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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活动与波特价值链中的基本活动相对应，提出关联数据环境下基于价值链

的新闻生产过程。在此基础上，结合新闻生产的一般规律，构建关联数据环境下基于价值链的新闻生产模型。

该模型将关联数据技术嵌入新闻生产活动，实现新闻生产的高效率及个性化服务，对推动新闻生产流程优化升

级以及对媒体的新闻生产实践活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为当今新闻媒体机构利用关联数据进行新闻生产

活动指明方向，为新闻传媒行业更好地适应当代新闻生产的生态环境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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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生产综合新闻实践活动，包括采集、制作、发

布、传播新闻的全过程，是传播者对新闻事实进行选

择、加工和发布的过程[1]。传统媒体新闻生产成本高、

时效性差、发布模式单一，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新

闻信息的需求。与此同时，由于网络媒体信息数据量庞

大、信息载体种类丰富且信息更新速度快，新闻机构制

作及维护网站的工作量增加，且网站之间相互独立，导

致节目之间的相互关联变得极为困难。同时，因缺乏单

一、共同的综合数据来源和有效的数据发布机制，媒体

机构无法及时对其网站内容以及新形式信息载体（移

动设备、游戏机等）上的内容进行更新，导致新闻机构

的工作效率低下且实际支出远远高于预算成本。随着移

动网络媒体的发展壮大，受众对新闻生产的要求已然

转变，他们期待随时获取信息、实时关注重大事件发展

的全过程。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据在新闻生产活动中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数据新闻的核心和本质在于构建数据背

后的意义关联。2006年Tim Berners-Lee提出“关联数

据”，之后由于万维网联盟（W3C）的持续促进，关联

数据的发展速度与日俱增，为数据网络发展提供了基

础。关联数据技术不仅使网络的数据结构发生巨大变

革，还将对数据网络的运作方式和服务模式产生深远

的影响。截至目前，在理论层面进行的研究已经不能够

满足人们对关联数据的探索需求，所以关联数据的研

究也渐渐延伸到了应用方面，关联数据为新闻生产的改

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形式。

价值链的概念植根于产业经济学，其被用来为

企业管理过程提供分析框架。它最早由迈克尔·波特

（Michael Porter）提出，此后被用来描述特定产业的

价值创造机制的结构和顺序生产的逻辑。新闻媒体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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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都需要生产多种类型和形式的新闻产品，其生产链

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具有极高的复杂性。通过引入价值

链，能够让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变得更加

科学化和标准化，从而降低生产风险。英国广播公司

（BBC）早在2009年就在其内容管理系统中使用语义

网标准和关联数据技术发布了BBC音乐测试版网站[2]，

自动在内容分类系统（CIS）与DBpedia之间建立连接，

使其门户网站能够自动更新内容，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

生成动态聚合的页面而无须人工交互，将其内部资源

与外部资源有机地整合起来，以方便用户导航、改善用

户体验、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BBC作为媒体领域应

用关联数据技术的成功案例，不仅促进媒体领域关联

数据的发展，还为媒体行业其他组织实现关联数据化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针对用户需求的变化及传

统新闻生产的局限性，本文结合新闻生产的一般规律，

从价值链角度提出关联数据环境下新闻生产流程模

型，以BBC为例进行详细说明，同时对其新闻生产模型

构成展开分析。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新闻生产研究：一是对于新闻

生产流程管理体制的研究；二是对于新闻生产流程再

造的研究，旨在通过对传统新闻生产管理体制及其流

程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新的改进方式。申淼等[3]对路

透社新闻产品的生产流程进行分析，将发布新闻的整

个过程看作流水线上的若干道生产工序，借鉴企业管

理理念，从采编流程、质量管理、产品分类、员工激励

4个方面分析新闻生产流程的管理体制，并结合马克思

主义新闻理念和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可供中国新闻

业借鉴的路透社新闻管理体制经验。田小平[4]指出按照

量化要求为新闻生产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设置一定的

管理指标体系，能够使报纸生产流程管理更加科学规

范。郑永智[5]指出当前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流程已然落

后于信息化发展的进程，只有不断地进行优化，才能制

作个性化新闻产品，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履行传统媒体

历史责任。栾轶玫[6]认为融媒体时代下新闻生产的流程

再造要解决以下问题：内容生产的多媒体化、新闻素材

价值判断、多渠道新闻分发、用户管理、新闻推送等。

赵子鹤[7]以智能新闻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对传统新闻生

产模式的冲击与创新，并探讨智能新闻的发展前景及

新闻行业的数字技术反思。付晨璐[8]认为可应用云计

算、大数据、AI等新技术推动新闻智能化发展，提升新

闻内容的质量。

还有一些研究从关联数据视角探讨媒体信息的

制作、分析及发布。Kim等[9]讨论了以领域本体为集成

层，通过共享知识模型促进来自不同系统的标签的重

用，以支持在新闻编辑室这样的协作环境中进行资源

标记，从而增加编辑过程的灵活性。Schandl等[10]认为

在百科全书或电影关联数据集等关联数据源中能够

检索媒体相关信息。Kobilarov等[2]介绍了BBC利用关

联数据改进现有的Web应用程序，达成内容聚合、丰

富和页面导航等目的的方式。Hu等[11]提出了基于本体

的推理系统，该系统支持来自非常大的语料库的新闻

项目的自动分析和聚合，从OpenCyc、EventSm1-G2、
NewsM1-G2和新闻行业文本格式（NITF）中提取名

称、术语、时间和位置，并对这些元素进行推理以检测

新闻项目之间的语义相似性。

可以看出，传统新闻生产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着变

革，但将关联数据应用于新闻生产的研究成果较少，而

当前关联数据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关联数据

技术能够有效地提升媒体信息的加工效率，实际上一

些媒体机构（如BBC、路透社和《纽约时报》《卫报》

等）尝试将关联数据运用到媒体信息制作过程中，这些

研究成果及实践为本文奠定了基础。

2  关联数据环境下基于价值链的新闻
生产流程分析

信息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媒体新闻的线性生产过

程与企业生产、发行、流通和销售的整个过程存在一定

的相似性。新闻生产和企业生产一样，是在各个要素和

资源的共同协作中完成的。同时，新闻生产各要素之间

环环相扣，上一环节完成后才能开展下一环节，因此新

闻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活动能够与波特价值链中的基本

活动相对应。如图1所示，新闻生产过程可以被理解为

一个价值链，基本活动包括内容获取、内容编辑、内容

捆绑、内容分发、内容消费，支持性活动包括关联数据

基础技术、人机协作、本体开发及平台架构。利用关联

数据技术，可以为基于价值链的新闻生产流程提供技

术支持，以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关联数据环境下基于价值链的新闻生产模型研究贾君枝，梅玥



12 2023年第19卷第5期

2.1  内容获取

内容获取旨在搜集不同来源的数据以形成新闻内

容池。为了构建新闻内容池，需要对生产新闻所需的相

关数据进行搜集、存储和集成。新闻数据为新闻媒体

机构发布的数据，不仅包含新闻文本数据，也包含图

片、视频、音频等多媒体数据。新闻数据的来源包括内

部来源以及外部信息来源。其中，内部来源指的是新闻

机构内部的数据库和信息系统，通常包括新闻数据采

集信息系统、新闻编辑管理系统、字幕管理系统，以及

存储大量历史数据的档案数据库等。新闻数据采集信

息系统的采集对象包括新闻发布机构、发布时间、新闻

标题、新闻摘要、新闻内容文本、新闻图片以及相关的

多媒体数据。

外部信息来源可以通过信息获取技术在网页、签

署版权协议的媒体平台以及其他新闻机构的内容孵化

平台上抓取各种各样的内容，此外还可以通过开放的关

联数据云平台来获得新闻媒体所需的大量开放数据。

2010年BBC推出世界杯网站[12]，从700多个包含体育相

关信息的内部站点提取内容，并从提供比赛、球队和球

员统计数据的各种外部来源提取自动XML体育提要以

充实内容。

2.2  内容编辑

内容编辑旨在对经审核的信息进行语义标注，并

以关联数据形式发布，旨在利用关联数据技术为编辑

工作节省时间及人力资源。在内容编辑过程中，首先需

要审核信息的安全性，包括是否符合国家安全和利益、

内容是否健康等，只有符合审核标准的内容才能进入内

容池。其次对内容进行语义化处理，建立内容池数据之

间的链接，以更丰富的背景知识充实新闻文档，便于用

户获取数据。编辑过程中，通过文本分析方法抽取命名

实体，新闻记者人工筛选复核、进行概念消歧后将命名

实体链接到DBpedia等大型知识库，旨在利用DBpedia
中实体的层次关系进一步充实媒体文档；构建新闻领

域本体，依据该本体实现对新闻项元数据的自动标注，

基于关联数据原则转换为资源描述框架（RDF）格式

并进行发布。BBC依据构建的体育本体，利用编辑器支

持媒体文件的（半）自动标注，将文本中的标签与本体

中的类、属性进行匹配，并将其推荐给编辑人员进行标

注。此外，在编辑器中选择相关概念之后，通过使用前

向推理（将层次相关的概念添加到媒体文件中）来实现

自动语义充实。

2.3  内容捆绑

内容捆绑旨在实现新闻信息产品的情境化和个性

化服务。通过提供对媒体文件的自定义访问功能，允许

用户提取和关注与主题相关的数据，实时生成新闻稿、

统计数据、动态网页等，以提高新闻信息的可导航性、

可查找性和重用性。利用用户行为数据提供个性化服

务，丰富用户的阅读体验，提高广告相关性。利用领域

本体来组织新闻元数据，并从媒体文件中提取元数据，

用于计算媒体文件之间的相似度，从而提高新闻自动选

择和服务推荐的相关性。这不仅为用户提供了更丰富的

交互体验，也不会侵犯他们的隐私。此外，通过将基于

规则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领域本体相结合，为用户提

供模糊搜索机制，使用户可以更加方便地浏览新闻数

据库。BBC创建了一个表示网站编辑结构的附加元模

型，该模型从存储库中提取编辑内容（如概要、故事和

视频），并附加动态内容（比赛、球队和球员的统计数

据），帮助用户自动编译一个合理、接近实时（延迟1分
钟）的富媒体站点。

2.4  内容分发

关联数据技术可以为新闻生产流程提供技术支

持，以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在关联数据环境中，内

容分发过程主要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 PI）或

SPARQL端点提供机器可读的和语义上可互操作的元

数据。既可将内容分发过程设计为服务于内部，以便数

图1  关联数据环境下基于价值链的新闻生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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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编辑室内部重用，也可以用于外部目的，以便数据

在未知用户之间共享，如提供网页上的开放SPARQL
端点。出于共享和联合建设目的，BBC开发了一个清

晰的I R I模式，通过该模式可以识别各种资产，如页

面、索引或故事，从而大大提升BBC内容的可引用度，

并提供了有据可查的体育本体等供下载，以便第三方

重用。关联数据集BBC Music、BBC Programmes、
BBC Wildl ife Finder以及DBTune.org John Peel 
Sessions RDF Server已加入开放数据云图，并在关联

开放词表（LOV）平台上注册了8个词表bbc、bbccore、
bbcprov、bbccms、wlo、sport、cwork、stories[13]，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数据集的影响力。

2.5  内容消费

内容消费针对新闻信息产品用户：用户使用终端应

用程序，实现对新闻项目的访问。对传媒行业而言，传

播效果是媒体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传播效果直接影

响用户体验和广告商资金投入。利用语义网和关联数

据技术实现内容管理，面对快速更新的内容，采用动态

语义出版的管理和维护方式，对动态内容捆绑优化，实

现语义内容的自动聚合和复用，从而为受众提供多模

式阅读体验，提供多维度的导航入口及搜索方式。此

外，可以个性化定制内容，以改善用户体验、促进用户

参与。BBC开发了一种自动建模算法，用于将RDF三元

组转换为带有基于主题树的注释的HTML页面，将存

储在数据库中的文章内容以及与之关联的数据发布在

HTML页面上供用户使用。

3  关联数据环境下新闻生产模型构成

传统新闻生产的过程主要有4个环节：新闻线索搜

集、新闻访谈、新闻编辑以及新闻报道。我国传统的新

闻媒体在生产新闻时一直倾向于采用固定化、线性的

生产方式，并且每一个特定链接都必须是由各种新闻

媒体统一设置、组织和规划的。因此，传统新闻生产模

型的新闻生产时效性差、新闻制作成本高。

与传统新闻生产模型相比，关联数据环境下的新

闻生产模型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内容获取环节，可以利

用关联数据集下的新闻领域数据集，这些数据集提供

了开放的公共下载端点，新闻媒体机构可以以JSON、

RDF/XML、Turtle或N-Triples的形式快速获得这些数

据，以保证新闻生产的时效性。在内容编辑环节，不仅

可以通过对文本分析进行命名实体抽取，利用DBpedia
中实体的层次关系充实媒体文档，还可以通过构建新

闻本体，把内容池中的数据以关联数据的形式发布出

来，并进行资源的开发以及价值的再创造，从而快速丰

富新闻文档内容，减少工作时间。在内容捆绑环节，可

以为用户提供良好的交互体验，便于用户浏览新闻数据

库。在内容分发与内容消费环节，可提升新闻内容的可

重用性和丰富性，新闻机构可以通过提供合格的数据

链接来显示改进内容的发现过程。这个相互连接的数

据网络为内部编辑和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的内容资源，

从而为新闻生产过程增加可观的价值。

从功能角度，关联数据环境下基于价值链的新

闻生产可以划分为新闻语料采集、语义标注、拓展应

用3个阶段，如图2所示：新闻语料采集主要是内容获

图2  关联数据环境下的新闻生产模型

API SPAR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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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过程；语义标注对应内容编辑的过程，提供基于

NewsML-G2本体的新闻数据描述、与其他媒体本体链

接、RDF化新闻数据；拓展应用主要体现了内容捆绑、

内容分发和内容消费的过程，包括语义检索和个性化

推荐。这3个阶段是相互联系、逐级递进的，为新闻媒

体机构利用关联数据实现高效率、个性化新闻生产、推

动新闻生产流程优化升级提供了可能。

3.1  新闻语料采集

新闻语料采集是关联数据环境下新闻生产模型的

最底层，主要任务是集成媒体机构内部数据库与外部

网页上的新闻事件资源。对内部数据库的数据，只需

获得内部使用权限即可。而对于外部网页资源，需依赖

网络爬虫技术下载新闻事件的相关网页并将其存储为

XML格式：通过抓取网页工具、文档编辑工具对这些

新闻页面进行爬取及处理，通过HTML解析器将搜集

到的新闻事件相关网页进行解析，获得新闻事件相关

网页的XML文件，包括新闻标题、发布时间、新闻来源

以及新闻概要等信息，并存储到本地数据库中。新闻数

据集以列表的形式显示，为数据处理提供相关的数据

支撑。集成后，数据被发送到编辑处进行内容审核，只

有符合审核标准的内容才能进入内容池。

3.2  语义标注

语义标注主要处理关联数据环境下基于价值链的

新闻生产过程中内容编辑环节的任务。内容编辑是新

闻生产过程的核心，语义标注的主要任务就是基于内

容池对资源进行深层次描述及标引，涉及元数据标准，

受控词表，本体的制订、标引，以及数据关联，最终形

成新闻关联数据集。

为推动新闻数据的交换，NewsML-G2作为用于

交换文本、图像、音视频新闻的标准，已被应用于新闻

数据描述。国际出版电讯委员会（International Press 
Telecommunications Council，IPTC）先后开发了NITF
和NewsML两个描述新闻文章的结构和内容的标准，

随后IPTC又发布了新闻架构框架NAR。NAR是一个

通用模型，使用与媒体相关的元数据格式（如EXIF、
DIG35和XMP）来描述信息，为第二代IPTC新闻元数

据标准提供了框架[14]。NewsML-G2正是在NAR基础

之上构建的。NewsML-G2与专业新闻组织的工作方

式保持一致并为专业新闻组织的工作方式建模，通过

标准化最终支持所有类型内容的元数据的处理，以供

用户链接、搜索和理解。其基本描述单元是条目，指代

一个新闻事件的系列视频，进一步细分为newsItem、

packageItem、conceptItem和knowledgeItem 4个类

型，其中：newsItem用于描述NewsML-G2中的媒体对

象，包括文本故事、图像或音频剪辑；conceptItem不仅

用于描述现实世界实体，如人、事件、组织、地缘政治

区域，还可以描述主题、情感等抽象概念，用于对新闻

涉及的实体和概念进行分类组织。NewsML-G2条目包

含的元素及其描述见表1。contentMeta是其核心，描述

新闻文档的主题、创建者、创建日期、编辑及其分类等

信息，其中分类、主题取值来自SKOS（简单知识组织

系统）化的受控词表NewsCodes Scheme及本体。

表1  NewsML-G2元素及其描述

rightsInfo

itemMeta

contentMeta

partMeta

contentSet

版权信息，诸如谁负责、谁是版权所有者

以及使用条款等信息

条目元数据信息，如提供者、版本、

工作流程中的角色等信息

新闻内容元数据信息，如创建日期、创建者、

贡献者、目标受众、语言、体裁、主题、标题、描述等

部分新闻内容元数据信息，信息可以被分解成

多个部分，如镜头、场景、图像以及各自的

描述数据和时间边界

新闻内容的不同格式信息

元  素 描  述

基于NewsML-G2标准先生成对应的新闻元数据

记录，再对新闻内容进行语义标注，并通过与外部资源

建立关联实现元数据语义扩展。内容编辑人员使用文

本处理工具，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从添加的新闻

文本中提取关键字、主题、类别和命名实体，根据所构

建的受控词表及本体，实现分类、主题及实体标引。为

了保证新闻主题的准确性，可以根据文章上下文，从给

出的列表区选择适当的术语，提取出的术语用统一资

源标识符（URI）表示，并与NewsML-G2相关本体中

的概念进行匹配，从而实现新闻文档的语义标注。同

时，将所提取的命名实体映射到网页上的知识库，如

GeoNames或DBPedia的人员、组织和事件等类，建立

有效的外部链接，形成关联数据集，从而为新闻机构开

发新的应用程序提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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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拓展应用

经过语义标注的关联数据通过API或SPARQL端
点提供机器可读的元数据及数据集，不仅服务于新闻

机构内部，便于数据在新闻编辑室内部重用，也可以

服务于外部用户，以便用户浏览更全面、详细的新闻内

容。这些数据进一步被开发应用到具体场景中，以实现

语义检索及可视化呈现、个性化推荐等。

基于关联数据的新闻内容语义检索不再简单地停

留在字面匹配。用户以主题、关键词、表单或自由文本

等形式在检索界面输入提问式，系统会解析检索提问

式，转换为本体查询语言，在关联数据集中查找满足检

索条件的三元组并输出，从语义层面满足用户的检索

需求。基于新闻内容之间丰富的内外部关联信息，应用

可视化技术，从不同维度展示新闻内容，允许用户从内

部站点访问外部链接的新闻资源。

实现个性化新闻推荐。基于用户使用数据（如浏览

新闻的历史记录及评论）形成用户画像，运用内容推荐

方法，在对用户的实际需求进行智能分析的基础上，充

分利用多种数据分析技术，主动地为用户提供准确及

时的新闻资源。对用户资源搜索的全过程进行跟踪，进

而为用户解决特定问题提供相关检索建议等帮助性的

服务，以实现新闻个性化定制与推送服务。用户的反馈

和建议也能够促进新闻个性化定制与推送机制进一步

完善，同时基于语义相似度向用户推荐相似新闻，使用

户可以获得更多相关信息。

4  对我国新闻生产实践的启示

机遇与挑战并存是当今我国媒体需要面对的现

实。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媒介生态环境为我国传统媒

体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传统媒体要想顺

利发展，就必须重视关联数据的价值，创建自己的采编

数据库，优化信息资源，重构新闻生产流程。关联数据

的价值就在于“关联”，新闻领域是实现基于内容的信

息服务和数据交换的良好应用领域。新闻行业标识语

言的发展不但是外界关注的重点，而且目前已经得到

业界的大力支持，这也为实现基于新闻元数据标准的

内容数据交换和服务提供了契机。通过将以价值链为

基础的相关理论纳入我国新闻生产，能更好地控制新

闻生产过程，使新闻生产更加科学化和标准化。构建关

联数据环境下基于价值链的新闻生产模型对于推动我

国新闻生产流程优化升级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同时，数据时代的发展对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素质

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有传统新闻从业者所具备的

基本素质，还要具备数据搜集、挖掘和统计分析能力，

这要求从业者拥有新颖的思维方式和多种行业能力作

为支撑。此外，国内新闻媒体可以借鉴国外先进新闻媒

体行业已有的售卖数据集、提供数据库服务、提供数

据分析服务以及开发数据应用的运营模式，实现我国

新闻业界数据资源的循环共享。

5  结语

关联数据的价值为“关联”，其采用URI表示实体

对象，通过RDF数据模型描述数据并在各个数据集之

间利用RDF链接建立关联关系，使得用户可以基于链

接扩展以及获取实体对象的丰富信息。而新闻领域是

一个很好的实现基于内容的数据交换和信息服务的应

用领域。在新闻生产中引入基于价值链的相关理论，能

够有效地提高新闻生产效率。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

上，分析了基于价值链的新闻生产流程，构建了关联数

据环境下的新闻生产模型，阐述了模型涉及的关键方

法，以期为关联数据环境下的新闻生产提供一定的研

究方法和思路，对于推动新闻生产流程优化升级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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