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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上文，指出何謂大數據。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數據挖掘」的兩個重要功能。

3.承上題，指出大數據可應用於哪些方面？請舉例說明。

4.你認為「大數據」時代將面臨甚麼挑戰？解釋你的答案。

5.試從全球化的角度，指出「大數據」分析對全球經濟有何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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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時代

爭議：
1.個人隱性數據暴露
2.數據公開與隱私保護相矛盾
3.數據存在動態性

「數據挖掘」功能
1.挖掘潛在資訊
2.以科學方法提取資訊

應用層面
1.發現商機
2.配合營銷
3.社區服務

1. 可指出大數據指在合理時間內達到擷取、管理、處理、並整理成為人類所能解讀的資訊。
2. 一為挖掘潛在資訊；二為以科學方法提取資訊。
3. 同學在回答時，可配合事例加以支持論點，以加強說服力，如在公共事業上，善用數據可助資源分配，這可在社

區配套、建立房屋的方面體現。
4. 可從個人隱性數據暴露、數據公開與隱私保護相矛盾，及數據存在動態性等這些方面討論。
5. 可通過對數據的合理共享和利用能帶動全球產業發展，影響研發、生產、流通和社會管理這一方面入手，並舉例

加以說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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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中國接軌國際互聯網20周年，回顧過去，

我們在科技及網絡上的發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如今，我們

已進入「大數據」的時代。我們的生活幾乎每分秒都在創造新的數據並記錄在

不同的平台上，例如我們每天的行蹤、不同地方的逗留時間、甚至我們每天花

費在網絡上的時間等。在這些海量數據充斥的「大數據」時代下，到底可循甚

麼方式改善我們的生活？本文將一一探討。 ■丁彥文
作者簡介：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文章散見於《巴士的報》、《星島日報》等

在以前，由於記錄數據的方法較少及參
考價值較低，因此被重視程度較為低。
以消費模式為例，以往我們到店舖購
物，留下的數據可能只有購物的貨
品會被記錄，但由於現時電子器材
先進，連我們購物的時間都會被記
錄，甚至額外的個人資料如消費者的年
齡層、收入水平都可能被會員制度等方法
被記錄下來。由此可見，隨着科技的進
步，記錄我們行為活動為化數據的方法亦
隨之增加，造成如今生產數據的速度及數
量達至驚人數字。

數據的生產方式已多得難以盡
錄，但面對着無數離散的數據，
往後的整合、統計及分析方法
才是重點。單獨的數據本身是
沒有意義的，重點是要在海
量的數據中抽出相關的數
據進行配對。以上述例
子而言，把消費者購買
的產品與其收入水平
作配對並分析，便可
得知產品的定位是
否與消費者的收入
成正比或反比的關
係，這種從大量的
資料中搜尋它們隱
藏於其中的特殊關
聯性的方法稱為
「數據挖掘」。「數
據挖掘」有兩個重要
的功能：
1.要在資料中提取

出隱含在過去而未知
的但卻有豐富價值的
潛在資訊；
2.它是應用是在海量

資料中以科學方法中提取
資訊的方法。
「數據挖掘」通常是帶有目

的或前設，在挖掘的過程當中，
必定會產生很多不同的配對結果，
這些都會與前設的目的不同作結果驗

證，直至得出最
科學、客觀的結果。

近年，其實企業都紛紛各出
奇謀蒐集數據。現時不論網上
電子商店或實體零售商店都紛
紛提出會員制度，並提供不少
優惠吸引客戶成為會員，當中
一個重要原因便是為了蒐集數
據。在加入成為會員後，商店便
可掌握客人更多背景資料。再
者，智能手機上的應用程式都是
蒐集數據的主要方式，若細看一
些程式的安裝說明，便可見不少
程式會擷取大量儲存在手機的個
人資訊，例如手機的全球定位
等。企業在分析數據時一般為
了研究市場及發掘新商機。

分析銷情助營銷
數據對於企業而
言，是創造機會的
鑰匙。企業可透過大
數據分析哪一款產
品銷情最佳、哪一區
域營業額最高和歸納客人
相同的特質，從而在整個營
銷策略加以配合，甚至即時掌
握到市場動態並迅速作出應
對，令企業更有個性。

提高效率減失救
在9月初，全球最大電腦公司微軟
舉辦了有關大數據與社福界的研討
會，席中帶出了大數據與社福服務的
關係。以醫療為例，東非的坦桑尼亞聯
合共和國便曾經有成功的例子。坦桑地
亞一直受瘧疾困擾，據統計，當地每5
分鐘便有1個小孩死於瘧疾。惟瘧疾是可
治療的，只是藥物的補給速度未能及時送達
病患者手中，引致大量孩童因藥物不足而失
救致死。直至2012年，當地政府衛生部門決定和電
訊公司、科技公司及社福機構合作，並把病患的數目和身處地點輸入到資料
庫中，並於已輸入的藥物庫存地點作比對，從而安排最有效率的方法送達病患
手中，這方法使得因失救而死亡的比率大幅減低至30%以下。
由此可見，數據化並套用在公共政策事務上，可大大提高社會資源運用效率，
使社會上弱勢社群受到更有效的幫助。再者，把社會各項資料數據化有着非常大
的可塑性，例如可把長者的居住樓宇類型與健康做比對，或就着長者人數較多或
未來即將老化的社區，對地區的醫療資源進行分配。另一方面，可收集新婚夫婦或
新生嬰兒的居住地方，從而規劃校網及相對青年配套。人口
數據的運用絕對不限於此，但若想從各方數據中找到更多組
合解決社會難題，政府必須牽頭把各項資料數據化，才可進
一步分析，協助制訂相關規劃及政策。

即使大數據無論在企業或公共事務都能推動社會發展，
但數據往往與個人私隱扯上關係，一些有價值的數據必定是
來自個人私隱的，例如企業在研究消費者時，對象的收入
及資產狀況便屬個人私隱，而且現時科技發達，程式開發
者能輕易編寫擷取資料程式，只要用戶下載至手機或電腦
中，便可不經同意便進行收集。因此，管制收集數據方式
的法例必須與時並進，防止不法分子為一己私慾而非法
收集數據。

安全保護 潛在風險
數據屬於電子資料，其保護方法相對複雜，但若機
構收集到數據後，安全方面未能提供足夠程度，數
據亦會面臨被非法擷取的風險。數據的保護方式不
外乎加密及隔離，分別可透過程式加密以及隔離整
個數據庫，杜絕其他裝置接觸的可能性，惟各種
保護方法都有其缺點，不能完全解決數據安全的
風險。因此，數據安全
的風險必須考慮在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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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誰「「算計算計」」了未來了未來？？
「數據挖掘」藏商機

數據面前，私隱或無所遁形？

大智移雲是分拆開4個組成部分。「大」是代表大數
據，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都會產生林林總總的數據，當這些
數據聚集一起，便會形成一個巨型資料庫，稱為大數據；

「智」是指智能裝置，現時最普及的智能裝置是智能電話，但同時亦有不少
技術正在智能化，例如立體打印器、虛擬實景放映器等；「移」是指移動裝
置，除了隨身電話外，有越來越多智能裝置變成可隨身攜帶，例如智能手錶
及眼鏡等；「雲」是指雲端運算，雲端運算是
把軟件運作或數據儲存等運作在第三方提供
的伺服器上，例如現時網絡上有不少免費儲
存空間供我們使用，把資料備份在雲端上。

何謂大智移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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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Big Data）：以海量計的資料，它的來源多元，可能直接或間接地
來自我們的日常生活。大數據有兩種主要特質，分別是巨量以及雜亂無章，無法使用
傳統的資料數據庫管理的方式作有系統的管理，即使如此，這些數據卻是難以想像的
珍貴。數據寶貴之處是在於它代表某方面的事實或數字，若決策者，無論是個人、企
業或政府能蒐集到一批數據，有效地加以分析及研究，對於事物的決策有前瞻性的影
響，小至個人的投資或就業方向，大至國家政府制訂政策，都有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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