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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究

摘要：随着数据收集手段的多元化与数据

的不断透明化，数据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越来

越频繁，并衍生出数据新闻这一类型，尤其在

时政报道中较普遍。本文从数据信息在时政新

闻中的运用入手，结合近年来的新闻实践，研

究数据信息在新闻发展中的价值、时政数字新

闻类型，进而浅析当前实践过程中数据新闻的

优势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建议。

关键字：时政新闻 统计数据 传播应用

大数据时代，上到国家发展，小到商品价

格，都因大数据的获取与使用而产生了全新的价

值。数据在新闻中的应用也给新时期的新闻传播

打开了一扇窗口：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新闻，如何

将枯燥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比对，从而提炼出新闻

线索，并进行可视化传播，统计学与新闻传播学

的交叉融合显得尤其重要。

一、数据在新闻传播中的价值

对于不同的行业和部门，统计数据都有其特

定的功用和价值。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统计作

为一种常规工作手段，其获得的数据可以为部门

做出正确决策提供相应参考价值，从而寻求解决

问题的手段。比如近期杭州市余杭区在浙江率先

构建了“工伤大数据分析预警应用”，该应用打

通数据壁垒，通过归集卫健部门工伤医疗诊断数

据、人社部门工伤保险理赔数据、信访部门工伤

投诉数据、公安部门110工伤报警数据，以及住

建部门工地打卡数据等看似毫无关联的数据，建

立专门数据库进行分析运算，全方位捕捉辖区内

工伤事故发生情况，从而达到防范预警效果。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普

通百姓对经济生活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越来越高。

数据收集渠道越来越丰富，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在群众生活中更是随处可见。同时，我国基于数

据发布的相关法律法规日益完善，从国家层面到

地区，各个单位都在定期发布相关的信息，形成

全民共享的公共资源。

对于媒体来说，数据的主要价值体现为传播

价值，是媒体以权威、科学、专业、精准建构的

受众关注度。如果传统的新闻报道是“立足，动

之以情”的“记叙文”，那么以数据为中心的新

闻报道则更像是“解释数据，晓之以理”的“说

明文”，更侧重对于数据内容的理性科学分析。

如何从统计数据中挖掘新闻，首先要深入理

解统计数据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历史是流动

的统计数据，统计数据是静止的历史”这句话准

确而形象地概括了数据对于社会认识的意义，与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统计最主要的

特点是用数字记录发生的事情，统计学则是利用

信息搜集、汇总、分类、描述以及统计规律等技

术手段，以达到推断所测对象的本质并伴随着事

件的发展。①当我们看一个统计数据时，实际是

在观察一个事物所处的状态；而当我们看一个统

计图表时，实际是在审视事物的发展规律。虽然

每个数字都是在记录当下的发生，但它的意义却

不仅仅局限于当下。作为记者，面对数据第一时

间应该想到的是：它 （数据） 和过去有什么不

同？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是否是有迹可循

的，是偶然性的还是趋势性的？又有什么意义？

解答好这一系列问题，有价值的新闻便能浮出水

面。统计数据的新闻价值挖掘过程中，不仅要关

注大家已熟知的 5 个 W+1 个 H 思维，还必须再

加上一个 D——difference，“不同”。只有善于

通过数据比较发现“不同”的信息，才能追根溯

源，抽丝剥茧，挖掘出有价值的新闻。

二、统计数据在新闻中的应用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传统报道行业出现了变

化，也催生出全新的报道形态。数据信息在新闻

报道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地位，再加上多元化的

可视化展示手段，将新闻报道的重点数据加以多

角度、全面、立体化的展现，在使得受众更好理

解的同时，也为新闻机构树立了更加权威的公信

力，进而获得了更佳的传播效果，于是数据新闻

报道这一全新报道方式便应运而生。笔者以杭州

论数据新闻在时政报道中的应用论数据新闻在时政报道中的应用
黄沁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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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数据新闻的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浅析

数据在时政新闻报道中的常见应用。根据数据来

源，将常见数据新闻分为两类。

（一）官方发布数据应用

在大数据时代，各个职能部门对于官方数据

的发布越来越透明。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

之年，全国自上而下举行了“这十年”系列发

布。《杭州日报》 推出了“这十年，杭州速度”

数据新闻系列报道。该系列报道透过数据看十年

间杭州的发展变革之路。报道分为5个篇章，分

别从经济总量、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消费需

求、城市建设5大角度切入，以详实的数据将杭

州十年间的发展通过动态可视化的图表直观呈

现，数据来源为杭州市统计局。整个系列报道呈

现形式采用动态图表与语音讲解相结合，可视化

动图将十年间的发展增速直观表达，与单纯文字

相比大大降低理解难度，这也是近年来不少数据

新闻的处理方式。

作为杭州主流时政栏目，《杭州新闻联播》

一直以“新闻立台、权威舆论”为宗旨，强调用

民生的视角做好时政报道，每当经济运行相关数

据发布都会策划一组数据新闻。在策划中，如何

将一个个冰冷的经济数据与老百姓的生活和杭州

发展联系起来显得尤为关键。2022 年上半年，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大环境和疫情冲击，杭州大

力推进经济稳进提质八大攻坚行动，加快落实一

系列惠企纾困政策。杭州上半年经济数据发布

后，《杭州新闻联播》推出《经济半年报 小花来

报告》 系列报道，通过栏目一直打造的“联小

花”这一人物 IP 深入解读半年经济数据。系列

报道从工业、农业、消费3大数据入手，多维度

剖析经济特点。比如工业篇，记者发现2022年

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0%，增速高

于全国3.9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最为

明显,达到了42.7%。于是抛出了“这些投入的资

金都用到了哪里”这一问题。记者走访了制造业

势头强劲的钱塘区与临平区，发现机器换人，智

能化改造这样的技改投资占了约一半。同时，龙

头企业通过提前备货、扩大产线、以量换价等多

种举措应对风险。数据自然转化成了背后企业的

具体景象，并通过构建多元的叙述视角，解读同

一报道中事实的各个侧面，不仅使严肃的时政新

闻更具有人情味，还让观众拥有参与公共事务的

现场感，提升时政信息传递质量和扩大知名度。

（二）自采数据应用

近年来有很多部门与城市在重大的计划制定

或新政出台之前，已经开始采用征求意见的形式

向公众开展民意统计。无独有偶，在媒体的重大

新闻报道中也开始采用问卷调查、意见征集等方

式收集并总结数据。2020年杭州市委十二届十

一次全会前夕，都市快报时政中心与杭州市人大

财经工委、市发改委、市经济政策咨询委等有关

部门，开展了“建言杭州‘十四五’献计城市新

发展”的网络建议征集活动，共收集到建议

1087件，遍及杭州市每个区县。通过对1087个

意见与建议的大数据分析，《都市快报》成功把

大量数据分析转化成直观的新闻图像，在杭州市

委十二届十一次会议当天发布了3个整版的“数

据新闻”封面消息，该组消息在当时取得了较好

的反响，为全会成功举行提供了有利的社会舆论

环境，受到有关单位充分肯定，成为比较成功的

时政数据新闻。正是由于当时大多数的报道仍然

停留在照搬数字的情况下，这组报道取得成功，

主要原因是这组报道改变了报道观念，革新报道

手段。事实上，在《都市快报》策划该专题的初

期，还没有明确报道形式与方向，等到收集的意

见越来越多，日益成熟，才认识到应该朝“数据

新闻”发力。这需要靠新闻记者对数据的理解、

表达与传播的能力。时政新闻的重要信息来源主

要是重要领导谈话、重要汇报等，如何使一些枯

燥的政策文字和数据让普通人听得明白，媒体也

曾尝试进行了口语化解释，但成效却不尽如人

意。笔者认为，数据的提炼、形式的创造和设计

在大数据新闻中，缺一不可。

随着数据新闻的发展成熟，这些年还出现了

一类介于采用官方数据与自行调研收集之间的数

据新闻。这类新闻往往需要记者更高的数据提炼

与分析能力。2022 年度杭州新闻奖数据新闻奖

项获奖作品之一的 《露营出圈记》 就是代表之

一。报道以扎实的数据和多元的角度介绍新兴露

营经济，分别从露营起源、露营种类、新兴露营

企业、外来经济潜力等方面切入报道。在版面呈

现上，摄影与手绘的完美结合让整篇数据新闻可

读性很强。7大版块层层递进，逐步为读者搭建

关于露营文化的认知框架。纵观《露营出圈记》

全文，数据来源丰富，有官方部门发布的权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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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京东、小红书等商业平台发布的年报，记者

也自行在天眼查等平台进行数据检索，多元的数

据来源使得报道角度囊括宏观与微观。作品在正

式切入对露营经济的分析前，还采用纵向时间轴

法对露营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进行深挖，使得报道

兼具对历史的回顾与对现状的剖析。同时该作品

采用图文并茂的推文形式更适合在微信平台传

播，对创意手绘的应用使得数据呈现形式更加立

体直观，极大地增强可读性。

三、数据新闻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当下，时政新闻数据可视化的呈现形式主要

有传统图表、图解、时间轴、数据地图、动画视

频、数据漫画等，其中以静态呈现为主，并且大

多数的报道中仅仅局限于简单的引用和摘录。虽

然这类报道形式拥有官方数据的“硬支撑”，却

也存在无法实现叙事“软着陆”的问题。同质化

的呈现形式容易引发审美疲劳，图表形式以折线

图与柱状图为主，可视化表达手法单一，语音讲

解仅停留在对图表的同义复述，信息量很大且每

组数据的引用与讲解时间较短，容易造成堆砌数

据的疏离感。

此外，在采用数据的过程中，往往有记者出

现以偏概全，先有结论再找数据的情况。如前述

提到的《露营出圈记》中，用一个露营品牌营业

涨幅证明中国露营产业的潜力巨大，缺失信服力

的同时，也反映出媒体的数据来源依然比较匮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大数据技术对新闻传播

业态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传统的技术手段已经无

法满足融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需求。建立新闻系

统与部门行业间的大数据平台迫在眉睫，可以让

记者在新闻采编中获得更强大的数据支撑。同

时，数据驱动的新闻报道给新闻从业者提出了更

高的职业要求，即使是以数据新闻见长的财经类

媒体，依然缺乏专门的数据融合人才。因此，媒

体单位须尽快优化编辑与记者的专业结构，以提

高他们的大数据分析水平与逻辑判断的能力，使

新闻从业者掌握必要的数据处理技术。与此同

时，在新闻学科培养时，也须注重对数据新闻人

才的培育。

参考文献：

①王云峰 《统计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

社，2013年出版。

（作者单位：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

摘要：大型主题活动已经成为滋养人民精

神世界的重要养料，语言类节目作为一种重要

的艺术形式，是大型主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以 2021年“十月的阳光”大型电视文艺直

播活动为例，从语言类节目的内容和形式两个

方面，分别探讨大型主题活动中语言类节目的

创作思路。

关键词：大型主题活动 语言类节目 十

月的阳光

“十月的阳光”是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

广电集团主办，浙江电视台教科影视频道承办的

大型广场文艺直播活动。迄今为止，“十月的阳

光”活动已成功举办了26届，成了目前省内一

项重要的大型户外群众性广场文艺活动。“十月

的阳光”在节目的设置和创作上重视思想性、艺

术性、群众性，致力于通过生动活泼、富有感染

力的艺术节目宣传和诠释时代主题。

语言类节目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因其

更加贴近生活和民生，以及其对现场气氛的活跃

作用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随着自媒体的

蓬勃发展，人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语言类节

大型主题活动中语言类节目大型主题活动中语言类节目
创作思路分析创作思路分析

张 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