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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现象诞生于人们数据

搜集能力、数据传输能力、数据存储

能力以及数据处理能力的极大发展，

这也自然得益于技术进步的大环境引

致信息生产方式与速度的变革。自

2011年下半年起，该名词在业界与学
界被广泛提及，无论这体现出的是真

实繁荣抑或泡沫，大数据绝非仅仅是

一种商业炒作；就其信息生产与使用

方式而言，大数据环境将呈现出信息

生产廉价化与泛化，披露民主化及载

体数字化等特点，可以预见，借由大

数据的发展，人们身处的信息环境将

会得到根本性改变，数据将作为资本

直接产生价值，而非仅提供参考意见。

人们倾向于从表象出发谈论大数

据，如数据体量大（Volume）、多样
化（Variety）、产生速度快（Velocity）、
真实性（Veracity）与价值密度低
（Value）。援引国际数据公司（Internet 
Data Center，IDC）的监测统计，预
计到 2020年全球将总共拥有 35ZB
（1ZB=1万亿 GB）数据量，较 2011
年增长近 20倍，通常这种数量化的表
示被认为是大数据时代开启的标志，

一个类似的比喻是，大数据如同数据

的“群体像素”变大，使得其中体现

的信息“图像”更为清晰。但注意对

于信息量而言，“大”在具体技术语

境下不尽相同：若以统计学概念厘定，

大小样本量仅以 30为界；若以处于特
定环境下的个体感觉界定，大、小则

只能是相对概念，十年前人们对信息

体量的感觉显然与现今不可同日而语。

可见大数据不能简单等同于大样本，

而是具有确然语义的范畴，以表象层

面的若干特点概括其内涵难免有失偏

颇。可以预见，大数据愈益迫近由概

念论说与尝试应用进入到大规模业务

流程和产生巨大商业价值阶段，既然

如此，避免误读大数据内涵就显得十

分重要。至少迄今，大数据仍是既有

莫大诱惑又充满神秘的“灰箱”，彰

显和揭示大数据潜质以及蕴含意义必

须借助于某种能够读懂、解构隐藏于

大数据深层秘密的“工具眼”，即如

对于一种新的艺术样式、新的卓尔不

群的艺术作品，领略其中甘味需要借

助类似立体眼镜等工具介质。笔者以

为，目前适于读懂与解构大数据的工

具眼（至少是其一）即数据挖掘。当然，

也有可能大数据出现能够推进数据挖

掘向新的更有价值的方向发展。

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价值产生，

可视为由分布式数据架构、机器学

习 (Machine Learning，ML) 及结果
分析三部分完成。捕捉客户行为特征

即数据获取主要属于数据架构部分，

机器学习和结果分析则共同构成对

已有数据的挖掘流程，已知数据挖掘

是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KDD）行为，挖掘过程直
接决定从已有数据中能得到哪些有用

的知识。从这个特点出发，以数据架

构为基础，大数据的价值实际落脚于

挖掘流程，所以从挖掘角度出发解读

大数据内涵，符合两者内在逻辑一致

性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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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从数据挖掘角度出发尝试

对大数据内涵做一辩证探讨，其中关

涉大数据的一系列热点问题。大数据

就简单地等同于数据规模大？挖掘算

法与直觉的重要性如何，大数据要求

业务驱动还是数据驱动？目前大数据

行业究竟是短缺还是过热？大数据最

终导向的是客户便利还是隐私侵犯？

借由辨析以上问题，大数据的内涵可

处之昭然。

一、“大”“小”之辨
如前文所述，以数据量作为判断

“大”、“小”的准则并不稳定，会

随技术环境的发展而变化。同对高清

制式、分辨率等图形技术指标的要求

日臻苛刻类似，二十多年前 1.44MB软
盘（Floppy Disk）是 PC的标准传输制
式，人们觉得这个边长 3.5英寸的正方
形磁盘足够完成资料存储与搬运工作 ,
而今以 GB、TB为单位的移动数据存
储介质都不再会令普通使用者感到惊

叹。单纯从数据量解读大数据内涵的

另一个危险在于，如果数据架构及挖

掘技术不断进步，使得原先难以驾驭

的海量数据变得易于处理，那么数据

量大小就不成问题，而大数据概念也

将昙花一现，最终被归为传统数据分

析的一个发展阶段而已。可见理解大

数据之大不能仅将目光聚焦在数据规

模这样的特征性描述。大数据可以被

理解为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

要求人们“以数据为大”，即重视数

据本身价值，将数据直接视作价值生

成的资本，而非决策辅助工具或直觉

的验证工具。就数据性质而言，大不

仅仅是数据量的问题，更是分析逻辑

和数据结构的变化，不能说有了应对

的手段，大数据分析就和传统意义上

的数据分析一致，从而使得数据挖掘

无意义化。

数据规模之大不构成大数据的充

分条件，但却是其分析的必备属性。

同小体量数据相比，大的数据规模提

供了确凿的归纳结果——这是随机性

较强的少量数据无法比拟的。大数据

允许我们通过在未经处理的数据集中

逐条比对来发现微小但有说服力的线

索，从而进行分析研究——这为深入

的数据挖掘分析和精确的决策提供了

可能性，而小规模数据分析通常得不

到精确的结论，数据的潜在规律难以

被发现。要注意到，并非全部行业都

已有应用大数据的基础，这取决于行

业是否能够在架构层面上提供恰当规

模的数据。若以大数据思维分析小数

据集，模型训练无法达到预期精确度，

分析结果缺乏验证环境，可能效果反

不如直觉判断。

大数据之“大”，根本上是一种

思维方式的转变，这种思维方式又要

以大规模数据为基础产生价值，在大

数据实践中，数据与思维，二者紧密

结合，缺一不可。

二、算法与直觉之辨
算法与直觉的角色转变应该是大

数据时代的另一热点，两者定位不同

直指在数据的价值产生过程中应以数

据还是业务目标为根本驱动力。支持

以业务目标为核心的理由显而易见：

数据挖掘直接为业务目标服务，挖掘

中新发现的知识内容很难通过理论进

行有效性检验，投入实践是检验挖掘

结果的必要路径，业务驱动似乎理所

当然。但问题在于客户的真实需求往

往难以确定——消费者时常无法准确

表达真实需求，这就表示可能存在一

些无法被原有业务目标所涵盖的有价

值的知识；消费者的潜在行为习惯和

真实需求往往是寓于某一特定的数据

集中，而大数据环境为挖掘这些习惯

提供了便利，使得“啤酒与尿布”一

类经典案例成为可能。

不妨回归数据挖掘的定义来讨论

此议题。对比计量经济学与理论经济

学的关系，计量经济学遵循波普尔的

证伪主义线路：提出假说，检验假说，

然后过渡到下一个问题和猜想；一个

模型的建立和验证以及经济意义说明，

实际上是对某种预先的理论假设加以

验证的过程，这在经典计量经济学发

展阶段尤为突出。与此不同，数据挖

掘是典型的知识发现过程，与传统数

据分析方法的最大区别在于可能自主

的发现一些出人意料的新知识。该特

性决定了数据挖掘并非对某些假设的

验证，而是一种提出假设的过程，例

如上文谈及的“啤酒与尿布”案例，

数据挖掘的作用流程是对数据进行预

处理与挖掘（从数据出发）——某类

消费者通常同时购买啤酒与尿布（获

得待验证的知识）——以此知识为基

础观察发现，该购买特征为年轻父亲

所具备 (对知识验证说明 )。而计量经
济学则是通过大量观察或天才的内省

猜测啤酒与尿布似乎通常被同时购买，

即经验与猜想、理论假设；进而分析

两者数量相关性，或基于理论假设建

模；最终检验两者是否具备相关性，

或对模型进行检验与解释，最终支持

或推翻假设；进一步可能调整模型重

新验证原假设或转向其他猜想。数据

挖掘的思路更接近数据生成过程本身，

具备先验性质，挖掘所得不依赖于预

先假设，且可能超过预期业务目标。

从这点出发，数据驱动模式似乎能够

产生更多的价值，但对该模式的质疑

随之而来：一是数据可靠性问题。数

据可能具备大量随机性，数据真实性

难以保证，尤其是非原始数据，其加

工过程可能对结果有效性有所影响；

二是目前挖掘数据的算法仍然不够智

能，不足以处理含有大量人类行为、

兴趣和偏好的数据。

大数据环境下，大规模原始数据

变得易于获取，这使得第一点疑虑迎

刃而解，大数据集降低了随机偏误，

人们在分析时可自主对原始数据进行

清洗（Data Cleaning），数据可靠性得
到增强。而对算法不够智能化的担忧

依然是目前的热点议题，2013年 1月
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关于大数据的

业界会议就以算法与直觉为主题，提

出“大数据很重要，直觉也不可或缺”

的观点。诚然，目前的机器学习的可

靠性似乎还离 1950年图灵试验的设想
有一定距离，倡导抛弃模型，更多依

靠数据分析师的能力与经验判断的呼

声不绝于耳。好在随着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的提出与不断完善，近些年
机器学习领域出现了突破性进展，算

法的智能化大大增强。实际上，机器

学习算法的发展空间巨大，只有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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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作为超越直觉的驱动力，才能称得

上真正的“以数据为大”，达到大数

据时代人们所期望的高智能化水平、

高生产效率、高服务质量和高决策精

确度。当然，数据分析师的直觉亦不

可忽视，具体挖掘操作需要业务理解

的支持，使数据挖掘过程不至陷入“数

据陷阱”。

三、短缺与过热之辨
著名市场研究公司 Gartner 曾于

2011年上半年展望大数据前景，称该
行业将在几年内创造 440万 IT岗位，
最终跻身传统行业之列。振奋人心的

预测言犹在耳， Gartner却又于 2013
年 1月起呼吁给大数据降温，称业界
对大数据关注过热，存在泡沫。

支持过热说的最重要证据是，大

数据兴起以来的典型成功案例并不多。

追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事实：数据的

体量与其总体价值并不呈线性增长关

系，数据规模不断变大，但其价值密

度相对减少，这对业务专家的个人直

觉、数据科学家的分析能力以及算法

的效率与精确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另

一个事实是，数据挖掘方法所获取的

新知识缺乏证实与证伪的逻辑一致性，

它是依靠精确度判断的。抛开应用很

难对新知识的有效性加以验证，更无

法加入其后的知识再创造过程。但若

只关注应用层面，大数据获得的知识

便只是业务验证性的，难以产生新价

值，即使获得了新知识，投入商业实

践检验后，能否成为一种成功的范式

加以推广也未可知。目前业界对大数

据的关注过热之处，就是急于产生价

值、试图占领大数据时代制高点。在

这种情况下，数据沦为知识消费品而

非可产生二次价值的资本，信息冗余

现象越发常见，而为数不多的有用数

据被迅速消耗失去再利用价值，所以

目前还很难讲大数据为我们的决策环

境提供了更多的资源还是制造了更严

重的信息污染。

过热真实存在，大数据暂时的泡沫

化反映的是真实与期望的差距，是思维

和技术的相对短缺。此后大数据的进一

步发展，分布式数据架构当然是资本；

从挖掘角度讲，大数据环境对数据科学

家和业务领域专家的需求空间巨大；两

者之间传递的畅通化也需要注意，机器

学习和数据分析领域应向模板化界面发

展，以更为友好的使用界面为业务专家

提供便利的渠道，使其直接参与数据分

析过程，打破数据与业务的沟通壁垒。

采取适当思维与技术运行大数据，是克

服目前大数据受关注过热而创造价值不

足的唯一手段。

四、便利与侵害之辨
维克托 •迈尔 •舍恩伯格在《删

除 :大数据取舍之道》一书中提到，现
今世界上 90%以上的信息以数字形式
呈现，能够毫不费力地被存储、加工、

操作和发送。这些数字信息塑造了大

数据的可行性，也带来个人隐私被侵

犯的可能性，这个结论符合直觉——

毕竟数据处处都暗含隐私，数据越多，

隐私的线索越容易被串联。数据构筑

的“圆形监狱”使人举步维艰，即使

隐私侵害没有即刻发生，我们也好像

时时在受着监视：数据是否自愿上传？

数据的使用是否得到客户授权？数据

整合由谁完成？很可惜这几个问题的

答案目前尚且暧昧不明。大部分的“行

为数据”不是自愿上传，而是不经意

或“不得不”透露的，如分布在医疗

机构与金融机构服务器的个人资料。

我们很少有对自己的数据进行授权声

明的机会，或将授权当作无关紧要；

很多数据看似是不重要的，不涉及安

全隐私问题，但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可

能会从中找到线索；已有授权也缺乏

时限，随着信息越来越多，原来的安

全信息可能会被联系起来暴露个人隐

私变成不安全信息。随着一些信息售

卖事件的曝光，信息使用者的诚信也

被怀疑。

但数据挖掘本身并不侵犯隐私，

视频网站追踪单一客户浏览记录推荐

视频，网商抓取购买历史推荐商品，

这种涉及具体客户的推荐形式不是挖

掘，只是传统销售手段的数字化表现。

数据挖掘关注的是“典型人”特征和

生成规则集，想要发现的也非这样显

而易见的知识，相对于“你需要这个，

所以你应该也需要那个”的模式，数

据挖掘的模式实际上是“如果一个人

需要这个，那可能他也需要那个”这

样的“大众化”规则。所以买菠萝推

荐沙拉酱（菠萝可能被用于制作水果

沙拉）比买菠萝推荐菠萝削皮器这样

的直线推介形式更接近数据挖掘的本

意。理论上数据挖掘过程不涉及隐私，

它不是个体特征描述，而是对数据集

共性的抽取。类似统计学思想，规律

的总结来自于平均，而精确地按照函

数化拟合数据点则需要一系列的基函

数——这些来自数据集外部的基函数

替代了数据点中含有的全部个体标识

信息，从而预测和分类工作都避开了

客户隐私。

想要利用大数据创造价值，又要

避免陷入数字化圆形监狱的处境，保密

合约、有时限的数据上传与使用授权及

挖掘过程中机密属性保护和身份标识

模糊化是必要的，这需要法律和技术的

双重保障。对数据信息加以保护之后，

实在没有必要对大数据避之不及，毕竟

它能够带来的便利无可比拟：世界越来

越智能，工作效率越来越高，决定越来

越准确——以数据为大，将数据作为直

接产生价值的资本，可以将我们带向这

样一个美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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