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记者! 社交媒体在大数据时代扮演什么

角色! 是否不可替代!

王晓阳!微信、微博、论坛等社交媒体，是
给社会搭脉的重要途径。因为在这些地方，人
们能充分表达情感。“我在哪，买了一杯咖啡，
好不好喝，天气如何，心情怎样……”与态度、
情绪有关的数据，只有这里能采集到。
媒体在街头做民意调查，问路人“你幸福

吗”，获得的数据可能不准，倒不如去微博里
寻找人们自发表达的内容。

记者!大数据正被越来越多商家利用"对

消费者是好是坏!

王晓阳!如果大数据被商家正确使用，消
费者确有需求，当然觉得方便；反之就成了骚

扰。一些购物网站常根据消费行为推荐商品。
比如有人买了一本孕期保健书，网站几个月
后便频频推荐尿布和奶粉。其实她是替朋友
买的，与个人需求无关。
这不是大数据本身的问题，而是对数据

的分析出了错，脉搏没搭清楚，就会带来负面
影响。这也反映了人的智慧在分析数据时所
起的重要作用。

记者! 大数据时代对个人隐私的侵犯

似乎防不胜防" 如何规避数据开放带来的

风险!

王晓阳! 保护隐私确实是大数据面临的
难题。有人曾想证明一个命题：能否既保护隐
私，又保证数据有用？结果发现做不到，要彻

底保护隐私，数据大多就没用了，两者之间没
有平衡点。如果完全关闭手机位置信息，确实
保住了隐私，但导航等软件就不能用了。
保护隐私不是不能做，而是要在采集数

据的环节及采集到数据后同时做。采集数据
时应透明，要让用户知道什么数据在被采
集，并征得用户同意。其实最严重的问题出
在采集数据之后，谁可以用这些数据？如何
用？现状是，采集者掌握众多隐私数据后，随
意贩卖，给许多人带来困扰，甚至对大数据
产生恐慌。
我国这方面法律不健全，必须加快立法。

采集到隐私数据后，谁能用，能怎么用，如何
告知消费者，违规了怎么处罚……都需法律
规范。

本报记者 曹刚

“大数据”这个新词，
近两年曝光率颇高。字面
意思好像谁都看得懂，却
又似懂非懂。

谷歌预测流感趋势，
微软预言奥斯卡奖，多次
成功后，大数据被传得神
乎其神。到底怎么解释？在
社会生活中有哪些应用？
我国核心技术研发现状如
何？大数据和保护隐私间
怎样平衡？记者专访国家
特聘专家王晓阳教授。

王晓阳 1992年在美
国南加州大学获得计算机
科学博士学位后，留美从
事20多年科研工作，曾任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主管及佛蒙特大学计算
机系 Dorothean讲席教
授，一直在和“数据”打交
道，两年前受聘成为复旦
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院长。

! ! ! !记者#谷歌预测流感$微软预言奥斯卡%

都靠大数据"怎么做到的!

王晓阳：谷歌 !年前推出“流感趋势”服
务，通过分析关键词，准确预测美国各地流感
爆发情况。
这是大数据应用的典型案例。谷歌综合

分析大量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了解不同历
史阶段流感爆发情况，以及对应时期的关键
词、频率，判断哪些因素的相关性大，反复试
错、调整，直到建立可靠模型。

微软猜准多项奥斯卡奖，也是相同套
路———分析大量历史数据，找准多个相关因素，
不断调试，建模型。说来简单，实际操作很复杂。

记者&最近中国股市行情惨淡%能借大数

据之力预测涨跌吗!

王晓阳!按我的理解，股市可预测，但有效
期很短，超出几秒甚至几毫秒，就不准了。天气
预报也类似，报 "天后的，基本没谱；报明天
的，命中率相当好；如果报几分钟后的，更准。
华尔街有些公司，专在毫秒间买进卖出。

时间短，对机器运行速度要求很高。公司就设
在交易所旁边，以保证数据线尽可能短。
但对绝大多数股民来说，股市不能预测，

因为等你买到手时，早过预测有效期了。

记者& 大数据时代% 机器的性能越来越

强%人的作用还剩多少!

王晓阳：业内有观点认为人不重要，交给
机器处理就行。我不赞同。数据庞杂而冰冷，
需要人的智慧去激活。
美国人 #$%& '()*&+擅长预测，有“大数据

时代的巫师”之称。去年美国总统大选，他预
言奥巴马有 ,-.,/的机会获胜，对全美 !-个
州投票结果的预测全对。0--1年总统大选，
他也猜对了。

'()*&+不是靠蒙，而是收集众多民调数据，
综合分析多方面因素。为什么准？因为他有独
特洞察力，在纷繁复杂的数据里，能找准关键
变量，建立靠谱模型。这是机器不能代替的。
大数据对人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前做抽样

调查，预设问卷，再有针对性地分析结果，套路
清楚、易学。现在数据铺天盖地，选哪些来支持
预测和判断，如何建模型，都比原来难。
我想强调“概率”。'()*&+预测再准，也从

不讲绝对，而是用百分比说话。有不确定性，
所以更需要依靠人的判断。假如今天降水概
率 "-/，你出门带不带伞？

“数据庞杂冰冷，需人的智慧激活”

“要彻底保护隐私，数据就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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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像中医，有疗效，别神化
———专访国家特聘专家王晓阳教授

! ! ! !记者&能否通俗解释大数据的概念!

王晓阳：何为大数据，学界没有统一定
论。按照我的理解，我想了一个比喻。
以前采集数据像西医看病，验血、测心

率、查病毒，具体而直接。而大数据的采集方
式不同，有点像中医问诊，望闻问切，看面色、
舌苔、脉象，全方位观察病人。大数据涉及更
庞杂的数据，不见得精准、专业，但是有用。它
的魅力是全面，而非精准。
传统的民意调查像西医，先设计问卷，确

定样本，再抽样获得信息。大数据的做法有点
像中医法则，以微博数据为例，成千上万博主
都在表达某些感觉或想法，用微博数据来调
查民意就如同整体搭搭脉，虽有些模糊，但能
很好把握社会热点和舆论倾向等。

精准数据其实是我们向往的，但它有个
成本问题，不太可能全面覆盖。大数据的特征
包括数量大、信息杂、传输快。在许多情况下，
“大”和“杂”提供好的覆盖性，“快”则使大数
据更具适时性。
大数据固然重要，但过于依赖大数据，肯

定也不行，对事物的详细了解还是需要精准
数据。中医看整体而粗犷，西医管局部而细
致，“中西医结合”更有效。

记者&在社会生活应用中%大数据能发挥

什么作用!

王晓阳：许多应用都涉及一个关键词：二
次利用。数据采集之初，原为某些特定需求，
但二次利用后，又产生新的奇妙结果。

搜索引擎起初只是给用户提供便利，查
询知识。经过巧妙再利用，便能预测流感趋
势，比政府部门的数据更快。
城市里有很多摄像头，初衷是为防盗和

监控路况。大量视频数据经过分析，能全面掌
握城市脉搏，帮管理者做决策。
微博一开始只为表达自我，和舆情无关。

但后来发现，还能了解舆情。
交通数据也会透露其他信息———演唱会

举办期间，可以从场地附近的交通拥堵程度，
判断明星受欢迎程度；微软中国研究院曾为
北京上千辆出租车装 23'设备，记录数月行
动轨迹。分析这些交通数据，结合人们的交通
出行习惯，能发现各城市区域的属性，是商业
区、住宅区还是娱乐区。

! ! ! !记者!海量数据与信息爆炸早就存在%大

数据的概念为何近两年才出现!

王晓阳! 海量数据和信息爆炸都与因特
网相伴而生。起初我们的网速很快，但没多少
数据在上面跑。
现在大不一样，尤其是近十年，制造数据

的人和设备大增。电脑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价
格也日益亲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
端很容易获取。
传感器、摄像头、计算机、34'机、天上的

卫星、地下的感应线圈，都在采集数据，导致
数据量大爆炸，远超出原来的规模。

软件开源运动'开放源代码(兴起后，软
件也越来越便宜，容易得到。

技术进步还催生了“云计算”，就是把很
多便宜的电脑串在一起，大大提高计算能力；
和网络结合后，无需拥有这些机器，也能采
集、处理数据。

社会上各种脉搏跳动近几年越来越
多———发微博，手机签到，网上搜索，哪怕是
网购一件小商品，也能反映某种需求或流行
……这些都是催生大数据的因素。

记者!我国大数据应用领域很热闹"技术

研发的现状如何!

王晓阳!大数据最炫的地方在应用，核心
技术往往被忽视。
采集、存储和分析等核心技术，主要掌握

在美国人手里。国内投资很少，大家都看重结
果，所以应用领域很热闹，还在国际上发表了
不少应用方面的学术论文。
大数据刚起步，我们完全有机会和美国

站上同一起跑线，现在却只能跟在人家后面
跑。等别人研发出新一代技术，我们马上一窝
蜂地拿来用。
浮躁是原因之一，整个科技创新环境都

比较浮躁。从国家层面讲，应当重视扶植大数
据的核心技术研发。
我们要收敛浮躁，保持冷静，认识到核心

技术才是长远之道。不要神化大数据，以为掌
握了许多数据，再买来机器，就万事大吉。这
是很不负责任的想法。

“大数据的魅力是全面，而非精准”

“收敛浮躁，核心技术是长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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