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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数据从哪里来—我们需要什么数据

某房产企业想要了解近期宏观

环境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利用PEST分析法从政治、经济、

社会和技术方面收集数据

通过分析B公司的财务数据，找到

合适的切入点

A公司想和B公司达成长期合作关

系，但不确定具体合作形式

线上可通过已购买产品的用户信

息和行为描述用户画像

线下可通过调研方式获得

某公司想了解产品的消费者用户

画像，以触达更多的潜在消费者



01 数据从哪里来—一手数据&二手数据

一手数据（Primary Data）：也称原始数据。指通过人员访谈、询问、问卷、测定等方式直截获得的，

时效性和相关性更好

二手数据（Secondary Data）：利用文献，统计年报以及数据库等前人统计好的数据资料。优点是获取

成本低，且现成可用。一般可以长时间保存，生成数据趋势图方便

一手数据能够提供量身定制的信息，可以直接推断结论，但往往是需要较长的时间以及昂贵的成本

二手数据通常不需要成本，能够直接取得，并在更短的时间内进行分析，但由于数据获取的初始目的很可

能与研究目的不相关，需要对数据进行分析梳理提取有效信息，间接佐证结论

在获取数据之前，一定要根据所研究的问题、预算、技术和可用资源，选择使用一手数据或二手数据，甚

至两者兼备

以下属于一手数据的有（ ）属于二手数据的有（ ）

A.通过查阅统计年鉴获得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B.通过临床试验获得的新药疗效数据

C.通过入户调查得到的家庭月收入数据 D.通过网络调查得到的网民对某项政策的支持率数据

E.通过房地产管理部门数据库获得的房价数据

B C D A  E



01 数据从哪里来— 寻找有公信力的二手数据

政府&官方数据：国家统计局官网、CNNIC、ctr

常用数据来源：

公
信
力
逐
渐
降
低

公司财报数据：巨潮资讯网、雪球网

咨询公司&数据服务公司报告：艾瑞咨询、艾媒咨询、国外大型咨询公司

互联网公司公开大数据：商易、阿里研究院、企鹅智库

非咨询公司网站公开数据：门户网站、垂直网站、***报告网等



01 数据从哪里来—寻找有公信力的数据

政府&官方数据

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tr：央视市场研究

data.stats.gov.cn www.cnnic.net.cn www.ctrchina.cn

国家统计局官网



01 数据从哪里来—寻找有公信力的数据

公司财报数据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雪球网

xueqiu.com



01 数据从哪里来—寻找有公信力的数据

咨询公司&数据服务公司报告

艾媒咨询 国外咨询公司

www.iresearch.com.cn www.cnnic.net.cn

艾瑞咨询

德勤：www2.deloitte.com/cn/zh

普华永道：www.pwccn.com/zh



01

互联网公司公开大数据

企鹅智库 百度营销研究院

www.aliresearch.com tech.qq.com/biznext/list.html

阿里研究院

bim.baidu.com/index.php

数据从哪里来—寻找有公信力的数据



01

非咨询公司网站公开数据

垂直网站 ***报告网、***研究院门户网站

数据从哪里来—寻找有公信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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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清晰且优雅得呈现数据 — 清晰展示数据

直接展示数字：突出数字的大或小



02 清晰且优雅得呈现数据 — 清晰展示数据

合理使用图表：图表类型选择

雷达图

树状图

旭日图

条形图

柱形图

箱线图

折线图

面积图

散点图

直方图

饼图

折线图

面积图

维度为时间

散点图

维度为数值

条形图

树状图

旭日图

柱形图

雷达图

箱线图 维度为类型
饼图

突出对比

描述占比



02 清晰且优雅得呈现数据 — 清晰展示数据

合理使用图表：做到准确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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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清晰且优雅得呈现数据—优雅展示数据

指标图形化：通过使用与指标含义相近的icon或图片来表现指标
常用指数： 推荐指数：

某地区全年不同天气状态下的平均气温：下雪天气平均气温-18°，雨天平均气温0°，晴天平均气温35°

-18°

0°

35°

下雪 雨天 晴天

某地区全年不同天气下平均气温 某地区全年不同天气下平均气温



02 清晰且优雅得呈现数据—优雅展示数据

指标图形化：通过使用与指标含义相近的icon或图片来表现指标

关注不同硬装材料的品牌需求占比：

瓷砖地砖：16.5%          卫浴洁具：13%

地板：7.5%          灯具：7.3%          门窗：4.7%

关注量增长率较高的装修类型：

榻榻米关注量增长率：44.6%

衣帽间关注量增长率：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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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清晰且优雅得呈现数据—优雅展示数据

指标值图形化：将数据的大小以图形的方式表现
常用指数： 推荐指数：

行业报告宏观背景：中国城镇化率和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2 清晰且优雅得呈现数据—优雅展示数据

指标值图形化：将数据的大小以图形的方式表现

不同装修风格的关注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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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清晰且优雅得呈现数据—优雅展示数据

指标关系图形化：当存在多个指标时，将指标之间的关系图形化表达，可提升图表可视化深度
常用指数： 推荐指数：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规模比较

国家 GDP值
（billions of dollars）

美国 17,148

中国 10,380

日本 4,416

德国 3,859

英国 2,945

法国 2,836

巴西 2,353

意大利 2,147

俄罗斯 1,857

印度 1,830



02 清晰且优雅得呈现数据—优雅展示数据

指标优化三部曲

男性：80%        女性：20% 80%                  20%
指标图形化

80%                    20%

指
标
值
图
形
化

80% 20%

指标关系图形化

数
据
可
视
化



02 清晰且优雅得呈现数据—优雅展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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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视化呈现的六种常用方式：



02 清晰且优雅得呈现数据—优雅展示数据

时间和空间可视化
常用指数： 推荐指数：

关注趋势



02 清晰且优雅得呈现数据—优雅展示数据

时间和空间可视化
常用指数： 推荐指数：

地域分布



02 清晰且优雅得呈现数据—优雅展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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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视化呈现的六种常用方式：



02 清晰且优雅得呈现数据—优雅展示数据

数据概念转换：数字不容易被感知，但有些概念可以
常用指数： 推荐指数：

对比法：介绍中国烟民的数量是320,000,000人



02 清晰且优雅得呈现数据—优雅展示数据

数据概念转换：数字不容易被感知，但有些概念可以
常用指数： 推荐指数：

比喻：雅虎邮箱每小时处理电子邮件的大小为1.2TB

1.2TB数据打印在纸上相当于644245094张纸，每张
纸首尾对接，可以绕地球4圈多，直观得让读者感受
到雅虎邮箱处理数据量之大，为地球节省很多纸张

某职场小白的年终总结

结论就是：小白勤勤恳恳，老板快加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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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清晰且优雅得呈现数据—优雅展示数据

数据可视化呈现的六种常用方式：



02 清晰且优雅得呈现数据—优雅展示数据

让数据动起来：动态化可操作的图表，能让用户在操作过程中更好的感知数据变化，提升体验
常用指数： 推荐指数：

288份Excel图标模板（链接：https://yunpan.360.cn/surl_yLrEtk39Tsq 提取码：815b）

Excel就可以实现的动态数据可视化展示

https://yunpan.360.cn/surl_yLrEtk39Tsq


02 清晰且优雅得呈现数据—优雅展示数据

澎湃美术课：www.thepaper.cn/list_25635 网易数独：http://dat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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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让数据更有价值 —“数尽其用”

数据从哪里来->数据 清晰且优雅的展现->图表

结论



03 让数据更有价值 —“数尽其用”

辛普森悖论：用同一个数据集能证明相反观点？

A：串吧 B：呷哺

男 5/15=30% 15/35=42.8%

女 20/25=80% 5/5=100%

辛普森悖论指的是，数据集分组呈现的趋势与数据集聚合呈现的趋势相反的现象

只查看单独各组数据的百分比会忽略掉样本的大小，也就是参与投票的人数

因为B有更多的男性评论者，而A有更多的女性评论者，因此导致了矛盾的结果

合计 25/40=62.5% 20/40=50%



03 让数据更有价值 —“数尽其用”

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数据负相关，表明增加每周运动量与两组患

者患病率的风险降低相关

记录每周运动小时数与两组志愿者（分别为50岁以下和50岁以上）

患病风险的对比数据，以下是运动数据与患病可能性的散点图：

辛普森悖论：用同一个数据集能证明相反观点？

数据合并后的相关关系：

相关性反转，运动似乎增加了患病风

险，与之前得到的结论完全相反



03 让数据更有价值 —“数尽其用”

同样一组数字，绘制成图表，却得出了 3 种截然不同的结论

#中规中矩版#

用蓝色箭头勾勒出大致的增长趋

势，可以发现，增长有点起伏，

但总体上升的趋势相当清晰



03 让数据更有价值 —“数尽其用”

#要年终奖版#

将刻度起点故意从 0 调整为

25，在视觉上突出了增长的幅

度。从年初到年终增长 53%，

称得上大幅提高

这个版本能让老板和团队发

现，一年来辛苦奔波后，成绩

还是颇为亮眼的

接下来就可以论功行赏，喜气

洋洋得过年

同样一组数字，绘制成图表，却得出了 3 种截然不同的结论



03 让数据更有价值 —“数尽其用”

#突出问题版#

销售整体趋势确实在上升，涨

幅也不能说小，但通过色彩和

箭头强调数字下降的月份，引

起对业绩波动的关注

能引起思考，这些波动是什么

原因造成的（例如前期疯狂促

销对后期的侵蚀），那是否要

调整策略

同样一组数字，绘制成图表，却得出了 3 种截然不同的结论



03 让数据更有价值 —“数尽其用”

麦肯锡的“so what？”

比方例会上，我想说上个月某客户收入是 5000 万元

追问：所以呢？同比增长了 50%，超过目标 30%，业绩很好

追问：所以呢？上月推广效果很好，因为有所创新，如 XXX，XXX

追问：所以呢？这个月应该继续尝试 XXX，预计可以带来……的好处

追问：所以呢？提出下步计划，讲明利害争取支持，讲清困难争取帮助

在层层追问下，从基本事实，到事实背后的启示，最终着眼于后续策略与行动

明确目标是「证明上次活动的成绩，从而争取老板对后续方案的支持」

最后友情提示，知乎上有个神翻译，so what = 呵呵。对方说句什么，直接一句 so what 砸过去，可能

非常「杠」，大家领会精神，不要把天聊死哈。

自己扮演追问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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