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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际主流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比较报纸编辑学专著。
全书共分十一章，主要内容包括：报纸编辑；新闻报道策划；新闻稿件的选择；新闻稿件的修改；报
纸标题；报纸版面；专副刊；报纸广告；视觉语言等。
本书内容丰富，讲解通俗易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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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鼎生，1955年3月10日生于北京。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加拿大阿尔刚昆学院。
法学硕士。
 
    曾供职于北京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加拿大联邦政府。
1991年加入加拿大国籍。
发表100余篇新闻报道、5篇学术论文。
著有《西方报纸编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填补了中国新闻学的空白。
2005年底回国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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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采编分离”和“采编合一”的两种运行模式　　目前，中国报社内部的新闻采编运行机
制主要有两种：一种为采编分离模式，一种为采编合一模式。
两种模式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编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
　　采编分离，指的是在报社里记者和编辑分别属于两个不同岗位，分别在采访部和编辑部两个部门
工作。
记者负责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事宜，不兼任编辑工作。
编辑专门负责稿件的修改和排版工作，不从事采访写作。
在采编分离模式中，编辑处于主导地位。
　　如《北京晚报》、《京华时报》、《新京报》的工作机制，就都属于采编分离的模式。
编委会定期召开会议、编辑参加会议并通过报选题来确定各版重点，然后向记者传达采写意见。
记者根据编辑部确定的选题与编辑沟通，最终确定采访对象和采访方案。
　　采用采编分离机制的优点在于：方便编辑对记者稿件质量的管理，有利于提高采编水平。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方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弊端是编辑被动地等待记者的稿件。
另外，记者和编辑不属同一部门，无法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与沟通，不利于形成合作团队。
这种模式还容易产生版面编辑的“特权主义”以及“以权谋私”现象。
有时候，甚至会出现“稿荒”的情况。
　　采编合一，指的是将采访和编辑工作合二为一，即编辑既承担稿件修改与版面设计工作，也参加
新闻采访和写作，身兼记者和编辑双重角色。
　　采编合一的运行机制，有利于组建精干的新闻采编队伍，有利于稿件和版面编排总体风格的统一
，有利于提高报纸质量。
　　应该看到：采编合一的模式对报纸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编辑不仅要掌握新闻策划、改稿、制作版面的技能，还必须熟练地从事新闻采访与新闻写作，成为名
符其实的新闻采编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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