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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與統計分析

政治大學統計系余清祥

2024年9月24日

第一週：導論

http://csyue.nccu.edu.tw

http://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breakinggov.com/wp-content/uploads/sites/4/2012/10/big-data-inf.jpg&imgrefurl=http://breakinggov.com/author/brand-niemann/&docid=VRgOupa9G9XXyM&tbnid=3Buq-FrkK40GiM&w=640&h=360&ei=f2UcUv3KOMSRkQXf_4HIBQ&ved=0CAMQxiAwAQ&iact=c


資料科學⎯21世紀的明星產業
大數據的興起（IBM, 2010），激盪出新一波

知識革命及產業。

→大數據似乎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但其中也

存在許多迷思。（請同學舉例？）

問題：資料科學為什麼應運而起，憑藉哪些特

殊本領、創造哪些價值？

→資料科學(統計)專業人員有哪些必要技能與知

識，如何因應大數據發展過程的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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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巨量資料與統計分析」

除了基本觀念外，這門課也提供大數據分析

練習，以及相關議題的討論。

→軟體需求：SQL及R(或Python)等軟體。

問題：為什麼大數據分析這麼熱門？

→與職涯發展（就讀科系）的關係：領域知識！

→大量資料的分析方法及理念：統計！

→需要熟悉的電腦技能及程式撰寫：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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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分析為跨領域合作

透過數量化分析，篩選出應用領域所需的

重要訊息及知識。（三者配合！）

Applications

Data & IT

Methodology



什麼是大數據？

https://www.zdnet.com/article/big-data-2018-cloud-storage-becomes-the-de-facto-data-lake/



大數據：大、快、雜、疑

大數據在2010年由IBM 所提出（4V）：

→大量化(Volume)：至少TB及PB以上

→快速化(Velocity)：即時處理

→多樣化(Variety)：視頻、GIS等資料

→真實性(Veracity)：資料品質(2014年加入)

註：或可簡稱為「大、快、雜、疑」。另外，

資料分享與傳遞(Visible)也是另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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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的大數據？

資訊記錄及交流趨於多樣化，分析面向及需

求也愈來愈多采多姿。

→文學、音樂、美術等藝術如何分析？

→分析典範？資料科學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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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he speech of President Obama (Textmining) 



我們
台灣
政府
國家
一個
新政
經濟
這個
民主
社會
產業
發展
未來
國際
全球

第15任第14任

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講稿常見雙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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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https://sciencenode.org/feature/text-mining-strikes-gold-in-political-discourse.php

美國總統國情咨文(State of Union;1790年至今)



True/Fake True/Fake



13

Music and 

Big Data



大數據的特性

http://www.abc.net.au/reslib/201204/r926508_9670000.jpg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tz55j0J8hIoJRM&tbnid=T03ZhyU6zBZ-5M:&ved=0CAUQjRw&url=http://www.abc.net.au/technology/articles/2013/05/21/3764054.htm&ei=QGMGUva6IIyPkgXtzYDgCQ&psig=AFQjCNG1O4bwYz-u_D0V6M1sVbQThebCjg&ust=1376236721787885


大數據的幾個基本特性？

數量龐大外，大數據還有以下幾個特性：

→「樣本=母體」

→不精確且含有雜訊的資料

→相關性而非因果關係

http://mmdays.com/wp-

content/uploads/2013/03/Bigdata.jpg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tz55j0J8hIoJRM&tbnid=T03ZhyU6zBZ-5M:&ved=&url=http://www.1to1media.com/weblog/2013/03/the_first_rule_of_big_data.html&ei=xGQEUrXDCIm7kgXt84HYDg&psig=AFQjCNG-WlR5BcifuRN0qi3S65OpB-kwdA&ust=1376106052185139


「樣本=母體」（n = All?）

大數據強調完整的資料，不只依賴由樣本

推論出整個母體的特性。

→即時反映資料特性（傳統普查）；

→去除抽樣造成的偏誤；

→樣本數不足（局部解析度）。

大數據也需有配套措施，像是

更新、儲存、分析等問題。

註：資料蒐集者也會造成偏差！
http://www.smartercomputingblog.com/wp-

content/uploads/2012/06/where-is-your-data.png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zU5NJp0Ch4Wb7M&tbnid=96WDdKROtopnFM:&ved=&url=http://www.smartercomputingblog.com/big-data/top-reads-in-big-data-week-of-may-27/&ei=Q2gEUrPLFMaEkwWJk4C4BQ&psig=AFQjCNFwBS5Vlky5oaevpAUzARAnXqu4JQ&ust=1376106947386524


大數據也會有Sampling Bias!!



不精確且含有雜訊的資料

資料量愈多、愈有可能不正確，除此之外，

大數據背後還隱藏其他類型的「雜亂」：

→結合不同源頭、不同類型的資料，產生的相

容性問題。(Meta Analysis；整合型分析)

資料數量比資料品質重要！

→CPI官方統計vs.網頁五十萬項商

品價格(雷曼破產後通貨緊縮）

http://blog.backupify.com/2013/04/01/the

-5-but-really-the-6-mistakes-made-in-big-

data/00009-08_sept253-jpg/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VivBh33jzOMnrM&tbnid=_MbF6DL1jRyHxM:&ved=0CAgQjRwwAA&url=http://blog.backupify.com/2013/04/01/the-5-but-really-the-6-mistakes-made-in-big-data/00009-08_sept253-jpg/&ei=Q2UEUqO9C4SFkwW4nYEg&psig=AFQjCNFDXyOaTqSZCRkg-iD7jeegLMG-tA&ust=1376106179257128


相關性而非因果關係

因果關係未必可由資料分析、模型中看出，

像是小學生的拼字能力與腳丫大小，背後

可能還有其他原因。

→多數車禍發生在時速40～60公里，僅有少數

在車速超過100公里。開快車比較安全？

蒐集資料也決定了如何詮釋！

→中國2001年百歲人瑞調查，發現老大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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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睡得多、睡得少的死亡率比較高？



直覺、理性：什麼是事實？

除了樣本與母體的差異，資料品質及可測

量性也是考量重點。

→以武漢肺炎的檢測為例，試劑必然存有偽

陰性及偽陽性，如何判斷蒐集的訊息？

眼見為憑？

→當資料無法測量、或是觀察結果存有高度

誤差時，又該如何因應？



https://epaper.ntuh.gov.tw/health/201606/images/health_5_clip_image002.jpg

型一誤差(Type-1 Error)等於P(拒絕H0|H0為真)

型二誤差(Type-2 Error)等於P(不拒絕H0|H0不為真)

檢測的
不確定性！



◼ 假設某城市癌症盛行率0.1%，經過快篩試

劑的測試，99%癌症患者被測出陽性反應，

98%健康者測出陰性反應。

→某甲陽性反應、他是癌症患者的機率？

直覺與理性判斷：醫學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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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爆炸 vs. 分析解讀

日常生活中到處充斥「資訊」，哪些真正

需要的關鍵因素？

→資料品質？(「Garbage in, garbage out」)

→哪些是重要（或必要）資訊？

→如何根據既有資訊判斷？（哪些決策的風

險較高、如何降低風險？）

資料愈多愈好嗎？(Limit of big data?) 



資料科學家（統計觀點）

分析大數據常屬於跨領域議題，一人、或一

個領域很難面面俱到，需要講求團隊合作。

 4V與統計間的關連強弱，依次真實性（資

料品質）、多樣化（不同來源及類型）、

大量化、快速化，可借助統計方法與理論。

→如何量化資料經常是分析大數據的第一個課

題，需要集結各領域的知識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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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從統計角度考量大數據的分析：

→以解決問題為導向(Problem-based)，根據

問題需要攫取資料、定義變數，強調資料

的多樣化、真實性（資料品質）。

→根據資料屬性(Hard data vs. Soft data)介紹

資料分析方法。

資料分析練習包括作業、期末報告，採兩

人一組的方式。

本課程設計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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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相關參考書



祝大家學期順利！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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