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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荃荃

在 2011 年 6、7 月份，《中国企
业报》以 60 多个版面对国有企业组
织报道。在短时间内，形成这么大规

模，在中国新闻界可能是独自一家，
足可以构成独特的“新闻现象”。这
种现象，一方面以央企报道的内容
全面深刻而引人注目，一方面以《中
国企业报》的媒体创新特色而为人

关注。
《中国企业报》的这场报道有个

突出特点，是以课题研究带动报道，
形成带理论特色的对策研究成果。
为此，我们专门访问策划组织这次

报道的国企课题组组长李锦。李锦
是有 40 年新闻从业经验的资深记
者，出版过 13 本专著，是资本经营
理论的提出与创建者，他就记者关
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中国企业报》国企研究课题组组长李锦接受中国报业网采访谈国有企业舆论形象

积极作为 维护国企形象

记者：你们在收尾的评论员文章《为国企改革鼓与呼》
中，有这样一段话：“解疑释难，提出对策，以尽‘智囊’之
职……期间得到金碚、张宇、李保民、刘纪鹏等我国国企
研究者的倾力支持，他们的参与，使我们向企业‘思想库
智囊团’的方向推进一步。”感觉到你们有一种想法，要
在国有企业问题上做“智囊团”。

李锦：想做企业的“智囊团”、“思想库”，这是我们讲过的
话。这次国企报道，加强理论性、政论性也是一种追求。很多
权威对央企表示不满，我们要为央企讲话，首先便感觉有一
种“理论难度”，你不爬到一定高度，连对话的权利也没有。没
有办法就坐下来学习，啃理论书籍，一步一步朝深处走，走近
了才能看清楚。《中国企业报》的国企报道从头到尾以分析性
报道为主打，以评论支撑与引领。我们做得最多的是综述与
述评文章，就是要强化理论的力量。报社队伍在思想理论方
面的力量有限，我们开始列了一个名单，采访了国内很多研
究国企的专家，以提高报道的理论层次和思辨色彩。

成为中国企业的智囊团、思想库，是我们的努力方向，是
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我们不能以揭露性新闻取胜，我们追
求思想含量和理论含量高，争取以理性的力量站住脚。

（下转特七版）

记者：贵报是本着一个什么样的方针在操作这个如此大
规模的报道的？

李锦：八个字，“以我为主、有的放矢”。不管外界舆论怎
么样，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主张。然后考虑外界需要我们回答
的是什么。此次报道，我们就是本着这八字方针来说央企的
故事，讲我们的道理。

记者：“国进民退”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词组了，只要
打前四个笔画，马上就能搜索出来，你们对这个说法是怎样
做“批判”的？

李锦：“国进民退”是近些年的网络热词了，这个词在社
会上是很有煽动性的。当然，这种现象也确实存在。我们认为
进退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现象，像潮汐一样，不要过分增加政
治色彩，不要把所有制的观点强加到经济发展现象上。《不要
把意识形态引进中国企业改革》就代表了我们的立场。我们
有一个主调，就是国民共进、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赢篇”、
“融合篇”就是写这个思路的。《三驾马车与中国模式》便是很
好地体现编辑部意图的文章，写得有气势。

记者：著名的国际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在《麦肯锡季刊》
上连续发布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最新评估报告和文章，麦肯
锡说，中国的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界线已经变得相当模
糊。您怎样理解这种说法？

李锦：我们注意到了。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大专题，叫做
“融合篇”。国企和私企的界限变模糊是正常的，混合经济是
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公中有私，私中有公，优势嫁接。我们
对央企、民企是同等对待。按说混合所有制不足以构成一个
专题，我们是有意把这个问题当做发展趋势看待的。

记者：觉得这些报道采用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方法，把
问题回答得是比较透的。从整体上看，你们是在按一个战役
的思维在做这件事。

李锦：这次报道，采取每个专题回答一个问题，每篇文章
回答一个观点的策略。就像淮海战役，每个纵队打一个地方，
每个团打一个村庄，每个连打一个点的方法，层层分解下去。
从总体上看，开头开得好，结尾也结得好，有两篇大文章撑起
来了，首尾呼应得好，这个框架也就立起来了。7月 1日企业
家报道的深度和广度，混合所有制报道的鲜明准确，垄断问
题的透彻，都各有佳作。

象《环境篇》，有《“国民共进”的荆棘之道》、《谁将央企逼
入“魔”界？》、《央企何来凶猛？》、《央企亟待加强舆情应对能
力》、《央企群像的镜子》、《央企舆论之惑》、《央企在重塑形象
的路上》、《用改革发展打破魔咒》，把有关央企的舆论集中在
一起来发表，把问题说透了。有些文章感情炽热、鲜明泼辣的
风格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总体上看，有的篇章完成得仓促，略显粗糙。我们的策
略是暂时啃不动的，先放一放，比如董事会问题、薪酬问题。
从外表看，感觉是满目珠玑，显得挺热闹，基本上实现了我们
一再要求的每期“有热闹看，也有道道看”的目标。

记者：贵报这次央企系列报道，属于正面报道，但也不同
于以往的歌功颂德式的宣传报道。贵报宣示“我们与国企一
同前行，我们将继续为国企改革鼓与呼”。这与目前新闻界的
有些做法和态度是有很大不同的，您有没有担心过读者会对
贵报有逆反和抵触情绪？

李锦：是非公道，自在人心。从一开始我们就强调是客观
公正地对央企进行报道，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索，强调要
以平和公允的眼光做报道，国企有不对的地方，不要粉饰，更
不能把差的说成好的。还要注意关爱民企，我们说国企的好，
不能以民企不好为代价，从头到尾都不能贬低民企。因为国
家经济制度摆在那里，我们要心存良知，现在民企困难多，千
万不能伤害民企。这也是领导提醒我们的。当然，我们在报道
时做到不故意褒贬，对舆论不故意扬抑，做到以事实说话，以
理服人，尽量减少社会的误解。

记者：“问题推动”显然是贵报的一个特色。从今年春天
的“两会”报道，你们就抓过“减税”专题，一个专题发了七八
万字，你们搞的这 10个专题是不是持续这种风格？

李锦：我把新闻分为事件性新闻和非事件性新闻两种。
我们做的多数是非事件性新闻，实施的不是新闻事件推动，
而是问题推动，主打分析性报道、深度报道，这是我们对报纸
的一种定位。我们从实践中寻找确定主题之后，围绕主题去
说，在这次国企报道上，我们持续了这种风格。我们下一步要
改成周刊，一周一期，就更会把这种风格坚持下去。

记者：你们课题组的策划把每一
个观点下达到每一个记者，记者能理
解吗？

李锦：层层策划，层层落实。我们
做的是总体策划，各编辑室做的是具
体策划、分解策划，像“方向篇”、“国
际篇”、“人本篇”、“环境篇”策划，各有
特色。大家参与策划，这是报道成功
的一条经验。

记者：我感觉到，你们的报道始
终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有一个气场支
持操纵着。你们重点抓住几个环节？

李锦：这个气场就是课题组，就

是策划方案。整个报道的指挥棒是随
着这两个东西在转动的。我们一开始
策划就提出报道要求，一是“策划主
导、问题推动、深度分析、思想引领”，
还有一条是“研究策划、组织实施、监
督帮助、总结提升”。一个是指导思想，
一个是指导程序。实际上，这是两个管
理链条。

管理链条的四个环节，哪一个抓
不住就会扑空。研究策划是龙头，指
导思想清楚，决定着战略、方向、策
略、目标和整个报道的层次。总结提
升是收尾，是对方向、目标的思考。从

“两会”报道开始，我们就实施“策划
主导、问题推动、深度分析、思想引
领”的报道战略，这是《中国企业报》改
制后的第二次较大的“策划主导”行
为。

记者：感觉到你们的运作过程有
一个链条，从头到尾贯穿下去。

李锦：是的，这属于创新管理的问
题。我们的央企报道策划与实施过程
也是一个全面创新过程。这个创新过
程由三大块组成，这便是创新目标、创
新实现价值链、创新支架。这次报道战
役创新目标，有几个主题词，信息对

称———填补空白，权威发言———系统
回答，重于分析———思想支撑。刚才讲
的前十六个字便是这样敲定的。后十
六个字是实现价值链，就是把握各个
环节，做好各个关键环节的工作，像监
督帮助就是这样一个环节。还有创新
支架问题，这便是由一个个观点通到
各个记者身上，总枢纽在课题组，哪一
个点打不通便跟踪上去，帮助记者去
突破。这样一来，有创新目标体系、创
新价值链与创新支架三个部分组成，
这次报道便充满一种创新管理色彩
了。

记者：我看了贵报央企报道的策
划报告，有 15000字，涉及国企改革方
方面面需要关注的问题，资料丰富，颇
有文献价值，对新闻业界也有借鉴意
义。这个方案是怎么完成的，花了多少
时间？请您谈一下具体情况。

李锦：上兵伐谋，策划为王，这是
我们的思维。我们要搞国企这组报道，
而且要大搞，没有理论准备是做不大、
走不远的。确实，最初我们对报道在什
么时间收尾、做多少版面等问题，心里
并不清楚。考虑到国企报道的艰巨性
与企业报长期发展的需要，报社成立
了企业研究院，组织课题组，以课题研
究推动报道可算是一种创造。

从 4月到 6月，课题组在这 60多
天的全部精力是用来研究央企了。等
我们把这些内容大体上消化之后，再
对企业做了一些调研，大概花了两个
月的时间，经过三四次编委会讨论，又
邀请中央政策研究室、国资委、企联、
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的专家领导
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在此基础
上再度修改报道方案，再制定分解方
案。有同行看了这份策划书就讲：这就
是科学研究，是一本科研书籍啊！花费
好大心血才做出来的东西得到认可，
我们当然有种欣慰的心情。

记者：我看了你们的策划书，发现
有很高的立足点，里面有很深的东西。

李锦：开始搞策划时是一无所有。
第一步是拼命地看，广泛涉猎信息；第
二步是归纳、研究“舆论”是从什么时
间起来的，本质问题是什么；第三步是
研究从“十五大”以来的中央全会的文
件；第四步，研究理解党章与宪法，把
所有问题都放在法律背景下理解；第
五步是广泛搜集企业的信息，了解企
业的情绪、企业的案例；第六步是确定
要陈述的内容、破解的内容；第七步便
是写方案了。每次开会，我们差不多都
要讲，“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共同发展”。国家宪法第七条是
根据，是根本大法。

记者：了解这次报道，感觉到有一
只“策划”的手非常有力，使整个报道
把握得非常完整，而且很有深度，一浪
一浪地向前推进。这个方案的主线是
怎样形成的？

李锦：开始想了好多主线，从国企
舆论直接插入是条主线，科技创新可
以是主线，转变发展方式是主线，发展
也是主线，改革也是。后来考虑到国企
有很多矛盾交织在一起，最终原因在
于改革。有的舆论风险是在 2004年后
出现的，后来愈来愈大，直到无法控制

的地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
年大会上，胡总书记指出：“当前，世
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
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
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
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
加以解决。”国企能够做大做强，这是
改革带来的结果；国企存在的问题，也
必须用改革的方法来解决。经过两个
月思考之后，我们确定了改革这根主
线。这根主线的确定，与“七一”讲话精
神是高度吻合的。

记者：在前期策划时，是怎样确定
要做这样十组报道的？“方向篇”、“主
导篇”、“优势篇”、“创新篇”、“国际
篇”、“人本篇”、“共赢篇”、“融合篇”、
“环境篇”、“道路篇”，它们之间是怎样
一个逻辑关系？

李锦：课题组刚成立时，感觉眼前
是一堆乱麻，无法理清。这个时候就特
别需要学习能力、思考能力，需要思维
的贴近性、针对性、有效性、系统性。凡
事无主不主，无论如何必须拉出一条
主线或者说抓住一个主题。

央企存在的问题，是由许多原因
造成的，其中必有一个属于本质的原
因，这个原因就是国企处在两元结构
中。从纵向看，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

经济体制过渡，必然产生两元并存的
经济结构；从横向看，一是国家的社会
责任，一是企业的市场特征。由于这种
两元结构存在，国企一方面可以占有
资源优势；另一方面它存在与一般企
业竞争问题，还存在社会贡献与内部
分配的矛盾。有些问题是国家问题而
不是某个企业问题，有些是属于历史
问题，而不是现实问题。要想解决两元
结构的矛盾，必然要靠改革。那我们所
需要的主线、主题就浮出水面了，就是
改革。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靠改革来
解决，这是我们的主调。这样，我们的国
企报道便显得冷静而又睿智了。

主线有了，便开始布局谋篇。一条
“改革”主线贯穿其中。先以“国企改革
的历史方位与现实难题”开篇把大幕
拉开，亮出两元并存经济结构这一难
题；接着从正面讲，主要集中在前四
篇———“方向篇”、“主导篇”、“优势
篇”、“创新篇”；然后从反面回答，主要
用“国际篇”、“人本篇”、“共赢篇”、“融
合篇”、“环境篇”五个篇章，着重来回
答“国进民退”、“与民争利”等重大是
非问题；最后合起来，来一个“道路
篇”，探讨国企改革未来，也算是个总
结。十组稿件实是一篇大文章，起承转
合都有了。

中国报业网记者（以下简称记
者）：在对央企责难多于理解的情况
下，你们另辟蹊径，好好地去说说央
企，就显得更引人注目。贵报做这么
大的规模，是基于什么考虑？

李锦：因为我们是《中国企业
报》。这大概也是新闻的一种做法。当
然，也不是我们故意去说央企的好，
我们是本着更加负责的态度做客观

的报道。
从 6 月 14日开始，我们连续以

10期报纸 60多个版面，10大篇章，共
计近 40 多万字来进行央企报道。自
从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改革屡起争
议，每过七八年来一次，2003 年至
2004年是“郎顾”之争，2010年“国进
民退”之争。去年“两会”期间，温家宝
总理在答外国记者问时，已经正面回

答记者“国进民退”的提问。然而，关于
央企的舆论一直没有消停过。对于中
国来说，央企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央企命运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乃至共产
党执政地位问题。实际上，央企发展面
临着社会风险与舆论风险，这两大风
险有时比央企发展本身还重要。

我们感觉到社会上关于央企的
舆论不够客观，由于有些央企采取
“沉默是金”的策略，使得央企的信息
严重失衡，社会上得到的央企形象是
片面的。我们是搞新闻的，自然有必
要寻求这种信息对称。编辑部在最后
一期央企报道上说：“我们的目的是
让更多人了解国企真实的历史与现
状，看到国企不懈的奋斗与拼搏，对
国企更加理解与宽容。因为我们是
《中国企业报》，为企业服务是我们的
宗旨，更是我们的生存价值所在。”

记者：央企这些年形象不太好，
提到央企，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
“国进民退”、“垄断”、“扩张”、“霸王条
款”等等，显然贵报希望通过报道来
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印象”。那么，
怎么理解贵报的逆向而动呢？

李锦：有负面舆论在，我们便出
现了。在前期策划研讨会上，有记者
说，“当别人都不肯搞时，这便是我们
的机遇，这便是新闻。大家都说一样
的，就做不出新闻了。”

我们发出的第一篇文章“国企改
革的历史方位与现实难题”就明确指
出，国企发展目前面临着两大风险，
这便是社会风险与舆论风险。我们是
把舆论风险作为发展中重大问题提
出来的。我们再对舆论采取“鸵鸟对
策”，势必加重这种风险。当然，国企
在自身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很
多问题，有些则非常严重，我们并没
有回避，也不乏批评。然而，我们认为
这些问题是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也
应当用改革的方法来解决。任意放大
问题严重性乃至妖魔化国企真实面

目，是不可取的。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

好的时候你们骂我们，现在国企搞好
了你们还是骂呢？”这是国资委原主
任李荣融说的。“央企的过去是怎么
样、现在是怎么样、未来将怎样”，“央
企为了谁”，“现在的央企不是过去那
个老央企了”，这个话是现任国资委
主任王勇说的。前后两任国资委主任
的话，我们总是萦绕于心。我们这样
做，以求有利于改变当前新闻界以及
舆论对国企的偏见与误解，意在为国
企发展创造更好的舆论环境。

记者：你们这次央企报道系统地
回答了社会舆论，还注重对现实问题
提出对策。譬如，以主导地位标准观察
国企重组就是给人印象深刻的一篇。

李锦：目前，央企正在大规模重
组，这是一个社会热点。有的央企正
在大规模向地方扩张，有的央企则等
着被合并。这篇文章原题是以主导地
位两条标准检验国企重组。后来觉得，
不宜用检验这个词，就改成观察了。标
题长了，排版不好看，又把“两条”删去
了。本来这是记者张龙写的一篇关于
央企重组的综述性文章。我们看到稿
子信息量很丰富。央企重组由 236家
到 196家，又由 143家到 122家。2010
年应该有 30家被重组。但是后来不动
了，引起社会很大猜测，包括不少误
解。还有一条信息，是国家组织 200多
人下去调研，时间半年。这是多么重要
的信息呀。这么多人下去调研，主题应
该是怎么调整，应该把标准提出来，这
是关键。于是我们确定效率标准和公
平标准。这对词组看似是一对矛盾，实
则是对立统一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两个方面。“国有”，注重公平；“企
业”，注重效率。这篇稿子写的是现实
工作，是对策。在关键时候，表明了我
们的政策见解与理论见解。这是我们
对当前正在做的事进行发言，这属于
一种对策提议。

在有些媒体对央企负面舆论较多的情况下，《中国企业
报》组织有声势的国企报道，构成独有的“新闻现象”。

《中国企业报》回答：搞新闻的人要寻求信息对称。

1 5000字的策划方案犹如设计图纸，气势贯通，逻辑严
密，为新闻界罕见。气势磅礴的报道战役是这个方案指

导下进行的。《中国企业报》回答：上兵伐谋，策划为王。

“策划主导、问题推动、深度分析、思想引领”，“研究策划、
组织实施、监督帮助、总结提升”。一个是指导思想，一个

是指导程序。《中国企业报》回答：这是两个创新链。

国企舆论“一边倒”的局势已经形成数
年，怎样全面地回答这些舆论。《中国

企业报》的回答是：“以我为主，有的放矢”。

专家访谈与评论引人注目，使得评论主
导、思想引领成为国企报道的鲜明特

色。《中国企业报》回答：评论是报纸的旗帜
与灵魂，企业思想库是报社的追求。

李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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