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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数据时代统计数据处理思维的转变

【摘     要】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拥有的数据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数据时代到来对统计思维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本文在大数据与传统数据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如何转变统计数据处理思维的几点意见和看法，期望

对提高我国统计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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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统计是通过研究现象的数量及其变化反映现象质的一门学科，其研究的基础在于数据的“大量性”，没有足够的“量”就无法准确推断出现象的“质”。在传统统计工作过程中，我们通常通过搜集―整理―分析三个工作步骤完成数据处理工作。在数据匮乏时代，这种数据处理模式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一传统数据处理思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大数据与传统数据对比分析

大数据（Big data），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它具有海量规模性、快速流转性、类型多样性和低价值密度性四大特点。从以上定义及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大数据与我们认识的传统数据相比较，其数据来源、数据类型及量化表现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据来源传统数据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数据提供者大多身份确定且特征可明显识别，事后还可以跟踪核对；但大数据来源于物联网，不是为了明确目的而产生，它自动记录下人们一切可记录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识别数据提供者身份变得十分困难、很难追溯数据来源。      

2.数据类型传统数据属结构型数据，即定量数据加少量定性数据，格式化且有固定的标准，一般用统计指标、统计图表就可以表现；大数据则是非结构型数据，包括一切可记录、可存储的信号，多样化且无固定标准，难以用常规统计方法予以表现。不同的网络信息系统，其数据识别方式就有差别，不需要预先设定就能够自动包容各种各样的海量数据。
3.量化表现形式传统数据量化处理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整套完整方法，量化结果可直接用于各种运算分析；但大数据中非结构化数据如何提取、量化以及实现与结构化数据的对接，却是我们面对一个崭新问题。我们很难套用传统的统计公式、定律去量化非结构化数据，更谈不上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二、大数据统计数据思维的改变
综上所述，大数据杂乱无章且不规整，它与传统意义数据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时代的发展决定了我们不能回避、拒绝大数据，只能接纳、包容。我们需要顺应时代需求、转变思维，将统计研究的对象范围从结构型数据扩展到全部数据中，重新

定义数据及分类，改革和创新分析方法。秉承 “只有未被利用的数据，没有无用的数据”这一理念，从全新的角度去探索搜集、整理及分析数据方法。下面，从传统的统计工作过程中 “搜集―整理―分析”三个步骤入手，阐述如何转变统计数据处理模式。
1.数据搜集思维转变数据搜集是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和前提。没有黏土，何以做砖？传统的数据搜集模式，是根据统计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精心设计调查方案，应用各种调查方法，有意识搜集所需数据。这样的搜集模式得到的数据，很容易受到调查者主观臆断影响，调查者往往会根据不同程度偏好，选择自认为适合的调查对象展开调查，获取自认为有用的信息，而不自觉地屏蔽、撇弃自认为无用的信息。这样的搜集模式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而导致信息失真。现在，我们拥有了大数据，就等于拥有了超大量数据可供选择，这样的数据是客观存在的，不再是我们主观选择结果。因此，我们的数据搜集思维应由“搜集数据”向“利用数据”转变，所做工作也不再是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去搜集数据，而是对客观存在的海量数据进行归纳总结。
2.数据整理思维转变由于大数据存在来源与种类多样性、数据变化快速性等特点，我们不得不面临如何甄别数据真伪以及如何提炼和利用数据这一问题，这是数据整理阶段所必须解决的。现代大数据更新速度飞快。今天的大数据，明天就不再是大数据，此时有用的信息，几秒后就可能变成完全无用的信息！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提取有用数据，放任数据库自动更新，就有可能失去很多宝贵的数据信息。因此，现代大数据的特点迫使我们不得不转变数据整理思维，即由传统思维的“如何筛选出有用信息”转变为大数据时代下的“如何删除无用信息”。如果说以前有针对地获得数据叫做数据整理，那么今后有选择地删除数据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数据整理。因此，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整理思维将更多的是一个从已有的超大量数据中剔除无用信息的过程。
3.数据分析思维转变随着上述搜集、整理思维的变化，现代大数据分析思维模式也必将随之转变，我们要学会利用各种软件工具，从大数据中挖掘有用信息，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创新大数据分析方法，具体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转变。（1）分析过程转变在传统思维下，统计分析过程是“定性―定量―再定性”，第一个定性是初步确定事物性质，从而找到今后定量分析方向，这一过程主要依靠经验判断，在过去数据短缺、分析手段落后的情况下，这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在海量数据的存在、分析速度大为提高的今天，初步确定事物性质变得越来越简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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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方法转变传统的量化分析大多数采取抽样 - 推断法完成，即先从总体中抽取部分样本，再通过样本推断出总体特征。其推断是否正确，完全取决于所抽取的样本数据，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现在，大数据面对的是全部数据，不需要抽取样本进行推断，只需对得到的所有数据进行计量和归纳即可完成。不仅如此，还可以根据全部数据的分布情况来判断其中出现某类情况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一数据分析思维方法的转变。可以大大简化数据分析过程，避免了总体和样本之间误差的出现。总之，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传统的统计思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这一变化，及时转变统计思维模式，探索出新的数据搜集、处理及分析方法，方能应对大数据时代对统计的要求，使统计这门学科在大数据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得到更好的发展和应用。 

们所要做的仅只是从各种“海量数据”中找出那些真正有用的数据信息，探讨其数量特征及变化规律，作为判断或决策的结论依据。因此，大数据时代数据分析过程完全可以简化为“定量―定性”，从量的结果及其变化直接确定事物性质。（2）分析思路转变传统的统计分析思路，一般是先根据研究目的提出某种假设，然后通过数据收集与分析去验证该假设是否成立，即我们常说的“假设―验证”。这种思路下的验证往往由于受到假设的局限、所需数据的缺失而得不出真正符合实际的结论，在实际过程中也会经常出现实证分析纯粹就是为了凑合假设的假象。现在，我们有了大数据，就可以不再提出假设，直接从海量数据中去寻找关系、发现规律，然后再加以总结、形成结论。也就是说，大数据时代数据分析思路已经由传统的“假设―验证”转变为“发现―总结”。

参考文献
[1] 李金昌 . 大数据与统计新思维 . 统计研究 .2014 年第 1 期 .

[2] 柴世珲 . 试论大数据统计的新思维 .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2015 年第 9 期 .

[3] 陈宇秋 . 小议大数据与统计新思维 . 人力资源 .2016 年第 2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