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据思维：新经验主义



大数据的通常定义

• Wikipedia:
– Big data is the term for a collection of data sets so 

large and complex that it becomes difficult to process 
using on-hand database management tools or 
traditional data processing applications

• 百度百科：
– 大数据(big data)，或称巨量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
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透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
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
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

• 始终围绕着“大”来定义，没有揭示背后的深
层意义



传统思维中的理性主义

• 理性主义

–从特殊到一般：相信人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从一般到特殊

• 科学中的实践

–从理性或直觉中建立问题的模型，或通过少量
样本数据的观察归纳出模型

–通过模型判别新样本



为什么需要模型？

• 历史上经验收集和分享的困难

• 模型缓解了经验的不足
–从有限的个人经验中得到普遍性的规律

–泛化：从已知到未知

• 模型的内在困难
–是否总是能从特殊推到一般

–复杂模型：股市预测



大数据时代

• 新技术使得经验数据的收集和分享变得容易

– 传感器

– 互联网

– 移动设备

• 数据越多，就越不需要模型

– 覆盖度：对所有或大部分事件，我们有样本来覆盖

– 精度：对高频事件，我们有足够多样本来提升精度



传统方法 vs. 大数据方法



例子一：机器翻译

• 问题：将一种语言（如中文）自动翻译为
另一种语言（如英文）

• 传统解决方法：语料库+翻译模型

• 大数据方法：平行语料挖掘
–从互联网上自动发现大量的双语语料

–统计词语、短语、甚至句子之间的对照关系

–非常显著的性能提升，目前最好的方法



例子二：查询结果排序

• 问题：给定一个查询，对网页进行相关性排序

• 传统解决方法：排序模型
– 概率模型
– 语言模型
– 神经网络（Learning to rank）

• 大数据方法：用户点击数据挖掘
– 给定一个查询，根据用户对网页的点击率排序
– 需要大量的数据：查询数*网页数

• 效果明显提升：最强的feature



例子三：微软小冰



例子四：预测美国大选

• 问题：2012年美国大选，奥巴马和罗姆尼谁会赢

• 传统的解决方法：民意调查，专家意见

• 大数据方法：网络数据舆情分析
– http://research.microsoft.com/en-us/projects/websensor/election2012.aspx

– 从公开的网络数据源（论坛，新闻评论，社交媒体）中收集大量
相关数据

– 分析和统计网民的民意

– 与真实大选结果非常接近



例子五：AlphaGo



什么是大数据？

• 大数据是现代社会在掌握海量数据收集、
存储和处理技术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以群
体经验进行判断和预测的能力，代表了一
种新经验主义。

• 内在含义
–经验主义 > 理性主义

–数据 > 模型

–相关关系 > 因果关系

–数据 > 平台 > 模型



多大的数据是大数据？

• 当数据多到能对整个样本空间进行充分覆
盖，这样的数据就足够“大”了

–对预测掷硬币这种问题，样本空间为{0，1}，
1000个样本就足以得到置信度很高的预测

–对于机器翻译，样本空间的数量级就大很多：
所有可能的句子？



模型真的没有用吗？

• 数据总是不够

–样本空间太大

• 机器翻译例子中所有可能的句子

–样本空间变化

• 查询结果排序例子中，新的查询和新的网页在不停出
现

• 模型需要和数据结合，提供适当的泛化能力

–如何结合？



大数据应用开发的典型流程

1. 找到一个重要的应用，确定问题的数据类型
和样本空间

2. 收集到尽可能多（或足够多）的相关数据来
覆盖样本空间
– 不要特别在意数据质量和格式

3. 选择（或搭建）一个合适的大数据处理平台

4. 针对应用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 格式转换、数据抽取、数据集成、数据质量控制

5. 处理数据

6. 结果解读和应用



大数据技术：大数据分析引擎



搜索

• 假设一：文档是基本的检索单位

• 假设二：文档是独立的

• 假设三：文档是静态的

• 假设四：文档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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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 目标：更好、更全面地感知现在

• 突破假设一（文档是基本的检索单位）、二（文档是独立的）

• 挑战：
– 多源异构多噪数据高阶知识？

– 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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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联接



实时搜索

• 目标：更快地感知现在

• 突破假设三（文档是静态的）

• 挑战：
– 数据的实时获取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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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搜索



实时分析

• 目标：更快、更好、更全面地感知现在

• 突破假设一、二、三

• 挑战：
– 实时动态高阶知识发现

– 动态性监测和预警

–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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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分析



实时分析



相关性 – 预测

• 目标：预测（搜索）未来

• 突破假设四（文档是存在的）

• 挑战：
– 多源异构多噪数据Δt相关性？

– Δt相关性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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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

• 数据实时智能感知

• 高阶知识挖掘和分析模型

• 相关性挖掘和预测模型

• 数据和知识可靠性判定

• 大数据实时分析平台



数据质量判定



谣言判别器

• 问题：如何利用网络大数据自动识别谣言

• 挑战：简单应用频率判别不可靠

–谣言扩散得很快

• Idea：大数据是自洽的，谣言必然与相关数
据不相容



姚明和李宇春是兄妹吗？

百度为您找到相关结果约3,020,000个



逻辑

• 兄妹(A,B) => 籍贯(A) = 籍贯(B)

• 兄妹(A,B) => 父亲(A) = 父亲(B)

• ……

• 大数据的作用：你可以提出一个假命题，
但不能改变所有的相关命题。



比较籍贯

• 大数据告诉我们：
– 姚明的籍贯很可能是上海
– 李宇春的籍贯很可能是成都

• 所以：姚明的籍贯≠李宇春的籍贯



比较父亲

• 大数据告诉我们：
– 姚明的父亲很可能是姚志源
– 李宇春的父亲很可能是李升敏

• 所以：姚明的父亲≠李宇春的父亲



逻辑

• 籍贯(A) ≠ 籍贯(B) Ʌ 父亲(A) ≠ 父亲(B)

=> ~兄妹(A,B)



这种网上调查有多可靠？

来源：新浪体育 创建时间：2014年05月27日 状态：进行中 参与人数：3,715

1. 如何看待李娜法网一轮游？

2. 您认为李娜还能否登上世界第一宝座？



大数据抽样

• 大数据是全样本，不需要抽样？

• 大数据 = 大样本 ≠ “好”样本

• 大数据抽样

–接近于真实的样本分布

–随机性



大数据应用：计算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应用

• 与国学院合作，利用时事探针系统收集国内外数据，针对“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这一主
题进行了大数据分析，揭示了一些主要的偏见和背后的原因。

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

• 与经济学院合作，通过收集互联网数据对我国的“产业转移”这一主题进行了分析，发现了近
年来国内产业转移的一些基本模式和变化规律。

产业转移

•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通过互联网数据对农产品价格的变化进行预测，我们收集了互联网上
各地的农产品价格和媒体上的农业相关信息，发现将这些数据结合可以非常有效地预测农产品
价格的变动趋势。

农产品价格预测

• 与百度公司合作，对高考舆情进行大数据分析，并将分析结果报送教育部。

高考舆情分析

• 与法学院合作，对法律判决文书进行大数据分析。

法律大数据分析



演示 – 产业转移

http://websensor.playbigdata.com/chanyeqianyi



演示 – 法律大数据

http://websensor.playbigdata.com/verdict2/Index.aspx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