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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雄心应该拓展到大数据领域    托马斯·H·达文波特    无论是对中国政府，还是就中国的商业
组织而言，《大数据》都是一本重要的书。
大数据及其分析，将会在未来10年改变几乎每一个行业的业务功能。
任何一个组织，如果早一点着手大数据的工作，都可以获得明显的竞争优势，正如早期在“小数据”
时代脱颖而出的竞争者一样，如第一资本金融公司、前进保险公司、万豪酒店等等。
时光荏苒，现在到了抓住大数据机遇的时候了。
    大数据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今天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微处理器。
我们正在迈进普适计算的时代。
其实，所有的机械或电子设备都可以留下数据痕迹，这些痕迹表明了它的性能、位置或状态。
这些设备和使用它的人，通过互联网互相交流，又形成了另外一个庞大的数据源。
当这些数据和来自其他媒体、无线或有线电话、有线电视、卫星等等来源的数据相结合的时候，更加
显得庞大无比。
    这些数据可以被使用，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商业或组织活动都视为大数据的问题。
如今的制造业，大多数机器上都已经安装有一个或多个微处理器，已经进入了大数据的状态。
消费营销行业，无数顾客的交易触点和网上点击的流量，也成了大数据的问题。
谷歌甚至认为其无人驾驶汽车也是一个大数据的问题。
    世界各国的政府也开始认识到，他们坐拥海量数据，这些数据都有待分析。
在亚洲国家的政府，也出现了大数据战略以及基于数据分析的方案和倡议。
去年，新加坡成立了德勤数据分析研究所（DAI），这个新的机构是由新加坡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资
助成立的。
德勤数据分析研究所的目标，就是引领政府和企业对于数据的研究和应用。
新加坡政府还资助了几所大学开展大数据和数据分析的研究活动。
    任何一个组织，要抓住大数据的机遇，就必须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从技术角度来看，首先要收集并且开发特定的工具，来管理大规模并行服务器产生的结构化和非结构
化数据，这些数据，可能是自己专有的，也可能来源于“云”。
其次，每一个组织都需要选定分析软件，用它来挖掘数据的意义。
但可能最重要的是，任何组织都需要人才来管理和分析大数据。
这些人被称为“数据科学家”，他们集黑客和定量分析员的优势和特长于一身，非常短缺。
聪明的领导人，将想方设法留住这类人才。
    不少公司都意识到了这种难得的机遇，现在已经采取了行动。
例如，通用电气将投资15亿美元在旧金山湾区建立一个全球软件和分析中心，作为其全球研发机构的
一部分。
这个中心拟雇用至少400名数据科学家，现在已经有180名各就其位了。
通用电气在全球拥有超过1万名工程师从事软件开发和数据分析工作，通过共同的分析平台、训练、
领导力培训以及创新，他们的努力得以协调合作。
通用电气对于大数据的研究活动，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工业产品上，例如机车、涡轮机、喷气发动机以
及大型能源发电设施。
    对任何一个试图通过大数据获得成功的组织来说，通用电气的投资规模和雄心都是一个榜样。
在很多领域，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企业都有雄心勃勃的计划，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些雄心和计划
，现在应该拓展到大数据的领域。
涂子沛先生的这本书，将在这个重要的领域，为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努力提供引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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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布官员财产美国是怎么做的，美国能让少部人腐败起来吗，美国式上访是怎么回事，凭什么美
国矿难那么少，全民医改美国做得到吗，美国总统大选有什么利器才能赢，下一轮全球洗牌我们世界
工厂会被淘汰吗⋯⋯
　　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

　　大数据浪潮，汹涌来袭，与互联网的发明一样，这绝不仅仅是信息技术领域的革命，更是在全球
范围启动透明政府、加速企业创新、引领社会变革的利器。
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有言，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创造未来。
而“大数据战略”，则是当下领航全球的先机。

　　大数据，这一世界大潮的来龙去脉如何？
数据技术变革，何以能推动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和社会公正？
何以促发行政管理和商业管理革新，并创造无限商机？
又何以既便利又危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Google、百度之类搜索服务，何以会不再有立足之地？
引领世界的数据帝国——美国和西欧，正在如何应对大数据时代？
我们中国，又当如何作为？

　　本书通过讲述美国半个多世纪信息开放、技术创新的历史，以别开生面的经典案例——奥巴马建
设“前所未有的开放政府”的雄心、公共财政透明的曲折、《数据质量法》背后的隐情、全民医改法
案的波澜、统一身份证的百年纠结、街头警察的创新传奇、美国矿难的悲情历史、商务智能的前世今
生、数据开放运动的全球兴起，以及云计算、Facebook和推特等社交媒体、Web3.0与下一代互联网的
未来图景等等，为您一一细解，数据创新给公民、政府、社会带来的种种挑战和变革。

　　美国是全书主体，但又处处反观中国当下的现实。
回望中国，胡适批评“差不多先生”，黄仁宇求索“数目字管理”，作者从太平洋对面看到中美两国
的差距，深知中国缺少什么、需要什么，故将十多年观察、思索所得，淘洗成这一本书。

　　史学大家、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讲座教授许倬云，有感于“老大哥”的影子，专门作序：“我
们要对涂子沛先生致敬与致谢，因为他为华文世界提出一个重要的话题。
”
　　哈佛大学商学院访问教授、全球顶尖的管理咨询大师达文波特，为中国政经两界提示智库建言：
“无论是对中国政府，还是就中国的商业组织而言，《大数据》都是一本重要的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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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子沛，知名专栏作家、信息管理专家，先后为《南方都市报》、《IT经理世界》、艾瑞网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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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留学之前，曾在省、市、县几级政府的不同部门磨砺10年，做过职业程序员，担任过公安边防巡
逻艇的指挥官，也从事过政府统计工作。
现为美国某软件公司数据中心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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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大数据”战略：争夺全世界的下一个前沿 联邦政府的每一个机构和部门，都需
要制定一个应对“大数据”的战略。
 ——《规划数字化的未来：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给总统和国会的报告》2010年 业务工作的管
理数据，民意社情的调查数据，以及对大自然、动植物的特点和变化进行监控而产生的环境数据，是
联邦政府的三大数据来源。
这三种数据，其发展各有先后，收集方式各不相同，数据量也大小不一。
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交叉和重叠，有一些民意调查的数据，是业务数据，而一些因环境监控产生的
数据，也可以是业务工作的数据。
 由于无线传感器的快速普及，环境数据增长得最快，成为联邦政府数据量最大的来源。
 虽然环境数据增长得最快，但这三种数据，其实都在爆炸。
这种爆炸，并不仅仅是数量一个维度的。
2001年，著名的高德纳咨询公司（Gartner）在一份研究报告21中指出，数据的爆炸是“三维的”、是
立体的，这三个维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同一类型的数据量在快速增大； 二是数据增
长的速度在加快； 三是数据的多样性，即新的数据来源和新的数据种类在不断增加。
 数据的爆炸性增长，也不仅仅限于联邦政府。
如前文所述，2011年麦肯锡公司在其研究报告《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率的前沿》中指出
，在美国，仅仅制造行业就拥有比美国政府还多一倍的数据，此外，新闻业、银行业、医疗业、投资
业、零售业都拥有可以和美国政府相提并论的海量数据。
 哈尔·范里安（HalVarian）是谷歌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是美国研究信息经济学的著名学者。
2000年，他对数据和信息产生的速度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人类社会每年产生的信息量，实在太大了
，已经没办法用准确的方法来计算现有的数字信息总量，只能估算。
他估计2000年新产生的数据量为1000拍到2000拍。
但到2010年，仅仅全球企业一年新存储的数据量就超过了7000拍，而全球消费者新存储的数据量约
为6000拍。
 这种数据量的增长，已经大大超出了人类的预期和想象。
时至今日，数据已经像“洪流”一样，在全球的政治、经济生活当中奔腾。
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进步，新的支流还在不断产生，各个支流流动、交汇和整合的速度，还
在继续加快。
 作为美国社会的信息枢纽，联邦政府当然要正面迎对这个挑战。
 2010年12月，总统行政办公室下属的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信息技术顾问委员会（PITAC
）向奥巴马和国会提交了《规划数字化未来》的专门报告，该报告把数据收集和使用的工作，提到了
战略的高度。
 这个报告列举了5个贯穿各个科技领域的共同挑战，报告指出“每一个挑战都至关重要”，而第一个
挑战就是“数据”问题。
报告说： “如何收集、保存、维护、管理、分析、共享正在呈指数级增长的数据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
个重要挑战。
从网络摄像头、博客、天文望远镜到超级计算机的仿真，来自于不同渠道的数据以不同的形式如潮水
一般向我们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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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搭建“大数据"的世界    2008年12月，我刚从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就碰上了美国的金融危机，被卷进
了失业大军。
    两年多的留学生活，既紧张又辛苦，结果却没工作，不免郁闷。
但“宅”在家里，却有了和女儿一起玩耍、抒情咏志的时间。
我开始写博客，记录自己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和感受。
后来，一篇文章被中山大学的郭巍青教授读到，经他推荐，发表在2009年9月的《时代周报》上。
    没想到，一个崭新的写作空间，就此豁然打开。
    此后，我陆续接受了《新快报》、《南方都市报》、艾瑞网等报纸网站的邀约，写了近一年的专栏
。
期间，郭巍青教授、《新快报》的杨震编辑、《南方都市报））的邓志新编辑和《时代周报》的彭晓
芸编辑都对我的写作有过帮助，令我受益匪浅。
    但促成本书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迅猛发展，以及我在其中的职业经历。
    1996年，作为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数据库程序员。
后来担任了边防巡逻艇的指挥官，从事过政府部门的统计工作。
但没想到，在美国的工作，又和数据、政府发生了关系。
我所在的美国公司，是政府合同商，致力于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数据解决方案。
我的新职位，和十几年前在中国的第一份工作极为相似，但所使用的技术已经无法同日而语。
通过和一个又一个项目的“亲密”接触，我真真切切地“透视”到数据在美国政府和企业当中的重要
作用。
在深入了解其成因、背景和趋势的过程中，我常常被数据的力量和美感所震撼。
    我将这种新的特点和趋势概括为“大数据时代”的“循数管理”和“数据竞争”。
    作为一名曾经在中国工作过10年的公务人员，我知道，这种管理方法和竞争态势还不为我们的政府
、企业和大众所熟悉。
    这触发我产生了一个系统的中文写作计划。
    就在我决心暗下之时，我的职业发展突然峰回路转：2010年下半年，被公司提拔成技术部门的主管
。
在美国带队伍——立刻又成为一个挑战。
为了做好本职工作，我无暇他顾，本书的设想，甚至专栏写作，都被迫搁置。
    次年3月，在回国期间，我和东西网的张文武总编提到了这本书的构思。
他听后眼睛一亮，说这是一本好书，建议我快快写出来。
    他的眼神，又拨动了我心底那根弦。
加上新岗位的工作慢慢驾轻就熟，写作的计划，于是重上日程。
    从2011年6月起，全书历经8个月。
这8个月当中，我几乎断绝了一切的社交、娱乐和休闲，投入了全部的业余时间。
如精卫填海、乌鹊衔枝，每晚夜深人静之时，我就坐在书桌和电脑前，一点一点搭建“大数据”的世
界。
无论白天黑夜，一有空，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的问题就在脑中盘旋。
记得好几次，下班回家，过了家门的路口，还浑然不觉，一直把车往前开，最后绕了个大弯才调头回
来。
    本书的完成，首先要感谢我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同窗王怡河。
虽然都是理工科出身，但在校期间，我们就对文、史、哲很感兴趣，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和社会的
问题。
怡河博闻强记，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很大帮助。
本书的每一篇章，他都是第一读者，一些精彩片段，凝聚有他的智慧。
挚友张炳剑也曾阅读过部分章节，提出过很好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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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感谢KIT Solution软件公司的总裁张小彦博士。
小彦在美国工作、生活了30多年，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深入的体察和了解。
与他的日常交流和思想碰撞，是我写作灵感的重要来源。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曹凌志主编、王家胜编辑对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倾注了心血。
戚丽艳、肖准对个别文本和图片的翻译有贡献。
杨文卓、王玺等好友曾关心过本书的写作。
在这里，无法列出所有我心存感激的人员。
我在34岁的时候，下决心负笈海外，中山大学的周超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的梁木生教授都曾在我人生
的这个关键点上对我指点、关心、鼓励良多。
    除了辛苦和感激，在我的心里，还堆积了愧疚。
    这8个月中，记不清有多少次，5岁的女儿奕奕拿着玩具、来到我的书房门口，轻声地问：    “爸爸
，你可以跟我一起玩吗？
”    我总是保持统一的口径，转过身、硬着心肠回答说：    “爸爸在工作，没时间⋯⋯”    带着失望
的表情，她快怏地离开。
    一个周末的下午，大雪初晴。
我坐在电脑前修改最后一个章节。
起身休息，踱步到窗口，忽然看见女儿和太太俩人正在给我停在院子中的车清扫积雪。
奕奕的身高，刚过车头，她穿着大衣、戴着手套，站在厚实的雪地中，一下一下挥动着小铲。
隔着玻璃窗，我听不到声音，第一反应是抬脚下楼，一转念，又不忍打扰这个画面。
我静静地靠在窗口，看着红色的车身慢慢从白色的积雪当中露出来，心，像被抚摸了一样，感到特别
的温暖。
    我知道，很多事难以周全。
我期望这本书，能为他人带去知识和视野。
    旅居海外的经历，让我深深感到，美国，是一个值得中国人认真学习的国家。
所谓的“中国崛起”，我认为现阶段还是要证明我们有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敏锐的学习能力。
不要有桥不走，硬要下河摸石头。
    要学习、要上路，这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我们的进步，应该以全世界的文明为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对西方世界客观的观察者、理性的思考者和开放的分享者。
    海外的华人、留学生拥有这样的历史机遇。
我也愿把这作为自己的坐标，为国家的进步尽绵薄之力。
    为了确保本书引用的资料和数据准确，我查对了很多资料。
语言表达上，也做了反复的修改。
尽管如此，肯定还有错漏和不足。
感谢您的阅读，也欢迎您的意见和评点，以备再版时修订完善。
    涂子沛于美国匹兹堡    2012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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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极权的国家，他们手上拥有足够的资讯，足以利用这资讯，掌握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老大哥”
的影子，可以无所不在⋯⋯涂子沛先生《大数据》这部书，清楚地叙述了资讯时代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与社会的控御力。
他讨论的范围方方面面、极为广泛。
我们要对涂子沛先生致敬与致谢，因为他为华文世界提出一个重要的话题。
    ——【许倬云】 [史学大家、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讲座教授]    在很多领域，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企
业都有雄心勃勃的计划，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些雄心和计划，现在应该拓展到大数据的领域。
涂子沛先生的《大数据》这本书，将在这个重要的领域，为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努力提供引导和帮助。
    无论是对中国政府，还是就中国的商业组织而言，《大数据》都是一本重要的书。
    ——【托马斯·H·达文波特】 [哈佛大学商学院访问教授、巴布森学院总统杰出奖教授、全球顶尖
的管理咨询大师]    《大数据》这本书讲述了数据技术浪潮的兴起过程，回顾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作
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开放历史，气势磅礴。
从书中可以看到，美国的发展动力，正是开放和创新。
我们正在向个性化的智能互联网时代迈进，计算力的扩展正在不断加速，数据将成为我们最强大的创
新动力。
    ——【杨叙】 [英特尔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    《大数据》从奥巴马建设“前所未有的开放政府
”出发，描写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数据对美国社会政治、商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影响，谈及了1930年
以来历任美国总统，可谓波澜壮阔。
涂子沛作为科技业的精英，并没有将自己眼光和生活局限于技术之上，他对美国社会的独到观察和理
解、对华人社区工作的积极参与和贡献，都是促成本书成为一本佳作的重要原因。
    ——【薛海培】 [奥巴马总统大选亚裔事务顾问、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会长、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大数据》是一本视角独特、取材新颖、别开生面的好书。
它以数据为轴线，描绘了美国走过的开放创新历程。
从该历程中我们看到，数据挖掘是一种知识生产过程，从中产生创新，产生管理，产生推动社会变革
的理论与实践。
更有意思的是，美国政治的发展，公民权利的实现，以及各种自由与福利的保障，都和对数据的创造
性应用密切相关。
这对已经步入信息时代的中国，尤其有借鉴意义。
趋势所在，数据乃大。
涂子沛先生的专业性分析和介绍，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
    ——【郭巍青】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大数据具有催生社会变革的能量。
但释放这种能量，需要严谨的数据治理、富有洞见的数据分析，以及一个激发管理创新的环境。
涂子沛的《大数据》这本书总结了美国的经验和实践，并为中国提出了一个路线图。
我为他的成就感到骄傲。
这本书完整地融合了技术、政治、商业三个角度，体现了我们学院师资教学的独特优势。
我相信本书会在中国激发新的思想和讨论，帮助中国迎接大数据的挑战。
    ——【Ramayya Krishnan】 [卡内基梅隆大学海因兹学院及信息管理学院院长、终身教授]    通过历史
故事的讲述，用近似新闻评论的笔法，《大数据》这本书以美国为例介绍了由经验管理到数据管理这
场正在发生的革命性变革，通俗形象地讲清楚了科学的道理，实属难得。
这对学者们扩大视野，对管理干部深化科学发展观的认识，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薛华成】 [中国管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开创者、澳门科技大学行政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大
数据》这本书揭示了数据在未来社会中的革命性作用。
大数据将是下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石油”和“金矿”。
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谁能更好地抓住数据、理解数据、分析数据，谁就能在下一波的社会竞
争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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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据的知识，将成为个人知识结构中的必备要素和基础。
    ——【施伯乐】 [复旦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上海（国际）数据库研究中心主任]    子沛兄的《大
数据》这本书，帮助我们形象地了解信息自由、技术创新与社会进步的关系。
我最感兴趣的是美国信息自由制度建立的过程。
它让我看到，一个社会、一种文化，是如何通过自省式的努力，认清比自身存在更本源的客观规律。
这种制度一旦建立，就如同打开了控制某个基因群组的开关，后面所呈现的演化，虽然眼花缭乱，反
而显得平淡无奇、顺理成章了。
    ——【赵嘉敏】 [东西网总裁、译言网创始人之一]    18世纪启动的工业革命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
富，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变革。
20世纪中启动的信息革命对人类社会也将产生巨大的冲击，而这个进程刚刚开始。
涂子沛先生所著的《大数据》一书，用有趣的故事带我们回顾信息时代的里程碑，使我们透过未来的
变幻不清的迷雾，展望和畅想信息革命的大趋势。
    ——【董洁林】 [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大数据》值得仔细阅读与思考
。
要让数据更好地说话，既依赖于数据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更需要政府、机构和公民的数据意识的不断
提高。
    ——【汪小帆】[上海交大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    数据科学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和领域
。
涂子沛先生的《大数据》这本书，为我们揭示了大数据浪潮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这种技术进步对政
治、经济、文化的种种影响。
希望读者从本书中获益，以积极的态势应对中国的大数据挑战。
    ——【张晖】 [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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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数据》编辑推荐：中国+美国，两国要人推荐，持续畅销，领跑大数据时代最好的书——中国高
层人物汪洋+奥巴马总统大选亚裔事务顾问、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会长、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薛海培+
英特尔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杨叙+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参与者、知名IT评论人谢文+中国房地产
风云人物任志强+史学大家、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讲座教授许倬云+中美10大高校著名学者⋯⋯这里
有“中国对手”——大数据浪潮，汹涌来袭。
20世纪大萧条以来，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开放历史，数据技术浪潮的兴起过程，气势磅礴，波澜壮阔
。
真正读懂中国趋势，一定要先读懂美国。
美国政府为什么能，中国到底缺什么？
这里有“中国建言”——哈佛大学商学院访问教授、全球顶尖的管理咨询大师达文波特，把脉经济，
数据治国，专门为中国政经两界提示智库建言：“在很多领域，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企业都有雄心勃勃
的计划，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些雄心和计划，现在应该拓展到大数据的领域。
”这里有“中国财富”——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有言，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创造未来。
商务智能、云计算、Facebook、推特、Web3.0、语义网⋯⋯数据战争，就是未来之争！
数据兴则企业兴，数据强则企业强！
叫醒中国，超越中国模式的粗放式增长，迈向精细化的管理革命，大数据将是下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
“石油”和“金矿”。
这里有“中国致敬”——活着就为改变世界，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不要以为乔布斯、盖茨、扎克伯
格才这样。
美国之为美国，还有坚持信息自由的新闻记者、发现摩尔定律的工程师、定义数据仓库的实业家、首
倡普适计算的业余鼓手、鼓吹财政公开的民间活动家、倡导数据开放运动的青年学生，以及活跃在无
数公民自治组织的普通个人。
这里有“中国问题”——回望中国，胡适批评“差不多先生”，黄仁宇求索“数目字管理”，我们的
世界看起来雷打不动。
大数据时代，挑战中国，摘不下“差不多先生”的文化标签，我们世界工厂还将是一个落后的100年！
这里有“中国乡愁”——大数据战略，重新洗牌全球格局：美国，再一次领跑世界；中国，却很可能
再失良机而浑然不知！
中国迷局如何解开？
最具海归视野、近20年中美职业生涯的作者，从太平洋对面看到中美两国的差距，披露大量美国真实
案例，最先为华文世界开启大数据重要话题，写成这本意在兴邦治国的战略之书，图文并茂，老百姓
也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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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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