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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播视角下的数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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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为精确新闻最新形态之一的数据新闻，其产生是技术上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文化上的“视觉转向”、传
播上的媒介融合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数据新闻融合传播的突出特点是可视化和精确性，这些特点对传统

新闻报道的传播流程和记者的传播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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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 年被称为大数据（Ｂｉｇ Ｄａｔａ）元年。 在谈到

大数据的革命性影响时，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研究所

主任加里·金（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认为：“庞大数据源带来

的定量化的方法，将横扫商界、学界和政界，所有领

域都将被触及。” ［１］９

大数据对信息传播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新的新

闻信息传播形态———数据新闻（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这
也是融合传播（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在大数

据时代的传播新模式。 什么是数据新闻，它与融合

传播有什么关系，其传播流程怎样，将如何改变记者

的传播角色？ 本文将结合国内外数据新闻传播实

践，从融合传播的角度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　 从精确新闻到数据新闻

数据新闻与“精确新闻”、“计算机辅助报道新

闻”等概念，存在承接和递进关系。 精确新闻（Ｐｒｅ⁃
ｃｉｓ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最早可以溯源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美国记者利用计算机对当时美国数据库中的信息进

行分析。 ６０ 年代，美国学者菲利普·迈耶（ Ｐｈｉｌｉｐ
Ｍｅｙｅｒ）提出精确新闻概念，出版了著作 《精确新

闻———一种社会科学报道的理论》，主张将社会调

查方法应用到新闻传播实践，提高信息传播的科学

性、真实性和客观性。 ７０ 年代，这种信息传播的理

论和方法风行美国，后传遍世界各国。 ８０ 年代，中
国新闻界开始运用这种方法传播新闻信息。 精确新

闻在信息传播中往往依靠数据来提高准确性，而数

据的获得在当时主要还不是依靠计算机，民意测验、
问卷调查等是常用方法。

正是由于计算机、数据存储等技术条件限制，精
确新闻在新闻信息传播中并未得到大范围运用。 计

算机辅助报道新闻（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简
称 ＣＡＲ）的出现开始改变这种状况。 作为从精确新

闻到数据新闻的过渡，ＣＡＲ 是随着电脑普及和存储

数据技术的提高逐渐兴起的，与数据库渐渐成为新

闻记者发现新闻信息线索的重要来源有关。 尽管计

算机帮助记者搜集分析数据，但是 ＣＡＲ 对新闻信息

生产流程和传播方式并未产生重大影响。
进入 ２１ 世纪，在全球化背景下，互联网等新媒

体和云存储等新技术快速发展，为数据新闻出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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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技术条件。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数据新闻的定

义，比较认同的是欧洲新闻学中心（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
ｎａｌｉｓｍ Ｃｅｎｔｒｅ）和开放知识基金会（Ｏｐｅ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共同开发的 《数据新闻学手册》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所下的定义：简单来说，
就是用数据来报道新闻，它为记者将传统的新闻嗅

觉与运用规模庞大的数据信息结合起来报道新闻创

造了可能［２］２。 数据新闻是一种新的新闻信息生产

方式，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信息生产流程。 信

息的采、写、编都离不开数据，从开始的数据发现到

中间的信息制作、最后的信息呈现都是如此。 从精

确新闻的提出，到数据新闻的发展，实际上都体现出

社会技术背景与新闻生产的意识和理念之间的互

动［３］。
尽管数据新闻已被 《卫报》、 《华盛顿邮报》、

ＢＢＣ、ＣＣＴＶ 等国际主流媒体使用，但是作为一种新

的信息传播形态，其传播实践和理论研究还处于起

步阶段。 正如哥伦比亚大学陶氏新闻中心主管埃米

莉·贝尔（Ｅｍｉｌｙ Ｂｅｌｌ）所言：“大部分的新闻编辑室

仍不了解数字科学的发展前沿、传播信息及其对信

息使用者的影响。 我们想倡导那些具有这些领域相

关技术的人才，以及对新闻学充满热情、具有相关知

识的人才进行研究或者提出设想。 这不仅有利于解

读这个世界，还能为新闻学在这个复杂多变的领域

里提供指导。” ［４］

美国陶氏基金会（Ｔｏｗ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与约翰·奈

特基金会（ Ｊｏｈｎ Ｓ．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Ｌ． Ｋｎｉｇｈ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宣布，他们将提供 ２００ 万美元来资

助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旨在支持哥伦比亚大

学数字新闻学陶氏中心的研究工作，主要专注于以

下三个方面：一是影响，衡量新的实践及工具如何影

响听众及新闻编辑室资源；二是新闻信息的透明度，
关注公共数据———哪些是可用的，哪些不是，哪些是

有用并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三是数据形象化，衡
量哪些形式在传达信息与吸引读者方面最有效［５］。
２０１２ 年，国际上第一个“数据新闻奖” （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ｗａｒｄｓ，ＤＪＡ）设立，由“全球编辑网络”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ｄｉ⁃
ｔｏｒ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ＧＥＮ）发起和组织，谷歌资助奖励，有
２８６ 个项目参赛，６ 项获得大奖。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８ 个

新闻作品从 ３００ 多个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年

度“数据新闻奖”。
二　 融合传播新模式

媒体融合（Ｍｅｄｉａ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是新媒体时代传

媒发展趋势，“是数字技术、社会需求和产业政策共

同作用的结果” ［６］。 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

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融合成为全媒体。 传统媒体的

全媒体转型基本上是沿着“内容数字化、渠道立体

化、经营集团化”的思路进行扩张的［７］。 如成都传

媒集团所属报刊、广播、电视媒体的内容均做到数字

化，既可在传统媒体渠道发布，也可在集团主要的网

络平台———成都全搜索网站发布，传统媒体与全搜

索网站都成为集团的媒体成员［８］。 丁柏铨把媒介

融合分为物质、操作和理念等三个层面的融合［９］。
融合传播是媒介融合的一种实现方式，是从传

播学的角度对媒介融合发展的概括。 与融合传播相

关的概念还有融合新闻（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澳大利亚学者史蒂芬·奎恩（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Ｑｕｉｎｎ） ２００５
年出版的著作《融合新闻导论》和《融合新闻：多媒

体报道基础》对融合新闻进行了研究。 国内学者蔡

雯认为，融合新闻又称“多样化新闻”，主要指利用

多媒体手段进行新闻传播活动。 有学者认为，融合

传播的概念应该包括融合新闻，因为传播的概念比

新闻大。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李奇·戈登（Ｒｉｃｈ Ｇｏｒ⁃
ｄｏｎ）将融合传播概括为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
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和新闻表达融合等类

型［１０］１８４。
数据新闻体现了融合传播的特征，这里以信息

采集融合和新闻表达融合为例来加以说明。 信息采

集融合是指新闻从业者以多媒体融合的新闻技巧完

成新闻信息采集［１１］６６。 这种新闻技巧包括多种渠道

的采访手段，如利用搜索引擎抓取数据、采访专家、
在论坛中提问、从政府官方部门了解信息等，信息的

呈现有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态。
新闻表达融合是指记者和编辑综合利用多媒体

的与观众互动的工具与技能完成对新闻事实的表

达［１１］６６。 数据新闻用图表、文字、视频等方式表达新

闻事实，例如 ２０１４ 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晚间新

闻》与百度合作，利用百度地图定位对国内春节期

间人口迁徙情况进行数据可视化报道。 公众可以在

搜索栏中选择时间、输入地址名，查询不同地方的人

口流向。 同时，为我国交通部门根据人口迁徙变化

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在随后的全国“两会”期间，中
央电视台再次与百度合作推出《两会解码———两会

大数据》栏目，利用全新的立体成像技术和人机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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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技术，就民众关注的大学生就业、医患问题、收入

分配等热点话题进行报道。
由此可见，数据新闻的传播，与单一媒体的信息

传播不同，依靠的是多种媒介收集信息，制作出适合

不同媒介特点的新闻信息，充分体现了融合传播的

特点。
三　 数据的可视化传播

数据新闻在叙事方式上，抛开了传统的以文字

讲故事为中心，变为以数据传播为中心，最大的特点

在于用可视化数据传播新闻信息。 简而言之，就是

把复杂的新闻信息转化为图形、表格、地图等生动易

懂的形式表达出来，化繁为简，帮助受众更客观科学

地了解事件发生、变化脉络。 这种表达方式，使新闻

信息传播更加便捷、完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媒介

发展的“人性化”。
提及可视化的数据，就不得不联想到可视化的

新闻叙事和“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的新闻叙事与

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有密切关

系，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是靠听觉、视觉、嗅觉等，而
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介就是人们这些认知方式的延

伸。 可视化新闻叙事的出现，综合以上感官功能，满
足了人们自然的、综合的信息接受和传播需求。 今

天，人们越来越习惯通过影像等视觉方式接受信息

和参与互动，即所谓的文化或传播的“视觉转向”。
数据新闻的可视化呈现，有效调动了人们参与新闻

信息的整合与挖掘的潜能。
韩卫国等将“数据的可视化”解释为：将大量数

据组合构成数据图像，同时将数据的各个属性值以

多维数据的形式表示，使人们能够以更直观的方式

从不同的维度观察数据及其结构，发现其中隐含的

信息［１２］。 这里的数据可视化，是从科学的可视化角

度分析的，与数据新闻的可视化有所区别。 因为在

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可视化数据，只是一种全新的新

闻信息呈现形式，可以是用可视化数据传播新闻信

息，也可以仅仅是展现数据而已。
英国《卫报》是全球第一个成立数据新闻部的

报纸，其工作团队组成人员包括：负责选题策划的文

字记者，负责收集、处理数据的数据记者，负责网页

设计、版面编辑的技术人才。 工作流程大致可以归

纳为：数据记者根据文字记者的选题，针对海量数据

信息进行搜集，经过筛选、分析后，用图表、地图等形

式将数据可视化，完成数据新闻制作流程。 数据地

图、时间线、交互图表，是《卫报》使用最多的可视化

数据形式。 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电脑软件工具的

支持，包括用于地理定位的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用于互动

式的图表 Ｇｏｏｇｌｅ ｍａｐ 等。
《卫报》的数据博客对英国骚乱的报道，将新闻

报道中对大数据策略的“深”运用与借助于多媒体

方式的“浅”表达结合起来［１３］，是数据新闻报道可视

化的经典案例。 发生于 ２０１１ 年夏的英国骚乱事件，
当时政客们认为暴徒利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 等社交

媒体发动的煽动性言语和组织，是导致这场骚乱的

首要原因，而与贫困无关，甚至一度要求关闭社交媒

体。 于是，《卫报》和伦敦的政治经济学院合作，采
用数据新闻报道手段，针对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上的 ２６０ 万条关

于骚乱信息进行分析，与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合作分

析社交媒体在暴乱中扮演的角色。 《卫报》的数据

小组通过一些简图，标出已发生骚乱的地点，然后把

贫困人口的数据与发生骚乱的地点联系起来，证明

了贫困与骚乱是相关的。
在分析骚乱原因时，两个可视化作品起到重要

作用：一是一段视频，表明已知骚乱地点与参与者家

庭的联系；二是可视化作品“骚乱中的谣言”在 Ｔｗｉｔ⁃
ｔｅｒ 等网站上传播。 利用可视化手段，把一些难以描

述的信息广泛传播，帮助受众更好理解骚乱事件发

生的起因和谣言传播方式，为以后分析该类事件提

供经验。
《泰晤士报》可视化团队成员包括数据挖掘师、

数据记者、图表编辑、内容设计编辑，通常的工作流

程是内容设计编辑选取每一期的新闻选题，然后数

据挖掘师根据选题抓取相关数据，接下来数据记者

通过分析相关数据进行撰写，形成观点，最后图表编

辑和内容设计编辑一起制作图表。 团队中最核心的

成员是数据记者，通常由传统媒体的记者转型而来，
需要具备撰文、制图、分析数据的能力。

此外，《华盛顿邮报》采用地图新闻，《纽约时

报》采用可查询的交互地图、动态图标、信息图等方

式实现新闻可视化。
四　 数据新闻传播流程

德国之声记者米尔科·格伦兹（Ｍｉｒｋｏ Ｌｏｒｅｎｚ）
将数据新闻传播分为四个步骤：挖掘数据、过滤数

据、数据可视化、新闻报道呈现［１４］。 英国伯明翰城

市大学教授保罗·布拉德肖（Ｐａｕｌ Ｂｒａｄｓｈａｗ）依照

新闻学中的“倒金字搭”理论，提出了数据新闻传播

５４１

石　 磊　 曾　 一　 融合传播视角下的数据新闻



过程的“双金字塔”结构，如图 １［１５］。 倒金字塔自上

而下分别为编辑、清理、情境、综合，然后通过传播，
变成视觉化、叙事、社会化、人性化、个性化、应用化，
显示了数据新闻是怎么生产，以及经过传播层面后

怎样对社会和个人产生影响。 在倒金字搭结构中的

编辑、清理、情境、综合等可以理解成数据新闻生产

过程中的数据收集、整理、分析、整合四个阶段，然后

通过传播数据实现正金字塔结构中的数据可视化、
社会化、个人化和定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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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数据新闻的倒金字塔结构

虽然不同学者对数据新闻传播流程说法不同，
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１．数据搜集

数据搜集是数据新闻传播的第一个环节，可以

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一是利用搜索引擎在各大

网站中搜索和抓取数据，如利用“关键字＋ｓｉｔｅ：网
址”的方式，从海量网络资源中寻找关于此关键字

的信息；二是从专门的数据库、数据中心甚至数据网

站中获取数据，例如谷歌旗下的一家子公司 Ｆｒｅｅ⁃
ｂａｓｅ 就是数据爱好者组成，提供人、地点等实体图；
三是从企业、政府等公开数据中抓取。

数据搜集的渠道是多元的，但必须围绕选题进

行。 《卫报》关于英国骚乱的报道就是围绕主题进

行，否则收集再多数据也只是一堆废材。
２．数据处理

这是数据新闻传播流程中关键一步，决定新闻

是否有效和科学。 拥有海量数据，如果不会辨别数

据真实性、时效性和关联性，数据新闻就制作不出。
数据记者处理数据过程中，要筛选出哪些跟选题相

关，哪些是干扰性的。
布拉德肖把数据处理分为数据清洗、情境化和

综合三步骤。 数据清洗是把获取的数据转化为可使

用的数据形式，删去重复、空白、缺损等有问题的数

据。 数据情景化是指数据用于一定语境中，才会有

意义。 数据综合是指数据信息用各种图表表示出

来，实时呈现数据的时空分布，实现数据的整合和导

航。
３．数据呈现

数据呈现是把搜集和处理后的数据，通过可视

化技术，以信息图表等形式发布。 信息图表的模式，
多有规律可循，比如灾害事件的信息图表报道，一般

有点状呈现、线性呈现和平面展开三种模式［１６］。 数

据讲述故事比文字传播生动有趣，能增加新闻信息

可读性，而数据可视化离不开 Ｍａｎｙ Ｅｙｅｓ、 Ｆｌａｒｅ、
Ｄａｔａｗ 等源代码数据工具的支持。

相比传统媒体中静态的新闻信息图表，数据新

闻的交互式信息图表，不仅传播大量信息，而且用户

可根据需求点击相应新闻，挖掘数据背后深层次的

信息。
尽管新媒体对于新闻选择必要性、重要性、正当

性的认定和把握，同传统媒体在有些地方是不同的，
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数据呈现，目的都是为了帮

助受众更全面立体地了解新闻事件，并利用这些数

据为生活、工作和学习服务。
五　 记者传播角色转变

数据新闻是媒体适应和回应数字时代融合传播

的新尝试，它对记者传播角色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改

变了数据获取、分析和传播方式。 记者单纯掌握传

统新闻报道的技能已经远远不够，还需要把握如何

利用数据寻找、分析和可视化新闻故事。 记者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组织、验证、综合和解释数据的

能力，不能仅仅使用传统意义上的文字、音频和视频

进行信息传播，还必须学会数据搜集、分析和阐释，
成为全能信息传播者，具有撰写、拍摄、编辑等技能，
通文字，懂数据，既要能文，也要能“数”。

这就要求记者或者学习如何直接处理数据，或
者与可以处理数据的人合作，借助数据工具分析和

筛选有价值的信息。 直接处理数据既包括对原始数

据的收集整理，也包括运用这些数据来讲述故事。
与处理数据的人合作，就是与计算机程序员、数据分

析员、图表制作员等密切合作，分析海量数据中隐藏

的关系，挖掘大数据背后的价值，以直观形象的方式

解读信息，担当起解读者的角色。 在《芝加哥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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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有一个新闻应用团队，他们与编辑记者密切合

作，帮助他们调查和报道故事，在线描绘故事，为芝

加哥当地的特定群体建立永久的网络资源。
数据新闻要求记者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制作信

息，以可视化手段传播信息，增加信息传播的精确

性、深度性和形象感。 根据受众上网浏览的数据和

喜爱观看的内容，分析他们的心理、需求和行为习

惯，有针对性地进行新闻信息传播，“在融合中创新

自己的商业模式，变革组织方式、运作流程、运作模

式等” ［１７］。 ２０１１ 年，淘宝根据 ５ 个月卖出眼罩和耳

塞等辅助睡觉的工具情况，制作出失眠地图，地图显

示广州、深圳等城市失眠率居于全国前列，说明经济

发达地区人们压力比其它城市大。 有些数据是已经

公开的，但需要深入挖掘，重新赋予意义，这一方法

比起记者自己去建立数据库更为便捷和经常。 比如

美联社关于 ４５００ 页记录伊拉克战争期间私人安保

承包商行为解密文档的报告，这份材料已经被独立

记者扫描并传到云端，美联社记者运用这些数据进

行了深入的分析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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