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 1 月，第 44 卷第 1 期，Jan． ，2014，Vol． 44，No． 1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收稿日期: 2013-11-10
作者简介: 倪宁，男，浙江宁波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新闻业务

和广告传播研究。

【新闻传播学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传播观念变革

倪 宁
(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以大数据时代的特点为背景，分析了当代传播观念的变革，特别是大数据分
析及其价值发现对新闻传播的影响。主要从重新理解数据、信息、新闻的相关关系，以及
从“用事实说话”到“让数据发声”的数据新闻学兴起两个方面对相关主题进行了阐述，以
期为新闻传播观念的创新理解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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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 big data) ，或称巨量资料，根据 IBM 的定义，大数据的特点可以用 4V 概括: Volume、Veloci-
ty、Variety、Veracity。Volume 是指数据体积量大，一般在 10TB( 1TB = 1024GB) 或跃升到 PB 级别的规模;

Variety 是指数据类型繁多，如网络日志、视频、图片、地理位置信息等等; Veracity( 也有人认为是 Value)

指其价值密度低，以视频为例，在数十小时连续监控录像中，有利用价值的数据可能仅有数秒。也正因

此，其数据真实性高。Velocity 是指数据处理速度快，基本能够做到对数据的实时处理。有 1 秒定律之

称，这一点和传统的数据挖掘技术有着本质的不同。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手机、平板电脑、PC

以及遍布地球各个角落的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无一不是数据来源或者承载和解读的方式。

当然，从表面上来看，大数据时代的关键是如何在各样类型的巨量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

技术。但其深层的目标，即非技术层面的目标更值得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们关注，我们更需要关

注的是如何顺应潮流，在思想、观念层面进行自我更新。目前主要是指，经过对数据处理和分析，如何在

合理时间和空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信息获取者或决策者对目标达成新的认识和

理解的信息。这个概念涵盖了人们在大规模数据的基础上可以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小规模数据的

基础上是无法实现的。也是当今数字化时代应掌握的一种新型能力，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

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获得有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或深刻的洞见”［1］( P4) 的能力。掌握这种能力即把

握住了社会思想的“变革之力”。

一、重新理解数据、信息、新闻的相关关系

数字化时代来临后，社会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信息———数据( 大量的) ———信息爆炸( 从量变到质



变) ———信息形态的变化( 大数据) 。我们可以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做到一些在小规模数据基础上无法做

到和完成的事情。

对于理论研究者来说，要关注的不是承载数据的产品，而是数据本身和我们如何运用这些数据。当

我们十多年前在谈论信息爆炸的到来时，我们的数字世界一直在扩张，2012 年每天都会有数亿条微博

发布。有研究者试图对人类所创造、存储和传播的一切信息的确切数目进行估计，包括书籍、图册、报

刊、信件、电话、照片、音乐、音视频( 模拟和数字，包括电视、电台节目) 、电子邮件、电子游戏、导航应用

等等，这些数据有着非常庞大的数量。研究者发现，2000 年时，在全部数据存储量中，数字信息只占四

分之一，但到 2007 年，在全部数据中存储量中只有 7% 是以模拟数据存储在报纸、书刊、图片等媒介上

的。至 2013 年，世界上存储数据中的非数字数据只占不到 2%。互联网上“每天新浪微博用户发博量

超过 1 亿条，百度大约要处理数十亿次搜索请求，淘宝网站的交易达数千万笔，联通的用户上网记录一

天达到 10TB……”［2］

这种量的增加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翻阅史料看到一则一千三百多年前邸报上的新闻，再看看现在报刊上的新闻，会发现这两

篇文字之所以被认为是新闻，因为它们都具有新闻的“内核”，即具备新闻的五要素，读后知道何时何地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是否也会像毕加索那样，在看到一万七千多年前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上的马，和

一张马的照片或画时说，自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创造出什么东西了［1］( P14)。这种说法既正确又不完

全正确。正确是因为这些文字仍是一则新闻; 不完全正确的是，改变还是存在的，唐朝的报纸上写出一

条新闻要历时很长时间，而现在不需要那么久了。想象一下，数字化时代，微博和自媒体的运用，使一则

新闻瞬时产生。还有，获得新闻的读者或许存疑新闻信息中有不准确的信息，但疑惑很快又被几十则文

字新闻或数幅、数十幅照片解释了。一则纸媒时代不起眼的“豆腐块儿”新闻，可能在几十分钟内被百

万、千万次拷贝、转载，变成社会大新闻，甚至引发一场社会变革。这就是一种由量变导致的质变。物理

学和生物学告诉我们，当我们改变规模时，事物的状态有时也会发生改变。如纳米技术专注于将东西变

小而不是变大，到小到一定程度时，物质的物理性质就会发生改变。新闻信息也是一样，虽然新闻还是

那则新闻，质没变，但量变了，情况就会发生改变。

大数据的核心是预测，它通常被视为人工智能的一部分，但它不是要让机器像人一样思考，而是用

一定的分析方法，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一则新闻的“跟贴”数量能说明什

么? 一则新闻被转载的次数又说明什么? 面对海量的跟贴，我们只要通过关键词输入和搜索，就能了解

跟贴的基本态度。不久的将来，许多现在单纯依靠人类判断力的领域也都会被计算机系统改变和取代。

在我们还没有对传播学上的“议题设置功能”理论完全失去热情时，网民已转向，他们只关注他们想看

的新闻，他们只附和和他们意见相同的观点，表达他们想说的话。当研究广告市场、消费者的人员还没

有从问卷调查、抽样、访谈等传统手法中脱离出来，大数据时代的“全员”调查数据已经出来。

大数据时代应有三大观念转变: 第一，在分析处理时使用的是全部数据，不再依赖随机抽样。第二，

不再一味地追求数据的精确性，而是适应数据的多样性、丰富性、甚至要容忍错误的数据。第三，了解数

据之间的相关性，胜于对因果关系的探索。“是什么”比“为什么”重要。

19 世纪以来，社会研究一直依赖于抽样分析，这是信息缺乏时代和传播受限制的模拟数据时代的

产物。20 世纪以来，传播学经验学派一直执著于调查抽样的研究方法。以前我们通常将之视为理所当

然的接受了，因为大面积区域，广泛的调查是人力物力所不能及的。但大数据时代为我们获得相关的所

有数据提供了可能。另外，信息的数字化，使得所有信息都能以最简单的方式获得不失真的完美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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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且越来越廉价的存储技术和存储设备，使得大规模存储信息变得成本低和易于提取，数据提取使

用的无地域、无国界性，为人们带来更大的便利。

在传统抽样调查中，我们最关心的是样本设计的科学性、抽样的典型性、分析的有效性等，这是适用

于掌握“小数据量”的情况。当我们测量事物的能力受限时，关注的最重要的事情和获得最精确的结果

是可取的，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不得不精准地量化记录。但是，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凭自己的意

愿，分析“所有”相关的数据，但绝对的精准已不再是我们追求的主要目标，面对海量的数据，我们只需

要掌握大体的方向就可以了。这就像我们用人民币“分”的单位去精确度量国民生产总值一样没有意

义。当然，这么说也不意味着精确在大数据时代不再重要，只是“我们不再将之作为追求的主要目标。

因为适当忽略微观层面的精确，会使我们在宏观层面拥有更好的洞察力”［1］( P8)。

传统新闻写作中强调一则新闻要素齐全，即 5 个 W，一个 H 都要交待清楚。这其中的 1 个 W 是

WHY，即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寻找因果是人类长久以来的习惯，也是人类智慧的象征。在以往，空间相

对独立的社会中，这种追问是必要的，因为找到原因后我们才能尽量避免悲剧和痛苦的发生。但随着技

术的发展，社会主体相互的关联度越来越高，在多数情况下，一件事情的发生，原因都是多方面的。如社

会上发生某个事件，当我们追问为什么时，最有可能得到的回答是: 综合原因。当然，“如果能从中得到

因果关系 更 好。问 题 是，因 果 关 系 往 往 很 难 找 到，通 常 我 们 认 为 找 到 了 的 时 候，都 是 在 自 欺 欺

人”［1］( P241)。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没有必要再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上，而是需要寻找事物之间

存在的相关关系。即使相关关系不能准确告知我们某件事情为何发生，但会提醒我们这件事情正在发

生。对于被海量信息包围着的每个个体来说，正在发生什么的各种提醒已经足够多了。当然，同样，这

里说的不再热衷于寻找因果关系，并不是不寻找因果关系。人类永远可能不会放弃追求了解因果性，因

为对因果关系认识的追求是人类超越计算机的智力优势。这里只是让我们了解到另一种新颖的价值

观，之前预设的立场或“假设”暂时不存在了，用数据说明，看数据能告诉我们什么。“大数据并不是一

个充斥着算法和机器的冰冷世界，人类的作用依然无法被完全替代。大数据为我们提供的不是最终答

案，只是参考答案，帮助是暂时的，而更好的方法和答案还在不久的未来。”［1］( P233) 数字工具将数据化提

升到新的高度，不仅移动电话能跟踪到某人的位置，数据还能用于断定人是否生病了。

大数据为精确性新闻和预测性新闻提供了延伸报道的空间。模拟时代为精确性新闻而作的数据分

析耗时耗力，每个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收集和分析数据。而将模拟数据转换成计算机可以读取的数字化

技术的使用，使数据的存储和处理变得便捷和容易。过去几个月才能完成的数据收集，现在只要几天就

能完成，大大提高了其运用效率。

在新闻传播领域，大数据时代多媒体的运用，使人人都可能成为新闻信息的提供者，专业性变得不

那么重要了，也使各种可能性和相关性占主导地位，这就是为什么网络传播普及后，我们经常听到“每

个网民都可以成为把关人”“草根媒体人”的说法，但即便如此，媒介行业专业人士仍将存在，只是他们

必须学会去发掘海量数据中可能与新闻信息有关联的、有价值的东西。随着数据化工具和方法成本的

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事物均将数据化( 文字、方位、内容等等) 。新技术使这种数据分析和转换使用成

为可能。大数据为我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的维度，大数据已经成为新发现和新服务的源泉。当

然这句话表达的意思也适用新闻信息传播。

上述第二个特征是建立在第一点的基础上的。传统手段中使用抽样的方法，需要在具体运算上非

常精确，否则会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情况。可以设想一下，在一个总样本是 20 万的报刊订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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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取 200 人，如果在这 200 人的相关运算上出现错误的话，那么，放大到 20 万中，会有多大的偏差?

但在当前的全样本时代，有多少偏差就是多少偏差，不会被放大。大数据背景下，调查者能快速获得相

关问题的样态轮廓和发展脉络，要比对其精确性的追求重要得多。

上述第三个特征是关注相关性，表明变量 A 和变量 B 有关，或者说 A 变量的变化和 B 变量的变化

之间存在一定的正比关系或反比关系。但是，相关性不一定是因果关系( A 未必是 B 的因) 。人们都知

道著名的亚马逊的推荐算法，即这种算法能够根据消费记录，了解到用户可能会喜欢什么。当然这些消

费记录也有可能是其他第三人或第四人的，或是该用户历史上的，但它不追寻其中原因，只承认，A 和 B

的相关性很高。

二、从“用事实说话”到“让数据发声”———数据新闻学兴起

2013 年又被人们称为“大数据元年”。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与互联网相关的企业，都将其业务

触角延伸至大数据产业。2012 年美国政府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投资 2 亿美元将大数据应用

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使大数据由一个技术名词演变成信息社会变革的引擎，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这也提醒我们，大数据时代的媒体转型既是技术进步的课题，也是发展战略课题，将对目前媒体形

态和格局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如果数据被赋予背景，它就成了信息; 如果数据能够提炼出规律，

它就是知识; 如果数据能够借助于各种各样的工具在分析的基础之上为我们提供正确的决策，它就是资

源。”［2］

大数据时代要求媒体必须适应新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在获取、生成、解读、分析数据方面，探索

为受众和用户提供分众化信息服务的媒体发展之路，这也将成为媒体竞争力的要素。

因此，目前对媒体来说，数据新闻( Data Journalism) 将是一种新的新闻生产方式。如 1990 年开始的

电脑辅助新闻、2000 年开始数据库新闻。计算机在社会上应用以后，新闻业有精确新闻报道的形式。

信息化时代来临的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精确新闻，90 年代，西方新闻学界提出计算机辅助新闻( Com-

puter Aided Journalism /Ｒeporting) ，它们都是传统新闻接受数字化挑战而做出的转型努力。2010 年后，

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新闻业界又在新闻实践中引入数据新闻的概念。与精准新闻相比较，数据新闻

主要在三个方面有所变化。首先，数据新闻所分析的数据量级已远远超过传统新闻操作中数据图表。

其次，网络媒体的出现，使得互动式可视化效果在新闻作品中的呈现成为可能。最后，精确性新闻更多

的是文字为主、数据为辅( data for the journalism) 或是数据与文字相辅相成( data with the journalism) ，而

数据新闻则是数据为先、文字在后。数据新闻更多的是对数据的展示。因而数据可视化( data visualiza-

tion，也有人称之为信息可视化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成为数据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2010 年 8

月，著名记者米尔科·洛伦兹( Mirko Lorenz) 在他负责的一个名为“数据驱动型新闻”( data － driven jour-

nalism) 项目中提出，数据新闻报道有四个步骤，即挖掘数据———过滤数据———数据可视化———新闻报

道制作完成［3］。

这是一个线型且立体的报道流程: 一方面是处理数据; 另一方面，要对这些获得的数据不断检验，包

括要质询数据的信度与价值。最后再通过多种运算手段与传播渠道发布完成。从数据新闻可以更简单

而清晰地让受众明了复杂的情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数据新闻实际上整合了从传统的调查新闻到统计、

从设计到编程的若干个专业领域。它对新闻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传统的文字写作、音视频制

作外，还要求从业者熟练掌握社科研究方法，以及数据抓取、处理，并将数据可视化，还需要运用平面 /交

互设计、计算机编程等多个领域的能力展示新闻事实。数据新闻学是运用多学科、多种技术手段，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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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交互性的可视化作品呈现给人们，即是以一种客观、易于理解的报道方式呈现给公众。

伯明翰城市大学的教授保罗·布拉德肖( Paul Bradshaw) 在其《数据新闻的倒金字塔结构》一文中，

用“双金字塔模型”来表示数据处理的过程，其中包括数据汇集、数据整理、数据理解和数据整合四个部

分。当然，数据处理的最终目的是要完成数据的可视化并实现有效传播。这种数据新闻的传播是以

“正金字塔结构”进行，操作顺序包括了可视化、叙事化、社会化、人性化、个人订制化和使用等六个步

骤［4］。

当然，上述这些努力和尝试还处于探索阶段。研究者们还将继续摸索大数据时代新闻报道的经验。

2012 年 4 月 30 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宣布接受某基金会提供的 20 亿美元经费进行数据新闻学研

究项目，这项研究将专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发现并寻找新运算方法工具( 围绕数据所设计和运用

的) ，衡量其是如何影响受众及媒体资源。第二，关注所有公开的大数据，发现哪些是可利用的，哪些是

不可利用的，其中价值的隐藏有何规律; 什么类型的数据可能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发现大数据带

给新闻报道的价值。第三，将数据以可视化、形象化的方式在报道中呈现，衡量并发现哪种方法传达信

息、吸引读者最有效。

数据新闻的完成需要电脑程序员、数据分析师与编辑、记者密切配合。程序员的工作是辅助记者并

帮助他们挖掘数据，将庞杂的各类数据转化为可以被普通记者识别的电子数据表，然后，记者在分析这

些电子数据表的基础上，与程序员一起将其转化为易读的和可视的文字、图片或表格。

数据新闻一般会占据新闻页面最显著的位置，并与记者的文字报道相辅相成。例如，英国《卫报》

( Guardian) 在 2011 年的伦敦骚乱中运用数据新闻的方法，即运用城市地图清楚标出发生骚乱的地点，

并用色块的大小来标明骚乱发生的严重程度，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事态进展和及背后原因。

数据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特定的用途，它可以为了同一目的而被多次使用，也可以用于其他目的。数

据可以通过重组、扩展等多种方式再利用，这就是数据的价值。这些数据已经或将会存在，但还需要人

类通过技术分析和思维意识去开掘，数据的价值在于使用它，而不是占有本身。

个性化新闻应用的开拓者 Prismatic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布拉德福德·克劳斯( Bradford Cross) ，曾

于 2009 年开发了预测航班是否会晚点的网站，它主要基于分析过去十年每个航班的情况，然后将其与

过去和现实的天气情况进行匹配。但数据拥有者却做不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数据拥有者没有使用数据

的动机和强制要求。而这里我们说的“动机和强制要求”就是“大数据思维”。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每位

传媒人或新闻人也应有大数据思维。我们要不断地思量数据是如何影响社会的。

谷歌公司曾运用一个名为“谷歌流感趋势”的工具模型，报道和预告全美的流感已经进入“紧张”级

别。方法是通过跟踪搜索词的相关数据来判断全美地区的流感情况( 比如患者会搜索“流感”两个字) 。

当数据达到某个值时，工具会发出警告。事实也证明，这种通过海量搜索词的跟踪，得出的趋势报告很

有说服力。如当波士顿地区有 700 例流感得到确认，该地区就会宣布进入公共健康紧急状态。

同样，美国宾夕法尼亚的研究者通过分析微博发现，人们对于疫苗的态度与他们实际注射预防流感

药物的可能呈现出相关性，他们进一步对相关联的元数据进行了调查，发现了通过情绪态度分析能揭示

个人的卫生行为。一旦世界被数据化，只有人类想不到，没有信息做不到的。我们要做的只是提示隐藏

在数据中的价值。“有了大数据的帮助，我们不会再将世界看作是一连串我们认为或是自然或是社会

现象的事件，我们会意识到本质上世界是由信息构成的。”［1］( P125)

新闻业界也在做着这样的尝试，运用数据去发现新闻。

数据新闻学是新闻传播学的新领域，这种新闻生产方式已经被全球一些大的新闻传播组织广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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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如英国广播公司( BBC) 、《卫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欧洲新闻中心、Google 等机构也从

2011 年开始，举办了各种有关数据新闻的全球性学术会议与竞赛活动。

获取数据、处理数据、呈现数据是数据新闻报道中不可缺少的三个阶段。获取海量数据仅仅意味着

数据新闻的开端。获取的场域主要是政府、企业、机构等公开的数据库。

和传统的信息源一样，接下来记者需要对数据来源进行确认，必要时还要进行交叉验证。在此过程

中，记者还应考量和评价数据的意义主题，分析数据的过程中还要验证结论的合理性。在报道中并非使

用的数据越多就越好。最后，数据新闻将以可视化方式，即信息图表形式发布。从目前的报道情况看，

信息图表有静态、动态的以及交互式信息图表( Interactive Infographic) 。如《华尔街日报》曾制作“2012

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结果”图表作为报道，读者在图表中可以看到美国地图各地区上有红蓝两色的柱

状图，分别代表了民主党与共和党，力量对比一目了然。当用户将鼠标移到某一州所在的位置时，地图

上会立刻呈现该州具体的投票数据，清晰直观。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数据，发现读者、观众、消费者在哪里。

“大数据”分析，是通过收集整理海量数据，对其进行分析和挖掘，进而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大

数据对媒体意义之一在于发现读者、观众在哪里，然后向他们提供信息服务，获取发行量和收视率。美

国视频网站 Netflix 曾率先将大数据运用到 26 集电视剧《纸牌屋》的改编和制作上。该剧无论是剧情设

置还是选择演员、导演阵容，都以用户在网站上的行为和使用数据做支撑，从而受到观众热捧［5］。

媒体还可通过对数据的整合和分析，发现不同受众的需求，并且满足个性化和专业化的需求。

腾讯网总编辑认为:“目前门户网站之间、网络媒体之间同质化非常严重。未来的媒体和门户网站

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和关系链，在为用户筛选、推荐最适合的内容、提供近乎量身打造的新闻资讯的同时，

使他们体验社交媒体的感受。”［2］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掌握着大量数据源的媒体和门户网站提供了良好的转型契机。2012 年，国

内数家大互联网企业都调整了自己的发展战略，更有效地利用大数据。如浙报集团 2012 年开始投资数

据分析，将关注点放在社交网络的数据挖掘上; 优酷和土豆合并后，其打造的搜索平台可以挖掘和推算

出 4 亿多视频用户浏览行为的数据; 搜狐也正计划搭建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平台，并将全面打通整合旗

下数据资产，获取每月 9 亿多人次的用户数据并加以分析; 腾讯网启用新版首页，实施门户、视频、微博、

客户服务端的跨平台深度整合战略。

“优秀的新闻团体应该包括研究组、设计组、发布组三部分，研究组应当具备数据搜索、数据挖掘和

数据统计分析能力，设计组应该具备文字编写和分析能力，发布组则应具备在网络平台、传统平台发布

信息的能力，具有这些能力的新闻人才能算合格的新闻人。”［6］

同时，大数据时代来临，对媒介工作者提出了类似于媒介素养、信息素养的要求，即数据素养。媒介

人的数据素养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有大数据思维，这一种意识，即认为公开的数据一旦处理

得当就能为千百万人急需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二是培养自身的数据分析、处理能力。媒体需要应对

另一个大数据挑战，首先要解决数据加工能力的匮乏问题。因媒介缺乏专门的人才和没有掌握高端专

业数据分析方法，却一窝蜂地投身数据平台的搭建，实则是有名无实，对媒体长远发展不利。三是构建

和形成与各媒体发展相适应的大数据处理方法。虽然数据的整个处理流程可以概括为四步，分别是采

集、导入和预处理、统计和分析、最后是数据挖掘，但不同的媒体担负着不同的报道责任。因此应建立具

有特点的分析系统。随着具有语义网特征的数据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的发展，组织的变革就越来越显

得不可避免。大数据将推动网络结构产生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应关注与各媒体相关联的各种各样去中

·441·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1 期



心化的 WEB2. 0 应用，如 ＲSS、维基、博客等。大数据之所以成为时代变革力量，在于它通过追随意义而

获得智慧，媒体亦然。

在已经来临的大数据时代，媒体如果不转型，便会丧失主动权，还有可能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转型

就意味着要转变我们已有的新闻观念和报道形式。这种转变就像农业社会的人们转向以土地为核心资

源; 工业时代的人们转向以能源为核心资源; 信息社会，人们不得不转向以数据为核心资源。大数据时

代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经由它，人类的信息社会将更上一个台阶。谁掌握数据以及数据分析的

方法，谁将是大数据时代的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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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 era Communication Conceptual Changes
NI Ning

( School of Journalism，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 In this paper，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g data era as the background，analyzes the changes in the con-

cept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studies，especially large data analysis and its impact on the value found

for the news media． Mainly from 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data，information，and news related to relation-

ships，and from " the facts speak" to " let the data audible" data journalism two aspects of the rise of other re-

lated topics are described． This paper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journalism understood to

provide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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