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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大数据”已经成为科技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热点，所谓ｂｉｇ　ｄａｔａ（大数据），是指靠专有平台实现价值提

炼以帮助使用者决策分析的海量数据集产品。目前，拥有数据的规模大小和运用数据的能力将成为一个国家 综 合 国

力的重要组成，一个国家对数据的占有、控制将成为国家间和企业间新的争夺焦点。重点研究分析了大数据的５个特

性，指出了企业的经济效益是推动大数据发展的主要动力，当前的大数据处理技术使人们从事的工作变得更 加 智 能。

通过对大数据时代的思维特点及思维方式进行研究，可以得出大数据时代最大的转变就是研究方式将进入数据密 集

型科学的范围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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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大 数 据（ｂｉｇ　ｄａｔａ）已 经 成 为 全 球 各 界 关 注 的 热

点。２０１２年３月，美国 政 府 宣 布 投 资２亿 美 元 启 动“大 数 据

研究和发展 计 划”［１］，这 是 继１９９３年 美 国 宣 布“信 息 高 速 公

路”计划后的又一次重大科技部署［１－３］。

目前，拥有数据的规模 大 小 和 运 用 数 据 的 能 力 将 成 为 一

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 要 组 成。一 个 国 家 对 数 据 的 占 有、控 制

将成为国家间和企业间新的争夺焦点。《纽约时报》２０１２年２
月的一篇专栏指，出当前“大数据”时代已来临，在经济等领域

中，将逐步使用数据、分析作出重大决策而并非基于经验和直

觉［１］，在ＩＴ产业中尤其如此。

在２１世纪的今天，２４小时内，全球互联 网 产 生 的 所 有 数

据能录入近两亿 张４．７Ｇ盘；人 类 发 出 的 电 邮 与 美 国 两 年 的

纸质信件数量接近，达３亿封，全球论坛发出的各种帖子已达

２００万个，相当于《ＴＩＭＥ》杂志７７０年的文字量［３］。当前 的 数

据量已经 从 ＴＢ（１０２４ＧＢ＝１ＴＢ）级 别 跃 升 到ＰＢ（１０２４ＴＢ＝

１ＰＢ）、ＥＢ（１０２４ＰＢ＝１ＥＢ）乃至ＺＢ（１０２４ＥＢ＝１ＺＢ）级 别，可 见

数据的增长量 之 大。ＩＢＭ 公 司 的 研 究 成 果 表 明 整 个 人 类 文

明所获得的所有数据高达９０％是过去几年产生的［３］。

２　大数据的几大特性

经过近年的研究表 明，大 数 据 具 有 应 用 价 值 高、类 型 多、

容量大、存取速度快且真实而 准 确 的５个 特 性，特 别 是 Ｖａｌｕｅ
（价值特性），随着研究的深入，技术人员将重新定义并让数据

价值体现在应用领域的各个方面。

Ｖｏｌｕｍｅ－（数据量）极大，已 经 由ＴＢ增 长 到ＰＢ级 别。当

今全球生产的各种印 刷 材 料 的 数 据 量 是２００ＰＢ，全 人 类 自 文

明史后说过的所有的话的数据量大约是５ＥＢ［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处理速度）极快，ＩＤＣ的“数 字 宇 宙”的 报 告，经

过计算，预计 到２０２０年，各 个 国 家 数 据 使 用 量 之 和 将 达 到

３５．２ＺＢ。在如此海量 的 数 据 面 前，数 据 的 处 理 效 率 就 是 企 业

的生命。

Ｖａｌｕｅ－（价值密度）高。通常价值密度的高 低 与 数 据 总 量

·２７４·



的大小成反比。研究通过强大的机器算法快速地完成数据的

价值提纯，成为当今大数据背景下急需解决的难题［３］。

Ｖａｒｉｅｔｙ－（数据类型）繁 多。网 络 上 大 量 的 视 频、图 片、地

理位置信息等类型的多样性也让数据被分为结构化数据和非

结构化数据。所有这些各种类型的数据将对数据的处理能力

要求更高［３］。

Ｖｅｒａｃｉｔｙ－（真实而准确），只有如此，数据的使用才能发挥

作用。

因此当今大数据是多 维 的 且 极 具 复 杂 性，显 然 它 对 于 每

个人来说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

３　大数据成智能手段和致富捷径，推动大数据的动

力主要为企业经济效益

　　Ｇａｒｔｎｅｒ（顾能公 司）在２０１０年 提 出：信 息 将 成 为“２１世

纪的石油”；而《经济 学 家》刊 文 指 出，大 数 据 会 带 来 巨 大 的 商

机，具有潜在价值。企业 大 数 据 研 究 的 动 力 主 要 是 经 济 效 益

的驱动，以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大企业不断扩大数据处理规

模。在制定市场策略政 策 时，最 佳 的 支 撑 平 台 是 握 有 大 量 的

有效数据。这类效益对 于 企 业 来 说 是 潜 在 商 机，对 于 个 体 则

是实现自身价值的高 效 方 法。谁 握 有 数 据，利 用 这 些 数 据 交

易就能产生好的效益。可以认为尖端的数据处理技术为企业

带来了更智能、更富有 的 益 处。当 然 通 过 数 据 挖 掘 会 诞 生 出

许多商业模式，可见开发这类数据在未来有希望成为最大的

企业交易品，到 那 时 各 个 公 司 的 角 色 有 所 不 同，有 数 据 提 供

方、管理者，还有监管者等，这样就形成了一大新兴产业：大数

据。未来Ａ数据集和Ｂ数 据 集 也 许 可 能 有 机 地 结 合 到 一 起

形成交集，会创 造 出 新 的 信 息 和 知 识 点，实 现 企 业 的 大 幅 增

值。今后数据也是战略资源，将与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一样重

要，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美国Ｏ’Ｒｅｉｌｌｙ　Ｍｅｄｉａ，Ｉｎｃ．（奥莱利公司）断言：“数据是下

一个‘Ｉｎｔｅｌ　ｉｎｓｉｄｅ’，未 来 属 于 将 数 据 转 换 成 产 品 的 公 司 和 人

们”。在数据为王的时 代，企 业 的 战 略 需 求 也 发 生 了 转 变：企

业关注重点将转向数据。多数公司将成为真正的ＩＴ业，其业

务将从追求计算速度转变为高速处理大数据的能力上，软件

也将从编程为主转变 为 以 数 据 为 中 心 为 主［４］，此 时 数 据 已 成

为矿物一样的原材料供各类企业使用。到那时将形成诸如数

据探矿、数据化学等新学科和新工艺模式。

４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特点研究

现代经济活动领域，通 过 收 集 整 理 的 业 务 大 数 据 能 预 测

出每一个用户的真实消费倾向，可以预判其想要什么产品、喜

欢哪类特点、单个消费群体的需求区别有哪些，这些都可以被

集合到一起，以便进行分类。通常这类大数据在数量上剧增，

经过分析研究，供给侧的提供商会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升级。

要想实现 产 品 从 量 变 到 质 变 的 升 级，需 要 更 好 地 采 用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大 数 据 思 维）。著 名 的 科 学 家 维 克 托·

迈尔－舍恩伯格的看法较为合理：即首先需要全部数据样本而

不是抽样；其次关注效率而不是精确度；最终关注相关性而不

是因果关系［４］。Ａｌｉｂａｂａ的王坚对于大数据也有独特的见解，

如：“今天的数据不是大，真正有意思的是数据变得在线了，这

个恰恰是互联网的特点［５］。”“非互联网时期的产品，功能一定

是它的价值，今天互联网的产品，数据一定是它的价值［３］。”真

正实现大数据的意义在于能填补无数个之前未实现的空白并

创造新产业［４，６］。

今后，各类企业把采收有效的数据看作是发掘富矿煤田。

通常按照煤矿的性质 有 诸 如 肥 煤［３］、贫 煤、焦 煤、无 烟 煤 等 类

别，采集露天煤矿、深 山 煤 矿 的 挖 掘 成 本 很 不 一 样；同 理，ｂｉｇ
ｄａｔａ并不在它的“ｂｉｇ”，而 在 于 它 的“Ｖａｌｕｅ”，ｂｉｇ　ｄａｔａ的 价 值

含量和挖掘成本 比 Ｖｏｌｕｍｅ更 重 要，这 是 毋 庸 置 疑 的。在 投

资者眼中，ｂｉｇ　ｄａｔａ就 是 企 业 的 价 值，ＩＴ公 司Ｆａｃｅｂｏｏｋ路 演

时，咨 询 公 司 评 定 的 公 司 有 效 资 产 中，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网 上 的 各 种

数据占据绝大部分。

未来大数据产业中快速提高对各类数据加工的能力将成

为实现盈利的关键点。企业必须高效加工大数据才可实现产

值的剧增。对于这类体 量 巨 大 的 各 种 数 据 质 量 来 说，为 避 免

混乱急需找到数据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典型案例可以证明数 据 收 集 和 再 处 理 的 重 要 性：二 十 多

年前，Ａｍａｚｏｎ刚成立，杰夫·贝 索 斯 让 几 十 个 书 评 员 来 销 售

书，当时他就知道不仅可以请人写书评，也可用数据技术来提

供各类图书的推荐。最初使用类推荐时，用户的体验并不好，

通过调查分析后，公司决定不对用户进行分类，而是对用户的

需求进行分类，该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功。今天，这种推荐系统

为Ａｍａｚｏｎ带去了３０％的营收。显然该案例证明了：今后，通

过研究和分析数据并找出其中的一个关联物并进行监控就能

预测未来。

上述案例中Ａｍａｚｏｎ有 大 量 的 交 易 数 据，客 户 每 买 一 本

书就是一个交易数据，公司对这个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后，可以

为用户提供后续相关产品的购买意见。然而用户如今已不再

满足于已有的交易数据了，因此也大量开始收集起沟通数据

等。然而这类数据产生 和 收 集 后，其 自 身 并 不 能 直 接 产 生 服

务，体现其价值的部分在于当这些数据被收集以后，会被相关

公司用于不同的目标，这类巨大的数据由此被重新使用，从而

产生新的重要商机，重 复 使 用 是 大 数 据 的 另 一 突 出 优 点。美

国著名的实时交通数据提供商Ｉｎｒｉｘ公司已有近１．５亿 个 手

机用户使用ＩＮＲＩＸ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ＰＰ［８］。该 应 用 软 件 可 以 辅 助 开

车并规避堵车严重路段，使用时该软件能用不同的颜色呈现

交通道路的热量图（显示为红色时就表明有堵车现象）。如果

这个产品只提供数据就无特色可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软件

并没有利用交警监控系统，ＩＮＲＩＸ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ＰＰ的手机客户端

在使用过程中会给公司 的 运 行 服 务 器 发 送 实 时 数 据（走 的 速

度及位置），这样就成了数量巨大的道路交通探测器［８］。Ｉｎｒｉｘ
公司还有更大的秘密 是 可 以 重 复 利 用 数 据［９］：当 它 了 解 到 周

末哪个路段堵车时，哪里有堵车哪里就有更好的销售商机，公

司把数据提供给投资方，买方再根据数据对零售业进行新的

投资以方便司机同时也促进了零售业的壮大发展，这类提供

商在以前从未出现。

由于大数据的使用而带来的ＩＴ革命开启了人类重大的

时代转型，它正 在 对 人 类 的 思 维、生 活 和 工 作 产 生 极 大 的 影

响。图灵奖得主、关 系 数 据 库 的 鼻 祖Ｊｉｍ　Ｇｒａｙ描 绘 了２０世

纪下半叶，由于有科学计算机的产生而诞生了著名的“计算科

学”，并研究出了如“银河”、“深蓝”等超级计算机，它们能对以

前无法处理的复杂现象进行模拟动态仿真，也可以推演出越

来越多的复杂现象，其 典 型 案 例 如 模 拟 核 试 验、天 气 预 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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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ｍ　Ｇｒａｙ认为当今以及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是随着数据量的

高速增长，计算机将不仅仅能做模拟仿真，还能进行分析总结

得到理论［６，１０］。也就是说，过去由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从

事的工作，未来可以由计算机来做。这种科学研究的方式，即

为今后会高速发展的 数 据 密 集 型 科 学。通 俗 来 说，大 数 据 的

核心就是预测。实际上，谷歌的广告优化配置、战胜国际围棋

大师李世石的谷歌机器人ＡｌｐｈａＧｏ也是 极 其 成 功 的 案 例，这

就是数据密集型科学的魅力所在。

显然，处在这个时代，随 着 大 数 据 技 术 的 快 速 发 展，人 类

对科学研究思维方式的转变将会逐步放弃对以往各种传统因

果关系的探求并开始 重 视 相 关 关 系 的 研 究。换 言 之，这 将 颠

覆以往人类的思维惯例，人们将不需要像以往那样知道为什

么而只需要知道是什么就行，这对世界交流的方式是一种挑

战，对各国人民的 认 知 也 是 一 种 挑 战。Ｃｈｒｉｓ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克 里

斯·安 德 森）２００８年 曾 发 出 惊 人 的 断 言：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ｄｅｌｕｇｅ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ｂｓｏｌｅｔｅ（数据洪流使传统科 学 方

法变得过时）［１１］。人类在获得海量数据（即ｂｉｇ　ｄａｔａ）后，运用

各种大数据分析工具，如 Ｈａｄｏｏｐ等来处理这些数据，将 为 后

人理解世界提供的一条完整的新途径。当前各国投入巨大的

人力物力研究开发大数据处理技术，将会为人类创造出不容

置疑的变革，这类可量 化 的 维 度 是 前 所 未 有 的。大 数 据 及 其

处理技术即将成为全球人类创造新发明和新服务的思维方式

的源泉，越来越多的改革正蓄势待发，世界将由大数据带来巨

变。

结束语　大数据的研究成果让人类能够完成没有建立完

整的模型和假设，也可 以 对 收 集 到 的 数 据 进 行 分 析。如 果 将

收集的数据录入计算机集群，只要有相互关系的数据，通过专

业的大数据分析工具就可以发现过去的科学方法发现不了的

新模式、知识 和 规 律。数 据 量 巨 大 的 大 数 据 让 我 们 体 会 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ｎｏｕｇｈ。常规 的 模 型 的 探 索 可 以 停 顿，因 为 因

果关系已经被相互关系取代。不管对“数据密集型科学”的理

解有多深，必须得承认：数据密集型科学不仅是科研方式的转

变，也是人们思维方式的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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