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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可视化：DT时代的大数据沟通》

内容概要

《超越可视化：DT时代的大数据沟通与决策》主要作者为国际知名数据分析公司Juice Analytics的创始
人，基于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他们分享了“数据畅流”的理念、框架及路径。
数据畅流指的是运用数据语言流畅地交换和探索组织重要思想的能力。数据畅流能让组织更有效和顺
畅地决策、沟通、协调和学习。数据畅流框架包括4个要素：具备数据素养的消费者，熟练的数据生
产者，数据畅流的文化以及数据产品的生态系统。这4个要素的有机整合是组织实现数据畅流的必要
条件。当框架中显示的所有要素都存在并协同工作时，组织可以把数据作为通用语言来使用。《超越
可视化：DT时代的大数据沟通与决策》探讨了帮助个人和组织发展数据畅流框架中每个要素技能的方
法，进而基于该框架提供了通往数据畅流的实用指南。
《超越可视化：DT时代的大数据沟通与决策》结合现实案例，提供了大量精美的数据可视化展示，非
常实用的数据产品设计指南，个人及组织数据畅流程度的调查清单，以及包括文字及数据格式、图表
制作、排版设计等在内的样式指南和示例，实用性非常强。本书面向的读者范围很广，组织领导者、
技术领袖、人力资源经理、分析师、数据产品的制作者、数据初学者，以及对大数据感兴趣的社会各
界人士，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共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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