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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与传统编辑职业的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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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都是干的编辑这一行，那么网编和传统媒体的编辑相比，有什么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呢？笔者既在

杂志做过一年多，同时也做了三年时间的网编，现在就将二者相同与不同之处，一一罗列出来。  
   

网络编辑与传统编辑职业的几大不同点-相同点：        1，不论是网媒，还是纸媒，或者是其它新媒体（例

如手机报），既然将自己的职业定位于编辑，那么，做为这个职业角色而言，对现在的文章或者采访稿进行编

辑，整理，加工，润色，揉合等，是必不可少的工作。这应该是二者的相同点之一。  

  2，追求可读性。不管是什么文章，可读性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无论你将稿子如何剪裁，最后熔成一个有

新闻价值的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  

  3，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也就是说你有没有敏锐的新闻嗅觉？无论你是自己写新闻还是转载新闻最核心的东

西都是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你有，就成功，没有，就不行。  
  另外附带说一下：网络编辑说起来是编辑，和纸媒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因为如此才导致大量传统媒体的人

空降过来，而且传统媒体的人经过很多年的积累，经验非常丰富。当网络兴起时，直接用他们的经验对网络媒

体来说划算得多。网络媒体崛起才几年，几乎没有太多的人才。所以主编以上的人大多会从传统媒体空降。如

果你一上来就做编辑，想一路往上升，难度特别大.  
  以四大门户为例，新浪总编辑陈彤，他可能是中国第一个网络编辑，他是从网编一直干起来的；网易的总

编辑李甬是空降的；搜狐总编辑于威也是空降的；腾讯网总编辑陈菊红也是。四大门户里三家网站的总编辑都

是从杂志空降过来的，大家可以看出，这是个普遍的现象。从网络编辑一步步晋升上去的空间比较少。  
   

网络编辑与传统编辑职业的几大不同点-不同点        网络的特点决定了网络编辑的特点。网络编辑最大的优

点是什么？快速、海量、互动，缺点呢？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隐藏在优点里面。如果在一方面特别强就，这里

就一定有缺点。例如，既然快，就必定浅，追求快速发布，肯定会牺牲文章的质量。想做到又快又有深度，几

乎不可能，这就是致命的缺点。同样纸媒体的特点决定了纸媒编辑的特点：他们可能在行业纵深性上把握的更

为透彻。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传统媒体是慢，但可以做的透。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下面是我整理的七个点：  

  1.网络媒体大部分都在转载，或者在跟踪传媒的原创。当然网络也会有一些原创。而纸媒体，基本上都是

原创。但同样的，哪个纸媒敢说自己不从互联网上淘素材的？  

  2.网络新闻浅、短，而不深。陈彤对编辑有个要求，出去采访不要求一定要写很长、深度的文章，你要迅

速抓住某个观点要写文章，一次采访可能有5个点，那就发5篇文章，并用5个显眼的标题标出来。要求人像机

器一样，一个观点配一篇文章，快速，但没有深度。而传统媒体呢？恨不得在一个文章里融合七八家子的观

点，最后还要再推出自己的观点，以表透彻。  

  3.网络媒体的编辑，离一线很远。大家都是整天坐在办公室，拷贝粘贴，偶尔有个面对面采访，也是应付

差事，对于新闻的背景等很多要素都都丢掉了。  
  传统媒体呢？一个月能上两天班就不错了，天天在外面跑。接触的素材自然也深厚了许多。  

  4.自由性差，大多数网络媒体是工业媒体，网络编辑、记者不自由，少创意。记者其实应该是个自由的职

业，因为要接触生活，新闻在哪里你就在哪里，不应该在办公室。网络编辑就是在办公室。  

  5.追求点击率，格调下降。网络现在衡量新闻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点击率，因此大部分网站追逐PV、追

逐浏览量，导致很多垃圾信息、只是吸引眼球的东西在泛滥。而深度的东西往往未必能吸引眼球。这导致网站

的品味越来越低，作为网络编辑，个人思想也逐渐消失。  

  6.普通网络编辑的可替代性。拷贝粘贴被机器替代的可能性非常大，网络编辑标准的模式是找文章、拷

贝、发布，需要把标题改改、关键词提一下、分类、放到相应的位置等等，但这些完全可以被机器实现。机器

能做的事情，还要人干嘛呢？传统网络编辑干的活会越来越多被机器替代，这是个趋势。  

  7.有一部分网站的流量、编辑是由产品驱动的。打个比方，QQ.com的新闻浏览量提升很快，因为有客户

端弹窗。这导致无论做的好还是坏流量都在涨，可能给编辑造成一种假象，产品太强导致编辑失去方向。这类

的网站还有很多，编辑容易晕菜，你这样工作三年以上，例如笔者，基本就晕了。传统媒体这方面差一点，虽

然也有些报纸，规定只是是事业单位都要订，但是大多数而言，没有发行量就没有钱挣，而这发行，实实在在

的是来自于传统媒体本来的魅力。 实实在在的不同点就是这么多吧。大家在平时工作中要多注意、多思考。  

  我讲一个现状吧，就是现在大家在网络上的时间分布，作为网编做的有三部分：拷贝粘贴、专题加工跟

踪、原创策划。大家觉得哪部分用的时间最多？我想应该是第一部分的时间最多，这是现状，但我相信很快会

掉个个儿。应该用最少的精力做转载工作；多一点的时间做专题、加工、跟踪，能使你的网站区别与竞争对

手；最多的时间用于原创和策划方面，这是网站的真正生命力所在。比如新浪是最强大的新闻门户，假设每天

有5%是自己的原创，比例虽然小了点，但没有这原创，就没有新浪的影响力。既然这样，大家就该看的清楚，

应该多投入时间做核心的东西。拷贝粘贴是为了熟悉行业，做专题、加工也是为了提升自己，不能以此作为重

中之重。原创策划那个层次就是高管都从传统媒体空降的原因，大家应该看准方向。  
   

网络编辑与传统编辑职业的几大不同点-媒体发展的趋势     
  虽然网络媒体相对于纸媒不好的地方很多，但确实也有很多好的地方。你们积累的能力，有很多是纸媒比

不了的，他们最直接的劣势是他们不懂网络。也无法像互联网这样及时有效的进行新闻传播，最主要的一点。

纸媒的载体，太过于局限他们的内容表现形式了。并且铜版纸，胶版纸，或者新闻纸，都是要用钱去买的。我

也简单总结了日后的发展趋势下，有4点：  
  1.网络的数据库概念。传统媒体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无法满足种种需求。汽车、手机、财报、股票，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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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相关，这是网络的优势。  

  2.互动。打个比方，比如你四大媒体，想骂中国足球，网媒可以投票，纸媒只能自己骂。网民十个里面有

九个说确实是差，这是民意，但纸媒没办法体现。再比如，失恋了怎么办，传统媒体只能写一堆东西登出来，

而在网上你起个话题，会有很多人，很多哀怨的人讲自己的故事，这个力量很大。  

  3.产品化。实际上如果把网络媒体定义成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话，搜索引擎也是网络媒体。搜索引擎就是

一个产品，新闻也是一个产品。一个产品做好后，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己运转，不需要你天天去鼓捣它。搜索引

擎设计好了，你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去维持。  

  4.版面和栏目。传统媒体的版面是非常有限的，你很难把一个栏目作为自留地。网络上的空间却是无限

的，到处都是大家的自留地，只要你有能力，就可以开辟新的栏目去维持，这能使你有个固定的方向去使力。  

  再讲一下现在传统媒体的现状，虽然也许传统媒体有些BS互联网的浅薄，然而美国的例子摆在跟前，多少

大媒体都经营不下去了，转而去做网络版。虽然这个现象在中国还不明显，但是，趋势是必然的，十年之后，

也许等不了十年，会有更多的媒体像美国媒体一样转向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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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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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