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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定義認為，統計學是關於數據的科學，研究如何收集數據，併

科學地推斷總體特徵。大數據和統計學還是存在一定區別的，其一是數據

分析時不再進行抽樣，而是採用 population（n=all）；其二是分析方法，側

重所有變量之間的相關性，而不再根據背景學科理論篩選變量，進行假設

檢驗。 

    現在社會上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在大數據時代，「樣本=全體」，人

們得到的不是抽樣數據而是全數據，因而只需要簡單地數一數就可以下結

論了，複雜的統計學方法可以不再需要了。 

    普查和抽樣調查是傳統的兩大數據收集方法。普查不需要統計學方法

進行推斷估計，因為通過普查，已經取得了所有個體數據和總體的實際分

布，這也是為什麼人類開始懂得計數就開始進行普查。抽樣調查是利用抽

樣理論解決如何科學設計樣本，取得樣本個體數據，併科學地推斷總體分

布及特徵。無論是普查還是抽樣調查，其核心問題之一是要取得準確的「個

體數據」。但在大數據時代，一切皆可量化，一切皆可記錄，如何利用更全

面、更及時、更經濟的網絡電子化數據，以及通過對這些數據使用新的分



析及挖掘技術，產生新的見解和認識，是我們面臨的重大機遇。 

    大數據的應用可以說是在減少人類處理數據時帶入的主觀假設的影

響，而完全依靠數據間的相關性來闡述。而由於消除人為因素帶入的誤差，

已經分析人員作出假設的限制（如果教育背景和保險購買額是相關的，而

分析人員沒想到，那這個結論就不會被分析出來，這在實際案例中是很容

易發生的，大數據的核心也就在於它能更充分的發掘數據的全部真實含義。 

    在大數據時代，數據分析的很多根本性問題和小數據時代並沒有本質

區別。當然，大數據的特點，確實對數據分析提出了全新挑戰。例如，許

多傳統統計方法應用到大數據上，巨大計算量和存儲量往往使其難以承受；

對結構複雜、來源多樣的數據，如何建立有效的統計學模型也需要新的探

索和嘗試。對於新時代的數據科學而言，這些挑戰也同時意味著巨大的機

遇，有可能會產生新的思想、方法和技術。 

    西線學院培訓機構提供良好的教學環境，良好的師資以及行業資源，

使得西線學院教學永遠都是跟隨行業進步的步伐。說了這麼多，其實就是

想讓你更加了解大數據。如此優秀的資源和別人望眼欲穿的實習機會，再

不行動就要被後來居上的技術人員拍死在沙灘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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