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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正确解析国家间政治关系及其演化过程是开展地缘关系研究的重要基础。从大数据的

角度开展地缘关系研究为该领域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国家或区域的局部政治倾向数据

无法为地缘关系研究提供全面和翔实的数据支撑。论文介绍的一个全新的事件数据库GDELT

（Global Database of Event，Language ，Tone），它在诸多方面弥补了传统数据的不足。该数据不

仅详细记录了全球范围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内容以及参与者信息，而且系统地对事件进行分

类和评分。本文从数据内容、事件评分和分类体系三方面详细介绍GDELT数据，并总结了该数

据的优势和潜在研究方向，以期为我国地缘关系研究等领域提供帮助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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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事件数据作为一种“传感器”揭示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互动行为，为地缘关系、国际

政治、恐怖主义活动等研究提供了关键支撑。自Charles McClelland等人于 20世纪 60年代

首先提出了事件数据概念以来，国外许多学者或机构相继构建了不同主题、范围和类型的事

件数据，例如 WEIS（World Event Interaction Survey）［1］，COPDAB（Conflict and Peace data

banck）［2］，UCDP GED（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Georeferenced Event Dataset）［3］，KEDS

（Kansas Event Data System）［4］和 ACLED（Armed Conflict Location and Event Dataset）［5］等。

国内的事件数据则以阎学通等人构建的中国与大国关系事件数据为代表。虽然这些事件数

据的来源不一而足，但是新闻报道一直是构建事件数据的核心和主要数据源。

然而，如何从世界范围内不同语种新闻中抽取事件内容及其时空信息仍然是构建大规

模全球性事件数据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快速扩

张，电子和网络新闻已成为新闻媒体的主流发表形式之一，且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因此传

统人工抓取文章、分析内容、再分类和评分的方法已无法适用于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事件的构

建。为了实现对世界社会动态的感知和计算，Philip A. Schrodt等提出了基于计算机和机器

学习的自动化方法，旨在构建一个全新的大规模全球性事件数据，即GDELT［6］。目前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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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依托谷歌公司的海量数据存储、处理和检索能力，时刻搜集世界各国超过 100种语言的广

播、刊印和网络新闻报道［7］。而且GDELT还通过机器学习模型实现了对新闻内容的自动识

别、提取和分类，核心识别人员、位置、组织、数量、主题、数据源、情绪、报价、图片和每秒都在

推动全球社会的事件，并依据戈尔德斯坦量表对不同类型事件进行评分。从 1979年至今，

GDELT涵盖了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社会动态相关的事件上亿条，仅 2018年的数据量

就已经超过了2. 5TB。

目前基于GDELT数据的研究报道开始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地缘关系［8］、国际关系［9-13］、

恐怖主义活动［14］、冲突强度与影响［15，16］，社会态势与风险［17，18］、区域一体化［19］、原油价格预

测［20］和新闻文化传播［21］等领域。但是受研究报道篇幅的限制，这些研究对于GDELT的描述

和介绍不够清晰和深入。而且GDELT的原始说明内容庞杂，缺少相关中文资料。这些都在

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研究者对该数据的深刻认识和理解，进而影响分析数据和开展相关研究。

因此本文主要介绍GDELT数据的组成结构和基本含义，分析事件分类体系和评分方法，旨

在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1 GDELT概览

GDELT是一个全面记录事件和事件参与者的时空数据集，其核心是对事件及其参与者

信息的自动化识别、概化、分类和编码。2013年

GDELT 数据库公布的第一个版本包含自 1979

年以后的所有事件，更新频率为 1天。2015年

GDELT的第二个版本更新频率提高到了 15分

钟，但时间范围仅从 2015年 2月 19日开始。截

止 2018年底，GDELT记录的事件总数超过 6亿

条（图 1）。因为GDELT巨大的数量体积和非常

高的更新频率，它主要依托于谷歌公司的 Big‐

Query服务实现在线查询和检索数据。

每条 GDELT 数据记录主要由 5 个部分组

成，分别是事件编号和日期、事件参与者、事件

动作、事件地理信息以及数据管理。表 1 是

GDELT数据记录的详细信息，包括数据字段名称、编号以及中文含义事件编号由一串递增

的整数型编码组成，是每条事件记录的唯一标识。日期包括了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并且在

第二版中精确到15分钟。

事件参与者描述了事件两个参与者的属性。GDELT一般使用参与者 1（Actor1）和参与

者 2（Actor2）分别指明事件的发起者和目标。参与者的属性主要包含 3个内容，分别是参与

者代码、参与者名称和参与者国家代码。GDELT 采用 CAMEO（Conflict and Mediation

Event Observations）［22］中的人员分类和编码方法对参与者进行识别、简化和编码。参与者代

码表征了参与者的“地理、阶层、民族、宗教信仰和其他身份信息（例如政治精英、军官、反对

派等）”［6］。参与者名称记录了“政治领袖姓名、政治组织正式名称、有关国家的首都或主要

城市名称”［6］。参与者国家代码标识了参与者所属国家的 ISO三位编码，可以用于定位参与

者所在国家。参与者属性值为空表明无法识别事件的参与者。

图1 GDELT事件数量年际变化（1979-2018）

Fig.1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the number of

events in GDELT during 197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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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动作刻画了事件发起者对目标行动

的各类属性，并通过戈尔德斯坦评分等方法评

估事件的重要性及其造成的影响。事件动作

主要包括 4个内容，分别是事件类型、戈尔德斯

坦量表分值、报道次数和平均语调。GDELT同

样是基于CAMEO中的事件分类体系对事件性

质进行归类和编码。事件类型表征了该事件

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性质，可以用以实现对

目标事件的筛选。在对事件分类的基础上，

GDELT借助戈尔德斯坦量表衡量事件的影响

性质和程度。此外，事件动作还提供了事件报

道次数信息，主要包括提及该事件的次数、提

及该事件的消息来源数量、提及该事件的新闻文章数量。这些信息从新闻报道的角度刻画

了事件的重要程度。最后平均语调给出了“提及该事件的所有文章语调的平均值”［6］。平均

语调值介于-100到+100之间；正负分别表示积极的语调和消极的语调；绝对值表示语调强

弱程度。平均语调可以用作衡量一个事件的重要性及其影响的辅助指标。

事件地理信息描述了参与者与事件的地理位置信息，包括参与者和事件的“位置信息类

型，位置全称、国家编码、一级行政区编码，经维度及 GNS（GEOnet Names Server）或 GNIS

（Geographic Names Information System）地名辞典标识符”［6］。研究者借助事件地理信息可

以对事件及其参与者进行更精确的空间定位，进而实现GDELT数据的空间化及空间分析。

GDELT还提供了事件添加时间和来源链接两个数据管理信息。事件添加时间是指一

条事件记录被添加入GDELT数据库的的日期。来源链接记录了报道事件的新闻文章来源

的URL（Uniform Resource Locator，统一资源定位符）信息。该字段一般出现在 2013年 4月 1

日之后的事件记录中。需要明确的是，即使存在多篇文章提及同一事件，GDELT仍然仅给

出其中一条文章的URL链接。添加事件和来源链接两个数据字段可以帮助研究者定位到

事件的原始消息源，从而为感兴趣的研究者提供有关事件的更多信息。

2 戈尔德斯坦量表

戈尔德斯坦量表是由戈尔德斯坦提出用以刻画两国之间冲突和合作关系的评分体

系［23］。该量表基于国际关系相关概念进行设计，并得到了国际关系学者的验证。利用事件

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戈尔德斯坦量表的结果更加符合国际关系的实际情况。

戈尔德斯坦量表构建了一组介于在-10到+10之间的评分，从理论上度量事件对国家产

生的潜在影响。负值代表负面影响，正值代表正面影响，0表示中性事件。分值的绝对值表

示影响的程度。绝对值越大则表示影响程度越深，反之亦然。GDELT中的每一条事件记录

都对应一个戈尔德斯坦分值。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戈尔德斯坦量表是根据事件类型对事件

进行评分而非事件具体内容。例如不同人数参与的抗议或暴乱事件都具有相同的戈尔德斯

坦分值。解决该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是结合平均语调、提及次数、消息源数量等其他信息进

行综合判断。

表1 GDELT数据字段说明

Tab. 1 Instruction for the GDELT data fields

字段名称

Event ID

Date

Actor1

Actor2

Event Action

Actor Geography

Action Geography

Date Added

Source URL

字段编号

1

2-5

6-15

16-25

26-35

36-49

50-56

57

58

中文含义

事件编号

日期

参与者1

参与者2

事件性质

参与者地理信息

事件相关地理信息

事件录入日期

来源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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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AMEO分类体系

GDELT采用的CAMEO编码

方法是是对“堪萨斯事件数据库

（Kansas Event Data System，

KEDS）”的事件和参与者编码方

法的扩展和改进。CAMEO 的事

件类型分为 20大类和 300多个小

类（详细介绍可以参考 GDELT或

全球新闻事件数据共享平台）。

20 个大类分别以 01-20 数字编码

进行唯一标识，并且每一大类又

分为若干个子类。此外，每一小

类编码的由所属的父类编码和自

身顺序编号组成。例如为争取权

利的暴动（Riot for rights）的事件

类型编码为 1453，其中最后一位

数字 3表示该类型在子类中排序，

145表示该其父类为暴动（Riot）子

类，14 表示其所属大类为抗议

（Protest）。与KEDS一样，GDELT

还对每一类事件赋予了戈尔德斯

坦评分。GDELT 中的 20 大类事

件类型和对应的戈尔德斯坦评分

如表2所示。

4 总结与展望

GDELT 数据具有数据量大、

更新速度快和覆盖面广三个特点。由于实现了对全球社会动态的监测，且全球新闻报道的

数量急剧增加，GDELT的数据量十分庞大。尤其是第二版GDELT数据的更新频率提高到

15分钟，成为一种近乎实时的事件数据。而且因为GDELT涵盖了全球超过 100种语言的新

闻报道，其覆盖面也是到目前为止事件数据中最广泛的。

GDELT数据的分类体系和评分相对更科学。GDELT中事件和参与者的编码是基于更

加系统和科学的CAMEO编码方法。该方法能够更加全面覆盖事件数据类型和参与者，简

洁而细致地刻画出两个参与者，尤其是国家的角色以及国际互动的行为特征。此外，戈尔德

斯坦量表与CAMEO分类方法地联合使用能够比较客观、真实地量化参与者之间互动关系

的性质和程度。

当然，GDELT数据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首先，GDELT数据设计初衷和面向的用户更多

关注于区域或全球尺度的国际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研究，对文化和体育等人文领域相关的

表2 GDELT中20大类事件类型及对应戈尔德斯坦评分

Tab.2 Twenty root event types and corresponding Goldstein Scales

score in GDELT

类型代码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事件类型

Make public statement（公开声明）

Appeal（呼吁）

Express intent to cooperate（表达合作意向）

Consult（商量）

Engage in diplomatic

cooperation（开展外交合作）

Engage in material cooperation（开展实质合

作）

Provide aid（提供援助）

Yield（妥协）

Investigate（调查）

Demand（要求）

Disapprove（不赞成）

Reject（拒绝）

Threaten（威胁）

Protest（抗议）

Exhibit force posture（炫耀军事力量）

Reduce relations（减少关系）

Coerce（胁迫）

Assault（攻击）

Fight（对抗）

Use unconventional mass

violence（使用非传统的大规模暴力）

评分

0.0

3.0

4.0

1.0

3.5

6.0

7.0

5.0

-2.0

-5.0

-2.0

-4.0

-6.0

-6.5

-7.2

-4.0

-7.0

-9.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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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重视不足。其次，戈尔德斯坦量表对于事件的评分主要是基于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冲

突与合作观念和理论。因此对该分值的使用和解释需要多加注意。最后由于新闻报道的方

式和媒介的限制，GDELT数据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增长过程。任何基于GDELT中事件数量

的分析都应该对这一点进行预处理或说明。

实现对全球社会动态感知仅是认识和理解人类世界以及人地系统的开始。虽然目前国

内外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GDELT数据蕴含的丰富价值和为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但

是仍需更多的研究者充分利用数据。根据已有研究和GDELT数据特点，我们认为未来可以

在以下三个反面更进一步开展GDELT的分析和研究工作：1）基于GDELT的区域或全球性

的国家间地缘关系和互动行为研究；2）在国家、区域以及全球尺度上，结合气候变化、难民、

传染病等数据探讨跨国问题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3）利用GDELT数据开展我国对外关系

和形象研究，为塑造我国国际社会形象，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等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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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ELT: Big event data for sensing global social dynamics

SHEN Shi1,2,3, SONG Changqing1,2,3, CHENG Changxiu1,2,3, GAO Jianbo2,3,
YE Sijing1,2,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Resource Ec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3. Center

for Geodata and Analysi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Properly analyzing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their evolution process is

an essential for geo-relationships research. Geo-relationship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for the exploration in this field. Data refle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rends by traditional methods is unable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and informative data

support for regional or global research. A new event database GDELT (Global Database of

Event, Language, Tone)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has offset the deficiency of traditional data in

many aspects. The data not only records the date-time, place, content and participant of events

worldwide but also systematically classifies and scores event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GDELT

data in detail from three aspects of data content, event scoring,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summarize the advantages and potential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he data, intending to provide help

and reference for China's geo-relationships research and other fields.

Key words: GDELT; geo-relationships; event data; Goldstein scale

76


	沈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