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大讲堂：普通人与大数据 

 

大数据，是当今公众津津乐道的一个热词，人们纷纷在探讨大数据所带来的

科技进步及所蕴含的巨大价值，甚至有人把大数据形容为未来世界的石油，更有

人宣称掌握了大数据的人，就可以像上帝一样来俯瞰整个世界。《大数据》一书

的作者维克托认为，2020 年世界将进入大数据时代。那么，到底什么是大数据？

它将带给相关产业、特别是普通公众什么样的影响？ 

  大数据是什么 

  国家图书馆的藏书量有 2600 万册，如果从数据来看的话，一个家庭一年产

生的数据相当于半个国家图书馆的数据总量。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互联网

中心主任何宝宏认为，当一个时代的人没有办法用那个时代的工具来处理的数据

就可以称为大数据。而大数据并非现在才出现，现在的大数据是现代人用现代工

具处理不了的数据。其实古人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比如人口普查，中国在东汉

时期就有几千万人，这显然是大数据。 

  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新生认为，推动大数据大量产生的核心动

力，是人们渴望能将现实物理社会存在的东西记录下来，能够测量它，并且能够

分析。随着云计算的发展，人们会利用云平台，通过先进技术从海量的信息中挖

掘出有质量、有价值的数据，从而使大量有价值的数据转化成知识。 

在谈到大数据的时候，人们往往知道的就是数据很大，但是它具体有什么特

征呢？张新生认为，大数据的特征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量特别大，现在

的数据计算单位，已经从 GB 到达了 TB、PB，甚至是 EB 了；其次是多样性，

绝大多数大数据是非结构性的，其种类十分复杂，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还没法对

此进行处理；再次是速度，数据产生和传送的频率非常快；最后是价值，从大量

的低质量、低价值的数据中获取知识，犹如从大海中捞针，获取数据成本很高，

但有待挖掘价值大。 

 

 



  大数据有什么用 

  当你打开一个网页的时候，里面弹出了你个人比较喜欢的产品广告——其实，

这就是一个利用大数据进行精准营销的例子。 

  哪些组织或者应用程序掌握了我们的“痕迹”呢？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

首席专家唐雄燕举例说，百度掌握你的隐私，微信知道你的社交圈子，淘宝了解

你的购物习惯，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存有你的通话记录和上网记录，银联知

道你在哪里用了信用卡，定位软件则知道你现在何方…… 

  大数据给企业和商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比如在互联网金融领域降低了不良

贷款率，减少了交易成本。谷歌利用大数据预测季节性流感的爆发和传播。AT&T

将用户在 WiFi 网络中的地理位置、网络浏览历史记录以及使用的应用等数据销

售给广告客户。当用户距离商家很近时，就有可能收到该商家提供的折扣很大的

电子优惠券，等等。 

但是，作为大数据的产生者，广大公众能够从大数据的发展中获得什么呢？

大数据的发展关乎广大公众的切实利益，举例来说，专家们认为利用大数据可以

有效地实现“智慧医疗”，为全面的个人健康管理进行服务；个人可以方便获取医

院的就诊信息、检查数据、医疗影像等，以及个人健康的历史数据；为慢性病患

者提供远程数据分析和服务；辅助临床诊断和用药决策；为公共卫生机构提供及

时的统计分析；以及为药品研发、治疗方案设计提供数据分析。随着大数据的发

展，广大公众的生活也将变得更加便利。 

 

  我们该怎么做 

  刚刚买完房子的你，突然收到很多房产开发商或者代理商的电话和短信，这

时你肯定感觉自己的信息被泄露了。对于大数据时代来说，广大公众会更加关注

自己的隐私，而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呢？ 

  专家们认为，大数据时代关注的是用户的特征，而不是具体的信息。比如说，

通过大数据，希望知道用户是一个处于 20—30 岁年龄段生育过子女并接受过高

等教育的女性，而不是想知道她姓甚名谁，今年多大，有几个小孩。还有一点，



就是大数据的采集和处理主要是由一些大型的公司在做，它们有自己严格的规范

和流程，以确保信息安全。 

  专家们也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首先，国家相关的法律也对个人隐私的保

护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和约束，2013 年 1 月份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个人用户

隐私保护的决定，同时工信部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出台了关于互联网和电信网

个人信息保护的条例以保护用户的隐私，这些都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具有一定的作

用。其次，企业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对用户信息进行不

可逆的处理。一旦发生用户信息外泄，企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用户也需

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一些信息泄露事件的出现，也与广大用户本身对个人信

息的保护意识不足有一定关系。所以，在大数据时代，迫切需要向用户开展加强

自身信息保护意识的教育，也就是安全上网的知识普及和教育。 

  不论你接受还是不接受它，大数据就在那里，不近不远。大数据已经在我们

的生活当中，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个人隐私的保

护，另一方面，也要充分适应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的变革，享受它给每个人的生活

带来的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