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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大数据”还是少数专业人

士使用的概念，华尔街日报在2012年1
月曾刊出物理学家和工学院院长合作

的文章《科技变革即将引领新的繁荣》，

声称：2012年1月，人类正处于三场宏大

技术变革的开端，即“大数据”、智能制

造和无线网络革命①。2月13日纽约时报

网站即刊文《Age of Big Data》称，“大

数据时代”已经来临。而就在2012年，

“大数据”概念在中国已经普及至电子

商务、经济战略、政治建设等各个领域。
在美国，2012年3月29日奥巴马政府宣

布投资2亿美元启动《“大数据”研究和

发展计划》，希望增强收集海量数据、集
中提取知识和观点的能力，加快在科学

与工程中的步伐，加强国家安全，并改

变教学研究。美国的大学开始培养新一

代的“数据科学家”，数据分析也成为美

国最热门的职业领域之一。

“大数据”与数据挖掘
“大 数 据”（Big Data, Massive

Datasets）一词几年前开始出现，首先被

世界IT大企业重视。“大数据”是指无法

在一定时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

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

其主要特点是海量、非结构化和半结构

化、实时处理，业界将其归纳为4个“V”：
Volume（数据量大），Variety（数据类型
多样），Velocity （处理速度快），Value

（价值密度低）。“大数据”首先是数据量

大：过去常用的千字节（KB），已经升级

为兆（MB）和吉（GB），甚至是太（TB），

乃至拍（PB）。这不是简单的数据增多，

而是全新的问题，比如全球范围内的工

业设备、汽车、电子仪表和装运箱中，都

有着无数的数字传感器，这些传感器能

测量和交流位置、运动、震动、温度和湿

度等数据，甚至还能测量空气中的化学

变化。②数据容量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

了硬件技术的发展速度，引发了数据存

储和处理的危机。
“大数据”浪潮成了全球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的变革之引，它成了加速

企业创新、引领社会变革的利器。2012
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大数据”是讨论的主题之一，论坛上发

布的一份题为《“大数据”，大影响》(Big
Data, Big Impact)的报告宣称，数据已

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资产类别，就像货

币或黄金一样。联合国推出了名为“全

球脉动”(Global Pulse)的新项目，进行

所谓的“情绪分析”，使用自然语言解密

软件来对社交网站和文本消息中的信

息作出分析，用来帮助预测某个指定地

区的失业率、支出削减或是疾病爆发等

现象，其目标在于利用数字化的早期预

警信号来提前指导援助项目，以阻止某

个地区重新陷入贫困等困境，促进全球

经济发展。
数据挖掘（Data Mining），也称为网

络挖掘（Web Mining），斯坦福大学数年

前就开设了一门课程“Web Mining”并
出 版 了 讲 义《数 据 挖 掘》（Mining of
Massive Datasets）③。数据挖掘是“通过

仔细分析大量数据来揭示有意义的新

的关系、趋势和模式的过程。”④新闻界

是数据的重要应用者，在互联网时代媒

体经营、新闻实务等几乎一切都离不开

“大数据”、数据挖掘。“大数据”时代大

部分数据都是在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比

如说网络言论、图片和视频等网民自发

上传的内容，以及来自于传感器的数据

等，即所谓的“非结构化数据”，通常不能

为传统的数据库所用。因此从互联网时

代非结构化数据的庞大宝库中获得知识

和洞察力的计算机工具正在迅速发展，

目前已经具备人工智能(AI)技术，比如

“大数据”时代如何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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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处理、模式识别和机器学习。

传媒运用数据挖掘：
彭博案例

西方媒体对数据的运用越来越重

视，出现了不少专门与数据打交道的记

者，通过数据挖掘的方式进行新闻报道。
他们在繁杂琐碎的非结构化数据之后，

发现常规新闻中不能体现的逻辑，帮助

读者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度解读。数据挖

掘的新闻往往比传统新闻报道更有力

度，也对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里以

彭博社一个数据挖掘类的报道栏目“今

日图表”（Chart of the Day）为例，解读

数据挖掘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彭博新闻社依托其全球终端建立起

来的海量的数据库，使得记者进行数据

挖掘非常得心应手。彭博的“今日图表”
“这个栏目将彭博新闻、彭博数据与彭博

分析整合起来”⑤，其深度、速度和灵活

性都非常高，工作难度也很大。彭博主编

Matthew Winkler声称这几乎是竞争对

手无法复制的栏目，至多能滞后些做出

来。它通过图表和简单的事实而非说教

来阐明道理，是彭博新闻“show, don’t
tell”理念的体现，是一种“简单而优雅的

呈现观点以及点燃想象力的”⑥方式。
“今日图表”的构成有两部分，一部

分是由彭博制作的图表，另一部分是一

个4至6段的文字报道。首先，记者或编

辑从纷繁复杂的数据、报道中寻找灵感

的过程。“今日图表”灵感一般都来自最

近发生的新闻。记者或编辑的“想象力，

对数据的深入分析，每天的新闻标题，

市场价格的异常变化，或者与分析师、
投资者、经济学家的谈话也能提供灵

感”⑦。
哪些数据值得挖掘？正在或刚发生

的、读者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通过用

数据挖掘得出的不同视角，可以丰富读

者对事件的认知。彭博社很重视相关深

度信息的呈现，如下面几例：

2012年11月2日，“今日图表”对过

去10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

进行分析，自2002年11月至2012年10
月，贵州茅台酒业股票上涨高达3451%，

市值从不到10亿美元到今天的410亿美

元，成为世界第二大造酒公司（图1以世
界三大酒厂中的另外两家作为对照）。
由此引申，中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发

展，已经造就了一个富裕阶层，他们对

奢侈品类的需求，刺激了相关消费，因

此出现茅台酒的大幅增长。而3451%的

股价飙涨，对呈现中国经济的变化，非

常有说服力。
2012年11月8日，彭博“今日图表”

对比了过去10年中印两国城乡人口的

变化：中印两国农村人口几乎都是7.8

亿，但经过10年发展，有超过1亿农民进

城，中国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见图2）。
同样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发展在城市

化方面至少是远超印度的，而城市化被

作为衡量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2012年11月13日“今日图表”对比

了中国4家最大银行与美国4家最大银

行的市值变化：自2006年10月，4家中国

银行的总市值超过美国同行，之后绝大

多数时期，它们的市值一直都保持优势

（见图3）。彭博社通过分析，认为中国几

大银行未来几年还会保持优势。政府与

进入2012年，大数据（Big Data）一词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人们用它来描述

和定义信息爆炸时代产生的海量数据，并命名与之相关的技术发展与创新。
它已经上过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的专栏封面，进入美国白宫官网的新闻，

甚至被嗅觉灵敏的国金证券、国泰君安、银河证券等写进了投资推荐报告。

[大数据时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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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之间的关系的不同，就导致了两国

银行获利方式的区别；中国银行的优

势，是在过去10年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

展中逐渐形成的。
数据挖掘也用于日常报道，从而对

现实世界做出更深入的解释。2012年10
月，科技新闻提到联想超越惠普，成为

全球第一大个人电脑厂商。在移动设备

风生水起，个人电脑销量下滑的今天，

联想成为第一有多大意义？彭博社以

2004年底联想和IBM签合同为起点，对

比了世界五大个人电脑生产商的股价

变化，发现联想股价在8年中上涨130%
多，IBM的股价也提升了超过100%，而

其他几家电脑厂商却有不同程度的下

跌。这说明8年前联想并购Thinkpad的

决定，至少从资本市场来说，对双方都

是一个双赢决定；并对其他电脑厂商造

成了一定打击。这样的数字就很说明问

题，也是对质疑者的有力回应。(见图
4)

如今男女平等的概念已深入人心，

但是现实情况如何？2012年10月22日，

“今日图表”就做了一个有趣的数据挖

掘，分析了全球最大的50家跨国企业董

事会成员性别，结果发现，事实与人们

嘴上说的大相径庭：在宝洁公司，女性

占了45.5%的董事会席位，也是50家跨

国巨头中唯一女性董事超过40%的公

司；而在三星、本田等公司，董事会竟全

是男性。西方国家董事会女性比例高

些，这可以解释文化以及政策等多方面

的情形。
如何用有效的数据支撑数据挖掘？

10年前，记者如想获知许多国家的关键

经济数据，还只能通过打电话到相关统

计部门，经过繁琐的过程后才能拿到。
今天，网络已经使得世界各国的数据触

手可及，在类似彭博、路透及道琼斯这

样的专业金融数据机构，这些数据更易

获取，归类方式也更为合理。除了这些

专业的金融数据机构外，有很多途径可

以获得相关数据。例如股票市场的数

据，在互联网上几乎都可以得到，因为

每个上市公司都需要将随时发生的重

大调整上报相关股票交易所，也需要每

季度对外公开财报，这些数据都随时可

查证。从彭博报道提及的信源看，有相

当的数据都是外部机构发布的，记者只

是根据报道需求去寻找数据。极少数难

以直接获取的数据，可以请数据专家帮

忙。最重要的，依然是对数据的解读方

式和切入点。
媒体经营如何使用“大数据”？英国

卫报网站2012年9月发表法国数字集团

ePresse总经理Frédéric Filloux文章《数

字新闻读者的“大数据”蕴藏巨大价值》
称，其他行业得以有效利用的“大数据”，
同样适用于数字媒体行业，读者的“大数

据”蕴藏着尚未被挖掘的巨大价值，行为

数据可用于使得新闻服务更能吸引读

者，并为内容发行商带来更大的收益。数
字发行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很多数字内

容发行商都无法留住读者，读者的个人

资料和其浏览的内容，以及它们与互联

网“噪音”之间有怎么样的对比？这些是

尚未被挖掘的最大价值来源。
如何使用无法被传统数据库管理工

具吸收和分析的庞“大数据”集？其他行

业的实践也许可以给予借鉴。通过强大

的数据挖掘技术，美国超市连锁店塔吉

特（Target）能够查出哪些顾客到了怀孕

的第三个月，那是他们消费习惯中的一

个重要时段。“谷歌流感趋势”（Google
Flu Trends） 对流感爆发的追踪比任何

政府机构做得都要好。Google的搜索和

广告业务及其实验中的机器人汽车，便

利用了大量人工智能技术，它们对数量

庞大的数据进行分析，并作出即时的决

策。苹果公司在2010年收购的Siri网站，

就 在 变 成 一 种 日 益 成 熟 的“个 人 助

理———它能向用户提供提醒服务、天气

预报、餐饮建议和对用户提出的大量问

题作出解答等。
数据挖掘技术能够用于从数字新

闻中提取更多的价值。互联网目前已经

能够提供了解各类数据的必需工具，如

谁在访问网站、他们喜欢什么等等，从

中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用户和预测他

们的需求，增进对读者的了解，从而推

送甚至定制更契合需要的新闻、服务信

息、精准的广告。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副院长；本文的合作者刘少华，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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