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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 Photography

大数据时代，外媒大报
如何构建可视化数据新闻团队？
——《卫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实践操作分析

提要：视觉化新闻叙事作为推动报业整体转型升级的必要环节，越来越受到国内报纸的重视。国外知名大报如何围绕视觉化数据新

闻构建新的业务主线？其采编架构怎样组织？本文对欧美知名报纸的实践操作进行研究，剖析其在视觉化新闻叙事上的成功要素。

关键词：大数据  可视化 数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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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几乎是在瞬间完成对图形信息的处

理，处理文字却按照线性顺序，因此速度慢

很多。正是基于这样的科学研究成果，国外

很多优秀报纸一直将视觉化传播手段视为新

闻创新、提升报纸影响力的重要手段，甚至

是开辟市场的利器。

随着电脑技术和网络发展，获取数据

的便捷性提高，基于数据挖掘基础上的数据

新闻可视化，成为视觉化新闻叙事一个新的

发展分支和重要组成部分。被视觉化的新闻

不仅承载很多信息和数据，而且具有欣赏价

值。这一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内容驱动，是

一种新的新闻叙事方式。

《泰晤士报》的新视觉新闻团队是
怎样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可视化的过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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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

《泰晤士报》视觉总监马特·柯蒂斯

向笔者介绍，英国《泰晤士报》新视觉新闻

团队核心成员中的数据记者，一般是由新闻

记者转型而来，需要具备写作、调查、根据

数据形成观点、制图、缩小数据搜索范围等

能力。数据记者平时的工作职责是挑选题、

挖掘数据和编辑数据。团队中的数据挖掘员

一般不需要有新闻从业背景，但需要具备数

据深度研究、数据运算、从多种渠道快速调

出数据等能力。信息编辑（图表编辑）的日

常工作是制图、信息沟通，需要具备的技能

是图表设计，信息设计，初级HTML编程技

能，后期制作，Adobe edge、Indesign等软

件应用，插图绘画等。内容设计编辑（视觉

总监）是项目的主要决策人，他的日常工作

职责是确定选题、编辑数据、制图、成品出

稿等，需要具备图表设计、信息设计，简单

HTML编程技术，后期制作，Adobe edge、

Indesign软件应用，插图绘画等能力。

综合欧美报纸对视觉设计人员的要求，

除了基本的美术功底之外，还需要有良好的

新闻素养和较强的电脑技术。从事图表设计

工作，要有较高的新闻提炼和信息数据整合

能力。欧美报纸的很多优秀视觉设计人员是

从新闻记者转型而来。视觉化新闻叙事手法

在计算机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对操作

人员的软件熟练能力和应用能力提出较高要

求。对新闻选题和要素的把握提炼，更决定

着最终视觉表达的优劣。拥有新闻、软件和

艺术技能的高素质复合型视觉人才，正是多

数报纸视觉团队所紧缺的。

《卫报》：成立数字新闻部并将数
据可视化

2009年3月，英国《卫报》成为全球第

一个成立数字新闻部的报纸。《卫报》的数

字新闻部针对新闻选题搜集分析海量数据，

在收集、过滤、分析数据后，通过图表、地

图或互动效果图等形式进行数据可视化转

化，从而完成视觉化新闻叙事过程。（图1-

图3）《卫报》专业记者利用政府公开数据，

做出“2012伦敦奥运会数据图表”“你快乐

吗？”“BBC是如何开支的”“英国人死亡的

原因”“中国人每年有多长时间度假”等大

量高质量的视觉图表新闻。这些可视化的图

示以简洁明了的方式，让读者快捷、轻松地

了解信息。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这种视觉

化新闻叙事形式受到欧美媒体广泛关注。

《卫报》《泰晤士报》数据团队的
视觉人员构建

报纸在将信息转换成可视化的新闻图表

时，需要有新闻素养、技术素养与艺术素养

的人员协力合作。欧美知名报纸通常拥有一

个得力的视觉团队，一个相对完整的视觉团

队大致包括选题策划、文字摄影摄像记者、

数据编辑、美术设计、电脑制图、版面编辑

和网页设计等层面的人员。

英国《卫报》的视觉设计人员分散在

采编的各个部门。数据新闻团队则由5人组

成，其中Simon Rogers是数据新闻项目的创

立者，编辑“数据博客”和“数据商店”等

栏目；John Burn-Murdoch本人既是记者也是

数据研究者。其他成员并非全职的数据新闻

记者，同时还隶属于《卫报》的不同部门，

从事其他新闻采编工作。

此外，新闻部的美编共有5人，其中3人



 2013.11 CHINESE JOURNALIST  133

视觉Photography

负责当天的新闻版面设计，还有一人负责为

之后的版面做设计，也就是提前设计。其他

部门也有设计师，其中体育部2人，专题部3

人，还有一些不固定的设计师会做一些副刊

和其他的一些设计。《卫报》还有一个由6

人组成的图表设计部，其中4个人是做报纸

和网站的图表设计，另外两人做互动图表。

英国《泰晤士报》的采编人员一共约

420人，其中新视觉新闻团队34人。这个团

队的工作重心是运用视觉元素对时事新闻进

行分析阐释，一般不直接表现新闻事件本

身。团队中的核心成员有3人，分别是数据

记者、信息编辑和内容设计编辑，另有效果

展现程序员1人、数据挖掘员1人和设计人员

29人。

相比而言，国内报纸视觉团队的视觉产

品生产与内部团队设置不匹配，视觉团队的

分工不精，人员配备不齐，尤其缺少数据编

辑和电脑制图编辑这样的岗位设置。有的报

社甚至缩减专业的视觉工作人员，让非专业

人员来做视觉专业的工作。

可视化数据新闻的团队合作模式

新闻叙事的可视化操作，一般都是通过

团队合作完成。以比较常规的“图表新闻”

为例，各报纸在作为图表基础的数据采集模

式上各有不同。在欧美知名报纸中，有的视

觉部门在制作“图表新闻”时，数据基本依

靠新闻部门的一线记者采集，也有的视觉部

门依靠自身力量独立完成“图表新闻”的全

流程工作。

《泰晤士报》新视觉新闻团的三位核

心成员的工作互相交叉，在讨论与合作中完

成工作。工作流程是“定选题——挖掘数

据——编辑数据——制图——成稿”。这三

位核心成员会视内容不同而邀请文字记者合

作参与，由团队中的图表设计人员与合作记

者共同完成最后的视觉产品。

《纽约时报》的图表中心则是自行收集

数据，并不仰赖文字记者。大约20%的《纽

约时报》图表中心人员具备统计软件与数据

库工具的操作能力，有能力独立收集数据并

分析加工成图表新闻（图4）。如果数据很

复杂，则有数据中心协助。

相比之下，某些报纸在部门间缺乏有效

的横向管理，部门和部门之间沟通消耗大。

视觉部门和新闻部门之间如何进行有效沟

通，这成为很多报纸出品优秀视觉化新闻报

道的主要障碍。某些情况下，视觉人员很难

前期介入并参与报纸核心内容策划，使视觉

化新闻叙事变得有心无力。

重新审视视觉化传播手段在未来报业

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转变以文字为主的传

统传播思路，不可避免将触及媒体内部资源

分配，媒体机构设置专业化，视觉设计人员

专业分工细化，内部运作流程调整等问题，

需要报纸针对视觉战略进行系统化布局。

（作者分别是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新闻与发

展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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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卫报》2011-2012年度英国政府财政开支图表

□ 图2《卫报》英国人生活满意指数、财富指数、幸福指数、焦虑指数动态图表之——幸福指数动态图表

□ 图3《卫报》不同年度在伦敦的外国人人数变化表

□ 图4《纽约时报》2012美国总统选举数据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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