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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具有许多超越传统媒体的优势，许多人认为它将更大程度地发挥这些优势、更充分地

满足受众接受信息的需求，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本文将结合网络优于传统媒体的主要特点，谈谈网络编辑

应该如何正确运用网络的技术优势，完美体现网络媒体的传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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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将要探讨的对象是网络编辑，为什么要研究网络编辑？主要原因有，第一，网络作为一个新的媒体，其发

展仍然处在“孩童”时代。虽然计算机和网络方面的技术优势很强大，但是由于没有正确运用这样的资源，尤

其是网络采编人员对这种资源的滥用，给网络的发展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因此，适时地研究这个问题，有

助于网络采编人员纠正这些工作偏差。第二，就网络编辑的地位而言，网络新闻编辑可以说是网站的灵魂人

物，他们有着比传统媒体编辑更重要的地位。因为，新闻网站以及商业网站的采访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而网

站强大的数据库功能又体现在新闻的发布上，网络上大量的新闻都来自传统媒体，因此，网站的新闻更多地体

现了编辑的意志，他们把新闻加工、处理，然后再用网络特殊的版面语言，把新闻呈现给受众。因而可以说，

目前网站的绝大多数新闻形式都属于编辑型新闻。而且，转载仍然是网站发布新闻的重要途径，原创新闻较多

的网站除了新华网之外，任何其他网站都无一例外地大量转载。正因为上面两个原因，本文将研究网络编辑应

该如何合理运用网络的优势。 

 

 

正文： 

网络的优势 

网络，这个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才兴起的新媒体，以它无与伦比的技术优势征服了世界的媒体受众，成为全世

界最受欢迎的媒体。 

网络传播是一个全新的传播模式，网络的独特“技术”优势赋予网络传播全新的面貌，与传统媒体相比，这样

一个“崭新的、上升的”媒体有着许多新的特点，总体来说，可以归纳为时效性更强、交互性更强、信息量更

大、覆盖面更广、表现手段更多。 

一、时效性更快。“对报纸来讲，一篇稿件从采集到与读者见面，需要经过编辑、审核、 

排版、印刷、发行等诸多环节，时效性相对较差。”（《互联网新闻编辑实务》张虎生第10页）电视、广播的

“现场直播”是传统媒体中时效性最强的报道方式，但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电视台、电台的报道仍然滞后于

文字报道，这里的原因之一当然是电视、广播的编辑技术比起文字编辑更复杂。“通讯社发布新闻速度很快，

但鉴于其对象为媒体用户，新闻与读者见面仍然需要通过发布媒体这一中间环节，其时效性也被打了折扣。而

网络，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读者对新闻及时性的要求，新闻的时效性大大提高。”（《互联网新闻编辑实务》张

虎生第10页）虽然我国现在禁止商业网站采写自己的新闻，但是商业网站与传统媒体大都有合作，在遇到突发

事件的情况时，传统媒体来不及在当时发的消息，商业网站有时候会率先转载，这样在时效性方面，商业网站

就抢到了先机。而对于被允许可以自采新闻的新闻网站，则可以全天24小时随时发表最新的动态，即使广播、

电视有半点、整点新闻，但是比起新闻网站的随时更新，确实不占优势。 

    二、交互性更强。传统媒体，如广播、电视、报刊，人们获取新闻都是被动和单向的，即使广播、电视能和

受众交流，也是小众范围或者时间滞后的，而网络却不同，BBS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自由发表个人意见的空

间，每一个网络的用户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参与者。参与的直接性和即时性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不受限制

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同时，使得新闻采编人员也能够更大程度地得知受众的看法，更全面地感受到真实

的舆论。曾有网友这样概括过人民网的“强国论坛”的三大功能：一是新闻“发布会”，二是观点“集散

地”，三是民声“扬声筒”。 

三、信息量更大。计算机技术的革命性之一就是它的数据库功能，存储极多信息的优势 

使得网络可以提供给受众“海量”的信息。虽然和报纸一样有版面的设计，但是网络的版面却可以无限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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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链接，而不需要象报刊一样考虑“厚薄”；网络音频、视频和广播电视的节目一样有时间性，但是却不用

受线性的约束，随时点击随时收听、收看。网络终于可以突破“版面”和“时段”的限制，不受约束地编辑自

己的内容。 

    而且网络的超链接使得翻页和检索不用象报纸那样“下转××页”，而且相关的新闻都可以通过链接直接看

到，从而拓宽了一则新闻的范围，提高了查找的效率。 

四、覆盖面更广。报刊的覆盖范围受发行限制，广播、电视的覆盖范围受到技术的限制， 

同时报刊、广播、电视的覆盖范围还要受行政准许的限制，例如国外的传统媒体进入国内要受限制。而网络的

覆盖范围却可以超越这些传统媒体，它不需要太多的资金投入，一根网线就可以让受众漫游世界。 

五、表现手段更多。计算机技术不仅具有文字的功能，还拥有音频、视频的功能，因此， 

网络新闻可以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来表达新闻，而且它的每一种表现手法都可以作为主要的表达方式，看文字可

以象受众在读报纸一样，看视频像看电视，听声音就像听广播。 

    网络的这些特点如此的强大，似乎网络更应该满足受众的需求，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下面就研究一下网络

编辑的工作，看看从编辑的工作能得出什么结论。  

网络新闻编辑工作的现状分析 

从网络编辑的工作来看，大致包括选稿、改稿、制作标题、编排稿件、组织版面、设计网页、多媒体的制作以

及策划专题等，这些工作，我们可以分为两类，就是内容的选择和呈现的形式，简单称为内容和形式两类。内

容也就是新闻本身，内容讲的是新闻要表达的意思，或正确，或错误，或正面，或负面；形式就是承载内容的

表现形式，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还有专题、滚动报道、论坛，以及网页的层次结构等。 

不同媒体由于自身特点的不同，因此就产生了不同的编辑理念和编辑特点。与传统媒体一样，网络新闻编辑也

主要承担“汇总、把关、发言”等功能，但它有自身的特点。正如上面所提到的网络的五个特点，网络都更大

程度地在这五个方面超越了传统的媒体，但是也正是因为拥有了这样的优势，网络的编辑过分地发挥了这些优

势，而同时却未顾忌到受众的真实需求，从而削弱了这些优势的表现。 

下面举一个网络专题的例子，来观察一下我国网络编辑的现状。2005年3月份，两会即将开幕，新华网、人民

网、新浪网都事先策划好了“两会专题”，研究对象就是2005年两会的三大网站的“两会专题”。首先描述一

下三大网站的结构（网页上出现“更多”字样的，点击“更多”，进入子栏目，则此子栏目不算做一层）。 

新华网：整个专题分三层链接，主页为两会共同的播报，竖分三栏，在顶部列出了大约22个栏目。第二层为人

大和政协的页面，两个页面除了中间一栏的内容不同外，格式与主页一模一样。新华网在3月1日，也就是会议

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专题和5日的模式并不同，而是分成简单的两层链接，主页上并没有人大和政协的子栏目。 

    人民网：整个专题分两种链接，一种是四层链接，即第一层为主页，第二层分别为人大和政协的主页，第三

层为某一新闻标题所链接的相关新闻的专题页面，最后一层为具体新闻内容页面；另一种是三层链接，即第一

层为主页，主页上列出了四大部分的各个小栏目，点击小栏目可以直接进入第二层，也就是小栏目的页面，第

三层为新闻内容页面。人民网的结构设计在1号和5号保持了一致。 

新浪网：专题大致分两层链接，第一层是专题的主页，列出各子栏目及新闻标题，第二 

层是新闻内容页面。新浪网专题主页大致分三栏，子栏目大约有10个，中间一栏列出了所有的子栏目及其新闻

标题，一气到页面底端。在网页中间用图片新闻隔开上下两层。 

从以上三家网站的不同结构特点可以看出，新华网和人民网的两会专题都经过了精心策 

划，专题的结构比较复杂，子栏目比较多。新浪网的专题结构简单，子栏目不是很多，新闻标题堆砌在子栏目

下，未作细致区分。 

三家网站的相同之处：一、开会前的几天，关于两会的专题已经出现了，开会期间，各网站的主页都增加了新

闻的播报量，新华网甚至突出了两会专题的子栏目。由此得知，网站编辑都做了前期的策划，并且在会议前都

适当提前放出专题，作出预报和宣传的姿态。前期策划现在越来越被看作编辑的一个重要功能，网站编辑也不

例外。二、一致的红色主旋律，突出两会的隆重性。标题彩条的设计也是三家也采用了一致的风格。色彩和

logo的设计,也是网站编辑的功课。三、三家网站都运用了滚动新闻、网友评论、网友调查、视频直播等手段。

多种表现手段的运用是网络的优势，网站编辑把运用它们作为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四、搜集过去的资

料，作为背景介绍。背景资料的链接是网络的一个强大功能，随时从数据库调用背景资料为网络编辑所用。

五、子栏目很多，名称界定并不很清晰，虽然照应周全，但是并不便于检索，令人眼花缭乱。六、网站的层状

结构比较复杂，笔者也是观察了几天才搞清楚是怎样的链接，尤其是人民网的结构，虽然每点击一个栏目，可

以方便地看到相关地大量内容，但是想找到其他内容却很不方便，经常搞不清楚自己身处专题的什么位置。

七、网页庞大，突出了专题汇集信息的功能，人民网在两会之前还把过去一年的新闻全都链接到了栏目下，目

的是让读者能够深入了解相同关键词下的全面的信息，但是由于信息繁多、检索不方便，这样的目的读者恐怕

很难体验到。 

从三家网站两会专题的共同点可以了解到网络编辑的发展现状，总体来说，网络编辑在重大新闻的编辑上重视

策划，对于版面色彩、样式的设计也着重考虑，但是在结构和表现形式的设计上对受众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心理

考虑并不周到。 

 



网络新闻编辑的出路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得出的主要是网络编辑在结构上的工作特点，那么就结合网络信息量更大、表现手段更多

的特点，先来谈一下网络编辑在新闻形式编辑上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第一，   当海量的信息扑面而来时，受众无所适从，不知道该选择哪条新闻看。而网络 

上不讲逻辑关系的超链接，不仅使得版面不受到限制，而且分散受众的注意力，经常让受众大伤脑筋。早在几

年前，大家就一致认同，一个网站的导航系统是帮助受众在网络迷宫找到方向的工具。“不清晰的导航系统，

使得网站如同一个深不可测且混乱无序的世界，受众因缺乏向导而很容易迷失方向。一个好的导航系统，意味

着受众能清楚地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能快速地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信息，能准确地判断下一个目的地的

位置。”（《新闻编辑学教程》，吴飞，第450页） 

第二，   网络新闻的表现手段多样，有文字、图画、音频、视频、动画，还有对网民做 

的民意调查、论坛等。这么多的表现手段，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设计思路，受众看着会很不舒服，而如何配置

这些手段，使它们相得益彰，就成了编辑们的大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网络编辑们的思路习惯于视频、动

画优先、图画次之、文字最后，如果为了照顾视频的使用，不考虑受众的收看习惯，能否得到好的传播效果

呢？更不要说表现形式不讲究配置，随意堆砌了。 

从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得出，在网络新闻形式的编辑上，编辑应该注重受众的需要，尤其要尊重受

众的阅读、收听、收看习惯，而不能想当然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结构新闻。在尊重受众的前提下，要努力运

用网络的优势，而不是仅仅为了极致地发挥这些优势。网站作为媒体，它的终极目标是服务于受众，不是技术

的试验田，因此把技术和受众需要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媒体的功能。 

网络编辑除了形式的编辑，还包括内容方面的编辑，那么在内容的编辑上，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第一，   网络的交互性带来了网民发表言论的自由性，可以说，网络的言论自由比传统 

媒体更加宽松了，这个宽松就给网络编辑的“把关人”功能提出了新的问题：网络编辑的“把关”到底应该宽

松到多少？这个宽松的尺度，我认为，刚好可以反应出网络这个媒体在人们心目中的定位，但是由于网络在众

多媒体中的地位和前景仍然不明确，所以网络编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也正处于模糊的阶段。 

第二，   网络的覆盖面很广，它更大范围地扩大了新闻的传播效果，更加淋漓尽致地体 

现了媒体是舆论的“放大器”这一功能。这同样要求网络编辑重新认识“把关人”这一功能，因为网络编辑对

信息的审核和发布比传统媒体编辑更能决定信息的传播效果。 

    关于内容方面的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正引发出了一个需要媒介人认真开始思索的问题，即网络这个新媒体在

所有媒体中的地位。报纸、广播、电视在它们的发展历史中，都面临过“被替代”和“不被替代”的艰难选

择，但是最终它们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就像曹璐、吴缦的《新闻广播研究》里写的：“现代新闻传播媒

介——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的传播系统，都包括两个子系统：传输系统和符号系统。这两个子系统相结

合，构成了它们各自不同的传播方式，从而形成了互有差别的传播特点。” 这一理论同样也适合网络，作为新

闻传播媒介，属于网络自己的传播方式到底是什么？虽然网络拥有很多优势，但是它并没有取代其它媒介，全

新的媒体环境中，网络的媒体定位将会决定它的传播特点，从而进一步决定它在新闻业务方面的尺度和规范。 

    

参考书目： 

1、《网络新闻传播概论》  雷跃捷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网络新闻实务》   金梦玉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3、《网络新闻学原理与应用》  彭兰     新华出版社 

4、《互联网新闻编辑实务》   张虎生      新华出版社 

5、《新闻编辑学教程》   吴飞     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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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电 话：

EMAIL： Q   Q：

评 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nmlkj nmlkj nmlkji nmlkj nmlkj

 评论内容：

 *

  发表我的评论 

● 以上评论内容仅代表网友的观点。  

● 请遵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严禁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破坏社会稳定、侮

辱、诽谤、教唆、淫秽等内容的评论 。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  

● 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与本网站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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