和间接体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也越来越多地感觉到社

会生活和新闻经济化的趋势。经济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领域或公共问题，影响着并越来越多地支配着传统的政治、文化等领域。经济

新闻及其象征性趋势什么是经济？它既不是某个单独的实体，也不是能够抓得住的具体东西，它难以被清晰而准确地加以描述，进展过程

也不容易测定。每个人能够直接体验的“经济”是很有限的和微观的；公众对大范围内的“经济”，很大程度是通过大众媒介来“感觉”

的。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身外的“经济”是由新闻工作者构筑，在报刊、广播电视节目、因特网中出现的。大量的经济新闻是抽象的，

很难用直接的形象来表达。在一个社会中，经济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由变动着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进程、状态和指标构成。与其他新闻

不同，经济新闻很少是有关人物的、切实可接触的事件的报道，而是有关数字和一些抽象的决策、趋向、预测等等。经常使用数字，这就

给报道者一种要求受众能够理解的压力；另外它们通常不能给受众以具体事实的立体描写性感受（文字报道），或者带来视觉冲击（图像

报道）。人们无法实在地看到利息率下降、股市上升、国民经济状况，只能通过图表、曲线、比喻、举例说明等等方式来报道。经济新闻

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涉及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另一类是象征性资产（货币、股票、期货等等）的流通、专业性的预测、风险评估

等等。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市场力量的增强，“经济”已经很大程度上是要同象征性的成份、交易打交道。经济中的金融部门首当其冲，这

一领域的电子网络已经成型巨大的全球显示系统。一个微小的变动，甚至某些相关人士的口头表示，一经披露就会影响市场行为，影响预

测。经济的象征性趋势，使得各种前景分析方面的报道，心理成份更加突出，通过报道给公众留下的“印象”或“感性认识”，已经成为

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影响着经济本身的正常运作和职能的发挥。知识经济中的“知识”，包括四个方面：事实知识（know-what）、原

理知识（know-why）、技能知识（know-how）、源头知识（know-who）。 现在的经济新闻，特别是财经新闻，已经不能只停留在叙述

事实方面了，需要更多地提供第二种知识，尽可能将只可意会的第三、四种知识，在记者笔下转化为可编纂的信息。这些知识能够提高投

资效益，但是知识本身需要投资。投资促进知识，知识也促进投资，它们之间应当是一种良性循环关系。在这个关系中，经济新闻本身既

是一种知识形态，也是投资与知识之间的桥梁。要使公众感受到通过媒介找寻知识的这种“投资”，是值得的和必要的。当下发生的一切

都可能是经济新闻各种新闻之间存在密切而无形的联系。当下发生着的一切问题，都有可能与正在报道的经济新闻相关；还有一些因素是

长期的、历史的。歌手高枫病逝，本来属于娱乐界的白色新闻，娱乐报刊炒作得很凶。在火爆的炒作中，一家经济类报纸却把它写成了一

篇典型的经济新闻。因为现在的娱乐界人士通常都是某地某个行业品牌的形象代言人，这些人一旦发生问题（出了丑闻或逝世），会使得

相关地方的相关行业品牌受到很大数量的经济损失。当然，他们走红，同时意味着某地某个行业品牌经济利益的上升。 所以，只报告一

个给定的变化事实，是难以让受众全面理解它的含义的，必须将相关的因素写进去。这种情况通常是以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单一变量为基

础，从而解释这一变量，并将其“外延”涵盖到可能受其影响的其他变量和进程上，这是传媒的责任。经济新闻要提供很多的变化关系，

告诉受众将发生什么，由于什么而发生，或可能出现什么问题。所以，经济新闻在没有被经济实践证实之前，会有多种观点、倾向和表现



形式，相当多的新闻在事后会被发现是不准确的。经常失误的记者或媒介，就会失去公众的信任。 而若在经济新闻领域要求“舆论一

律”，也是相当危险的，容易潜伏社会突发动荡的种子。新闻经济化现在新闻经济化已经十分明显，世界上权威的经济类日报《华尔街日

报》在最近的几年跃升为美国发行量最高的报纸之一（200万）；世界主要综合性报纸中，除了要闻版A版外，B版均是经济版；当前世界

新闻的流通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经济新闻。一个国家的传媒关于经济的报道，对于外部世界来说，现在绝对是关于这个国家最主要的信

息。这个国家的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运转，与传媒到位的全面报道、准确的预告和理性而冷静的分析有关。如果我国的对外经济报道，还

是报告大好形势，还是单面叙述自己的立场，还是把一切不利于我方经济发展的外方的政策和国际经济诉讼或制裁概括为“挑衅”，那么

我国经济将遭遇由于传媒报道不能适应新形势而带来的损害。客观报道经济新闻经济报道的非客观，其实归根到底对我们自己不利。例如

人家一反我国某商品的倾销，我们就当作“负面”新闻看待。其实，我们也有同样的权利反人家的倾销。这个原则给了中国企业另一种可

能性：证明自己在制造、生产和销售产品方面如何具备市场经济条件，没有拿国家补贴，没有恶性竞争，没做假账。如果这些可以被证

明，我们就赢得了使用国内价格或成本的合法性。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很少见报道。当然，我们的对外经济新闻在

总体上仍然要有立场，但是这种立场不是说套话，而是以事实说明我国如何在认真贯彻世贸原则。例如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就可以较多地

报道加入世贸以后的民营企业如何拥有了平等竞争的机会。再如政策的透明，我国不少地方建设“阳光政府”，这本身就是在贯彻世贸原

则，但是，这类报道并不多见。我们的报道只看重吸纳了多少资金，忽略更重要的环境因素。这类多少带有宣传色彩的报道，同样要实事

求是，存在的问题不应回避。我们过去只想到如何应付国际舆论，现在应该改变观念，而要学会充分借助国际舆论，造成一定的压力，促

使我方企业遵循国际规则。客观报道我国的“六率” 经济新闻的客观报道，需要建立在基本数据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客观地报道我国

的“六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利息率、税率、汇率。这些基本数字的真实、可靠，对于我们在国际上树立良好形象是

至关重要的。对于国内专业人士来说，也是必备的分析问题的基础。记者们不能仅仅会解释什么是“六率”，而要熟悉六率间的相互关

系。任何一率的变化，都会影响全局，因为经济是一个整体。这其中有些“率”之间关系可能更密切些，例如经济增长率与其他各“率”

之间的关系属于一动百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关系通常呈负相关；利息率与汇率通常呈正相关；宏观税率是否适当，对整个国民经济

影响也是明显的。这六率可以是重要的新闻眼，抓住它们的变化做文章，经济新闻也会变得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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