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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新生力量，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势，对传统的新闻传播理念和行为进

行冲击。这种冲击是全方位的。本文试图选取一个较小的切入点，从网页的无限性对传统媒体

编排观念的冲击上作一些探讨。一、各自的现状  

传统媒体（包括报纸、广播和电视）在编排上均采用单向传播方式，其中报纸是以文字和

图片为主的静态传播，广播和电视则是以声像为主的动态传播。它们在编排上共同遵循的一条

原则是：对版面（栏目）内容要尽量进行精选、精编，以合理利用版面（栏目）资源。这一方

面是由于它们都受到成本的制约，另一方面，电视和广播由于是线性传播，在时间安排上具有

绝对的排他性，而时间总量也是一定的。  

网络媒体在这方面就具有明显的优势。在理论上和技术上，网络媒体的网页开设是无限制

的，而且当网站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新网页的创建成本是呈递减趋势的。这就使得网络编辑有

更大的自由度和创作空间。任何编辑认为有价值的信息，都可以在网站的首页或下级页面中获

得刊登机会，比如新浪网每一条新闻下都能跟一大串相关报道和评论的页面链接，从而使网络

新闻有可能比传统媒体上的新闻报道更具表现力和亲和力。二、冲击的体现和后果  

1、内容上对传统编辑理念的冲击  

网络媒体在版面扩张上具有先天优势，这种版面资源的丰富性，导致了网络媒体编辑独特

的编辑理念，即偏重信息的丰富、全面，而相对忽略传统媒体一贯恪守的“精”、“短”等编

排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部分传统媒体。  

网络媒体在版面编排上往往突出信息的“海量”，从要闻到深度报道，从生活小常识到聊

天室到BBS，无所不包；而在传播形式上也是多种多样，多媒体技术的先天优势在无穷的版面

空间中得以尽情展示。去年，《中国青年报》发起“王朔、金庸论战”，众多媒体、作家和读

者热烈参与。如果按照传统的编辑观念和方法，根本不可能充分满足各方面的“发言”欲望，

而借助互联网，这一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当时很多传统媒体网站和网络媒体均发表了数量可观

的评论文章，算上各网站的留言板、聊天室，此类稿件的发表量达到了以前难以想象的程度。

再比如，美国“9·11”事件爆发后，受众急于了解最新消息和相关背景。然而传统的报纸和

广播电视分别受到版面、时间的限制，不得不对有些内容“忍痛割爱”。《南方都市报》虽然

每天拿出四五个整版刊登，却仍让读者意犹未尽。相反，以新浪、263等为代表的新闻网站此

时却以海量信息让读者过足了瘾，更为可贵的是，这些网站在内容页面的安排上也分门别类，

井井有条。网络媒体在版面上的这种绝对优势令传统媒体艳羡不已，而其竞争前景也不可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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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在当前网络传播观念和规则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这种“海量”信息本身必然带来

编排工作的相对粗糙，读者也容易在海量信息中迷失自己；加上网络媒体在新闻的制作和发布

上，往往一味强调时效性而忽视精确、真实等方面，因此很容易在编辑观念上走向另一个偏

差，即自恃版面丰富，对稿件不加严格删改、片面强调“原创性”———而这一点已经对传统

媒体产生了影响，比如某些报纸设有主要转载网上文章的所谓“点击”、“在线”版面，有些

报纸编辑为体现网络自由写作的风格，而在转载这些文章时故意对其不加以大的删改、精简

等。  

2、形式上对传统排版方式的冲击  

传统媒体由于受版面或时间的限制，往往尽量对内容进行最合理编排，其手段就是通过对

标题、版位（时间段）、色彩等项目的技术处理，人为突出或减弱某些部分的强势。  

而网络媒体由于版面丰富，加上其自身的传播特  

色，在版面编排形式上具有一些新的特征。比如“多”意味着“选择性强”、“丰富”，

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杂”，如何让读者在海量信息中便捷地得到其欲知的信息便成为问

题的关键。这时网站的主页便承担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从外形上看，主页与报纸的头版有些相

似，但无疑主页对网站内容具有更大、更清晰的概括性；与广播电视的节目预告也有类似之

处，但主页在时间上可与其下级网页并存。如何最好地发挥网络的“超链接”功能和主页的

“目录”作用，是各网络媒体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研究表明，网络读者对于信息的获知兴

趣，受到对该信息的搜索过程的明显影响，如果达到某一信息的过程稍嫌繁琐（比如链接超过

了若干次、信息分类不当等），读者就极有可能中途放弃。  

因此，网络媒体在其页面的编排上，探索着一条与传统媒体截然不同的道路。比如对于主

页，由于不可能所有的内容都出现在主页上、而是借助超文本链接的形式予以实现，因而目前

绝大多数网站都采用杂志的目录和版块的形式来突出条理，并可通过点击新闻标题阅读全文，

文中某些超联接亦可提供相关背景材料。再比如对一般网页的编排上，强调主次分明、中心突

出、图文并茂、色彩搭配，由于电脑屏幕范围有限，最先呈现在读者眼前的通常是网页的上

部，下部要通过滚动条才能看全，因此重要的内容一般安排在网页的上部，并通过文字、图

片、动画及色彩配合来突出强势。  

网站出于增加点击率的目的，除了完善其海量信息外，还尽量在版面编排上运用各种手段

以吸引“注意力”，比如强调阅读的便捷、直观；比如通过特有的技术制造动态效果；又比如

电脑能提供数万种颜色变化，网站可以便捷地采用最合适的色彩，既能吸引“眼球”，又得以

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部分网站为增加点击率，还经常在标题制作上故意耸人听闻、夸大其

词。  

这些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很多传统媒体的编排观念产生了影响。以报纸为例，近

几年报纸普遍在版式上走向简洁、醒目，具体而言就是一改以前那种繁杂的穿插版式，走文、

串文、复杂的花线、字体的过多变化、清一色的“灰”色调日益少见，而代之以绚丽的色彩、

加粗加黑的线框和标题、简洁的单元、醒目的大幅照片等等，都加强了视觉冲击力，使阅读变

得更为便捷。除却传统媒体自身的技术革新、观念革新，以及受众群要求的变化外，网络媒体

对其的“挤压”作用和“模仿”效果也不容忽视。  

另外，传统媒体由于版面（栏目或频道）有限，在广告版面（时段）上往往也显得灵活性

不足，大部分广告与其所在版面或栏目内容并无明显联系，“插”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相对

而言，网站由于版面丰富，加上网络技术方面的特性，广告可以很便利地与相关板块链接起

来，比如将体育用品的广告放在体育板块中，将图书广告放在读书板块中。这样无疑使网络媒

体的广告显得更具针对性和有序性。  

 



3、冲击带来的后果  

虽然目前在业务上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尚未形成实质性的冲击，但这种新型媒体已经显露

出的蓬勃生机以及版面资源的无限性，则在象征意义的层面上，对传统媒体的编排观念产生了

强有力的震撼。冲击的结果，除以上提到的一些方面外，最明显的就是部分传统媒体纷纷自觉

或不自觉地扩版、增加栏目，试图也能够像网站那样“包罗万象”，比如CCTV改版后的《东方

时空》。总体而言，目前传统媒体普遍出现扩版、增加频道、栏目的倾向。这样一方面有助于

提高传播内容的细分程度和针对性，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这些传统媒体版面的不断膨胀，甚至

可能导致编排工作的粗糙化和随意化。三、对策：保持特色，各学所长  

在编排观念和实践上，仅仅提“传统媒体的网络化”无疑是片面的，因为这是一个多种媒

体日益融合、渗透的时代。传统媒体在“网络化”的同时，网络媒体也在电视化、报刊化以及

多媒体化。因此，面对网络媒体编排观念的冲击，传统媒体的应对措施不应该是盲目趋同，而

应该正确看待自身优势，保持自身特色，挖掘本媒体的发展潜力，并充分吸取网络媒体编排观

念中对己有用之处，在此基础上力求获得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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