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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大众媒介对社会经济形象的构建，是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新闻评论等反映

出的社会经济信息给公众留下的总体印象。要对东北文化形成整体性的认识、理解和反思，

研究大众媒介对东北地区经济形象构建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角度。大众媒介对东北地区经

济现象的已有报道，信息取向多元，内容比较丰富，在富于对比性的呈现中，客观地构建了东

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形象，体现出“报刊的有机运动”的传播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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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经济形象，是指社会经济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给外界留下的综合印象。大众媒介
对社会经济形象的构建，是指大众媒介通过新闻报道、新闻评论等反映出的社会经济信息给公众

留下的总体印象。东北经济的传统特征及工业经济文化、农业经济文化，是东北地区社会文化的

重要部分。因此，实现对东北文化的整体性认识、理解和反思，研究大众传媒对东北地区经济形

象构建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角度。

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一直是大众媒介关注的焦点。本文选取《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

讯》《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黑龙江日报》《新京报》等多家传统媒体２０１５年以
来对东北地区经济的新闻报道，按照报道涉及的经济领域和经济现象，分成若干题材类别，通过

样本比较、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探究大众媒介对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形象的呈现和建构。

一、大众媒介对东北地区经济现象报道的取向

本文共检索到媒体的相关报道８００篇，总体来看报道信息取向多元，内容比较丰富，主要涉
及东北地区的经济振兴、东北地区的宏观经济数据、东北地区的大型企业的发展、东北地区的农

业经济、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东北地区的投资状况、东北地区的人才政策、东北地区的产业经



济、东北地区的旅游经济等。内容分布如表１：

表１　东北地区经济现象报道内容分布表

报道内容 占比（％） 报道内容 占比（％）

东北地区的经济振兴 ２９ 东北地区的投资状况 ６

东北地区的宏观经济数据 １９ 东北地区的人才政策 ５

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 １８ 东北地区的产业经济 ４

东北地区的农业经济 １０ 东北地区的旅游经济 ２

东北地区的大型企业发展 ７

从各方面报道的比例来看：东北地区经济振兴方面的报道数量最多，排在第一位，这既体现

出该问题的重要性，也反映出东北地区经济振兴状况在东北社会经济形象中的重要地位；排在第

二位的是东北地区宏观经济数据方面的报道，报道体现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实绩，同时也从数

据上展示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形象；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方面报道的数量排序靠前，反映出东北

地区外向型经济出现引人瞩目的变化，这是东北地区经济形象的新变化；农业经济是东北地区的

传统经济形态，各媒体重视对农业经济的报道在情理之中，这可以展现出东北地区农业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形象。

结合上面的数据，本文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各方面报道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东北地区经济振兴的报道

在抽取的新闻报道中，以东北地区的经济振兴为主题的新闻报道共计２３２篇，占报道总数的
２９％。代表性作品有《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振兴东北离不开“有为政府
有力政策”》《回击“唱衰东北”的正确姿势》《东北老工业基地再出发》《东北振兴 打出发展动能

“组合拳”》《“唱衰东北”没有根据》《辽宁 爬坡过坎图振兴》《开启新时代东北振兴的长春画卷》

《多措并举助力龙江经济发展》《黑龙江致力改革促振兴》等。关于该话题，各媒体报道的篇幅普

遍较长，内容涉及东北地区经济转型升级、东北地区经济环境、东北地区人才储备、东北地区经济

改革创新的成果等，反映出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不断振兴与发展，展示出积极向上的东北经济形

象。其中，《人民日报》的《辽宁 爬坡过坎图振兴》一文，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积

极培育潜力型产业、优化营商环境几个方面，展现辽宁是如何绘就经济振兴新蓝图的［１］。《中国

经济时报》的《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一文，全面介绍了长春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等经济措施，反映出长春经济企稳向好、不断向前发展的态势［２］。

（二）东北地区宏观经济数据的报道

在抽取的新闻报道中，以东北地区的宏观经济数据为主题的新闻报道共计１５２篇，占报道总
数的１９％。代表性作品有《辽宁 逆水行舟逆势而上》《辽宁前三季度经济呈筑底企稳特征》
《ＧＤＰ负增长２．５％ 辽宁转型“阵痛”加剧》《推进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大连市零售业前五
个月增长２０．８％》《吉林：经济稳中有升 下行压力仍存》《吉林国税“放管服”改革显成效 》《长春
工业结束连续１２个月负增长》《１１月份全省ＣＰＩ同比上涨１．５％》《哈尔滨经济增长领跑东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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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等。内容涉及衡量经济景气指数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工业用电量、货运量、贷款金额、

ＧＤＰ、ＣＰＩ等相关经济数据。报道中，各媒体通过对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对东北地区的宏观经济形
势做出了判断。《人民日报》的《吉林 国企走势好，民企加速跑》一文，反映出吉林工业经济飘

红、大型企业扭亏为盈、民营经济快速增长、东北地区经济向好的宏观形势［３］。《黑龙江日报》的

《哈尔滨经济增长领跑东北三省》一文，对哈尔滨进出口货物量、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增幅、工业
用电量等相关经济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展现出哈尔滨连续 ９个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向好的
局面［４］。

（三）东北地区对外贸易的报道

在抽取的新闻报道中，以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为主题的新闻报道共计１４４篇，占报道总数的
１８％。代表性作品有《东北最大物流港开工建设》《东北首单跨境电商保税进口完成》《辽宁成立
品牌建设促进会》《辽宁自贸区产业集聚效应初显》《大连大力扶持跨境电商发展》《大连港去年

货物吞吐量超３．５亿吨》《长春国际港开通》《我省外贸进出口１１月首次实现正增长》《我省出台
多项措施促进外贸回稳向好》《哈尔滨—俄罗斯货运班列首发》等。内容涉及东北地区出口额、

出口政策及对外贸易新业态等，介绍了日益多元的对外贸易方式，展示出外贸形势向好的局面。

《黑龙江日报》的《我省出台多项措施促进外贸回稳向好》一文，分析了黑龙江省的外贸工作以稳

定出口、扩大进口、优化外贸发展环境等为重点的意义［５］。《中国经济时报》的《大连大力扶持跨

境电商发展》一文，对大连市人民政府出台的《关于跨境电子商务扶持资金管理暂行规定》进行

了解读，介绍了大连市通过发展跨境电商提高进出口额的思路［６］。

（四）东北地区农业经济的报道

在抽取的新闻报道中，以东北地区的农业经济为主题的新闻报道共计８０篇，占报道总数的
１０％。代表性作品有《东北地区新产玉米累计收购７３０万吨》《东北畜牧业发展迎来重大转机》
《吉林全力确保玉米收购顺利进行》《吉林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黑龙江对玉米深加工实施补

贴》《黑龙江汤原：农牧循环经济连成环》《黑龙江深化国有林区改革》《黑龙江塔河：多措并举打

造农业经济新格局》《黑龙江绿博会为绿色食品发展凝聚共识》《哈尔滨超五成农产品将实现精

深加工》等。这类报道大都关注东北地区农产品的产销问题，涉及农产品加工、畜牧业发展、农产

品收购等，让受众能够客观地了解东北地区的农业经济。《人民日报》的《东北地区新产玉米累

计收购７３０万吨》一文，客观地报道了东北地区的玉米收成和收购的情况［７］。《经济日报》的《东

北畜牧业发展迎来重大转机》一文，通过解读农业部发布的《关于加快东北粮食主产区现代畜牧

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揭示出东北地区畜牧业发展迎来新机遇，畜产品的竞争优势将有所提升［８］。

（五）东北地区大型企业发展的报道

在抽取的新闻报道中，以东北地区大型企业的发展为主题的新闻报道共计５６篇，占报道总
数的７％。代表性作品有《国企敢啃硬骨头（攻坚）》《沈阳机床推智能制造升级版》《沈阳推进
“双培育计划”支持５００家科技企业》《沈阳联立：振兴需要一股劲》《鞍钢股份：半年多赚１５亿
（企业实干）》《辽阳石化：摘掉十年亏损帽（企业实干）》《民营经济擎起长春一片天》《吉林石化

负重前行》《吉林石化扭亏记》《黑龙江地方国企去年减亏９８．８％》等。东北地区的大型龙头制造
业企业较多，对这些企业的发展情况进行跟踪报道一直是媒体关注的重点，报道的内容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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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经营情况、面临的问题、未来的发展等。《人民日报》的《沈阳机床

推智能制造升级版》一文，通过介绍沈阳机床厂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上推出的多台代

表智能机器发展水平的产品，展现出东北地区大型企业开启智能化时代的形象［９］。《中国经济

时报》的《吉林石化负重前行》一文，介绍了吉林石化在经济低迷的市场环境下，通过产品结构调

整、加强费用管控等一系列措施，实现减亏增效的经验，对大型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具有启发

意义［１０］。

（六）东北地区投资状况的报道

在抽取的新闻报道中，以东北地区的投资状况为主题的新闻报道共计４８篇，占报道总数的
６％。代表性作品有《资本再过山海关如何破局》《辽宁集中出售９家国企股权》《辽宁大连甘井
子打造投资新“洼地”》《大连金普新区招商引资逆势增长》《吉林创业担保贷款扶持２０余万人》
《长春：硬手段打造软环境 让投资跨越“山海关”》《黑龙江去年完成水利投资３４８亿元》《黑龙江
推行信贷“环保一票否决制”》《哈电与通用电气开展合资项目》《哈尔滨软环境建设释放振兴活

力》等。报道涉及投资方式、投资地区、资金支持、水利投资等，目的在于揭示东北地区的投资形

势，指出存在的问题。《中国经济时报》的《资本再过山海关如何破局》一文，从政府出台的相关

措施、“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建设、跨境贸易、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军民融合等角度，展现

资本重回东北，实现转型升级的路径［１１］。《经济日报》的《辽宁大连甘井子打造投资新“洼地”》

一文，总结了辽宁大连甘井子获得多项投资项目的经验，以及为促进投资推出的“保姆式”服务

举措［１２］。

（七）东北地区人才政策的报道

在抽取的新闻报道中，以东北地区人才政策为主题的新闻报道共计４０篇，占报道总数的
５％。代表性作品有《“留住人才”是东北振兴关键》《东北偏僻农村何以成为人才聚集地》《经济
回暖如何引得“大雁北归”》《长春新区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首发》《长春新区实施新政鼓励引

进外籍人才》《落户新政敞开大门留人才》《今年冰城引进８３７名高层次人才》《为龙江振兴提供
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哈尔滨为引人才“一掷亿金”》《黑龙江宁安再就业保民生》等。东北地

区的人才储备情况一直是大众媒介关注的重点。已有报道内容涉及人才落户政策、人才待遇、人

才发展机遇等，通过对人才政策的报道，塑造出了东北地区重视人才的形象。《黑龙江日报》的

《落户新政敞开大门留人才》一文，介绍了哈尔滨松北区通过推出放宽户籍政策，吸引优秀人才

落户松北区的经验［１３］。《经济日报》的《长春新区实施新政鼓励引进外籍人才》一文，介绍了长

春新区实施的多项放宽外籍人士准入的政策措施，以及为外籍优秀人才在华创业提供保障的

做法［１４］。

（八）东北地区产业经济的报道

在抽取的新闻报道中，以东北地区产业经济为主题的新闻报道共计３２篇，占新闻报道总数
的４％。代表性作品有《辽宁：新兴产业加速跑》《辽宁：银行业引导钢铁煤炭去产能》《辽宁弃风
电量１４亿千瓦时》《辽宁朝阳打造京津冀新能源供应基地》《吉林新兴产业突围》《吉林开启清洁
能源外送新通道》《长春高新区：打造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基地》《我省制造业转型升级“十三五”规

划出台》《黑龙江汽车产业向千亿级进军》《哈尔滨３Ｄ打印步入发展加速期》等。该领域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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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煤炭、钢铁、风电、清洁能源等能源行业的市场情况。《经济日报》的《辽宁：银行业引导钢铁

煤炭去产能》一文，介绍了辽宁银行业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通过股权投资、理财、发行债务融资

工具、债转股、兼并重组等方式，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１５］。

（九）东北地区旅游经济的报道

在抽取的新闻报道中，以东北地区的旅游经济为主题的新闻报道共计１６篇，占新闻报道总数
的２％。代表性作品有《吉林：用足冰雪资源 做强多元产业》《长春冰雪旅游节开幕》《黑龙江建设
沿江旅游产业带》《冰雪旅游成为黑龙江新引擎》《保持我省冰雪旅游的龙头地位打造放心安全的

冬季旅游环境》《龙江冰雪经济迎来“发展之春”》《哈尔滨一季度接待游客近１８００万》《黄金周旅
游接待高峰如约而至》《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盛景宜人》《“大旅游”带火“小冰棍”》等。报道内容涉

及东北地区接待游客的数量，游客旅游的模式、冰雪经济等，通过对东北地区旅游经济的报道，体现

东北地区旅游市场出现的变化。《人民日报》的《哈尔滨一季度接待游客近１８００万》一文，介绍了
到哈尔滨旅游的游客数量有所增长，其中以休闲度假为目的的散客成为市场主体［１６］。

二、大众媒介对东北社会经济形象的对比性呈现

从上述各家媒体对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报道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对比性关系，这突出地体

现在大众媒介对东北经济结构、东北经济发展速度、东北地区人才就业、东北地区投资环境等方

面的报道上。通过这种对比性呈现，有助于我们客观全面地构建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形象。

（一）合理与不合理———大众媒介呈现的东北经济结构形象

一些报道指出，东北地区存在市场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这种不合理的市场结构会影响到东北

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进行调整。如《中国经济时报》的《东北再振兴要交给市场》一文，指出东

北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市场缺乏活力、产业结构单一、新兴战略产业发育相对较慢等问题，致使东

北地区经济出现断崖式的下滑［１７］。

一些报道则对一味唱衰东北地区经济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文章通过对政策引导、经济数据企

稳、市场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报道，展现出东北经济结构逐步改变，日趋合理的局面。如《新华每日

电讯》的《回击“唱衰东北”的正确姿势》一文，提出东北经济确实存在增长压力过大，经济结构不

合理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要辩证地看，要避免扣帽子式的一味唱衰。报道认为：“将东

北看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区域，是很不负责任的表现……东北地区干部群众正在加速振兴步伐，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加速推进，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得到培育，一些地方经

济数据稳中向好即是明证。”［１８］再如《光明日报》的《“唱衰东北”没有根据》一文，通过对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杰的采访，指出唱衰东北经济是没有根据的。东北地

区部分实体经济部门竞争力下降，既与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相关，也与全球经济形势相关，是国内

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东北经济已呈现企稳向好的发展趋势［１９］。

（二）加快与放缓———大众媒介呈现的东北经济发展速度形象

经济发展速度是评价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形象的重要指标，而对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

的基本判断，体现出大众媒介构建东北经济发展形象的现实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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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媒体通过对东北地区宏观经济数据回升、对外贸易不断增长、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扭亏

为盈、经济多元化发展等方面的报道，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形势向好、发展速度加快的事实摆在

受众面前。如《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东北：转型加速回暖》一文，对２０１７年一季度辽宁、吉林、
黑龙江三省的ＧＤＰ增速进行了分析，揭示出贸易和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通过对国家出
台的扶持东北振兴发展的政策进行解读，客观地总结出东北经济发展仍需补齐的短板。提出从

加大改革力度、加速新旧转化进程、产业改造升级、培育新兴产业、激发内生的造血功能，摆脱对

原有投资驱动增长方式的依赖等方面加快经济发展的建议［２０］。

也有一些报道认为东北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它们通过从特定时间的经济数据入手，对相关现

象做量化分析，指出了东北地区经济存在诸多问题。如《新京报》的《ＧＤＰ负增长２．５％ 辽宁转
型“阵痛”加剧》一文，通过数据直观地显现了一段时间内辽宁省经济相对下滑，经济发展速度负

增长的境况，指出了辽宁省国企单位存在员工收入低、生产设备落后等问题，并从区域经济发展

的视角，分析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东北地区经济改革遇到的瓶颈。报道做到了从局

部透视整体、从现象直达问题的本质［２１］。

（三）流失与留住———大众媒介呈现的东北地区人才环境形象

人才流失问题与全力采取措施留住人才的报道，成为大众媒介对东北地区人才环境报道的

主要内容。

一些媒体注意到东北地区留不住人才的现象确实存在，认为人才外流对东北地区社会经济

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指出这一问题并不是东北地区独有的问题。《光明日报》的

《新一轮东北振兴如何破局》一文，就人才大量离开东北、科技成果和创新人才“双流失”等问题，

对相关学者进行了采访。文章揭示出东北地区与东南沿海相比在收入水平、工作机会等方面确

实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也指出，“不同地区由于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的差距造成人才的流动是

正常现象，人才向东南沿海流动是客观存在的，这不是东北独有的现象”［２２］。

同时，也有一些媒体注意到，为了留住人才，东北地区各省市出台了一系列提升人才待遇、降

低落户门槛的政策，使得人才发展环境愈加完善。如《中国经济时报》的《经济回暖如何引得“大

雁北归”》一文，全面介绍了东北三省为吸引和留住人才积极作为，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重点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人才激励机制，有针对性地出台一定的优惠政策引进中高端人

才，改善人才环境，推动形成待遇留人、事业留人和氛围留人的良好环境的情况，展现了东北地区

越来越好的人才发展环境［２３］。

（四）问题与改善———大众媒介呈现的东北地区投资环境形象

在东北地区投资形象的构建上，媒体一方面报道东北地区投资环境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指

出东北地区投资环境正在改善，并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些媒体发现许多企业不愿在东北地区投资，“投资不过山海关”成为一种现象，原因在于东北

地区营商环境不好。《中国经济时报》的《资本再过山海关如何破局》一文，指出投资环境较差，地

方领导干部的意识保守，对民营企业没有像全国其他地区那样开放是东北地区投资环境差的重要

原因。报道还更为深刻地揭示出问题的主要症结：“金融市场对东北最大的顾虑是‘不按市场规律

出牌，任性消费国家信用’。”［１１］这也进一步导致了企业对东北地区投资环境存在负面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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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更多的媒体注意到，为了能够吸引外省企业来东北投资，东北三省正在努力改善投资环

境，并积极探索改善投资环境的途径和方法。《中国经济时报》的《直面问题 东北力争再造“新

引擎”》一文，指出东北经济不仅需要补齐硬短板，还需要补齐在思想观念、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

等方面的软短板，改善投资营商软环境，报道还透露了未来国家将实施的一系列扶持措施。文章

从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实施改善投资营商软环境专项行动、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等方面，提出了改

善东北地区投资环境，树立良好投资环境形象的建议［２４］。

三、大众媒介构建东北社会经济形象的启示

大众媒介对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报道在信息取向上的特点，反映了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的结构特征。对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形象的对比性呈现，是由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性、多

面性、阶段性、不平衡性等诸多复杂因素决定的。从社会传播层面上看，它反映出新闻报道所体

现出来的媒介传播的有机性。这种有机性，马克思早在１８４３年就有过相应的论述，在由他主编
的《莱茵报》上提出“报刊的有机运动”的命题，“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

揭示出来。最初，这个完整的事实只是以同时发展着的各种观点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些

观点有时有意地，有时无意地揭示出现象的某一方面。但是归根到底，报纸的这种工作只是为它

的一个工作人员准备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报纸就是这样通过分工———不是

由某一个人做全部工作，而是由这个人数众多的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担负一件不大的工作———

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的”［２５］２１１。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揭示了社会信息传播的结构性关

系，阐释了与这种结构性关系相对应的媒介信息的有机生产和传播的规律。我们之所以把大众

媒介对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报道和问题报道进行对比性呈现，就是因为这种对比性体

现了“报刊的有机运动”的传播规律。每一个报道从特定的传播意图、报道定位、采写角度、信息

选取、意义提炼出发，不仅能够展示多元化的东北社会经济信息环境，而且能够提供更加多样的

东北社会经济信息资源。不仅如此，“有机运动”的社会信息传播活动，还能激发社会产生更广

泛的互动。信息的接受和社会传播效果，以及东北地区经济形象的多元化和对比性呈现，最终会

让公众形成对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形象的立体化认知、完整性把握和全面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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