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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国际数据挖掘与应用统计研究会于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３－２６日在大庆市隆重召开。本届会议由国际

数据挖掘与应用统计研究会主办，东北石油大学、厦门大学数据挖掘研究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大数据研究中

心和重庆允升科技大数据研究中心联合承办。会议主题为“卓越数据共享统计的理论及应用研究”，来自国

内外近１００所高校、政府和企事业单位２００多位专家学者莅临参加。大会入选论文５２篇，分为大数据分析

及应用、统计理论及方法应用等专题。
一、大数据发展面临问题与未来趋势研究

台北医学大学谢邦昌教授在《大数据发展现况与未来发展趋势》报告中，首先阐述了ＢＩＧ　ＤＡＴＡ，并指

出ＢＩＧ　ＤＡＴＡ基本方法主要有数据可视化分析、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算法、预测性分析、语义引擎和数据质量与数

据管理等五方面。最后阐述了ＢＩＧ　ＤＡＴＡ的未来及其瓶颈：①数据收集和提取合法性，数据隐私保护和数

据隐私应用间的权衡。指出目前全世界对于用户隐私应如何保护、商业规则应如何制定、触犯用户隐私权应

如何惩治、法律规范应如何制定等系列管理问题大大滞后于大数据发展速度，数据源头采集受限将大大限制

大数据的商业应用。②大数据发挥协同效应需要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企业达成竞争与合作的平衡。共享信息

的企业间如何权衡利弊、平衡利益，而权威第三方中立机构的缺乏将制约大数据发挥其最大潜力。③大数据

结论的解读和应用。大数据可从数据层面揭示各变量可能的关联，但如何具像到行业实践中？如何制定可

执行方案？这需要从技术层面、行业背景和管理能力三者融汇的执行者，而深谙技术又具有系统思维的卓越

管理人才的稀缺将制约大数据的发展。
国家统计局潘璠博士在报告《我看当前对大数据的一些非议———兼议大数据应用面临的问题》中，列举

了中国大数据应用中存在五个非议：若大数据不分析，就成为一堆“大垃圾”；全国性普查数据够不上大数据；
“全样本是永远不可能的”；大数据只能说明总体现在，若要说明未来，还不如小数据；要对所谓“伪大数据说

不”。针对这些非议，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指出尽管大数据在发展中确实出现了失密、造假等严重问题，但

这正需要正视和应对，必须完善法律法规、明确牵头单位统筹和规范标准等。东北石油大学辛华博士在《基

于密度分布的聚类算法研究》中提出，基于先验分布的引力聚类法选择最优类簇中心。一些学者对大数据进

行了应用研究。
二、统计模型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北京大学房祥忠教授在报告《ＥＭ算法及其在置信推断中的作用》中指出，面对小样本问题的精确置信推断很

重要，但处理多维参数或不完全观测数据会涉及计算困难。首次将用于求解最大似然估计和后验分布最大值的

ＥＭ算法应用于精确置信推断。给出了Ｂｕｅｈｌｅｒ置信限新型式，利用ＥＭ算法计算其概率最大值，并用指数单元串

联系统、两个二项分布比例差和Ｇａｍｍａ随机变量均值的精确置信限三个实例进行说明。
台湾淡江大学蔡宗儒教授在报告《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中，探讨如何针对加速退化数据进行统计推

论，评价其可靠度，以及考虑成本下的实验设计，以利后续测试参考。指出寿命测试传统设限方法和近代加速寿命

测试法，面对高可靠度数据仍会失效。为此提出加速退化测试方法，观测与产品寿命高度相关的代理变数退化的

数据。以伽马随机过程代替布朗运动与对数布朗运动，对产品进行可靠度推断构建和最佳实验设计。
重庆工商大学李勇在《层次贝叶斯统计方法及应用研究》报告中，针对层次贝叶斯基本方法进行了系统

研究。构建了基于不同层次来源的嵌套结构复杂数据多层次模型；将贝叶斯分析应用于层次模型，利用先验

分布优先等对参数进行推断；构建了基于贝叶斯后验分布的层次模型参数假设检验和基于贝叶斯因子与预

测分布的层次评价模型；构建了层次贝叶斯雾霾监测评估模型。天津财经大学杨贵军等在《三种线性回归多

重插补法的模拟研究对比分析》中，采用普通线性回归多重插补法、贝叶斯线性回归多重插补法、贝叶斯自助

线性回归多重插补法对无回答进行插补研究。云南财经大学张敏博士在报告《基于高层次结构的多水平发

展模型的统计建模及应用》中，构建了农户收入二、三、四水平发展模型，通过比较体现多水平模型拟合高层

次嵌套数据的优势。一些学者对统计方法进行了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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