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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新闻在公安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王丽雪

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北京 100160

摘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新闻逐渐成为新闻报道中的重要形式，给受众带来了全新的

阅读体验。数据新闻通过将复杂的事实以图表、图像、数据分析等形式呈现，使信息更加直观和

易于理解。在公安新闻报道中，如何充分挖掘公安数据的潜力，利用数据新闻的优势，提高报道

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公安部门拥有大量涉及治安、犯罪、交通等方面

的基础数据，这些数据在传统报道中难以全面展示。本文将探讨数据新闻在公安新闻报道中的应

用场景，分析其在提升新闻透明度、增强公众信任以及实时响应突发事件中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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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新闻的特点

1.1 数据新闻的概念

随着大数据时代兴起，数据新闻这种新

型报道方式随之产生，给受众带来全新的体

验。数据新闻是一种通过对事实材料和统计

资料的采集、分析和呈现，以对所要传播的

事实性信息或意见性信息提供逻辑推论的依

据的计算的报道方式，以及通过上述方式生

产的新闻品类。数据新闻通过对海量数据信

息进行分析与整合，并将得出的结论通过可

视化、交互式的形式向用户呈现。

数据新闻的历史虽然并不悠久，但已经

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报道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新华网推出“数据新闻”栏目，对民生、经

济、交通、健康等内容数据进行分析展示。

网易“数读”栏目注重挖掘社会热点中有趣

的新闻点，用数据予以呈现。澎湃“美数课”

重视数据的可视化呈现，精准的选题、精美

的设计，成为这一栏目的灵魂。人民日报等

主流传统媒体也常常根据报道需要刊发数据

图表专版。

1.2 数据新闻的特点

客观性。数据新闻的核心特点之一就是

其高客观性，这一特征在现代新闻报道中具

有重要的意义。传统新闻报道往往依赖记者

的采访和描述，记者的视角、判断和表达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闻的呈现，甚至可能受

到个人偏见或外部压力的影响。而数据新闻

则不同，它主要依托于数据，特别是官方发

布的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挖掘，从而提

供更为客观、准确的信息
[1]
。

首先，数据新闻的客观性来源于其对真

实数据的依赖。数据本身具有相对的客观性，

不同于文字和图片描述中可能存在的主观臆

断，数据提供了一个更为准确、可核实的事

实依据。在数据新闻的框架下，新闻的内容

是通过数据支撑和验证的，这使得新闻事件

的呈现更加透明，避免了信息的失真与夸大。

无论是关于经济增长、环境污染，还是社会

事件的统计数字，数据本身都能以一种直观、

精确的方式反映出事物的真相。

其次，数据新闻强调分析和挖掘数据背

后的含义，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报告事件。这

一分析过程依赖于数据可视化技术、统计学

方法以及其他数据处理手段，使得复杂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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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能够转化为易于理解的图表和图形。例

如，经济数据可能通过图表呈现出增长趋势，

或者通过散点图揭示出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

性。这种方式不仅能增强信息的可读性和直

观性，还能够避免传统新闻报道中常见的过

度解读或误导性表达，从而提升新闻内容的

公信力。此外，数据新闻通过精确的数据分

析能够进行预测和趋势分析，从而为公众提

供更多的视角和思考空间。通过对历史数据

的挖掘和趋势预测，数据新闻可以帮助受众

了解潜在的变化和可能的发展方向。这种方

式不仅提供了事实，还给受众提供了更多思

考的空间，帮助他们做出更加理性的判断
[2]
。

然而，尽管数据新闻依赖于数据本身的

客观性，但其背后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呈现

方式依然可能带有一定的选择性和偏差。因

此，数据新闻仍然需要坚持透明性，明确数

据的来源和方法论，保证报道的公正性和准

确性。

全面性。数据新闻是一种结合了传统新

闻报道和数据分析的新型新闻形式，它通过

对大量数据的采集、处理与分析，将复杂的

信息以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受众，从而为新闻

事件的报道提供更加深入、准确的视角。在

制作数据新闻的过程中，记者不仅需要具备

传统的新闻采编技能，还需要掌握数据分析

和可视化技术，以便能够有效地从庞大的数

据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进而为新闻事件

的报道赋予新的维度。

首先，数据新闻的制作离不开对数据的

采集和整理。记者通常会从各种公开的数据

源中获取相关的统计数据、调查结果、政府

发布的报告等资料。通过这些数据，记者能

够获得事件背后的具体情况和趋势。然而，

数据往往是原始的、未经加工的，因此需要

通过精细的筛选和整理，将数据转化为能够

支撑新闻报道的素材。这一过程是数据新闻

的基础，只有高质量的数据，才能为后续的

分析和可视化提供有力支持。例如，在报道

某个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时，通过对过去几

年的交通数据进行分析，记者可以发现高峰

时段的拥堵情况、不同道路的车流量等信息，

从而为报道提供更加全面和具体的背景。这

种将数据与新闻事件紧密结合的方法，不仅

提升了新闻报道的深度，还能帮助受众更好

地理解事件的复杂性和广泛性。数据新闻的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数据的集中展示与分析。

为了让受众能够清晰地理解数据背后的信息，

记者需要将数据转化为图表、地图、时间轴

等可视化形式。

互动性。数据新闻的呈现方式相较于传

统新闻报道更加多样化，能够通过图表、视

频、动画等多种形式将数据转化为易于理解

的视觉信息。图表如柱状图、折线图、饼图

等，能够有效地展示数据的趋势、分布和变

化，使受众一目了然地掌握关键内容。视频

和动画则能够通过动态效果展示数据的演变

过程，增强信息的互动性和视觉冲击力，尤

其是在处理复杂的时间序列或地理数据时，

生动的呈现形式能够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数

据的深层次含义。同时，数据新闻也能收集

受众的意见和反馈，进一步改进数据展示和

分析方式，使其更加符合受众的需求，从而

提供更加丰富和互动的视听体验。这种多样

化的呈现方式，使数据新闻不仅仅是静态的

图表展示，更成为了一种互动性强、信息传

递更全面的全新传播方式。

2.数据新闻在公安新闻报道中的优势

与难点

公安工作中，蕴含着大量与群众生活息

息相关的数据，使其成为数据新闻报道的天

然富矿。使用数据新闻的方式报道公安工作，

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存在一定制约因素。

2.1 数据新闻在公安新闻报道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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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关注度高。公安工作中的许多方面，

如安全防范、交通出行、办证办事等，与群

众生活和日常关切紧密相关。对这些方面的

数据加以梳理总结、分析概括，所得出的结

论往往能够关联到群众日常生活，引发受众

关注。例如在每年节假日前，发布往年道路

交通情况及天气情况的数据分析，或者各大

旅游景点的人流量对比，能够对群众出行起

到提醒作用，社会功能显著，也容易达到较

好的传播效果
[3]
。

全面客观呈现。与传统新闻报道相比，

数据新闻在全面、客观呈现某一新闻事件上

更具优势。记者不仅能够通过分析数据，对

某一报道主题进行宏观角度的呈现，还能够

预测其发展趋势，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此

外，记者还可以从数据出发，挖掘背后的故

事，让宏观冰冷的数据，在微观层面拥有一

定温度。这种方式博采传统新闻报道和数据

新闻的优势，更具全面性和客观性。

密切警民联系。将专业公安数据转化为

可感知、可参与的传播产品，一方面打破了

数据壁垒，将晦涩复杂的公安数据直观清晰

地向群众呈现，提升了信息透明度。另一方

面，数据新闻可以通过交互性的设计，如在

针对交通出行的数据报道中，增加调查和建

议反馈功能，收集受众对道路通行情况的感

受和建议，实现警民互动的深度升级，提升

群众对公安工作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有利于

树立公安机关亲民为民的良好形象。

2.2 数据新闻在公安新闻报道中的难点

数据获取难度大。公安工作中的大量数

据涉及大量敏感信息，如案件详情、侦查线

索、公民隐私等内容，一旦泄露可能会影响

案件侦破、危害相关人员安全，并不适宜对

外公开。同时，许多数据分散在刑侦、治安、

交管、出入境等各警种部门，也基本制定了

较为严格的管理和使用审批制度。想要完整

获取这些数据用于新闻报道，往往需要耗费

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可能无法获取到足够

的数据，进而影响数据新闻的制作。

政策方向把握难。数据本身是客观的，

但对其解读需要专业知识。就公安新闻报道

而言，如果缺乏对公安业务知识和相关法律

法规的了解，就很难从大量敏感信息中准确

筛选能够公开报道的内容，在解读此类数据

时很容易出现偏差，甚至可能引发不良的社

会影响。

制作技术要求高。相比传统新闻报道，

数据新闻制作过程中，要精准把握数据及其

内在关联，并通过动画、美术、交互性设计

等方式将其呈现。这就要求制作者具备视频

剪辑、动画制作、美术设计、计算机编程等

技能，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生产的技术范畴，

要求高、实现难。

3.数据新闻在公安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场景

3.1 开展针对性安全防范宣传

各级公安机关均掌握大量常见案件发案

信息、风险人群信息、矛盾纠纷报警信息、

日常排查安全隐患等内容。对这些数据与人

员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地域特征、发案时

间等信息进行横向比对与交叉分析，能够从

中提炼出对应案件的发案高峰。据此制作数

据新闻进行报道，能够更精准地提醒相关人

群提高警惕，保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具有

较强的社会意义。

如报道如何防范针对老年人的养老诈骗，

可以将不同类型养老诈骗案件的发案情况、

发案地域等进行梳理。报道影响校园安全的

案件发案情况，可分类统计不同类型校园内

及校园周边的常见多发案件，从中总结规律、

分析原因，在校师生及家长进行针对性防范

宣传。

3.2 提供生活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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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还具有政务服务属性。身份证、

户籍、驾驶证、日常交通出行等群众日常生

活的多个方面，都与公安机关具有密不可分

联系。将与此相关的数据信息进行分类梳理，

可以提供大量与生活有关的信息。例如，每

年对当年新生儿姓名进行统计，梳理出姓名

中的高频字进行报道。这些信息既体现了当

年的时代特征，具有一定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也能够对需要给孩子起名字的新家长提供参

考。对节假日出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如什

么省份的人员流入量大，什么省份的人员流

出多，或者某个景区在假期中的客流量分布

规律等，对群众科学安排假期出行计划，保

障出行体验具有参考价值。

3.3 进行趋势性分析与预测

每一个数据都是时代的记录。以时间为

轴线，对一段时间以来，公安机关掌握的某

一类数据进行统计梳理，从而做出趋势性变

化分析，并预测其未来走向。例如对 20 年来

侵财案件的发案情况进行梳理统计，可以看

到直接接触类的侵财犯罪与非接触类的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信息变化特点。对节假日出入

境口岸客流量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到我国

对外开放情况的不断变化。这些数据既有鲜

明的时态特征，也能反映出过去到现在的变

化趋势，为人们了解社会提供了特别的角度。

4.利用数据新闻做好公安新闻报道的

若干建议

4.1 扩展数据获取与利用的方法

作为数据新闻的基础，能够获取足量数

据是进行充分报道的前提。在获取公安数据

较难的情况下，要加强数据新闻的报道频率

和力度，新闻媒体需要自身建立一个较为完

整的数据库，日常可以有意识地收集整理一

些有用的公开信息。同时，要建立完善的数

据处理系统，在快捷检索所需信息的情况下，

自动生成各种样式的图表。同时也要建立数

据安全系统，保障数据安全
[4]
。

4.2 培养专业人才队伍

数据新闻的制作对记者的专业素质要求

较高，因此新闻媒体需要培养专门的数据人

才队伍。在政策把握方面，能够在不泄露公

安工作机密的情况下，寻找适宜对外公开报

道的选题和角度。在数据分析方面，能够利

用多种分析方法进行综合研判，并建立数据

模型作出预测。在后期制作方面，能够将数

据与文本、图表、动画、短视频、H5 等多种

媒体形式深度融合，使得数据新闻的表现更

加直观、生动，更易于被群众理解接受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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