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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7 月间， 《中国企
业报》 独家组织了一场“国企改革
与发展”的系列报道，以有力的策
划、精辟的见解和强大的思想冲击
力，把国企从被舆论妖魔化了的形
象中还原，改善了国企的舆论环
境。在市场媒体对国企舆论基本上
“一边倒”，主流媒体没有大动作的
情况下，此举是独此一家的国企大
规模报道，也是 2011 年中国特有
的新闻现象”在这种创新报道的背
后，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家办报”
理念的成功实践以及创新应用。

从 《中国企业报》 策划组织的
“国企报道”中，我们看到了秉持
“思想家办报”理念的报人们独特
的思想逻辑和打动受众的思想深
度。在引领社会前进方面，新闻报
刊的思想引领作用不可低估。新闻
工作者应是历史“船头的瞭望者”，
理所当然应该成为社会的“思想引
领者”。 《中国企业报》 的思想家
办报是中国报界出现的新现象。

多元的办报理念

《中国企业报》独家策划组织的
“国企改革与发展”系列报道为例
（简称“国企报道”），该报道公开声
明“问题推动、思想引领”的办报
思路，以有力的策划、精辟的见解，
把国企从被舆论妖魔化了的形象中
还原，改善了国企的舆论环境。

一份报纸经营成功与否，组织
报道成功与否，关乎很多因素，其
中办报理念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
一。但凡一份优秀的报纸必有其独
到的办报理念，不同的办报理念，
将会给报纸的内容、形式、风格以
及受众影响力带来极其重要的影
响。细数当今的办报理念，下面几
种常常被提及并加以实施。

政治家办报。这种理念能够把
办报和政治紧密结合，很好地把握
办报的政治方向，发挥报纸为其自
身利益集团代言的作用。然而，政
治家办报倘若操作不当，过于强调
一时的政治需要，就可能使报纸落
入工具论的陷阱之中，把报纸当成
实现某些个人或某些利益集团欲望
的工具。

商人办报。这种强化了报纸的
产业经营特性，由此办出的报纸往
往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获得较多
的读者阅读量，但也因受单纯的利
益诱导，报纸很可能以降低内容的
格调和水准为代价，易造成“有利
无骨”的情形，报纸空有读者阅读
量，却缺乏社会的影响力和权威
性，不利于积极的舆论引导。

文人办报。这种理念往往满怀热
血和理想，充满了正义感和责任心，
一份由文人创办的报纸通常也带有
浓厚的文人气息，观点鲜明，文风
纵横。文人因社会角色相对独立，
因而基本能够保证思想的独立性，
往往能够推陈出新而又客观中立，
但也因此容易流于形式和过分的理
想化色彩，注重理论和本本，最终
脱离实际，造成“好看无用”的情

形。
思想家办报。这种办报理念的

字面理解，即由思想家来办报，重
在对社会的思想引导作用。政治家
办报、文人办报、商人办报看似是
与思想家办报对立的概念，事实
上，思想家和政治家、文人与商人
却并非是泾渭分明的。一个政治家
可能同时也是一个文人，而商人也
可能富含思想。这里所言的“思想
家”，也可以是文人、政治家甚至
商人，只要他们拥有一定的思想境
界，有独立完整的思想体系，其观
点不受政治、商业干扰，而相对于
纯粹的文人又更具系统性和理性。
思想家办报的优势就在于：办报人
的思想理念决定了这份报纸的基本
定位和格调，思想家独立的思想体
系及思想境界，既保证了报纸的格
调和立场的独立，又避免了脱离实
际、好看无用情况的出现。

上述办报理念因历史时空和条
件的因素，都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和作用，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不
足，选择什么样的办报理念，必须
结合时代背景和媒体自身定位来决
定。如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
转型期，媒体改革在不断深化，传
媒产业化进程加快，市场需要多元
化的办报理念而非相反，因此办报
理念也应与时俱进。
什么是思想家？按字面理解，

思想家是研究思想、思维和思考模
式并且形成思想体系的人。 按照
我们的理解，思想家就是对整个时
代有思想引导意义,或对某门学科有
思想引导意义的人。对于媒体来
说，便是对企业与社会具有思想引
领意义的报纸。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转企改制
过程中的《中国企业报》在积极探
索和实施全新的办报理念。以 2011
年 6月 15日至 7月 14日间，《中
国企业报》独家策划组织的“国企
改革与发展”系列报道为例（简称
“国企报道”），该报道公开声明
“问题推动、思想引领”的办报思
路，以有力的策划、精辟的见解，
把国企从被舆论妖魔化了的形象中
还原，改善了国企的舆论环境。
西方新闻界有一种说法，“新

闻就是射中了绷得最紧的社会之
弦”。靠什么发现并射中这样的
“弦”？靠的是深邃的思想、高超的
见识。《中国企业报》的国企报道
从始到终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
针对国企消极舆论，以强大的思想
力量引领社会舆论。

思想家的理论力量是强大的。
当然，我们要求记者编辑是思想
家，不一定是都去当思想家，而
是在观念上、知识上要站在思想
家的高度看问题，在这个意义上，
记者确实应有“无冕之王”的精
神态势。你不是理论家，但你要
站在理论家的高度看问题；你不
是总书记，但你要有总书记的大
局意识。 《中国企业报》 的国企
报道便是以思想理论高度办报。
他们的文章具有强烈的思想性，
他们的办报理念与政治家办报、
商人办报、文人办报形成迥然相
异的风格。

“国企报道”的
思想引领特点

《中国企业报》的目的既不是
推翻一切负面舆论，也不是附和谴
责，而是给公众还原一个真实的国
企形象，反对对国企的妖魔化和扭
曲。
《中国企业报》 的“国企报

道”，在庆祝建党 90 周年的背景
下，重点针对社会舆论中的一些偏
见和误解而策划组织的。早在 2011
年 3月全国“两会”结束后，该报
道即开始谋划并投入课题研究，报
道以国企特别是央企改革为主线，
围绕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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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展开报道。整个
报道无论是在立意上还是在策划
上，都体现出了不同于以往主流媒
体或市场化媒体的新特点，更是思
想家办报理念的最好诠释。

首先，有思想高度。具体表现
在：一是高屋建瓴、精心部署。以
策划为先导，形成报道的行动纲
领。课题组用两个半月时间研究国
企问题，形成国企问题策划报告，
经编委会讨论，又邀请中央政策研
究室、国资委、中国企联、中国人
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的领导、专
家研讨，制定出了分解执行方案。
整个方案观点密集，纵横交错，前

后呼应，在战略、战术与运行策略
上都有具体要求。这种策划本质上
是一种思想策划。二是以理论为统
领、从研究入手。目前一些关于国
有企业的负面舆论有着一定的理论
背景，理论问题必须以理论来解
决，为此，报社以报道经验丰富、
政策理论水平高的李锦牵头成立了
专门课题组，在课题组的带动下，
以理论统领全局、以评论带动版
面，开头与结尾两篇评论员文章，
写得气势磅礴，挖掘深刻且有新
意，从而使这次报道打上“理论新
闻”烙印，从而也具有了和一般新
闻报道不同的思想高度。

其次，有思想深度。该报道以
改革为主线，前后衔接，有章有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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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
确定了以改革这条主线来布局谋
篇。系列报道先以评论员文章开篇
把大幕拉开，直指以两元并存的经
济结构这一核心难题，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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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组稿件依
次展开，起承转合，逻辑严密，显
示规律的力量。

再次，有思想力度。具体表现
在：一是以事实来说话，贴近实
际，具备说服力。每个专题都有一
篇“讲央企故事”的大综述。比如
《国企垄断论背后的迷局》 用“石
油———高度集中并非坏事”、“盐
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论述。
二是用辨证方法，正反两面挖掘，
讲清真相，形成客观公正的印象。
国企的成绩要讲足，国企有不对的
地方，也不粉饰。报道对国企的主

导地位与作用进行了重新梳理，多
以大篇幅的综述来报道，同时对部
分国企在科技创新、国际竞争、舆
论环境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也没有忽
视，多以诚恳的态度进行分析。

再次，有思想新度。努力像思
想家那样，对某些社会问题形成属
于自己的观点，并有敢于提出自己
观点的勇气和底气，力求起到推动
社会前进的作用。在最后一个专题
中，评论文章《走中国特色国企发
展道路》，是经济学界第一次用
“中国特色国企理论体系”这个词
来概括，为构建一个结构完整的国
企理论体系奠定基础，有开创价
值。这个理论体系是整个央企报道
的最后成果，也是中国企业界思想
解放的最新成果。

不仅在思想观点上，《中国企
业报》的“国企报道”的思想方法
上还充分体现了思想家办报的新创
意。具体体现在：

第一，透彻的分析。为了对研
究对象进行更加透彻的分析，报社
组建了专业的课题组，对国企问题
进行攻关研究，透彻地分析事件和
现象的本质。课题组刚成立时，面
对纷繁的数据和资料，即使是课题
组成员也依然感到眼前是一堆乱
麻，无法理清，此时就需要办报人
拥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以
及思维的贴近性、针对性、有效
性、连贯性和系统性，需要办报人
在大量繁琐的资料中找到一条主线
或者抓住一个主题。而《中国企业

报》 办报人在国企的众多问题中，
找到了最本质的原因，并结合黑格
尔“正反合”的哲学以及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起承转合，进行布局谋
篇，最后形成了此次国企报道的鸿
篇巨制。

第二，改正面宣传为问题探
索。报社提出“策划主导、问题推
动、深度分析、思想引领”的报道
战略，每个专题都要求记者们以提
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收尾。央企重组，
是国资委目前正在抓的大事情，报
社及时提出重组的两条标准，表明
了自身的政策见解与理论见解。学
者黄范章“国资管理可用‘三层次’
架构”、刘纪鹏“以大国资委监管促
进国有资本战略布局”，这些对策建
议充斥每个专题。

第三，带着问题去调研。此次
“国企报道”，《中国企业报》是带着
具体的目的和问题而来的，以课题
研究的方式，结合实际，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展开报道。社会已经形成
了关于国企的大量负面舆论，这些
舆论中既有不了解情况者的不实散
播，又有对原有问题的夸张渲染，当
然也有很多确实存在的诟病。《中国
企业报》的目的既不是推翻一切负
面舆论，也不是附和谴责，而是给公
众还原一个真实的国企形象，反对
对国企的妖魔化和扭曲。因此，此次
报道不能是单纯的理论研究，不能
脱离实际情况，这里的实际情况，既
包括国企的实际状况，也包括社会
上的实际舆论，这一策划报道并非
为报道而报道，而是为解决实际问
题而报道的。

第四，回答社会舆论。国企系列
报道紧紧抓住“国进民退论”、“国
企亏损论”、“国企垄断论”、“与民
争利论”等热点问题，采取每期报纸

回答一个热点问题，每篇文章回答
一个观点的策略。例如对“国进民
退”这个专题，就有《三驾马车与中
国模式》、《“双赢”：国企民企平衡前
进》、《“国民共进”的荆棘之道》、《谁
将央企逼入“魔”界？》、《央企何来凶
猛？》等 10多篇，还有对学者的访
谈，这个专题多达 4万字。此外，“国
企报道”是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背景下展开的，为此进行了
系统地策划和研讨，这是对办报人
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一个具有思想
深度和广度、具有卓越思想能力的
办报人，理应顺应时势，在合适的时
机中主动出击，引导舆论，而非被动
等待新闻的发生。这也是思想家办
报理念的应有之举。

最后，评论文章起了“顶梁柱”
作用。翻阅《中国企业报》，发现评论
文章起了“顶梁柱”作用，几篇分量
重的评论，都以全球眼光、历史视
野、触及实质和总结创新为特色，给
人印象非常深刻。确实如果没有评
论，报纸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新
闻报道不管怎么改革，最终还是内
容为王，评论为核心，处在灵魂地位
的是思想，是表达这个思想的评论。
《中国企业报》的几篇大评论有《人
民日报》任仲平的历史时空感，也有
新华社大通讯的逻辑严密风格，显
得大气磅礴，有很强的冲击力。这些
评论本身便是经济理论文章，且有
较强的对策研究风格，每篇有一点
新东西拿出来，这是属于自己概括
发现出来的东西。

对思想家办报规律的思考

《中国企业报》选择用真正客观
公正的眼光重新审视国企，既不一
味地唱赞歌，也不随大流，而是独辟
蹊径，就固有舆论中对国企的误解
进行“平反”，同时不包庇缺陷，全面
解析国企问题。

努力成为思想家，对目前我国
的媒体从业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
义。我们正告别计划经济体制，从尚
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向成熟、规范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如何转变，
全靠创造。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所
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其错综复杂
性是前所未有的，人们的价值观念
等日益多元化，且会发生激烈碰撞。
处在这样的时代，坚持思想引领的
责任十分重大。

目前，不少“正面”宣传易于
滑向“表面”，在正面报道的背后，
应有相当的思想纵深，亦即有很强
的思想针对性和引导性，正面典型
应当像一根根银针，扎在一个个突
出社会问题的“穴位”上。而《中
国企业报》的国企报道是做到了。

对国企进行如此具备广度、深
度与规模的思想引领式报道是《中
国企业报》多年来未曾有过的，也
是近年来新闻界不多见的。目前的
《中国企业报》 既非完全的市场媒
体，也非完全的主流媒体，这样的
一家媒体敢于顶着国企负面舆论的
一边倒，推出这样大规模的“维央
行动”，可以说与思想家办报的理念
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企业报》之
所以选择这一办报理念并加以实施，
笔者以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从 《中国企业报》 自身来看：

该报正处于转企改制阶段，新的机
制需要有新的办报思路。而思想家
办报正是《中国企业报》对新的办
报理念的尝试。而报社高层领导以
及人事的变动，更是加快了这种办
报理念调整的步伐。新的领导带来
新的思路，有利于形成新的活力。
同时，建党 90周年为国企报道提
供了良好的时机和背景，因此，以
崭新办报理念引领的国企系列报道
便随即成功出炉。

从行业环境来看：首先，整个
传媒行业乃至整个社会都处于转型
期，报社调整办报理念是符合大环
境的必然趋势。报社的转企改制以
及传媒的产业化要求办报人关注市
场、关注受众，要求报纸具有更强
的可读性。而同时，报纸本身的宣
传属性，又要求其保证一定的社会
效益，不能一味追求单纯的趣味
性。只有具有真正思想内涵的媒介
内容，才有可能在满足社会效益的
同时确保报纸的可读性。其次，媒
介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受众拥有
大量获取信息的渠道，媒体本身也
能够从网络等新媒体中获取源源不
断的信息，不同媒体之间竞争激
烈，再不是从前媒体播什么，受众
接受什么的时代。在这样的媒体时
代中，没有思想、没有观点的媒体
是不为受众所欢迎的。因此，媒体
不仅要刊载信息，更要承载思想，
引导时代的思想。可以说，如今的
媒体时代，信息已经超负荷了，媒
体也不可能再靠信息量取胜了，而
必须靠深刻思想力的展现取胜。

从受众习惯来看：如今的受众
不再是“任人宰割”的顺民，百姓
的文化素养提高了，也有很多丰富
的思想、情感，通过博客、播客、
微博等个性化媒介，人人都有麦克
风，人人都可以发言，形成了观点
和思想的海洋。在这样的情况下，
作为大众媒介的报纸，如果自己没
有深刻的思想，立刻就会被这思想
和观点的海洋淹没。因此，媒体人
的思想必须比一般百姓的思想更
高、更深，否则媒体也就没有了存
在的社会价值。

从《中国企业报》策划组织的
“国企报道”中，我们看到了秉持
“思想家办报”理念的报人们独特
的思想逻辑和打动受众的思想深
度。面对一些媒体舆论对国企唱衰
之际，《中国企业报》选择用真正
客观公正的眼光重新审视国企，既
不一味地唱赞歌，也不随大流，而
是独辟蹊径，就固有舆论中对国企
的误解进行“平反”，同时不包庇
缺陷，全面解析国企问题。试想，
这样一组报道选题，如果秉持“政
治家办报”理念来办，所出观点难
免不流露出过多为国企辩护的痕迹；
如果秉持“文人办报”理念来办，
恐怕又会言辞激烈，语调高亢；而
以一般的“商人办报”眼光来做的
话，很可能不会青睐这样一组不完
全契合市场口味的报道选题。唯有
秉持“思想家办报”理念，才有可
能本着真正促进国企改革和发展的
意旨，系统地、有深度地解析国企
改革难题，改善国企舆论环境。因
此，这样的报道也就能够在信息的
海洋中受到注意，因而能够引领大
众思想，引导正确的舆论。

显然，问题推动、思想引领，
既是《中国企业报》办报的核心精
髓，也是《中国企业报》办报的逻
辑起点，又是《中国企业报》的哲
学基石。相信《中国企业报》会坚
持思想家办报的思路，继续发扬解
放思想的精神，坚持思想家办报的
品格，与时俱进，不断拓展办报的
新的理论空间与实践空间。

当然，不同的报社都在寻找
适合自身发展的办报理念，并非
所有报社都适用一条办报理念。
笔者写作的目的也并非号召所有
报社都来奉行“思想家办报”的
理念。就 《中国企业报》 的定位
来看，思想家办报理念更符合其
自身发展的要求。社会在转型，
媒体在转型，而办报理念的转型，
可谓是媒体转型的先导与捷径。
如何寻找适合自身发展、既能获
得社会利益又能获得经济效益的
办报理念，应是媒体人需要思考
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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