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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其实就是统计学”
       这个命题并不重要      

【摘　要】大数据时代，在 AI 迅猛发展的催促下，我们统计工作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统计学的变革，以便更

好地“武装”统计学，真正的起到长期推进 AI 发展的作用。本文抛砖引玉，从微观的角度剖析了传统统计学的变

革，同时引发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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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网上收集并阅读了好

多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文章，有一个

热议的话题“人工智能其实就是统计

学”。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ThomasJ.Sargent 在由厚益控股和《财

经》杂志联合主办主题为“共享全球

智慧　引领未来科技”的世界科技创

新论坛上表示：人工智能其实就是统

计学，只不过用了一个很华丽的辞藻，

其实就是统计学。好多的公式都非常

老，但是所有的人工智能利用的都是

统计学来解决问题。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英文缩写为 A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

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

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

术科学。

目前，自然而然地“统计学与 AI

的关系”议题，就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问题，一下子又把统计学推到了峰顶

浪尖。实际上，AI 是否属于统计学科，

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我们也不要谈“人

工智能其实就是统计学”。重要的是，

在大数据时代下，在 AI 迅猛发展的

催促下，我们统计工作者应该清醒地

认识到传统统计学的变革，以便更好

地“武装”统计学，真正的起到长期

推进 AI 发展的作用。在此抛砖引玉，

从微观的角度谈谈传统统计学的变

革，给我们引起的思考。

｜怎样用新的数据烹饪出好的

“食品”

经常和朋友聊起来，说时代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火车站、机场，包括

出差酒店的住宿，到处都在刷脸，现

在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最近到北

京出差，在机场安检的过程中，新开

辟了一条智能化安检线，它会将安检

要求不满足的物品，自动地分离出来，

提高了安检的速度，当时我很好奇，

在那里看了好久。这些技术的实现及

应用，所产生的数据，其类型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扩展了传统统计的研究

对象。

传统数据基本上是结构型数据，

即定量数据加上少量专门设计的定

性数据，格式化，有标准，可以用

常规的统计指标或统计图表加以表

现。大数据及 AI 则更多的是非结构

型数据、半结构型数据或异构数据，

包括了一切可记录（包括图像和声

音等）、可存储的信号，多样化、

朱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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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标准、难以用传统的统计指标或

统计图表加以表现。现在的数据库

很多都是非关系型的数据库，不需

要预先设定记录结构即可自动包容

大量各种各样的数据。

在数据分析中，就好似食品烹饪

过程的体现，数据就相当是食材，食

材的类型或品种发生了变化，能否烹

饪出好的食品，是对烹饪师一个巨大

的挑战。对于统计工作者而言，摆在

面前的压力可想而知。

｜怎样认识总体意义下的“样本”

有一次，朋友到我们单位访问，

朋友问：你们单位的 wifi 和密码是

什么？想用手机上网；我“开玩笑”

地和他说：“你如果用我们单位的

wifi 和密码上网，我们单位的网络平

台可以把你手机的信息全都扒走”。

这就是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写

的那本书《大数据时代——生活、

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中提到的一

个重要观念：在一定的条件下，我

们现在所获得的数据是总体，而不

是样本。在八年或十年前，这个技

术感觉很神秘。当今在 AI 促动下，

这个技术是海量数据收集的重要手

段之一，其打破了我们对样本概念

的认知，使得样本概念更加深化，

体现出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明

确平台，收集数据”，这充分体现

了总体意义下的“样本”含义。

我们知道，统计学依赖于样本统

计 ( 普查除外 )，样本是按照一定的概

率从总体中抽取并作为总体代表的集

合体。大数据时代，特别是 AI 技术

应用，使得样本的概念不再这么简单，

此时数据大部分为网络数据，因此可

以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静态数据，

呈现“总体即样本”的趋势，这一特

点弥补了传统样本统计高成本、高误

差的劣势；二是动态数据，比如在确

定的网络平台下，数据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变化的，其总体表现为历史长

河中所有数据的总和，而我们分析的

对象为“样本”，这里的“样本”与

有别于传统的样本，因为这些数据并

非局限于随机抽取的，更可以是选定

的与分析目的相关的数据。对于统计

工作者而言，如何分析此“样本”的

代表性等问题，应该提到统计研究的

议事日程中。

｜怎样从数据收集实现“资源

共享”

从 2012 年到现在，国家统计局

和 19 企业签署了框架性协议，在框

架性协议的支撑下，国家统计局可以

获得企业的数据，一为社会服务；二

为企业服务。例如可以利用阿里巴巴

的数据来修正和完善 CPI；可以利用

百度的数据来预测二手房的房间问

题。以此为案例，我们把国家统计局

获取数据的外延剔除掉（和那些企业

签署框架性协议，暂时不考虑），提

取获取数据的内涵，可以提炼出一个

获取数据的重要手段，就是“框架性

协议支撑”。这是因为现在政府和政

府之间、政府内部的职能部门之间、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数据不能交易，那

么构建智慧城市等，需要构建宏观和

微观大数据平台，“框架性协议”就

成了获取数据的重要方法之一，其核

心有四个字“资源共享”。这是在共

享经济环境下，对传统数据收集概念

的巨大扩展。

传统统计中，收集统计数据的

思维是先确定统计分析研究的目的，

然后根据需要收集数据，所以要精心

设计调查方案，严格执行每个流程，

往往投入大，而得到的数据量有限。

在大数据时代，AI 在推进社会前进

过程中，给数据的收集提出了新的挑

战，使得收集数据的概念得到扩展，

即收集数据就是识别、整理、提炼、

汲取、分配和存储元数据的过程，其

某个环境的实现，都是对传统统计数

据收集研究带来了机遇。我们拥有超

大量可选择的数据，同时，在存储能

力，分析能力，甄别数据的真伪，选

择关联物，提炼和利用数据，确定分

析节点等方面，都需要斟酌。然而，

并不是任何数据都可以从现有的数据

中获得，还存在安全性、成本性、针

对性的问题。对于统计工作者而言，

在采用传统的方式方法去收集特定需

要的数据基础上，又如何扩展思路，

利用现代观念、现代技术收集、获取

一切相关的数据，同时怎样实现资源

共享，也是统计工作者予以实现的目

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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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打造和利用数据来源的

“第二轨”

最近在指导 MBA 学员毕业论文，

有一个学员从事游戏软件开发，并负

责公司的游戏产品营销，他毕业论文

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游戏产业的全球市

场营销策略，其中游戏产品的定价研

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科学地制定

游戏产品价格，针对开发的游戏产品，

收集了大量的不同竞争产品的同等道

具价格，例如 : 木材、粮食、铁矿、

石矿、金币等等。在讨论文章的过程

中，我问：“这些收集是通过调查得

到的吗？”，他说：“不是，是通过

互联网得到的数据，是开发商和使用

者在游戏研发和玩游戏过程中记录下

来的数据”。这些数据完全打破了传

统统计数据的来源渠道，对数据的考

察和验证带来的极大的挑战。

传统的数据是带着问题来收集，

因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数据的

提供者大多是确定的，其身份特征是

可识别的，有的还可以进行事后核

对和验证。而随着 AI 技术的深入发

展，海量数据的来源则很难追溯，由

于这些数据通常来源于互联网、物联

网，或者在云架构的支撑下，已经形

成了极大的数据库，这些数据不是为

了特定的数据收集目的而产生，而是

人们一切可记录的信号（当然，任何

信号的产生都有其目的，但它们是发

散的），并且身份识别十分困难。对

于统计工作者而言，在充分利用好传

统统计数据来源的基础上，针对社会

发展的需求和时代发展的特点，要努

力打造并利用好数据来源的“第二

轨”——云架构、互联网和物联网等。

｜怎样提升和加快统计量化方

式的转变

最近几年，接触了好多公司老板，

他们的管理理念各有千秋。有一个老

板管理很苛刻，要求职工上下班按指

纹，他说：“发现有个别职工很淘气，

上班按了指纹就出去，到下班的时候

回来再按一个指纹，结果搞一个全勤”；

我说：“那你怎么办啊！”；

他说：“我在公司门口安装了一

个监视器，可以时时记录职工的进出

情况”；

他接着又说：“慢慢的发现，监

视器获得的数据是连续数据，很难发

现异常现象”；

我又问他：“那你采取什么方案

呀！”；

他说：“按了一个人脸识别器，

这样可以获得时点数据，很容易得到

异常现象，以便及时处理”。

这里我想说的是，从指纹识别、

监视器到人脸识别器，管理中所用的

设备逐渐提升，就人脸识别而言，识

别就是要找出每个人的差异性，从统

计角度看，分析差异性的有一个重要

指标，就是方差。那么识别结果，每

一个人的“脸”产生的数据集，其方

差如何计算呢？这打破了传统的统计

计算规范。

传统数据为结构化数据，其量

化处理已经有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方式

与过程，量化的结果可直接用于各种

运算与分析。在 AI 研发、延伸和扩

展的同时，面临着大量的非结构化数

据，Franks 说过：“几乎没有哪种分

析过程能够直接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

分析，也无法直接从非结构化的数据

中得出结论”。目前，计算机学界着

手研发处理非结构化数据的技术逐步

推进，也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对

于统计工作者而言，直接处理非结构

化数据，或将其量化成结构化数据，

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也势必促

进统计学的发展。

AI 的发展离不开统计学，统计理

论和方法的深入研究也离不开 AI 的

促进。统计工作者应该知道，当今我

们对数据的利用，取得了更大的主动

权，我们要把这个主动权真正的利用

好，用在促使统计学迅速发展方面，

让统计学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在历

史发展中形成更深刻的烙印。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MBA 中心

                 厦门大学数据挖掘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