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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Big Data） 

 

一、前言 

近年來討論度非常高的大數據（Big Data），它是數位時代的產物，由於行

動裝置的普及，人們在網路上製造了大量的資訊，因此政府或企業便利用 Big 

Data 來預測未來趨勢和發展商機，而如何彙整及分析龐雜的巨量資料，已經成

為 21世紀最重要的課題。 

 

二、正文 

 

（一）什麼是大數據 

大數據（Big Data）又被稱為巨量資料，亦即就是過去 10年廣泛用於企業內

部的資料分析、商業智慧和統計應用之集合。但大數據現在不只是資料處理工

具，更是一種企業思維和商業模式，因為資料量急速增加、儲存設備成本下降、

軟體技術進化和雲端環境成熟等種種客觀條件成立，使得資料分析從過去的洞悉

過往進化到預測未來，以開創從所未見的商業模式。 

 

（二）為什麼需要大數據 

大數據已影響到每個人的生活以及每家企業。對企業而言，大數據可望提升

服務品質、增加管理效率、協助決策和創造商業模式；而對一般民眾而言，大數

據是另一個自我，它可能比本人更了解本人，為你預先解決每個未知，當一切都

開始數據化，你能夠不需要數據嗎？ 

 

（三）大數據的特點 

大數據有四個基本特徵：第一，數據體量巨大，根據百度資料提到，其新首

頁導航每天需要提供的數據超過 1.5PB（1PB=1024TB），這些數據如果列印出

來將超過 5千億張 A4紙。而到目前為止，人類生產的所有印刷材料的數據量僅

為 200PB。第二，數據類型多樣，現在的數據類型不僅是文本形式，更多的是圖

片、影音、地理位置信息等多類型的數據，個性化數據佔絕大多數。第三，處理

速度快，數據處理遵循「1秒定律」，可從各種類型的數據中快速獲得高價值的

信息。第四，價值密度低，以視頻為例，一小時的視頻，在不間斷的監控過程中，

可能有用的數據僅僅只有一兩秒。 

 

（四）大數據的分析 

  對大數據進行分析，才能獲取更多智能的、深入的、有價值的信息。那麼越

來越多的應用涉及到大數據，而這些大數據的屬性，包括數量，速度，多樣性等

等都是呈現了大數據不斷增長的複雜性，所以大數據的分析方法在大數據領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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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得非常重要，可以說是決定最終信息是否有其價值的重要因素。而大數據分析

普遍存在的方法理論，本文簡述五項分析法，如下： 

  1.可視化分析：大數據分析的使用者有大數據分析專家，同時還有普通用

戶，但是他們二者對於大數據分析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可視化分析，因為可視化分

析能夠直觀的呈現大數據特點，同時能夠非常容易被讀者所接受，就如同看圖說

話一樣簡單明瞭。 

  2.數據挖掘演算法：大數據分析的理論核心就是數據挖掘演算法，各種數據

挖掘的演算法是基於不同的數據類型和格式，因此才能更加科學的呈現出數據本

身具備的特點，也正因為這些被全世界統計學家所公認的各種統計方法，才能深

入數據深層，挖掘出其公認的價值。另外，也是因為有這些數據挖掘的演算法才

能更快速地處理大數據。 

  3.預測性分析：大數據分析最終要的應用領域之一就是預測性分析，從大數

據中挖掘出特點，通過科學方法來建立模型，之後便可透過模型帶入新的數據，

從而預測未來的數據。 

  4.語義引擎：非結構化數據的多元化給數據分析帶來新的挑戰，我們需要一

套工具去系統地分析，提煉數據。設計語義引擎能有足夠的人工智慧可以從數據

中主動地提取信息。 

  5.數據質量和數據管理：大數據分析離不開數據質量和數據管理，高質量的

數據和有效的數據管理，無論是在學術研究還是在商業應用領域，都能夠帶來分

析結果的真實性和價值性。 

 

（五）大數據的常見誤解 

  1.數據不等於信息 

經常有人把數據和信息當作同義詞來用。其實不然，數據指的是一個原始的

數據點（無論是透過數字、文字、圖片或是影音等等），信息則是直接與內容有

相關，需要具備資訊性（informative）。數據量越多，不一定代表信息就越多，

更不能代表信息就會成比例的增加。例如：社交網站上的信息，隨著我們加入的

社交網站越多，我們獲得的數據量就會成比例的增多，我們獲得的信息雖然也會

增多，但卻不會成比例的增加。 

  2.信息不等於智慧 

信息要能轉化成智慧，至少要滿足以下三個標準： 

(1)可破譯性：越來越多的企業每天都會生產出大量的數據，卻還沒想好怎

麼運用，因此，他們就將這些數據暫時非結構化（unstructured）的儲存起來，然

而這些非結構化的數據卻不一定可以破譯。比如說，當我們記錄了某客戶在網站

上三次翻頁的時間間隔為：3秒、2秒與 17 秒，但卻忘記標註這三個間隔時間到

底代表了什麼，這些數據是信息（非重覆性），卻不可破譯，因此就無法成為可

運用的智慧。 

(2)關聯性：毫無相關的信息，至多只是個噪音或是可隨處丟棄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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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穎性：很多時候我們無法僅僅根據手中的數據和信息來進行判斷。舉

個例子，某電子商務公司透過一組數據（信息），分析出了客戶願意為當天送貨

的產品多支付 10 元，然後又透過另一組完全獨立的數據（信息）得到了同樣的

內容，這樣的情況下，後者就不具備新穎性。不幸的是，很多時候我們只有在處

理了大量的數據和信息之後，才能判斷它們的新穎性。 

 

三、結語 

我們對未來的認知，主要是基於常識和對未來的想像。根據統計，現在「紐

約時報」一周的信息量比 18世紀一個人一生所收到的資訊量更大，現在 18個月

產生的信息比過去 5000 年的總和更多。大數據的發展已成為一股無法阻擋的洪

流，這項技術的發展是漸成的，並非像工業革命或電腦革命一樣讓世界轉瞬間有

巨大變化；然而它仍將一步步改變你我的日常生活，舉凡金融、健康、醫療都將

息息相關，就讓我們一起擁抱大數據的未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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