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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整合作为网络主要的编辑手段，有利于网络媒体优势的发挥；强调整合的作用

符合网络时代信息业采编社会化分工的趋势；高效的整合有利于网络受众获得信息，节省注意

力资源。因此，对于网络媒体而言，整合的作用超过了原创。 

【关键词】网络媒体 整合 原创 

很多业界人士认为，因为没有采访权必然带来原创内容的缺失，所以网络媒体（特别是商业门

户网站）没有采访权是其发展的最大障碍。有人甚至以采访权的有无作为网络媒体是否成熟的

一个重要标志①，而现在的网络媒体所采用的主要编辑手段——整合，被认为是网络媒体在没

有采访权、不能进行原创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手段。笔者以为，拥有采访权从而能

够进行原创，固然重要，但对于网络媒体来说，整合这一编辑手段，才是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

本。 

美国在线的创始人、CEO斯蒂夫•凯斯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们观察一下‘美国在线’，你

们会发现，我们没有记者，我们也没有消息来源，因此，我们并不是你们的新闻业同行。但

是，每天从美国在线获得他们感兴趣新闻的人，比全美国11家顶尖报纸的读者加起来的总数还

多；在黄金时间，我们的读者和CNN或者MTV的观众一样多。”在中国也有相类似的情况，比如

说新浪网就比一些可以进行原创的传统媒体网站更能吸引受众。为什么只能整合而无原创的网

络媒体，比有原创的传统媒体网站更具活力呢？笔者以为：对于网络媒体来说，“整合”要优

于“原创”，整合对于网络媒体来说，具有比原创更为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这主要有三个方

面的原因。 

“整合”有利于网络媒体优势的发挥 

任何一种媒介，只有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和其他媒介去竞争，才能更好地发

展。众所周知，网络媒体的特点在于，拥有海量的信息存储量、多种媒体形式合一的超文本传

播、即时更新的时效性以及方便快捷的互动性。除了互动性具有绝对优势外，网络媒介的其他

几大特点，如果不好好地运用，优势完全可能会转变成劣势。比如说：网络媒体具有信息海量

的优势，但现实中往往是只有海量的文字，有用的资讯不多；信息泛滥，缺乏梳理，反而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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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困难。又如，网络的时效性虽快，但“有多少新闻需要那么敏感的时效性”②呢，而且

绝大多数人对于绝大多数新闻的时效性是不敏感的，据调查，美国一些受众认为，“我们为什

么一定要24小时之内知道（新闻事件）呢，我24小时以后知道也无所谓”③。网络媒体必须要

把它的特点转化成对其他媒介的比较优势，才能确立自己在媒介市场的主导地位，而整合正是

把这些特点转化成优势的一个重要手段。 

首先，网络媒体能够快速地整合信息，使其信息海量的优势得以体现。网络没有版面和时段限

制，有巨大的储存和再现功能，通过超链接的使用，使得网络能很方便快捷地汇总整合信息，

既能横向地集纳最广泛的多元信息源，又能纵向保存历史新闻信息，能满足广大受众对新闻事

件多方面的需求，使得信息海量的优势得以体现。原创固然能发布自己的独家新闻，但如果仅

仅靠自己原创远远不能发挥信息海量的优势。新浪网没有采访权，不能采写自己的新闻，但新

浪网同150多家媒体签有协议，能够快速地通过整合手段来集纳自己的新闻，因此，新浪网上

的信息量很大，很全面，反而能够比传统媒体网站吸引更多受众的“眼球”。另外，从理论上

说，网络媒体能够进行跨媒介的整合，使得网络媒体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来自报业、广

播、电视媒体的资源，把网络媒体的多媒体优势发挥出来（当然，现阶段网络媒体跨媒介整合

还受到技术、网络带宽、知识产权等方面因素的制约）。 

 其次，网络时代，新闻的“原创”竞争的内涵也同以前有所不同。网络传播是一种全球化的

传播，信息发布的门槛极低，不但专业的媒体可以发布信息，机构团体、甚至于个人都可以发

布信息，这使得在网络环境中，在同一信息，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对于一些传统意义

上的“独家新闻”，网上受众常常可以十分轻松地找到替代品。这就使得内容的原创性的重要

性有所下降。内容的原创性不再是网络媒体的竞争的重点。网络传播条件下，人们更加关注的

是有着独特的视角的新闻、以及对新闻内容的特有的解读，网络媒介通过整合各方信息更加有

利于对新闻全面、独特、新颖的解读，好的整合能够以合适的形式，全面高效地选择、配置、

组合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整合也是一种原创。 

强调“整合”的作用符合网络时代信息业采编社会化分工的趋势 

在报业诞生初期，新闻的采写、编辑、发行三者合一。随着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三者很快走向

分化。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近代报业的发展，出现了专为报刊媒介提供稿件服务的通讯社。

通讯社的出现标志着新闻的采写和编辑开始出现了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分工，但这种分工是不彻

底的，就是在现阶段，我们仍然在一些资金不够雄厚的小报里，能看到采编合一的存在，而采

编合一可以认为信息业停留在手工业作坊阶段在体制上的一个表证。就是一些财力雄厚的大

报，采写和编缉虽然分开了，但仍是媒介内部的分工，其分工社会化水平并不高。（对于作为

第二媒介的电视而言，“制播分离”也反映了这种社会化分工的趋势，但因为只涉及非新闻类

节目，我们可以认为第二媒介的采编社会化分工仍处于一个过渡的阶段，同样也是不彻底

的。）这种分工社会化水平同传统媒介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是由信息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信息业同步发展。互联网的出现就是这种要求的必然的产物。

互联网的出现标志着信息业的“硬件”水平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而“硬件”的发展，又必

然带来信息业“软件”的发展变化，作为信息业“软件”之一的采编分工的变化同样也是必然

的。这种变化应该是越来越细的，高度专业化的，采编的分工社会化水平要达到一个新的高

度，才能更加适合网络媒介自身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网络的海量信息要求更多的新闻源，如果仍然像传统媒体那样只靠自己的采写队伍以及少量来

自通讯社的信息，那实际上就会使得网络的“硬件”优势闲置。因此，网络的出现要求有数量

众多、独立的采写队伍出现，才能使得网络海量的优势得以体现。因此，我们可以大胆设想：

网络时代的采写与编辑分工较之现在应该更进一步，未来采写与编辑两种业务可能是由两个相

互独立的单位来完成，即：在未来的网络时代里，一些带有传统媒介性质的机构（通讯社、电

视台节目制作公司、甚至个人）专职负责采写、制作，而网络媒体主要负责对它所能得到的制



成品进行深度的整合、再加工，进行发布前的最后的修订编辑。此外，网络的设备运营商主要

为最后“发行”提供技术保障。这种更精细、更社会化的分工，深化了信息业的产业结构，提

高了协作水平，同时也降低了网络时代新闻信息业的运营成本。而在这样的分工结构中，整

合——作为网络媒体的主要业务手段——当然会日益凸现其作用。 

现在很多的学者和从业人员还是以第一媒体的眼光和标准来看待第四媒体。以曾经名噪一时的

《明日报》为例，虽然它聚集台湾众多的媒体精英，拥有200多名记者为之提供独家、有深度

的内容，但只一年就难以为继被迫停刊，虽然其创办人詹宏志认为《明日报》的失败原因是

“对网络环境成熟时机的错误判断以及动用了超过自己可以承受的资源”④。但真正的原因应

该是，詹宏志没有认识到网络媒介出现后所带来的在媒体分工方面的变化，而完全以第一媒体

的体制来搞第四媒体，“是在网上办一张传统报纸”（新浪网CEO 王志东语，2001年），失败

也就在所难免了。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让网络媒介主要从事信息的编辑整合，进

行信息的“深加工”，才是网络媒体的良性发展之路，没有必要把“生产”“初级信息制成

品”的任务也交给网络媒体。 

有效的“整合”有利于受众节省注意力 

网络是信息传播技术的革命性产物，其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以及低廉的传播成本，导致了网上

信息的极大丰富。早在二十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就曾

明确指出：“信息的丰富导致了注意力的贫乏。”⑤网络时代是注意力经济的时代，吸引足够

多的注意力是网站经营的基础。对于受众而言，哪一个网站能够让其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全

面、有用的信息，就是一个好的网站；对于网站而言，受众消耗的注意力越少，网站吸引的注

意力就越多，二者正好成反比。 

 现阶段，大多数网络媒体缺少成熟的信息处理机制，整合仍然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网

络媒体还有不少停留在随意地发布信息、链接信息的“原始阶段”，而没有建立起适合网络传

媒特点、运作成熟的对信息进行加工的整合机制。整合水平的低下带来了信息过于庞杂、无序

的局面。网络上的信息虽多，但是却没有有用的资讯。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找到自己所要的信

息，网络受众需要网络媒介的指点和帮助，在这样的变化背景下，“网络的传播者不应只是信

息采集者和发布者，更多地还应该是信息的整理者和思考者，为人们提供真实、可靠、高效的

新闻信息。”⑥ 

而有效的整合正是解决之道，它有利于受众面对网上浩如烟海的信息不至于手足无措，有利于

受众节省“注意力”，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有效整合不是将一大堆内容胡乱堆积在一起，而

是对来自不同的信源的信息进行细致的梳理、加工，方便受众的查询与浏览。以新浪网的美国

2004年总统大选专题（3月9日）为例，整个网页的页面分成“最新消息”、“评论分析”、

“背景资料”、“竞选花絮”、“竞选人介绍”、“历届总统”、“相关专题”等多个板块，

整合了来自美国总统大选的方方面面的各种信息。在信息全面的基础上，再对各种信息进行整

理重组，把编辑认为重要、最新的新闻放在网页的显要位置上，比如在整个页面的上端的设置

“共和党动态”、“民主党动态”两个小板块，跟踪报道两党的竞选活动；“评伦分析”，多

来自各大传统媒体评论分析文章，如《南方日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的优势和劣

势》、中新社的《述评:克里胜出欲挑布什落马，美大选战将呈白热化》、《世界新闻报》的

《有钱就能当美国总统？》、《青年参考》的《2004美国总统大选：对华政策能占多大分

量？》，多为深度报道，帮助受众更好了解今年的美国大选，把握整个竞选发展的脉络、进

程；“竞选花絮”，多刊载一些趣味性的软新闻，像国际先驱论坛报的《6岁中国外甥女成克

里竞选的“秘密武器”》、中新社的《美国选民：喝啤酒多支持布什喝红酒更支持民主党》、

羊城晚报的《克里，中学时代曾放狂，着迷充满激情的摇滚乐》，也很能吸引一部分喜欢看娱

乐新闻的受众。整个专题既内容丰富，又布局合理、结构清晰，大大方便了受众的浏览，显示

了新浪网编辑整合的功力。 

 



从网络媒体的实践来看，以整合为主要业务手段的商业网站新浪网和搜狐网的新闻站点比那些

拥有新闻采集能力的传统媒体网站拥有更高的点击率，原因是多方面的，网络媒体整合更为出

色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或许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整合对

于网络媒体来说，是最为主要的业务手段，如何做好整合，从而让受众更好地获取信息，这是

网络媒体所必须要做的。任何忽视整合的看法都是一种短见，甚至是致命的。原创固然重要，

但如何做好整合，才是网络媒体最需要做的。    

【注释】 

① 见《新闻大学》，2003年秋季刊，王再承 《网络成为成熟媒体的特征分析》 

② 陆群、张佳昺著 《新闻媒体革命》第7页，社会文献出版社 2002年10月第一版 

③《下一代媒体》137页 李希光、孙静惟 主编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2年4月第一版 

④陆群、张佳昺著 《新闻媒体革命》第19页，社会文献出版社 2002年10月第一版 

⑤邓炘炘、李兴国 主编 《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 第490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年7月

第一版 

⑥雷跃捷、辛欣 主编《网络新闻传播概论》第162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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