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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闻编辑是报纸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随着报业的兴盛和媒介形态的变化，它不断显示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作为新闻报道的整合行为，新闻编辑是新闻传播的中心环节。
它以优化为目标，以估值为主线，以选择为关键，以把关为使命，贯穿于新闻传播的全过程，决定着
新闻传播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
整合是新闻编辑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功能。
记者的最终产品是单篇的、分散的报道，而编辑的最终产品是报纸版面、广播电视节目或网站页面。
新闻编辑的日常流程有多道工序，包括新闻报道的策划、选择、修改、标题、配置和合成，但实质离
不开“整合”两字。
整合是在筛选和整理基础上的组合。
它不是将单篇报道简单相加或随意拼凑，而是根据优化原则，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
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和配置，发掘和彰显它们各自的内涵，提高新闻报道的附加值。
如今，网络媒体在大众传媒中的地位，已经从边缘走向中心。
它创出了新闻天量，加剧了新闻竞争。
面对浩如烟海的新闻，广大网民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不可能一一涉猎，同样甚至更需借助编辑的推
荐和解读，了解哪些是最重要、最新鲜、最有用的新闻。
“更多的信患将需要更多的代理。
”①受众可选来源的激增和注意力的稀缺，更加显示出新闻整合的重要性，赋予新闻编辑更多的发展
空间。
事实已经证明，新闻信息越丰富，新闻竞争越激烈，新闻编辑也就越重要。
可以预见，新闻传播未来发展的历史，将是新闻编辑的价值不断提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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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编辑教程》是在《当代新闻编辑》(第二版)的基础上，作了大幅度改动而成。
    新版着力于强化新媒体生态的时代特点，吸取了国内外新闻编辑领域许多最新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
果，在基本保持原书独特框架的同时，更新、充实了不少适应网络时代需要的内容。
    本着务实的一贯传统，本书在本土新闻编辑的理念与经验上作了进一步提升和系统化。
这些新见和思考覆盖了新闻编辑工作的基本原理、知识和技能、编辑流程的各个环节。
为强化操作意识，本书选用了大量的新鲜案例，并配置了丰富的思考与练习。
    该书从第一版算起，至今已有20年，在高校新闻与传播学科颇具口碑，在传媒业界亦很受欢迎。
新版配备了翔实的教学课件，欢迎选用该教材的老师来电来函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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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子让
　　男，上海市崇明县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留校，已从事新闻教学30多年。
先后主讲报纸编辑、新闻编辑、报纸研究基础、新闻采写、新闻实务等课程。
著有《新闻学基础》(合作)、《标题制作与版面设计》、《当代新闻编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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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国内，不同媒介之间临时性、局部性的融合已不鲜见，主要表现为部门、栏目或专题的合作
与联动。
最突出的是每逢重要活动和重大突发事件，许多报网、台网联合运作，共享报道资源。
近年来，一些媒体正积极尝试或谋划向常态性、全面性的融合发展。
据有关资料介绍，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组建了全媒体新闻中心，其创建的“全媒体数字采编发布系统”
已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专家验收。
在这一全媒体数字平台中，集团记者采集的同一个内容包含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素材，进入全
媒体数据库，经过二次加工和二次编辑，然后由各媒体各取所需，再通过深加工生产出各种形态的终
端新闻产品，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发布，初步实现了“一次采集、动态整合、多个渠道、多次发布”
的数字化传播。
《杭州日报》已与其新闻网站融为一体，报网采编人员完全打通，共同为报网服务。
报网合一后，编辑部同时运作两个性质、形态相异的传播终端，制定了两套相对独立、并行不悖的采
编流程和考核制度，从机制上确保了有机融合，运行流畅。
网站通过组织30多个涉及社会各界的报网互动活动，培育网站人气，促进了网络流量的飞速增长。
短短半年问，《杭州日报》网站取得了70多万元的广告收入。
新华社已组建多媒体中心，并设计了一套可以用同一界面编发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网络稿件的
发稿系统，提供了软件保障。
《人民日报》编委会则明确提出，人民网是《人民日报》的未来，《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都是人民
网的编辑记者，要为人民网服务。
大家一起把人民网做好。
目前，国内媒介融合尚处于探索阶段，还面临媒介之间体制机制、人力资源和利益分配不适应等难题
。
但是；用媒介融合的理念指导新闻传播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媒体的共识。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措施的完善，这些难题可望在不远的将来得到解决，媒介融合将会显示出良好的发
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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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代新闻编辑》第二版出版之际，根据学校的安排，我从新闻学院调到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工作。
一转眼，6年多时间过去了。
这些年，正是新媒体发展异常迅猛的时期，新的观念、新的技术和新的运用不断出现，令人常有应接
不暇之感。
今年初，我重回新闻学院，集中精力从事教学工作。
为了深入了解新媒体运作和发展情况，更新、充实教学和教材的内容，我随即到中央一些新闻单位网
站研修，其中在中国经济网的时间最长，为期三个月。
研修期间，经济日报社徐如俊社长、庹震总编辑、丁士副总编辑等社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国经济
网王旭东总裁、崔军总编辑、谢宁和孟令娟副总编辑提供了具体指导。
人民网何家正总裁、黄其祥和官建文副总裁，以及中新网孙永良总裁等都拨冗接受了我的专访，详细
介绍了他们所在网站的成长历程、主要经验、发展战略和对媒介融合的展望。
此外，人民网和中国经济网20多位部主任和编辑，分别从网站规划、专题制作、论坛互动、网页设计
，以及视频、音频、手机报、博客、微博的编辑和运作等方面，给我介绍了不少新的情况。
这些支持和帮助，让我开阔了视野，增加了新知，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为教材的再次修订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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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编辑教程(修订版)》：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新世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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