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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经济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

吴　玉　兰

[摘　要]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坚持以人为本是构

建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 ,经济新闻报道要全方位 、多角度地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

良好的舆论环境 ,就应该在报道中贯穿人文关怀的报道理念 ,对人文关怀作出新的追求:站在

人的视角关注经济发展 ,在经济生活中关注人的精神伦理道德 ,在传播经济信息过程中把经济

活动向人性化的层面升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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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首脑会议提出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念 ,在各国受到广泛重视 。党的

“十六”大提出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体现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

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三位一体 ,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容在内的四位一体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是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做到

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①因此 ,坚持以人为本是构建

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 。作为反映人的经济活动 、服务并指导人的经济生活 ,在经济生活中

不仅担负着传输信息的职能 ,还肩负着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咨询 、解释的服务功能和监督 、调控国家

经济发展的指导功能的经济新闻报道 ,要全方位 、多角度地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就应

该在报道中坚持以人为本 ,即贯穿人文关怀的报道理念 ,对人文关怀作出新的追求。

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文关怀 ,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宗教而提出的人文主义 ,虽然

它也肯定和注重人和人性 ,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 ,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 ,但它立足于要求在各个文

化领域把人和人性从宗教的禁锢中释放出来 ,就其思想体系而言 ,超不出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的个人利

己主义的生活态度和道德原则 。尽管它也曾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包容现

代社会的时代精神与先进理念的内涵 ,包容这种精神和理念的人文关怀突出地体现为:“不仅要关注物

质财富的创造 ,更要关注创造物质财富的人;不仅要关注人的社会行为 ,更要关注支配这些行为的人的

精神 、品格 、信念 、理想与尊严;不仅要关注自己 ,还要关注他人;不仅要关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还要关

注更多的人富起来;不仅要关注经济的增长 ,还要关注社会的全面进步;不仅要关注人的人文环境 ,还要

关注人的生态环境;不仅要关注今人的生存与发展 ,还要关注后代的生存与发展;不仅要关注人类的现

在 ,还要关注人类的未来”[ 1](第 7页)。

我国人文关怀问题的提出 ,是在面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所呈现出的物欲横流 、道德失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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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状况时表现出的一种社会忧虑和关怀。因为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 ,它既为人的个性独立 、自由发

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又使人的精神家园被畸形的物质欲望践踏;它既使社会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的增

长 ,又造成了大量的外溢性影响 ,使社会承受着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各种社会代价 ,加剧着效率和公正 、自

由和平等 、速度和效益 、量和质 、个人与社会 、城市和乡村 、富有者和贫困者 、人类和自然环境 、人类的今

天和明天之间的矛盾 。在经济理论界 ,以《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作者为代表 ,开始从“公平与效率”这一

人类文化中带有终极定义的基本命题出发 ,呼吁为经济学引入人文关怀 ,恢复经济学的本来意义———经

济学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科学 ,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 。从这个意义上说 ,经济新闻报道中的

人文关怀应该“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 ,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和对人类的解放与

自由的追求”
[ 2]
(第 20页)。概括地讲 ,就是关注人的“三生” ,即生命 、生活 、生存。这与今天我们追求社

会和谐 、建设美好社会是相适应的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 。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导引下 ,经济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

一 、站在人的视角关注经济发展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 ,是影响经济发展最深层的因素 。“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 ,所有的技术

都由人创造发明 ,所有的知识经验都由人推广 ,人自身的进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人力资源的质量

是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
[ 3]
(第 45 页)在人与自然交往以获取物质资料的过程中 ,人始终处于经济活动

的主体地位 ,任何科学发明 、经济进步都是在人的主持下完成的 。国别与民族间的经济差异归根到底是

由于人们在各自的经济活动中采用了差异很大的制度形式与管理方式造成的[ 4](第 6 页)。有学者甚至

说:“我们可以认为 ,人的无限的欲望与实现欲望的手段这一对供求矛盾 ,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和人类社会

辩证地向前发展的最根本的矛盾。”[ 5]
(第 6页)宇宙间的物质与能量是一种恒定 ,而人的欲求却是无穷地

不定 ,在由人的无限欲望与有限供给构成的“稀缺性”矛盾中 ,人处在“稀缺性”矛盾的主要方面 ,即引起

稀缺性的主要原因在人 ,解决稀缺性的手段也在人 ,人是社会经济技术进步的根本推动者 ,减少稀缺以

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人类自身的能力 。正是人类的有限能力与无限欲求构成

了这对稀缺性矛盾的真正本质 ,展开了人类无穷的改造自我与发展经济的活动 。人 ,必然地成为经济活

动的主体 ,所以也成为经济新闻关注经济发展的一个全能视角。

经济新闻报道要实现站在人的视角关注经济活动 ,就必须在报道中凸显公众利益 ,即在提供真实信

息 、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基础上 ,贴近公众议程 、传递公众的声音 ,维护公众利益以推进社会发展 。2006

年末 ,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授权中国名牌产品战略推进委员会对 91类产品进行 2006年“中国

名牌产品”评价及表彰会上 ,湖北楚源精细化工集团公司“楚源牌”活性染料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

新华社记者以《中国名牌“楚源”烫金奖匾后是沉重的环保代价》(新华网 2006年 12月 13日)为题报道

了在这块华丽的“烫金奖匾”背后沉重的环保代价:这家公司长期向长江及周边排放废水 、废气 ,当地群

众苦不堪言 ,水稻减产 ,疾病频发。报道没有站在企业的角度传达这一喜讯 ,而是从公众利益出发 ,在披

露个别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博取名利的同时 ,也向一些地方政府及评优单位提出了警示 ,不能因讲求

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 ,当地政府和部门应该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认真落实单位

GDP 能耗降低 20 %的约束性指标 。

要凸显公众利益 ,还要通过报道解释和讨论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议题 ,以影响政策的制定和

经济行为的发生 ,要站在“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的高度做文章 ,在“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关怀上下工

夫。凭借垄断地位赚取高额利润的垄断利益集团 ,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 ,2006年以反垄断为核

心的公共利益事件接连上演。6月末 ,随着列入立法规划 12年之久的“反垄断法”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 ,人们日益认识到 ,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构建和谐社会 ,必须将反垄断进行到底 。新华社

记者采写的《百姓向垄断利益集团讨公平》(新华视点 2006年 12月 17日)报道 ,从声讨“福利腐败” 、博

弈价格听证会 、质疑竞争怪圈 、起诉违法行政 、呼唤民主决策等等方面 ,对承袭计划经济时代而来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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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行业及企业的种种表现做了分析 ,对由此产生的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弊端进行了揭示 ,为《反

垄断法》的出台和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关心民生 ,以悲悯的情怀对待民生疾

苦 ,是民众对政府最殷切的期待 ,也是经济新闻报道在构建和谐社会实践中人文关怀实现的必经路径。

当然 ,关注公众利益一定要坚持用事实说话。2005年 7月 5日正值全国高温 、啤酒旺销之际 ,有关

媒体报道:“95%的啤酒都加了甲醛” ,此消息迅速被国内众多媒体转载和评论 ,国产啤酒的整体形象因

此备受打击 ,甚至造成了韩国和日本政府先后做出了对从我国进口的啤酒采取紧急措施的决定。7月

15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一项对 157种国产啤酒和 64种进口啤酒的抽查结果表明 ,中国生产的啤酒甲

醛含量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和世界卫生组织有关规定 ,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饮用。权威部门做出的结

论打消了公众的疑虑 ,但此次风波所造成的影响显然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 。由此可见 ,媒体关注和维护

公众利益 ,不能“是建立在采访不扎实 、数据不可靠 、事实不确切的报道之上的以讹传讹;或者是利用公

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 ,为吸引更多读者的眼球而故意夸大其词 ,恶意炒作;又或者是为了媒体

自身牟利 ,充当不正当竞争者攻击同行的`枪手' 而伤及无辜 ,那么 ,一旦真相大白 ,最终受到损害的 ,还

是公众利益;而媒体自身的形象和公信力 ,也必然遭到严重破坏”[ 6](第 22 版)。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

标也是背道而驰的。

有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提到 ,新闻媒体的存在目的和价值 ,在于使人民群众知晓与他们的最大

利益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真实情况 。要关注公众利益 ,就要摒弃旧的办报模式和

报道模式 ,坚持报道的主流选题 ,多刊登公共事务新闻 ,通过发挥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 ,逐步影响 、引导

读者的阅读兴趣 ,使他们关心那些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新闻。在采编过程中 ,要注意站在公众利益的

角度进行报道
[ 7]
(第 8 版)。这也是经济新闻报道如何通过人文关怀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目标可效仿的 。

二 、在经济生活中关注人的精神伦理道德

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一个是物质层面的 ,即人具有高度的物质谋生能力 ,能彻底摆

脱物品匮乏的困境 ,从而使人成为物的主人;另一个是精神层面的 ,即人具有健全的人格 、良好的道德风

范 、积极进取的主体精神以及多向度的个性心理需求等。这两个层面的人的发展缺一不可 、相辅相成。

所以 ,经济新闻不仅要从对象化的物化存在的角度来关注人的发展 ,还应从生产关系的角度体现出人文

关怀的内涵。因为经济的增长离不开人文精神的支持 ,市场的规律必须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上 ,对经济活

动而言 ,经济法则关注的是纯经济 —技术性内容 ,而人文关怀关注的则是经济关系背后的人与人 、人与

社会之间的关系 。

经济的发展伴随着人的发展 ,人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 ,经济新闻要善于揭示经济发展同

人的生产能力 、个人素质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不要忘记把笔伸向工人与企业决策者能力转型和素质发

展上 。《兖州:2亿吨大煤田不挖了》(《大众日报》2006年 11月 14日刊发)报道兖州市顺从民意———不

以拼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 ,不惜“每年减少地方税收 5000万元” ,叫停了境内已完成详勘的小孟煤田 ,

以典型的事实说明实现可持续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比地方经济利益更为重要。

由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和经济体制的转型 ,政府的职能已从指导型 、指令型转到服务型 ,政

府由组织生产的主角转变成生产者 、经营者的配角 ,成为名副其实的服务者。因此 ,经济新闻报道就应

更多地从报道政府行为延伸到关注普通的劳动者 ,即应通过关注工人 、农民 、知识分子等社会主义的建

设者们的酸甜苦辣 ,来实现人文关怀。《荔浦 5万农民坐在家里“变”工人》(《广西日报》2006年 9月 15

日刊发)通过报道“食品工业产业链从城里向乡村延伸 ,马蹄加工的首道工序放在千家万户”的生产方式

的变化 ,折射出服务型政府的管理效率和业绩 。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 、开放 、有序的经济 ,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必须相应地具备适应市场变化的各

种谋生能力 ,具有开拓进取的创造性个性心理素质 。经济新闻报道应该在市场要素的流动性 、竞争的残

酷性和环境的变迁性中拓展个人在经济活动领域的理性选择 ,摒弃不道德的经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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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 ,道德不过是人们在生活中的态度或选择 ,它需要自己的制度基础 ,只有人们讲道德比

不讲道德收益更大时 ,道德才是人们追慕的对象
[ 8]
(第 59 页)。显然 ,在经济新闻中 ,我们首先要通过经

济生活中的经济事件 ,抛弃狭隘 、封闭 、守旧的自然主义价值取向 ,弘扬自强不息 、积极进取的人生和坦

然宽容 、仁爱达兼的人本思想;其次要挖掘经济转型时期经济主体昂扬奋发的精神 ,自觉摒弃物欲至上 、

极端个人的价值取向 ,为建设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 、诚信友爱 、和谐社会提供事实上的说服力 。《一位大

夫十年“医药回扣”抗争路》(新华视点 2006年 6月 19日)通过报道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内科主

任医师张曙与“医药回扣”抗争的事实 ,引起全社会治“病”救“仁” ———治医疗体制之“病” 、救医风医德之

“仁”的思考 ,无疑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积极的舆论导引作用 。

三 、在传播经济信息过程中把经济活动向人性化的层面升华

人不仅是经济活动的起点 ,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 ,也是经济活动的目的与归宿。正如有学者所

说:“经济活动同人的其他活动方式一样 ,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保持和优化人的生命存在 ,表现出人的文化

存在 。”[ 9]
(第 11 页)因此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 ,经济新闻坚持人文关怀就应在传播经济信息过程

中 ,把经济活动向人化的层面升华 ,以人为视点和中心 ,建立以人为主体的思维方式 ,学会跳出经济写经

济的模式 ,从人的心理观念 、生产技能 、生活需求等方面去观察 、分析 、拓展经济新闻报道的空间 ,通过经

济活动反映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 ,以真正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推动中国

经济自身的理性发展 。

首先 ,要关怀自然 ,积极倡导生态 、环保意识 ,树立对自然的正确价值观;充分展示人与自然的关系 ,

用理性 、科学的长远眼光去看待经济活动。人是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 ,人与自然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关

系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人类要跟自然界斗争 ,但人的自然属性又决定人类必须顺应自然 ,也要为整个人

类的长远利益着想。因此 ,经济新闻报道必须把人的道德关怀惠及到我们的自然界 ,关注当前自然界的

现状 ,发现所面临的问题 ,警示后人 。

其次 ,作为经济报道的记者 ,对人民群众充满人文关怀的同时 ,要养成理性 、客观 、冷静报道经济活

动的职业习惯 , 而不是充当个别企业的代言人。《上海奔驰出租车从“奔”不下去到退市 谁之过 ?》(《解

放日报》2006年 8月 11日刊发)就是记者在获悉继 2006年 8月初大众出租汽车公司宣布 45辆“奔的”

退出营运 、剩下 55辆奔驰出租车也将于国庆前夕全线“下岗”的事实后 ,未停留在单纯的经济信息的传

输 ,而是从出租车行业主管部门以要维护上海出租车市场运价的统一为理由 ,两次驳回了大众出租车公

司的调价申请的事实中 ,将经济信息向人化的层面延伸 ,提出启发性的思考:主管部门这种违背价值规

律的中国古代家长式的管理方法 ,短期内虽有利于规范市场 、管理方便 ,但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和阻碍市

场的发展 。

此外 ,要跳出经济事实本身来报道经济事件 ,学会正确估量经济形势 ,缜密分析经济政策 ,有意识地

去贴近大众心理 ,探索经济行为 、现象与社会时尚 、风气之间的内在关系。因为经济新闻对于公众的引

导不仅仅是灌输简单的政治意识 ,而往往直接引发公众的经济行为 ,同时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先进的文

化生活理念 。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中国第一个“休闲小康指数”昭示生活方式的变迁》(新华网 2006年 5

月 2日刊发)报道 ,由一个“休闲小康指数”引出对休闲意义的思考和正确认识:休闲是人自身发展的要

求 ,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提升自己;休闲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休闲状态的存

在;休闲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如果没有休闲 ,人民无法共享发展成果 ,发展将毫无意义 。这样的报道从深

层次上提出 ,休闲不仅是经济现象 ,更重要的是人文要求 ,是中国人开始享受的一种社会权利。旅游休

闲不仅是国民的一种正当权利 ,也是人类自身全面发展无法替代的渠道。我国实行黄金周的重要意义

在于使国人在崇尚劳动光荣的同时 ,认识到劳动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解放 。

人是社会的主体 ,社会的发展要围绕着人 ,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也是经济新闻人文关怀所追求的

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 ,表达了我们党坚持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 ,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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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亿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导引下 ,只有“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 ,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 、化解矛

盾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② ,经济新闻报道才能

更好地实现人文关怀 ,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和谐文化提供更加有

力的舆论支持。

注　释:

①②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载 http:// w ww .x inhuanet.com , 2006-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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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y of Economic News on Building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Wu Yulan

(School of Journalism &Culture Communication , 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Law , Wuhan 430074 , Hubei , China)

Abstract:The 4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16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 munist Party of

China(CPC)has listed building a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as a st rategic g oal.And upholding to

serve the people as it s guideline is the basic principle w hich must be obeyed fo r the const ruct ion of the

harm onious society .If the economic new s report is required to set up an ef ficient opinion envi ronm ent

fo r the harm oni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 ay , w e m ust car ry out the hum anitarian idea and think it

as the new pursui t:paying at 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human , paying a ttent ion to the hum an ethics in the economic living and trying to turn the economic

activi ty into the necessary of the human being spirit during the proce ss o f the economic inform ation

com munication .

Key words:harmonious socie ty;economic new s ;hum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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