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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新闻信息标准化分会秘书处和新华通讯社通信技术局联合提

出。 

本文件由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新华通讯社通信技术局、北京语言大学信息科学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北京星尘纪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新华社媒体融合生产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熠、饶高琦、唐铮、秦玉芳、徐铭锴、钱青青、邰沁清、杨溟、付蓉、刘一

闻、王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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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新闻信息结构化标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文新闻信息结构化标注的要求、标注规则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中文新闻领域信息内容的标注，服务于新闻信息资产的分析挖掘、知识发现和再利用， 

为多维度检索、组成特定专题、关系图谱等积累数据基础，为新闻信息内容的人工标注、半自动化及自

动化标注应用提供指导和参考依据。 

本文件的使用对象包括报刊、广播、电视、通讯社、新闻网站等新闻内容提供商及媒体应用与研究

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0092 中文新闻信息置标语言 

GB/T 20093 中文新闻信息分类与代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策划类型 

新闻内容与当前报道的新闻专题的关系。 
注： 与新闻专题报道直接相关的称为程序稿，与新闻专题报道进行周边报道和反馈的称为配合稿。 

4 标注体系分类 

中文新闻信息结构化标注通过分析总结新闻内容数据，按照标注体系划分为三个类别： 

a) 实体类信息：指客观存在的、包含新闻实体公共特征属性的信息。如新闻事件、事发时间、

主要人物等。 

b) 业务类信息：指依据新闻领域内业务需求为导向的信息。如新闻场景、新闻背景、新闻情感

等。 

c) 多媒体类信息：指在新闻图片、音频、视频中存在的信息。如：图片场景、图片人物、图片

属性、视频人物、视频场景、视频属性、地标建筑、音频人物、音频内容、其他。 

5 实体类信息 

5.1 实体类信息类型 

 实体类信息类型包括： 

—— 新闻事件 

—— 事发时间 

—— 相关时间 

—— 事发地点 

—— 相关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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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主体 

—— 主要人物 

—— 相关人物 

—— 主要机构 

—— 相关机构 

5.2 实体类信息详情 

5.2.1 新闻事件 

新闻报道中对新闻事实的概要性描述。 

标注要求：新闻事件分为命名新闻事件和一般新闻事件。命名新闻事件从配备固定的受限词表中选

取，一般新闻事件根据新闻报道内容开放式填写。可通过事件抽取算法实现自动标注。 
示例：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达沃斯论坛”  

5.2.2 事发时间 

新闻事件实际发生的时间。 

标注要求：事件发生的当地时间。 
示例：《习近平抵达印度金奈 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一文中提到“当地时间下午 2 时 10 分许，习

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金奈国际机场。”则事发时间为“当地时间 2019年 10 月 11 日下午 2时 10 分”。 

5.2.3 相关时间 

新闻事件事发时间之外，新闻报道中提及的时间。 

标注要求：除新闻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外提及的时间，要求不与发稿时间、事发时间重复。可通过自

然语言处理算法实现时间要素的分析和自动标注。 

5.2.4 事发地点 

新闻事件实际发生的地点。 

标注要求：从新闻报道中分析发生地的行政区划、地理位置、地标设施、相关数据。 

a) 行政区划。指国家为进行分级管理而实行的区域划分。 

b) 地理位置。指对新闻发生地点的地理信息的定量刻画。 

c) 设施。指人为建造的并在此中进行相关活动的地点，包括建筑和交通设施及地标等。 

d) 相关数据。指新闻事件发生时所处环境的实时基础数据和历史基础数据，主要由各类传感器

采集，包括定位坐标数据、时间数据、设施数据、历史影像数据等，如设施扫描数据、卫星

数据、历史图片与视频等。该类数据主要通过传感器技术采集，具有实时、连续、可比较、

可解释与不可更改的特性。可用于新闻报道中实时记录、事后溯源、复现、分析、深度调查

等的原始、基础依据，适用区块链、机器学习、无监督学习等技术对媒体挖掘与调查分析的

辅助应用 
示例1：地点为行政区划的，比如北京市海淀区、纽约市等 

示例2：地点为地理位置的，比如北纬 35°等 

示例3：地点为地标设施的，比如欢乐谷、埃菲尔铁塔等 

示例4：地点为相关数据的，比如由传感器采集、设施扫描的数据等 

5.2.5 相关地点 

非新闻事件实际发生的地点，新闻报道中提到的行政区划、地理位置，地标设施，相关数据。 

标注要求：从新闻报道中分析提及的行政区划、地理位置、地标设施、相关数据，要求不与事发地

点重复。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算法实现相关地点要素的分析和自动标注。 

示例见5.2.4 

5.2.6 主要人物 

新闻发生涉及的主体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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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要求：在新闻报道中占主要成分，常见于标题或导语中。需将主要人物的职务和姓名一同标注。

可通过机器学习、自动标注等进行人物要素的分析。 
示例：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我亲眼看到了非常了不起的中华文明和中国取得的非常伟大的成就。美方愿同中

方达成彼此都可接受的贸易协议，这将具有历史意义。”主要人物为：美国总统特朗普。 

5.2.7 相关人物 

新闻报道中除主要人物以外的，作为出席、陪同形式出现的人物。 

标注要求：新闻报道提及的人物，常见于新闻报道结尾部分。记者、编辑不列为相关人物。可通过

机器学习、自动标注等领域人物要素的分析。 
示例：《习近平在陕西榆林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再接再厉 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结尾处有

“丁薛祥、刘鹤、陈希、何立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相关人物标注为“丁薛祥”、“刘鹤”、“陈

希”、“何立峰”。 

5.2.8 主要机构 

新闻事件报道中起主要作用的组织机构。 

标注要求：新闻事件的主要机构包括政府组织、军事组织、商业组织、非盈利行组织、医疗机构、

教育机构等。主要机构描述常见于标题或导语。 
示例：《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 2021 年烈士纪念日活动》中主要机构标注为“公安部”。 

5.2.9 相关机构 

新闻报道中除主要机构以外提及的其他组织机构。 

标注要求：相关机构包括政府组织、军事组织、商业组织、非盈利行组织、医疗机构、教育机构等。

不可与主要机构重复，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算法实现组织机构要素的分析和自动标注。 

6 业务类信息 

6.1 业务类信息类型 

业务类信息类型包括： 

——  体裁 

——  国内/国际分类 

——  新闻分类 

——  摘要 

——  关键词 

——  新闻场景 

——  新闻背景 

——  原文标识 

——  策划类型 

——  新闻情感倾向 

——  政治术语 

——  引用（典） 

6.2 业务类信息详情 

6.2.1 体裁 

新闻报道的表现形式。 

标注要求：根据表达新闻的手法、口吻和组织材料结构的不同进行区分，包括：消息、通讯、评论、

公文公报等。 

a)“消息”报道事情的概貌，较为简短，内部无二级标题，宜500～800字以内。通过标题、导语、

主体三层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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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通讯”运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形象地反映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通讯相比

消息内容更长，且内部可存在多级标题。 

c)“评论”是新闻传播机构发表的各种评论形式的报道。包括：述评、社论、评论员文章等文章。 

d)“公文公报”指政策文章、领导人讲话稿、《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公报、受权发布、党政机

关和人民团体等授权媒体公开发布重大事件或重要决定事项的报道性公文公报。 

e)其他体裁，指不属于上述类别中的体裁，如综述类新闻、回忆录、杂文等。 

6.2.2 国内/国际分类 

新闻报道所属的地域分类。 

标注要求：根据新闻事件发生的地点进行分类，港澳台属于国内新闻。在中国国内发生的新闻事件，

或者在公共海域完全由中国主导的新闻事件属于国内新闻。发生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新闻属于国

际新闻。 
示例1：国内新闻如《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公有住房差价交换办法>的通知》 

示例2：国际新闻如《一图读懂英国"脱欧"为何一脱再"拖"》 

6.2.3 新闻分类 

新闻分类代表新闻描述的主题。 

标注要求：参考中文新闻信息分类与代码GB/T 20093或其他分类标准。可按照人物、组织等以及事

件本身所属领域的相关度选择 1～3 项。 
示例：《习近平出席亚运会开幕式》，标注为政治类和体育类新闻。 

6.2.4 摘要 

新闻报道内容的要点摘录。 

标注要求：从标注新闻中摘取最主要的新闻元素，体现时间、地点、主要人物/组织、发生的事件，

字数在100-150字左右。 

6.2.5 关键词 

新闻报道中的关键性内容，包括实体词、谓词、具有关键信息的词语。 

标注要求：要求选择言简意赅，具有检索意义的词汇，有较特殊意义的词、词组、缩略语，不宜拆

开。若新闻中有其他类别的词、短语甚至熟语也能够提示文章的关键内容，也应作为关键词处理。 

 

6.2.6 新闻场景 

新闻专题报道所属的场合、情景类型。 

标注要求：涉及领导人的新闻报道标注相关场景，从制定的新闻场景类型表中选择填写，如国内视

察、出国访问、会见、参会、出席重要场合等。 
示例见表1： 

表1  新闻场景类型 

名称 举例 

重要活动 会见、会晤、参观、视察 

出国访问 会见、会晤，出发、到达、讲话 

重要讲话 讲话、联合声明、其他 

重要会议 党代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研讨会、论坛、对话

会、座谈会、专题讨论会、表彰会、全体会议 

决定、命令、计划 主席令、嘉奖令、通令 

重要文章 署名文章、讲话原文 

函电贺词 致电、贺信 

指示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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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新闻背景 

新闻消息稿中出现的一段对新闻中的人物、地点或者事件的扩展背景进行描述的内容。 

标注要求：标记出新闻报道中与主体事件有解释性的、描述历史背景的文字内容。 

6.2.8 原文标识 

针对政策性的新闻报道，将包含有非转述的、原始的内容标记为原文，否则标记为非原文。 

标注要求：通过原文标识对新闻文本材料进行区分，通过布尔值标记是否为原文。原文包括领导人

讲话、工作报告、条例章程、谈话、白皮书、演讲、答问、批示、贺信、题词、署名文章、主旨讲话等。

当新闻报道内容为第三人转述内容比如 XX 说，XX 指出，则不属于原文。 

6.2.9 策划类型 

描述新闻内容与当前新闻专题的关系。 

标注要求：与新闻专题报道直接相关的为程序稿，与新闻专题报道不直接相关的，如周边报道、反

馈稿件等为配合稿。 
示例1：对事件内容进行烘托、背景资料等信息进行阐述的为配合稿。如《(习近平出访配合稿)背景资料：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 

示例2：《年终特稿丨不忘初心 阔步前行》为年终稿。 

6.2.10 新闻情感倾向 

新闻报道中新闻主要人物或主要机构对新闻事件的感情、态度、意向或立场。 

标注要求： 

a)判断文中新闻主要人物、组织或机构对某人或事件表达的态度，感情倾向分为正面、负面、中性。 

b)文中主要人物、组织或机构对多个事件对某人或事件表达的态度不同时，也需分事件将其标注出。 
示例：新闻情感倾向类型的举例见表 2。 

表2 新闻情感倾向类型与举例  

类型 举例 

正面 祝贺、庆祝、赞扬、表扬、感到开心、勉励、鼓励、感谢、积极评价、高度评价、热

烈欢迎、祝福等 

中性 正常陈述，无情感流露的 

负面 愤怒、批评、指责、反对等 

6.2.11 政治术语 

新闻报道中文中出现的政治政策、政治口号、政治精神的表述或者缩写。 

标注要求： 

a)政治术语由连续或不连续的词语和短语整合而成；常在含义上表现出高度的凝固性、高度概括性；

形式上较为简洁、凝练。 

b)有三、四、五字等类似惯用语或成语形式的。 

c)有呈对偶形式或成对、呈排比形式出现的。 
示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两个维护”、“两个一百年”。 

 

6.2.12 引用（典） 

新闻报道中，被领导人引用的典故、熟语（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古文诗词、格言警句。 

标注要求： 

a)领导人引用的典故，在形式上使用双引号“”标记出的。若未用引号标记，则不算做是引用。 

b)熟语（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古文诗词、格言警句，出现在双引号内部或“俗话

说”、“古语言”等表述类动词之后的，均为用典。 
示例：“人心所归，惟道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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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多媒体元素类信息 

7.1 多媒体元素类信息类型 

多媒体元素类信息类型包括： 

—— 人物元素 

—— 场景元素 

—— 地标建筑 

—— 语音内容 

—— 图片属性 

—— 音频属性 

—— 视频属性 

—— 其他 

7.2 多媒体元素类信息详情 

7.2.1 人物元素 

新闻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稿件中出现的人名、人脸，进行身份判断和标记。 

标注要求： 

a)对图片、视频、音频等多媒体稿件中出现的新闻人物身份进行判断、标记。 

b)可使用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算法预处理人物信息，标注过程中需要进行人工确认。 

7.2.2 场景元素 

新闻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稿件中出现的新闻场景、情景分类。 

标注要求：根据图片、音频、视频中所展现的内容、画面判断其所处的场景，进行标记。可使用机

器视觉算法预处理的图片场景的信息，标注过程中需要进行人工确认。 

7.2.3 地标建筑 

新闻图片、音频、视频中出现的标志性的地理建筑。 

标注要求： 

a)根据新闻图片、音频、视频中出现的标志性的地理建筑进行标记 

b)可通过机器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识别多媒体元素中所出现的地标、建筑物等

地点。如故宫、自由女神像、泰姬陵等。标注中需要进行人工确认。 

c)可通过激光、无人机扫描、多模传感器、卫星多时相、多通道、多谱段卫星遥感影像动态数据等

实现对新闻图片、视频地标建筑的标注。（传感器新闻信息介绍参见附录A） 

7.2.4 语音内容 

新闻音频中的语言内容。 

标注要求：可通过语音识别技术手段，将音频中的语音内容转化成文字记录。识别的语音结果需人

工辅助核对。  

7.2.5 图片属性 

新闻图片的基本属性。 

标注要求：通过读取图片的基本参数，获得基本属性，如横屏/竖屏，时间、位置、环境、像素、

分辨率、大小、颜色、色调等。  

7.2.6 音频属性 

新闻音频的基本属性。 

标注要求：通过读取新闻音频中的基本参数，获得基本属性，如音频时长、比特率、采样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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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视频属性 

新闻视频的基本属性。 

标注要求：通过读取视频文件的基本参数，获得视频的基本属性，如横屏/竖屏、时间、位置、环

境、时长、分辨率、码率、长度、宽度等。 

7.2.8 其他 

其他的多媒体元素标注标签。 

标注要求：通过光学字符识别（OCR）、语音识别、机器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情绪识别等技术手

段，识别图片、音频、视频中的文字、物品、受众情绪等内容，根据新闻检索需要增加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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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传感器新闻信息 

 

在物联网时代，基于各类传感器采集的信息已成为新闻生产的重要来源。该类信息具备实时感知、

多源多类、自动捕捉记录、可溯源、可解释、可印证和不可更改等重要特征。传感器采集信息源的技术

是新闻报道中重要的数据挖掘辅助技术。 

随着传感器深入到城市管理、智能交通、智慧生活和个人的健康管理领域，新闻报道采取传感器技

术辅助报道已逐渐在业界推广使用。 

传感器新闻在技术应用上主要分为物理传感和生物传感两大类。物理传感主要包括环境检测（水、

气、土、农等）、遥感卫星（图像、视频、数据等，在此基础上可广泛实现对农业、工业、城市绿化、

违建、重点标注进行分析）、无人机（图片、视频、网络中继等）、物理建模（激光等），一系列的物

联传感已经广泛应用在各个行业，并建立了相关的行业标准，这些行业标准都可以作为标准引入到新闻

信息的标注中。 

生物传感器及感知智能技术涉及脑科学、神经科学、心理学、无线通信学、计算机科学、区块链等

多学科和技术知识，可广泛应用于各类人机交互及多物种多样性场景，智能交通、教育、健康、文化等

多领域。通过对受众的体验进行量化，测试受众在收看、收听内容时的情绪变化，对图片、音频、视频

内容的分类、分级和改善用户体验均有较好的研究与使用价值，对用户的交互性和内容的质量评价具有

科学性指导和深入研究的价值，丰富新闻报道的内涵、边界、深度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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