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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学

摘要：大数据已经成为国际国内研究关注的热点话题和重要方向。文章从大数据的内涵出发，阐释了大数

据问题的内在价值与现实意义，分析了大数据在数据质量、对技术的要求、信息服务以及信息安全、隐私保护

等方面给传统情报学带来的挑战，也分析了大数据的发展给情报学学科发展和情报事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最

后文章也建议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应利用既有优势和成果积极参与到大数据的研究和发展中去，以大数据的研

究为契机实现情报学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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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与整个社会

对于计算的依赖，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使用计算

机、手机以及其他各类技术设备的过程中，都产生出大

量的数据，其规模和复杂性超越了传统技术手段所能

处理的范围，这种情况催生了大数据（Big Data）相关

的研究和发展，世界范围内IBM、Oracle等IT企业巨头

纷纷投身于大数据业务。今年3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宣

布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六个联邦政府部

门和机构将投资2亿美元，用于提高从大量数据中访

问、组织、收集、发现信息的工具和技术水平，这也意

味着大数据技术从市场行为正式上升为美国的国家科

技战略[1]。

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反映的是定量化的思维方式，这

与我国情报界这些年一直倡导的“事实数据+工具方

法+专家智慧”的情报研究思路与情报实践方法也不谋

而合。尽管大数据问题的出现会给传统的情报学研究

带来不少新问题、新挑战，但大数据实质上是对数据资

源的开发利用，这也给情报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战略机遇。

1 大数据的内涵与价值

1.1 大数据的内涵

一般认为，大数据是指数据规模与复杂性超过了

传统关系数据库处理能力的数据[2,3]，其特征可以概括

为“3V”：即数量（Volume）、速度（Velocity）和多样

（Variety）[4]。Volume指大数据容量和规模远超过传

统数据；Velocity指速度，Oracle公司将其解释为数据

产生的速度极快[5]，IBM公司则将其理解为需要快速地

对数据进行处理[6]；Variety是指数据的类型多样，大数

据包括不同结构、不同来源、不同媒体形态的各种数

据。除3V之外，IBM公司和Oracle公司还指出大数据的

特征还应该包括第四个V：价值（Value），意指大数据

蕴含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大数据的4V特征给数据获取、数据监护[7]（Data 
Curation，又译为数据监管[8]）、数据存储、数据搜索、

数据共享、数据分析和数据可视化等领域的既有技术

方法带来了极大挑战，因此大数据发展的最初阶段集

中表现为大数据相关技术的研发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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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数据的意义与价值

大数据的引人注目既是因为其规模、复杂性和速

度超越了技术处理能力，迫使人们不断研发相关的

新技术，更是因为随着量的积累，数据的价值产生

了质变。

美国管理学家与统计学家戴明曾指出“除了上帝，任

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这反映出以美国为典型的

西方国家崇尚定量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尊重数据、利用

数据、以数据说话的思维和行为范式。大数据的研究与

发展集中体现了将数据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进行开发

利用的思想，是定量思维方式与以数据说话行为范式

的集中体现，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同时，大数据的应用与实践也具有显著的现实经济

价值与社会价值。正如麦肯锡公司所指出的：大数据可

以在任何一个行业内创造更多价值。在医疗行业，如果

美国医疗业全面使用大数据，每年能多创造3000亿美

元的价值；在个人位置信息领域，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

为服务商带来1000亿美元的利润，并为消费者和商业

用户带来7000亿美元的价值[3]。2008年Nature刊发一

篇文章显示：Google搜索引擎利用看似无规律的巨量

用户查询数据能够提前1—2周预测流感的爆发[9]。今

年，Twitter基于其每天上亿条的信息，发布了针对 2012 
美国大选的“Twitter 政治指数”，评估选民对两位候

选人的满意度，以此得出的评估结果与传统大规模民

意调查得出的结果基本一致。

2 大数据给情报学提出的挑战

情报学是以数据、信息、知识、情报为主要研究对

象的学科，大数据问题的出现也给情报学提出了诸多挑

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相比于传统的信息内容，特别是相对规范的

科技信息，大数据更零散、更原始、更复杂。这些巨量、快

速、多样的数据存在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不少数据仅仅

停留在原始数据层面，并未成为真正的信息；大量数据

是真假不分的杂乱数据，数据背后反映的是复杂的现

实世界无显著规律的行为。

（2）大数据对相关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是

大数据问题中的关键问题，并将一直影响着大数据问题

的研究。对大数据的有效存储、管理和使用是实现大数

据目标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传统的信息获取、存

储管理、分类、索引、检索、聚类、人机交互技术等信息

分析处理技术方法如何顺利转移到对大数据的管理和

利用上来是对情报学提出的重要挑战。

（3）用户需求更复杂，对服务价值的期望值更高：大

数据4V中的价值特性使得用户对基于大数据服务的价

值有更高的期望值，但同时用户的需求也更加复杂。实

现从数据到用户价值的转化则需要情报人员一方面能

够更深刻地了解用户需求，另一方面需要更加系统性地

了解数据及其特征，建立高效可控的数据处理流程，掌

握多种数据分析方法，需要情报人员具备更加全面、综

合的素质与能力。

（4）信息安全和公民隐私问题更加突出：在大数

据时代，信息安全和隐私问题又将成为情报学研究的

新挑战。随着全球各国对大数据获取、处理分析能力的

提高，大量零散数据中蕴含的有价值信息能够得以发现

并利用，这种情况下，信息安全也从传统计算机网络安

全、保密管理等可控安全管理变为无法确知安全隐患

的不可控的安全管理，而同时信息公开、数据公开的呼

声都越来越强烈，数据开放与信息安全之间的矛盾更

加突出。同样，大数据中包含大量用户信息，这也使得

对大数据的开发利用很容易侵犯公民的隐私，恶意利

用公民隐私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公民隐私保护也将

成为极具挑战的研究问题。

3 大数据给情报学带来新机遇

大数据尽管起初作为技术概念被提出，因为初期

发展集中体现为数据存储管理技术的发展和提升，但

大数据问题的实质是对数据的管理与开发利用，与传

统情报学关注的信息资源管理的开发利用具有广泛的

共通性。因此大数据问题的兴起给近20年来备受挑战

的情报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大数据的价值链与传统情报工作的价值链一

致：对大数据的发掘利用涉及包括数据获取、数据监

护、数据存储、数据检索、数据共享、数据分析、数据展

示等多个环节在内的价值链条，这一链条与信息管理

和传统情报工作的信息价值链基本吻合。情报学领域可

以将包括信息采集、信息整序、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

息分析、信息可视化等方面成熟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应用

到大数据的工作中，在促进大数据研究发展的同时，扩

大传统情报服务范围。

（2）大数据工作与“事实数据+工具方法+专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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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的情报方法有效契合：科学研究的定量方法在大

数据领域充分体现，当工具和方法作为人类智慧的结

晶还必须与人类的智慧本身有效结合，偏离定性和人类

洞察力的纯粹事实数据不会具有真正的意义。传统情报

学更加侧重于各类科技文献资源和科学数据，大数据的

兴起和发展能够丰富传统情报研究中事实数据的来源、

内容与媒体形态，不同的事实数据互相补充、相互印证，

能够促进传统情报工作水平和情报产品质量的提升。

（3）大数据的推进能够为传统情报学提供有力的

数据处理分析工具和方法。信息技术和分析算法尽管

是情报学一直关注的重要研究内容，但也一直是情报

学学科发展中的软肋。大数据环境下，各国政府和市场

主体将更加重视对大数据相关技术的研发投入，也将

吸引大批优秀人才进入本领域，进行实现相关工具方

法的快速进步和发展，有力弥补本学科技术能力不足

的长期劣势。

（4）大数据的发展能够更凸显情报学的应用价

值，推动本学科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的价值不仅在于能

够进一步加大情报工作对我国科技战略和科技发展工

作的支撑作用，使情报工作与科研工作更加紧密结合，

大数据的研究和发展还将成为公共管理、商业机构运

营等各类活动的定量决策支撑。在此过程中，理解业

务需求、熟悉相关技术方法、了解数据资源的情报人员

也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学科人才的旺盛市场需

求反过来也会促进情报学教学科研工作的全面提升和

发展，进而实现情报学的整体发展。以美国为例，包

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伊利

诺伊大学、密歇根大学、康奈尔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

在内的不少高校已经设置了专门硕士、博士学位，以培

养能够按照数据的生命周期全过程对数据进行管理的

专业人才[10]。

4 结语

大数据发展需要大视野，情报学的发展同样需要

大视野。

虽然在我国政府层面尚未正式使用大数据这一

概念，但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以及各类企事业单

位都在积极关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在科技部发布的

《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已经将海

量数据存储服务系统、海量数据处理等列入关键技术

攻关或重点前沿研究。在工信部今年发布的《物联网

“十二五”发展规划》上，已经把海量数据存储、数据

挖掘、图像视频智能分析、信息感知技术、信息传输技

术、信息安全技术等大数据相关技术列入到项目规划

中。教育部也在积极支持大数据相关的研究工作，目前

已经支持在中国人民大学建设面向海量数据管理的研

究和应用平台。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同有关部门

起草的《广东省实施大数据战略工作方案》将报送给

省政府，借鉴其他国家利用数据的工作机制和先进经

验，在政府工作中注重数据梳理，同时更好地实现政务

公开，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各高校、地方政府、产业园

等机构也在积极关注大数据的研究与进展。大数据已

经成为国内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广泛关注的热

点问题。

在这种环境下，情报学和情报工作需要发挥、利用

学科的既有优势与既有成果积极参与到大数据的发展

应用过程中，并积极从大数据方面的成果中汲取对传

统情报工作有益的思路、成果和方法，实现守住传统

阵地与开辟全新领域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情报学与

情报工作在信息收集、处理与分析利用方面的既有优

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大数据时代中情报学的大发

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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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g Data has become a hot research topic and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in China and abroad. This article,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connotation 
of Big Data, explains its potenti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alyzes the challenge brought by Big Data to Informatics in data quality, technology requirements,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as well as privacy protection. Also, analyzes new opportuniti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brings to informatics 
and Intelligence work. Finally, it suggests that our researches of informatics and Intelligence work should devote to study and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with its existing 
advantages and results, takes Big Data study as an opportunity to realize the grea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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