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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说，已经2.0了，说不定已经是3.0了，反正不是1.0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清楚，

但是，门户新闻的确到了升级换代的时候。  

    认为互联网新闻需要升级换代，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1. 中国网民的数量已经突破一个亿。现有的门户新闻的标准和模式还停留在小众化的传

播基础上。  

    2. 新的技术进一步发展和普及。尤其是blog和rss。对传统的门户新闻形成了合围。  

    3. 门户新闻的“陈彤标准”脱胎于传统媒体的新闻采集方式、编辑方式。只在“快速”

和“海量”两个领域对互联网特性进行利用。但是互联网的优势不仅仅在于“快速”和“海

量”。  

    4. 门户新闻的产品上下游关系和竞争对手已经逐渐成熟，都将有力影响到门户新闻的成

长。  

    2005年，门户新闻最重要的两个发展方向：  

    1. 如何更好的适应日渐成长的，需求更为庞杂的用户的需要；因为众口难调，所以个性

化成为必由之路。  

    2. 如何将不直接产生利润的庞大用户群转化为能够产生效益的用小用户群。因为互联网

上收费是可耻的，所以必须门户新闻必须完成线下辐射。  

    门户新闻已经到了突破陈彤标准的时候了——不仅仅是巨大机会，其实也是巨大的威胁；

不仅仅是小康的追求，其实也是脱贫的需要。  

中观层面的改进：  

    1) 门户新闻的从业者是鹰不是豹  

    有时候我觉得门户新闻操作者的优游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传统媒体的新闻从业者很多时候

象是草原的猎豹，迷着眼，懒懒地趴在热带的草被上，但是一旦猎物在视野中出现，猎豹将展

现出令所有的动物都胆寒的爆发力和速度。和传统媒体相比，门户新闻的操作者还想做猎豹，

是远远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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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个例子，作为地方媒体，我们对外埠新闻的不太敏感，允许我们的操作时间也更长一

些，一天，是完全可以容忍的限度。但是对门户新闻来说，这是绝不可能的。传统媒体都有一

些地域性的限制，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媒体——中央电视台，也有新闻刊播时间的限

制。门户新闻则完全突破了这些限制，这要求门户新闻的工作强度上更大，他们如果想猎豹就

远远不够了，他们更应该像雄鹰，监测和掌控的范围更广，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天上盘旋飞翔，

抗拒地心引力，抗拒可能出现的惰性和迟钝。  

    2)并建立起更为科学、范围更广的新闻监控制度和新闻合作制度  

    传统媒体的新闻监控无外乎是通过新闻热线、其它报纸、政府网站、门户网站几种形式。

再加上记者所采集的新闻，构成了传统媒体的新闻源。门户网站应该在传统媒体新闻源的基础

上，加上各大通讯社网站和各类政府网站、国外各大媒体网站、门户网站和BBS、BLOG等。换

句话说，互联网上的所有内容，都应该成为门户新闻的遴选对象。随着而来的问题是，庞大的

信息，如何进行高效的分拣，如何确保所分拣出来的信息为公众喜闻乐见。  

    新闻合作也非常重要，有时候，10个编辑还比不过一个独家合作。  

    3) 新闻抓取和新闻编辑技术的更新  

    关于技术，我是白痴。但是我知道新闻抓取技术，门户新闻和baidu、google相比，差的

不是一点半点。编辑技术，DONEWS现在使用的CMS技术简单到像做一次网摘，这远不仅仅是技

术门槛的降低，编辑的工作强度降低这样简单，我觉得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新闻的社会化编辑成

为可能，门户的wiki式编辑成为可能。门户新闻的编辑作为职业化的正规军，大量的工作将不

再是ctrlV、ctrlC。而是对新闻价值进行判断(baidu和google甚至将新闻价值判断也交给了机

器，根据点击量和转载量来进行排序)，对新闻进行排序。  

    完成这个过程，需要一个用户抓取→机器判断文字重复度，决定是否为最新消息→机器判

断新闻来源，验证新闻信度→编辑遴选→编辑制作的过程。这样做的好处是门户新闻庞大的信

息消费者也成为了信息生产者。 

微观层面的改进：  

    一.重新分类  

    分类和排序是我最近非常关注的两个词汇。  

    门户应该对所有的信息源进行分类，分类的方法至关重要。按照目前的要闻、国内、国

际、社会、体育、娱乐、互联网的方式进行分类是传统媒体新闻分类方式的偷懒照搬，传统媒

体照此分类，很大意义上是基于传播者的方便的需要，是便于编辑部的分工协作，而不是基于

用户需求。陈彤标准延用此种分类，5年前，很好，5年后，很烂。  

    好的分类是什么？分类和最近很火的字眼tag，异曲同工。好的分类是便于我们找到“我

所需要的”，好的分类是便于找到“和我同好的”，好的分类是便于让我们有“种族(此种族

非人类学意义上的种族，而是具有相似信息消费习惯和相似价值观念的陌生人的聚合)共识

的”，好的分类是便于形成“品牌口碑的”。  

    举个例子，sina新闻中，国内、国际的分类，我即便看到，也难以知道是不是有“我所需

要的”，很难找到“和我同好的”，更不可能产生“种族共识”，哪里会有什么“品牌口

碑”？因此，这是不好的分类。但是“新浪读书”却是一个很好的分类，首先我知道我一定能

在里面找到“我所需要的”，读书频道里的“留言板”能够让我找到“我的同好”(其实这个



留言板很重要，sina还没有做好)，至于“种族共识”和“品牌口碑”也有了雏型。  

    我所说的“我所需要”、“和我同好”、“种族共识”和“品牌口碑”，是一个渐进的、

逐渐加深的需求程度。  

    门户新闻的分类，应该有两种页面表现形式。一种是通用模板的，网站自己的分类；一种

是用户自己的分类，个人模板。不同的用户会有不同的模板需求。通用模板的分类不宜太多，

我认为在10个左右比较合适。我花了一天的时间，仔细选择了13个分类，我个人以为完全能够

涵盖现在的新闻领域，并且能够做到我所说的好的分类的四个要求。等适当的时机，我会拿出

来和大家讨论。  

    个人模板的建设就千姿百态了。关键在于能不能对每条新闻进行不同的分类设置。这样才

有可能满足个人模板建设的需要。例如《商人住旅社有艳遇 发生性关系后被告强奸》这条新

闻，在新闻录入的时候，就应该有“性”、“社会新闻”、“重庆新闻”等标签设置。如果有

读者在个人模板的设置中定制了“重庆新闻”这样的标签，这条新闻就会出现在他所需要的页

面上。  

    突破“陈彤标准”，建立更好、更科学的分类成为当务之急。  

    二.重新排序  

    “陈彤标准”中“首屏”概念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最夺人眼球的新闻被放在打开页面之

后的第一个屏幕上，首屏中最重要的是头条和主图。可以这么说，首屏的好坏、质量高低，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门户新闻质量的高下。  

    但是首屏新闻的选择权是在门户新闻的编辑手中。如果我是一个体育迷，每次打开页面之

后，那些好大喜功的新闻我根本就不感兴趣，我不得不摁着鼠标左键拉着滚动条找到我需要的

东西——这就是成本，这就是不方便，这就是不人性化。  

    应该把对新闻的排序权力交给用户自己。这一点，Google新闻做了初步的尝试，虽然仅仅

是模块的重置，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三.从线上到线下的新闻辐射  

    目前门户新闻能做到的线上到线下的新闻辐射，只是手机短信定制新闻这一条路。手机定

制新闻短信的缺点多多，价格过高、表现形式单一成为线下新闻辐射的重要瓶颈，其实解决的

方案还是有的，在此不述。  

    四.从“拉”到“推”  

    Rss是从拉到推的一种形式，但决不是唯一的形式。互联网是迄今为止，人类传播形式的

集大成者。互联网传播中集合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所有形式，同样也集中了流

媒体和纸介媒体的特性。纸介媒体的阅读方式是选择性的阅读，流媒体则是强制性的阅读。我

可以选择不看报纸的某个广告的成本很小，但是我回避电视广告的成本就要大很多。这就是流

媒体的威力。互联网新闻同样可以集成流媒体的特性。  

    但是如果要稳定受众，不引起反感，关键在于把一部分的新闻排序权、新闻选择权交给受

众，让他们自己去定制他们所需要的新闻。  

    五.从大众到分众  

 



    偶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网站亿千城市新闻，完全是根据城市来进行新闻分类。网易新闻中

也有相关的地方新闻定制的服务。这其实是一种从大众道分众的操作思路。  

    分众化的好处是容易培育受众的消费依赖和品牌亲和力。思路很简单，但是操作起来不容

易。这好比是杂志的操作思路很简单，做起来很难一样。  

    除了地域化的一种分众思路之外，还有行业化、服务化的多种分众思路。关键还是在于把

一部分选择权交给读者，让他们定制，安排到他们认为合适的页面、位置，而不是淹没在门户

新闻的汪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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