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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获取信息的工具，相对于传统的纸质媒体，它具有无可比拟的优
越性，其发展速度也令普通媒体望尘莫及。
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互
联网普及率达到25．5％。
根据传播学的s扩散理论，一种新产品或服务，当其在市场中所占据的份额达到了10％～25％的时候，
它的扩散率就将急剧上升。
中国彩电和手机的普及都印证了这一观点，可见网络的迅速大众化已经为时不远。
    根据信息专家的划分，信息社会可分为四个阶段：计算机时代(阶段)、网络时代(阶段)、内容时代(
阶段)、智能时代(阶段)。
目前世界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下一个阶段就是内容时代。
计算机时代，计算机人才紧俏；网络时代，信息软件人才紧俏；而内容时代，急需高素质的网络编辑
与网络传播人才，网络新闻人才即将走俏。
中国受众市场也正伴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和网络的普及而发生重大的结构转型。
中国公众，特别是年轻人目前已经习惯于通过网络进行信息的获取、交流和传播，习惯于从互联网上
阅读新闻信息。
众多市场研究机构的调查分析显示，和互联网相关的信息传播行业是我国目前发展势头最好、经济效
益最高的行业。
相关分析数据也表明，目前全国这类人才的缺口近100万人，单网络媒体的人才缺口就为10万～15万人
。
    一些专家在网络媒体发展论坛中分析指出，相关专业人才的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网络传播事业发
展的瓶颈。
除了人才数量的不足以外，．现有从业人员的素质也难以满足网络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需要。
目前从业者主要。
由两类人员组成，一类是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他们在传播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中能够得心应手，但是
他们不太了解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和工作方法；另一类是从传统媒体走出来的记者和编辑，他们不懂
网络技术，如制作网页、动画、开发数据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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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名章，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师，新闻学硕士，中国（云南）东盟网总编辑，云南省
网络编辑员资格认定培训师，主持与与各类课题多项，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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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增删　　冗长是来稿的一种通病，删除稿件中的多余部分，使原稿重点内容突出，文章紧凑
，表达简练，因此压缩是编辑改稿的最常见的方法。
而增补则是增加补充原稿中所缺乏的内容。
　　（一）删削　　有些稿件本身内容没有太多问题。
但是它的篇幅太长，不适合网站发布。
此时，就需要对它进行“挤水分”或“蒸发”的工作，将精华保留下来。
删削的方法分为新闻性删削与非新闻性删削。
　　所谓“新闻性删削”，就是指对新闻稿进行删除处理，使稿件符合网络新闻报道的要求。
我们知道，新闻稿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事实性信息材料；另一部分为议论性信息材料。
前者又可以细分为“新闻事实”和“非新闻事实”（指背景材料、事实发生的一般过程等）两类；而
后者也可细分为“新闻议论”（即指对新闻事实进行的议论、分析）和“非新闻议论”（指空话、废
话等）两类。
对于“新闻事实”，我们按其新闻价值的大小，又可分为不同的层次。
如“非新闻事实”按其与新闻事实或主题的关系，可再分为“有用非新闻事实”（即新闻背景材料）
和“无用非新闻事实”（即与新闻事实或主题无关的其他事实材料）；“新闻议论”按其与新闻事实
或主题的关系及其重要性，可细分为“第一重要新闻议论”“第二重要新闻议论”⋯⋯　　对于无用
非新闻事实与非新闻议论，由于它与新闻事实或主题无关，属空话、废话，无须留用，可全部删去。
如果篇幅要求短些，我们可以删去“有用非新闻事实”和一些“有用但并不必要的新闻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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