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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新闻大趋势》

内容概要

本书是英国《卫报》数据新闻实践的最佳蓝本，数据新闻和数据可视化领域的代表性著作， 由
现Google趋势数据主编分析师，《卫报》“数据博客”前任主编西蒙·罗杰斯撰写。罗杰斯亲述数据
新闻一线工作者从业经验，并将《卫报》2006年-2012年制作的众多经典案例汇入其中，全方位展现了
数据新闻媒体、数据新闻记者的工作状态，可谓是“媒体人必读的数据新闻领域的巅峰之作”。
通过书中生动、美丽的数据可视化作品，你能看到《卫报》是如何解读英国政府的财政开支，如何与
维基解密合作解读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日志，如何以创新性的角度报道伦敦奥运会⋯⋯你能看到数据
新闻让我们开始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世界，而它也终将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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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西蒙·罗杰斯
现任谷歌趋势数据主编分析师（Trend Data Editor）,曾任Twitter 公司首任数据编辑，屡获殊荣的英国《
卫报》网站“数据博客”和“数据仓库”（guardian.co.uk/data）前任主编、《卫报》新闻编辑。通过
和图表设计团队通力合作，他赋予了数据生命、使之跃然纸上。他曾深度参与和推动力《卫报》诸多
开拓性创举，发动读者用“众包”的方式分析了45万条英国国会议员开支记录，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
维基解密战争日志。他是2012年英国皇家统计协会“杰出数据新闻奖”得主，被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
所提名为“2011年度英国最佳互联网记者”。
《卫报》的“数据博客”
http://www.theguardian.com/data
英国《卫报》是世界上较早从事数据新闻实践的媒体之一，成绩斐然，别具一格。2009年《卫报》开
创了“数据博客”，可谓数据新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卫报》的数据博客是一个每日更新，数据信息全部可视化的数据新闻博客。它涵盖政治、经济、体
育、战争、灾难、环境、文化等不同领域，采用图表、地图以及互动效果图等不同形式，既有量化数
据也有质性数据，还有两者兼顾的混合数据；它倡导用数据讲述新闻故事，增加新闻的可信度，揭露
事实真相；它鼓励读者对这些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和研究。
译者
岳跃
毕业于武汉大学，目前就职于新华通讯社。他既是财经记者、新闻主播，又是英文翻译和数据达人。
立志成为全能型媒体人的他，创建了国内首个专注于数据新闻的自媒体公众号“大数据新闻”。他坚
信，数据改变世界。
新浪微博：@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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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导言
第2章 数据无处不在
第3章 追根溯源
案例分析：维基解密
第4章 解读财政开支
欢迎提出修改意见
第5章 点“数”成金
第6章 衡量幸福
案例分析：2012年伦敦奥运会
第7章 数据的世界
第8章 众包
案例分析：2011年伦敦骚乱
第9章 新朋克
第10章 怎样做数据新闻
译者后记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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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卫报》早期案例集合

数据图表做的是真好看，不过对于移动、交互可视化描述不多
2、在图书馆翻完的 基本都是案例 文字部分更多是从编辑角度探讨如何收集数据和筛选 基本没有讲如
何实现可视化 所以对我没什么用 里面提到的很多工作室和网站倒是可以参考
3、制作还算良心，但是实质内容比较少。
4、图表做的很一般，英国信息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实质意义，随便翻翻就行了，真没什么营养。
5、图片、数据丰富，这书是“可视化报道”的生动实践，唯一缺陷就是深入的理念分析还是少了些
，推荐可以和《新闻传播的大数据时代》一书结合阅读。
6、大三下开过一门数据新闻课，计算机背景出身的老师兴致勃勃做可视化讲洞见。可惜现在连软件
都不会用了。带着“如何更有洞见”的想法去看这本书只看到很多课堂讲过的案例，略失望。看到定
价觉得这本书在图书馆翻完还是赚的，要是买的话估计生气给负分。
7、蛮喜欢，就是太贵
8、案例比较多。
9、总体比较水，在设计样式上丰富一些见识吧。其他真没什么干货。
10、今天读了买了这本书，有些失望，大开本，彩色印刷，很多人推荐，作者也算是实践者，但是内
容就比较稀松，太多图占了绝大多数叙事空间，了解案例，看这本书或许可以，但是中文翻译标题所
言之“大趋势”就似乎完全看不到了。工具方法类的介绍也几乎完全没有。
11、期待太高，花了大篇幅讲述卫报的案例，但是其实对中国读者而言，意义不大，干货较少。两篇
序和最后两章还行。
12、a picture is worther a thousand words
13、装帧漂亮，但内容比不过价格。
14、上学期读的，图表太多，章节设置不太好。
15、凑合吧写的，图还是不错的
16、由于是翻译的，原书写作日期较早，案例来自《卫报》
17、看看
18、卫报确实走在前列。这本书更多为开眼界，案例非常多也做得非常好，不是一本Handbook,但阅
读完也觉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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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要问在下是如何知道这本书的呢？答案很简单，想要什么书就有什么书，就素这么任性。当我拿
到这本书时，就被书的重量和厚度吓哭了。话不多说，上图先：当我打开这本书时，一幅幅图画和漂
亮的数据图吸引了我。没错，我就是这么的肤浅，漂亮即王道。看完之后才深深明白：数学才是解读
宇宙和万事万物的第一语言。不过芝士君这里要吐槽。中文译名和书的内容没什么关系啊，通篇读下
来，都没有什么『新闻大趋势』，而且原版英文名明明就是『facts are sacred：the power of data』好吗
？
2、今年4月，我在公开课平台MOOC上修了一门《数据新闻基础》的课程。这门课是由Google News
Lab和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共同发起的。而这门课程的主讲人之一，正是这本书的作者—
—Simon Rogers，而他曾是《卫报》“数据博客”前任主编，现Google数据分析师。无论是在业界的媒
体行业，还是在学界的高校，数据新闻不断地被谈论着，曾经在旁听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本科硕士
阶段读物理专业、博士改研究数据新闻的老师，虽然没有受到学术界前辈的认同，坚持争论着自己对
数据新闻的定义和理解。在我看来，怎么定义有时候并不那么重要，对于媒体从业人员来说更是如此
吧，产生好的数据新闻作品才是他们一直在追求的。而数据新闻，在我看来是一种呈现新闻的方式，
有时候数据本身的解读就是新闻，有时候是作为辅助信息，让读者更好更形象化地了解新闻事件。【
成为数据新闻记者有多难】这个感叹不是读完这本书才有的，而是在修那门公开课的时候，在艰难地
完成每周的assignments 的时候就产生了。我们身处大数据时代，数据素养成为和媒介素养一样重要的
词汇。我理解的数据素养，包括对数据的收集能力，对信息的检索能力，这些本身是记者进入这个行
业必须具备的能力；而对数据的分析能力，需要社会科学的训练和素养；至于数据最后的呈现，需要
一定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设计能力。通常来说，我觉得后两方面的能力是一个传统记者想要成为数据新
闻记者比较缺乏的。在一个完整的数据新闻团队里，找好自己的定位固然重要，掌握多种岗位的技能
也同样特别重要。这也就是说，数据新闻时代的到来对媒体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会检索
数据，会分析数据，还需要掌握可视化的方法呈现数据，而这样的呈现，不只是静态呈现，也许在全
媒体记者的时代，还需要会动态交互式地呈现。而像Rogers在书里写的那样，“当新闻记者和数据分
析师这两种角色融为一体时，才会做出最好的数据新闻。”【数据新闻在中国】 数据新闻在中国有很
多好的平台和案例，例如马金鑫研究数据新闻的网站、财新数据和可视化实验室出品的财新数字说，
还有一些门户网站的数据新闻栏目如搜狐数字之道、网易数读等等。在这本书里，我注意到，一些全
球范围内的数据分析统计可视化呈现的图表中，中国大陆是没有包含在内的，例如第七章《数据的世
界》里的案例：世界凶杀那案地图，但是有中国香港的数据。那在中国做数据新闻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呢？作者在序中提到，在中国做数据新闻的困难之处在于数据的获取较为困难。美国、英国会有政府
专门开通的数据网站，中国目前还没有。也有人长期在呼吁政府要发布已掌握的数据，但很难。《中
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写道，“中国人是一个‘忽视精确、思维含混’的民族。”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
的，归根结底地说，政府的数据发布工作还没有进入常态化，而官方渠道获取数据是制作数据新闻最
主要的途径。【推荐读这本书的理由】这本书的案例非常丰富，来源于2006-2012年间《卫报》的数据
新闻作品，选题涉及计算英国政府的财政支出、英国庭审记录、伦敦奥运会、美国大选数据分析及预
测等。这些都是很成熟的数据新闻作品呈现，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而且书里也介绍了一些可获取数据
信息的网站、制作信息图表的工具，比较实用。这本书启发了我对图表中配色的重视，书中举了一个
关于伦敦贫穷地图分布的例子，红色代表贫困状况相对加剧，绿色代表贫穷状况相对减缓。然
后Twitter上很多网友指责颜色选用失败，没有考虑到色盲受众的阅读体验。这一点如果不是看这个案
例可能我也没有想到。还有一点就是《卫报》团队在无法拿到官方数据时的执着给我很大启发，在伦
敦奥运会的案例中，他们对奖牌数量、获奖运动员教育背景分布、奥运会投入资金等等作了可视化分
析的呈现。而里面涉及到超过一万名运动员的数据，不是从奥委会官方拿到的，而是他们团队“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从官网趴的数据。最后一点是对于数据新闻的批判性思考，“数据不会说谎，但数据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反映事实真相呢？”作者认为，当下对数据技术的狂热，与20世纪初的一类时
代精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时有乐观的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在一个客观的、以事
实为准绳的世界里，可以不受任何主观因素的影响。这是一个好的时代，数据无处不在。在海量信息
中挖掘数据，不只是媒体行业关注的话题，也是各行各业在热议的。这是一个糟糕的时代，我们被数
据裹挟。麦克卢汉说的“媒介即讯息”到今天的“数据即讯息”。像任何一种信息一样，数据也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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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和冗余的一起出现。所以我觉得要警惕的地方是：如果过分重视数据本身的呈现，会忽略整体
的叙事逻辑，不是为了分析数据而分析数据。最根本的目的仍然是要讲好故事，让事实呈现得更明了
。总而言之，还是精彩的故事最吸引人。【不推荐读这本书的理由】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如何做数据新
闻的手册，章节的设计比较随意，以案例为主导，而不是以制作数据新闻的步骤为主线。大开页的印
刷，充斥着案例和图表，排版有的地方印刷随意，有时几条推特评论就排5-6页。阅读体验没有交互式
的浏览网页的效果好。【关于MOOC数据新闻的课程】最后我想分享一下关于数据新闻公开课“Data
Journalism Fundamentals”的心得体会。 这门课的讲师团队由这本书的作者Simon Rogers、数据新闻网
创始人之一马金鑫、哥伦比亚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数据新闻相关课程的老师以及路透社驻香港记者组
成。这是一门教你怎么从头开始学习制作数据新闻的课程，课程安排比较明晰，第一周课是一个关于
数据新闻的概览式介绍。第二周课是关于如何获取数据的分享，从介绍什么是数据到获取数据的几个
来源以及一些实用的工具，例如如何将PDF内嵌表格中的数据提取出来等。那次练习我选的数据是中
国国家统计局在人口普查中关于中国女性初婚年龄的数据。它不单单是一个初婚年龄数字，而是可以
充分利用的数据库，可以做城乡对比，也可以做年代对比。所以给我的启发就是很多时候要回到原始
数据源当中，才能有更多的发现。第三周是关于数据分析和阐述，第四周是关于可视化（制作图
表&amp;配色等等），最后一周是关于怎样呈现以及讲述好的故事。  因为我只是做了一些小的练习，
没有参与到具体的选题项目，所以感觉这个课程的内容没有充分吸收。不过课程设置的思路非常清晰
，既有实用的工具介绍，也有对于数据新闻背后的批判和反思。【备注】这是我在一门课上交的读书
报告的作业，内容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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