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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閱讀心得 

沈翰祖 

 

壹、 前言 

從大學時期學習統計開始，一直被灌輸如何藉由取樣的技巧，推測母族群的

樣貌，而且受限於電腦系統的運算速度、資料的儲存空間與資料的取得方式等，

常無法取得大量數據並加以分析。然而近年由於資訊軟硬體發展迅速，上述的限

制似乎漸漸不再成為資料分析的門檻，「大數據」這個新興學門也跟著蓬勃發展。 

過去對「大數據」的認識是非常片段的，由於我從事的工作是生物技術研發，

取樣也成為研究上的限制因子之一，此次看到天下文化出版的「大數據」一書，

激起我藉由此書一窺其廟堂奧秘之心，期能對我的工作與世事的處理，有不同角

度的認識。 

 

貳、 心得分享 

一、 認識「大數據」 

大數據(Big Data)就是指巨量資料，亦即資料量一定要達到相當規模才能做

的事，否則就無法實現，而且這些事將會改變現有市場、組織、公民與政府間的

關係。 

以網路巨擘谷歌 (Google)所掌握巨量搜尋資料為例，在 H1N1 躍上新聞頭

條的幾星期前，旗下的幾位工程師在著名的《自然》科學期刊發表了一篇論文，

解釋了谷哥能如何利用網路搜尋與流感相關的關鍵字，「預測」美國在冬天即將

爆發流感，甚至還能精準定位到是哪些州。谷歌的系統真正做的，是要針對搜尋

字眼的搜尋頻路，找出和流感傳播的時間、地區，有沒有統計上的相關性 

(correlation)。他們總共用上了高達四億五千萬種不同的數學模型，測試各種搜尋

字眼，在與疾管局在 2007 年與 2008 年的實際流感病例加以比較。能一樣掌握

流感疫情，而且不是數周後才完成預測，而是幾近即時同步掌握。谷歌並不需要

去到處採樣、也不用到各醫院診所調查或要求他們通報，只是好好分析巨量資

料。 

利用巨量資料建立一個預測模型，並無須探究「為何如此」(why)，只須知

道「正是如此」(what)，預測系統要有效，就必須擁有大量的數據資料。這些資

料不再需要先整理成整齊的行列或資料表，因為各式各樣的資料來源，也充滿了

各式各樣甚或是雜亂的資料內容，要如何從這些資料中尋找出脈絡，並解讀出其

中的意義，就是「大數據時代」所要追尋的。 

二、 樣本與母族群的關係改變 

在大數據的時代，必須有三種思維要改變，第一，要具有針對特定主題分析

龐大且全體資料的能力，而非退而求其次，分析較小的資料集；第二，願意接受

真實的資料會是雜亂不清的事實，而不是一味追求精確；第三，要更看重相關性，

而非不斷探索難以捉摸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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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所處的「數位宇宙」正在不斷擴大，從科學到醫療保健、從銀行到

網路，涵蓋的行業各式各樣，持續的進行「資料畫」，也就是將所有類比形式的

資料(像紙張、書籍、相片等)轉成可量化的數位資料格式，而且資料量也正在迅

速增長，不僅超過機器所能處理的量，更遠超過我們的想像，例如，臉書在全球

的使用者，每天約會按「讚」或留言超過 30 億次；谷歌每天要處理 24PB的資

料(1EB=10
3
PB =10

6
TB= 10

9
GB= 10

12
MB)；在 2007年估算全世界儲存了 300EB

的資料，其中約只有 7%為類比形式的資料，可以想像嗎？在 7年之前的 2000

年，全球的資料只有 25%是以數位方式儲存，其餘還都是類比方式。 

早期要面對如此巨量的資料，發展出了統計學，希望能從少量的資料中，取

得最豐富的結果，於是從各種規範、流程，甚至獎勵措施中，盡量減少資訊量。

理想的統計是取得測量完整母族群的資料，但如果其規模太大，便不大可能完成，

導致大多數時候只能利用抽樣，蒐集全部資料的一小部分，而且又只篩選這些資

料中的一小部分，以便於分析，這是不得不的自我設限，此時「樣本＜母族群」；

統計學家為了提高抽樣的準確度，最好的方法不是增加樣品數，而是進行隨機抽

樣，如此能降低蒐集資料的成本，又能以推斷方式準確的描繪母族群。就本質而

言，隨機抽樣是將巨量資料縮減為較易處理的資料管理問題，但由於無法蒐集完

整的資料加以分析，而且最後推估結果的精確度又取決於抽樣時是否達到真正的

隨機，要真正的隨機更是難上加難。 

現今隨著各種資料蒐集裝置與方法的快速發展，例如各種感應器、手機、網

路等，都能有形或無形的進行資料蒐集，而電腦處理資料的速度也一日千里，因

此有許多領域已經逐步放棄抽樣，而蒐集完整的資料，也就是「樣本=母族群」。

不進行抽樣而利用全面資料也有其限制的條件，包括需要有足夠的資料處理與儲

存能力、要有頂尖的分析工具、需要有簡易且可負擔的資料蒐集方式。谷歌的流

感預測就是使用了最完整的資料，並未使用隨機抽樣，因此可簡單的說，是否為

巨量資料的判斷標準，就在於不使用隨機抽樣。 

巨量資料的「巨量」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指的是要蒐集完整的資料。

完整的資料或全部的資料也並不一定就是龐大的資料，而是「樣本=母族群」。 

三、 巨量資料常伴隨著雜亂 

在以前小量資料的世界裡，為了要減少資料錯誤、確保資料品質，需要不斷

改善工具，讓量測結果更為精確，以減少誤差；但在巨量資料的世界裡，容忍各

種不精確(也就是雜亂)、放寬容許的誤差值，常能得到更多的資料，在此處資料

愈多常比品質愈好更為重要；重點是讓資料從「精確」走向「可能性」。 

雜亂包括三種，第一，資料點愈多，發生錯誤的可能性就愈高，例如谷歌的

流感預測是分析所有網路關鍵字搜尋資料，其中不乏是有人對流感好奇或誤按的

情況；第二，為了結合不同的資料源頭與類型，資料彼此不一定相容，導致發生

雜亂；第三，資料格式不一，需要先整理過才能使用。要處理雜亂的巨量資料，

需要更高速的電腦處理能力，所幸電腦處理能力這幾年依循「摩爾定律」(Moor’s 

Law)發展，就是單一晶片上的晶體總數與處理效能，約 18個月會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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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再凡事探究因果關係 

巨量資料的時代，挑戰著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邏輯觀念，其中最重要的是拋

下對因果關係的執著，轉而注重相關性，也就是 A現象與 B現象有相關性，不

表示 A、B現象是互為因果，許多事情都不用知道「為何如此」，只要知道「正

是如此」就可以了，推翻了過去數世紀的思維。 

相關性的核心概念，就在於將兩個資料值之間的統計關係加以量化，二者間

的相關性強，代表著如果其中一個值有所變化，另一個值就極有可能更著改變。

在谷歌流感預測就看到相關性，就是在某個特定區域，有愈多人搜尋某些詞彙，

就發現有愈多人得到流感。有相關性並不代表兩者間有確定性，只是有可能性，

因此，相關性並不能真的預知未來，只能說有一定的可能。 

在巨量資料出現前，相關分析就早已十分重要，當時的統計學家挑選相關性

指標時，通常以抽象的理論作為參考，形成假說，再依假說蒐集資料並進行相關

分析，以確認指標是否適當。然而，挑選指標、建立假說時，都有可能會參雜自

己的偏見。但在現今有了如此多的資料與強大運算能力的電腦，就不用再精心挑

出少數幾個指標，再一一驗證。在谷歌流感預測中，電腦就嘗試了近 5億個數學

模式後的成果。 

人類在解釋和理解世界時，總是有一種尋求因果關係的直覺作為，就算是根

本沒有甚麼原因，我們還是會假設出原因，A現象與 B現象有相關性，是可以

用數學方式加以證明，而 A、B現象是互為因果，並無法以簡單的數學方式進行

計算，必須藉由原因分析、假說建立、實驗證明等方式，再由控制組與對照組的

結果進行比對，以確認是否有因果關係。而相關性分析也可以協助找出真正有因

果關係的資料，讓實驗設計更為精準，並降低因果分析之成本。 

五、 掌握資料就掌握價值 

巨量資料的核心價值在於預測，不在於教電腦如何像人一樣思考，而是計算

大量資料後推算機率。一個有效率的預測系統，最重要的基礎就是要掌握大量資

料，其次是必須能隨著時間自動改進，從新增的資料中，判斷出最佳的預測模式。

例如，亞馬遜(Amazon)已經能推薦讀者最想看的書、谷歌排序出最相關的網站、

臉書找出我們可能認是哪些人，目前陸續應用到診斷疾病、建議療法、預防犯罪

等領域。 

在數位的進展之下，已經能更有效的管理資訊，將大量的類比資料轉換成電

腦可讀取與分析的格式，於是也降低儲存與處理的成本，但由於分析資料的人還

無法完全擺脫類比資料處理的思維，總覺得資料只有某種特定的用途才有其價值，

或是努力找出資料的因果關係，於是在處理資料時就延續著這種偏見，我們必須

秉除這種舊思維，就能像尋寶一樣，在巨量資料中找出潛在的寶藏。 

所以資料的價值已不再是只能應用在某種目的上，而資料也成為一種可交易

的重要商品，誰掌握資料，誰就掌握了價值。一般物質性的東西一旦開始使用，

其價值通常就會逐漸降低；但資料卻不然，可以一次又一次的選擇相同或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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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來重複利用，價值不會因而減少，也就是經濟學所謂的「非競爭性」

(non-rivalrous)商品，某個人的使用並不會妨礙其他人的使用。資料能發揮的真正

價值，會遠大於原始的使用價值，有如漂浮在海上的冰山，第一眼看到的只有一

小部分，有很大一塊都藏在海面之下，資料的使用者若能找出隱藏的價值，就能

獲取巨大的利益。 

資料的價值，就是選擇要如何利用的各種項目所產生的價值之總和，稱之為

資料的「選項價值」(option value)，要釋放出資料的選項價值，有三種重要方式，

包括要重複使用資料、合併資料集、讓資料買一送一。其中「重複使用資料」以

關鍵字搜尋為例，在搜尋的當下似乎已完成使用者的目的，其留下的資訊似乎只

是一大堆關鍵字與網址等內容，乍看之下一文不值，其實不然，例如可以從搜尋

流量來了解消費者的喜好、從關鍵字作為即時經濟指標的預測等，均可重複使用。

至於「合併資料集」，就是說到想要釋放潛在的資料價值，就必須與其他資料結

合，甚至和截然不同的資料結合而達到創新，例如結合某地區民眾的醫療紀錄、

商業行為、人口統計等資料，來預測某些疾病的發生或某些商品的潛在商機等。

「讓資料買一送一」就是在設計要如何取得資料時，就規劃資料的多種用途，例

如谷歌的街景車在街道繞一圈除了取得地圖街道實景影像與 GPS 資料外，其實

其資料也規劃作為該公司研發自動駕駛汽車之用。 

大多數的資料會隨著時間而失去部分價值與效用，而且舊資料常會導致新資

料的價值變低，因此需要不斷的檢視資料，並剔除已經失去價值者。 

六、 巨量資料的使用要省思 

巨量資料靠著演算法，我們試著預設各種事情的可能性，像是預測是否會罹

患心臟病（於是保更多險）、貸款是否會變成呆帳（因而拒絕放款）、是否會有

人犯罪（或許就能先發制人）。這會引發一項倫理問題：自由意志和資料獨裁究

竟孰輕孰重？如果使用巨量資料，從統計學的角度得知應做的裁定，但卻與個人

意願相違背，那該如何抉擇？ 

在不久的將來，資料能夠提出許多預測結果，但我們卻不一定都能解釋背後

的因果關係。如果醫生使用巨量資料來做診斷，就像是要問別人別問原因、直接

相信某個黑盒子就對了，這會有什麼影響？現在的司法系統看待嫌疑犯，判斷標

準是「相當理由」，但未來可能會改成「犯罪機率」，這對人的自由和尊嚴，又

有什麼影響？是大家要一同留意並省思的課題。 

七、 應用與發想 

我們在規劃並執行試驗研究時，由於受到人力、物力的限制，不得不進行隨

機抽樣，但因著「大數據」的概念，從新思考曾經做過以及目前進行的研究，是

否能有機會達到「樣本=母族群」，即或不然，也盡量使樣本接近母族群。 

例如在進行植物(作物)品種判別時，除了看它的外觀外，尚可利用其 DNA

的特異性進行判別，若由種子階段萃取其 DNA 進行分析，可免除需要先播種後

再由生長之植株進行外觀辨識，以縮短檢測時效，但如此之成本非常高昂，故免

不了要進行隨機抽樣。因此，是否有可能利用自動化儀器、透種子外觀的特性，



4 
 

建立作物品種的判別模式？在此又有一衍生的問題，種子在儀器中可能有不同的

角度、位置、方向等，是否又造成了某些困難？其實不然，若以大數據的概念來

看這些問題，分析 10粒、100粒種子可能產生非常大的變數，但若設計一種儀

器它是以類似輸送帶的方式，將每粒種子分別進行資料的紀錄，分析 1萬粒、10

萬粒…..甚或更多，除了記錄其外觀特性，同時也記錄種子在儀器中的角度、位

置、方向、重量等資料，運用數學運算找出之間的相關性，進而建立該品種的判

別模式。如此可應用於辨識大量種子樣品中具有哪些我們曾建立判別模式之品種，

甚至可加以自動分類，減少人工篩檢的支出。 

八、 結論 

巨量資料使分析資訊的方式產生三大改變：第一，能夠取得、分析的資料量

大幅增加。過去因為資訊不足而發展出來的抽樣方法，漸被分析完整母族群所取

代。第二，我們面對極大量的資料時，就不會堅持要求一切都要做到精準。減少

了抽樣誤差，所以能接受較多的量測誤差。第三，放下長久以來對因果關係的堅

持。簡言之就是有時候不用追根究柢、找出真正的原因，只要能做出更好的選擇、

得到改變，就已足夠。 

雖然人類科技發展的速度一日千里，讓我們能夠測試的更快、探索的更多，

但能夠蒐集和處理的，永遠只是世界上一小部分的資訊，更不可能得到真正完美

的資訊，所以資料分析與應用也就必然會出錯，所以巨量資料永遠只是工具，需

要重視的仍然是人的創造力、直覺、知識的爆發力等，使用這項工具時，我們必

須懷有更謙卑的心，畢竟人類的聰明才智才是世界進步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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