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大量诞生时的情况一样，需要统计学者对所认识客

体科学领域的理论有相当的认识。

乘数据科学春风，播撒“数据＋”种子

董　麓　天津财经大学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统计学的蓬勃发展，至少有

两个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是计算机科学的迅

猛发展，使得与数据和统计相关的技术发生了革命

性变化；二是各应用领域（如生物医药、金融等）快速

发展，并对使用统计方法分析解决自身问题产生了

强烈需求。迄今为止，这两方面依然是推动统计学

发展的重要力量。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标志着一门新兴科学，即

数据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应该清

醒地认识到，“大数据”只是一个状态描述，而数据科

学将是有长久生命力的科学。统计学是数据科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数据科学的发展对统计学提出了前

所未有的挑战，也提供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它期待

统计理论研究的创新，催生统计应用的发展，呼唤统

计教育的改革。
提到我国的数据科学与统计学发展，就不能不提

到肖红叶教授。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他就提出了

“计算机＋数据＋经济学”的发展思路并付诸于实践。
从１９８７年开始，他先后主持创建了“经济信息管理”、
“数据分析”、“数据工程”等本科专业和方向，成为国内

高校开展“数据＋”教育的探路者。
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数据＋”的思想已经

广泛深入人心，但“数据＋”的系统教育与专业人才

培养却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从统计学高等教育

的角度来看，现阶段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大力推进

“数据＋”教育，要把“数据＋”的根深植于各个应用

型学科领域，并在这些领域开花结果。

大数据时代统计学应拥抱数据科学

方匡南　厦门大学

２１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

速发展，极大地便利了数据的采集和存储，各个部门每

天都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比如商业银行交易记录、超市

的销售记录、政府统计中各中小企业的财务报表等等。
同时这些数据的维度也越来越高，比如研究基因与癌

症的关系涉及的基因有几万个，信用评分中有上千个

自变量等等。数据来源多样化，有业务记录数据，有传

感器数据，也有第三方数据，甚至是从网上爬取来的数

据等。此外，数据的格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有结构化数

据，也有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这些

海量高维、来源多样化、格式多样化的大数据给传统的

统计分析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数据科 学（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是 一 门 研 究 数 据 的 科

学，但这个词在计算机圈子里接受程度较高，而在统

计学圈子里接受程度不是很高。大数据时代，统计

学应适应时代的发展，主动拥抱数据科学，必须做到

如下两点：
第一，统计 研 究 应 坚 持 以 实 际 需 求 驱 动 发 展。

统计的发展跟实际需求是息息相关的，比如２０世纪

初，为了研究如何提高农作物产量，提出了农田实验

设计方法；再比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为了研究工业品

的质量，提出了可靠性统计方法；而到了２１世纪初，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积累了海量的数据，也需要

更多统计学家积极研究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方法。
第二，统计研究需要主动结合计算机。对 于 大

数据的研究，对研究人员的计算机技术要求也更高

了，统计学家不能把这些都推给计算机学科去做，更
不能只守着统计的一亩三分地，这样只会越做越小，
不断被边缘化，而是要主动学习一些必要的计算机

技术或者与计算机研究人员合作，不断扩大统计研

究的范围。只有这样，在大数据时代统计学才能发

挥更大的作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统计模型应用面临的挑战与转型

李宝瑜　山西财经大学

统计量化测度和统计模型是统计学的核心，从

统计学诞生之日起，其生命力就在于能够对现实进

行量化测度和用统计模型分析实际问题。没有量化

测度，经济统计学就不会相对独立于经济学。没有

模型应用，数理统计学就还是数学，就不会从数学中

分离出来。目 前 社 会 已 经 发 展 到 网 络 和 大 数 据 时

代，传统和现代的统计模型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应

用中都已经受到了挑战。
在方法上，传统的统计模型都是建立在利用样

本“估计”总体的思想上的，因为不了解总体，所以每

个模型都要 对 总 体 进 行“假 设”，然 后 来 检 验 样 本。
但在大数据和网络时代，很多总体的信息量都能全

面获得，这就有必要思考：抽样调查还需要吗？抽样

的重要性是否减弱了？总体还需要通过某个样本来

“估计”吗？进一步，总体还需要“假设”检验吗？时

代的改变对历经几百年之久的经典统计方法提出了

生存和发展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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