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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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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生活的一天 

美好的一天 未來科技.we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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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认识大数据时代 

• 大数据时代的生活令人神往，你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更进了一步，所做的决策也

不再仅仅依赖主观判断。甚至于你的一个习惯动作、你的一次消费行为、你的

一份就诊记录，都正在被巨大的数字网络串联起来。移动互联网风潮汹涌。大

数据正悄悄包围着我们。甚至连世界经济格局也在酝酿着巨大变革！ 

 
    最早提出“大数据”时代到来的是全球知名咨询公

司麦肯锡称：“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

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人们对于海量

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

者盈余浪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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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3月份美国奥巴马政府发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投资2亿以

上美元，正式启动“大数据发展计划”。计划在科学研究、环境、生物医学等领

域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突破。奥巴马政府的这一计划被视为美国政府继信息高速

公路( Information Highway)计划之后在信息科学领域的又一重大举措。 

    2012年5月，联合国发表名为《大数据促发展：

挑战与机遇》的政务白皮书中，指出大数据对于联

合国和各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还探讨

了如何利用包括社交网络在内大数据资源造福人类。

联合国的大数据白皮书还建议联合国成员国建设

“脉搏实验室”“Pulse Labs”网络开发大数据的

潜在价值 

http://baike.baidu.com/picture/9424571/9475985/0/b64543a98226cffca5cccf3fb9014a90f703ea5d?fr=lemma&ct=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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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一书的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如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个人，如果你拒绝的话，可能会失

去生命，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话，拒绝大数据时代的

话，可能失去这个国家的未来，失去一代人的未

来。” 这一句话恐怕不能算作耸人听闻，因为每当

人们站在现在这个节点的时候，总会去眺望未来，

但是未来往往在你不经意当中已经悄悄地来到你的

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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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硬件成本的降低 

•网络带宽的提升 

•云计算的兴起 

•网络技术的发展 

•智能终端的普及 

•电子商务、社交网络、 

 电子地图等的全面应用 

•物联网 

大数据时代到来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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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和建立，人们越发感觉到大数据时代的

力量。因此2013年被许多国外媒体和专家称为“大数据元年”。 

当
今
“
大
社
会
”
， 

三
分
技
术
，
七
分
数
据
， 

得
数
据
者
得
天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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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什么是大数据 

 大数据很抽象，表示数据规模的庞大。 

 大数据泛指巨量的数据集，因可从中挖掘出

有价值的信息而受到重视。《华尔街日报》

将大数据时代、智能化生产、无线网络革命

称为引领未来繁荣发展的重大技术变革。 

目前对大数据尚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不同

的定义基本上是从特征出发，试图给出大数

据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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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性（Volume） 

高速性（ Velocity ） 

多样性（ Variety ） 

“4V”定义 

价值性（Value） 

真实性（Veracity） 

（IDC） 

（IBM） 

• 维基百科给出的定义：大数据是指利用常用软件工具捕获、管理和处理数据所耗时间超过可容忍时间的数
据集。 

• 大数据 (big data)：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透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
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有更积极目的的资讯。大数据的4V特点：Volume（大量）、
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密度低）。 

大数据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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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民数量居世界之首，每天产生的数据量也位于世界前列。 

淘宝网站 
单日数据产生量超过5万GB 

存储量4000万GB 

百度公司 

目前数据总量10亿GB 

存储网页1万亿页 

每天大约要处理60亿次搜索请求 

一个8Mbps的 
摄像头 

一小时能产生3.6GB的数据 

一个城市每月产生的数据达上千万GB 

医院 
一个病人的CT影像数据量达几十GB 

全国每年需保存的数据达上百亿GB 

大数据的数据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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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库(database，DB)到大数据(big data，BD) 

“池塘捕鱼”VS“大海捕鱼”    “鱼”是待处理的数据 

数据规模 小（以MB为处理单位） 大（以GB、TB、PB为处理单位） 

数据类型 单一（结构化为主） 繁多（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 

模式和数据 
的关系 

先有模式后有数据 
(先有池塘后有鱼) 

先有数据后有模式 
模式随数据增多不断演变 

处理对象 数据（池塘中的鱼） (“鱼”，通过某些“鱼”判断其他 
种类的“鱼”是否存在) 

处理工具 One size fits all No size fit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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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大数据平台架构 
支持多种高性能计算，高性能分析，大数据和其它分布式框架 

 

IBM Platform EGO/DCOS 
(dynamic cluster resource management supporting diverse tenants) 

HDFS / GPFS / GPFS FPO 
(reliable, distributed storage – your choice of distributed, or fast parallel POSIX file systems) 

•  ABB – application backbone 

•  Big Insights instance, Streams, 

Hbase, Oozie, Native SQL apps, 

Mongo DB, Cassandra   

Platform Symphony 

Platform Symphony 
SOAM, PSMR 

IBM Platform Cluster Manager 
(provisioning and management  

of distributed environments) 

• HPA, Big Data, Analytic 

• SPSS, Algo, R Big SQL, Pig, Hive,  Data Explorer, ..  

Platform LSF 

Platform LSF 

Serial 

Batch 
MPI 

Parallel 

Session 

oriented 

• HPC & Batch anywhere 

• R, SAS, MatLab, DataStage  

Flow 

Management 

Hypervisor 

Platform Resource Scheduler Existing Data Center Provisioning Technologies 

 

 Puppet RPM TPM Kick-start… 

Platform PPM 

Parallel 

SOA 

Data 

Affinity 

Parallel 

Recursion 

Map 

Reduce 

Platform PPM 
• Batch anywhere 

• SAS, Integration 

w/Autosys, Ctrl M  

DAG 

Platform Symphony Advanced Service Controller 

YARN 

API Platform Advanced Service Controller 

MR 

AMR 

Streams 

Data Expl 

Cognos 

BigSQL 

(online) 

HBase 

(online) 
YARN 

(Hadoop 2.x RM) 

MR 

Batch 
Tez Storm 

ABB 

Apps 

实际生产环境验证的多租户，共享资源框架。支持包括Hadoop在内的分布式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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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时报》2012年2月的一篇专栏中所称 ，“大数据”时代已

经降临，在商业、经济及其他领域中，决策将日益基于数据和分析而

作出，而并非基于经验和直觉。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金说：“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

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

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  

 亚马逊前任首席科学家Andreas 

Weigend说：“数据是新的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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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就如同蜜蜂，其主要价值是传播花粉，自己生产的蜂蜜价值并不大。  

    2013年世界范围内狭义的大数据产业产值只有186亿美元，

但广义的大数据应用几乎覆盖所有产业。据麦肯锡公司预测，

开放数据仅在教育、保健等7个行业便可释放3.2万亿～5.4万

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1.3大数据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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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 

生物医学 

电子政务 

气候学 企业管理 

教育学 

金融学 

市场营销 

公共服务 

商业智能 

传媒业 

生活娱乐 

天文学 

生物医学 

电子政务 

气候学 企业管理 

教育学 

金融学 

市场营销 

公共服务 

商业智能 

传媒业 

生活娱乐 总统选举 总统选举 

公安 

国家安全 

1.3大数据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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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应用领域——政治领域 

对数以千万计的选民邮件进行了

大数据挖掘，精确预测出了更可

能拥护奥巴马的选民类型，并进

行了有针对性的宣传，从而帮助

奥巴马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

位在竞选经费处于劣势下实现连

任的总统。 

大数据帮助奥巴连任 

分析川普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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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应用领域——政治领域 

        奥巴马的例子告诉我们，只要数据量够大，

够及时，挖掘够深刻，我们完全可以洞悉每个

选民的投票几率。迅速普及的互联网与移动互

联网，悄然为记录人的行为数据提供了最为便

利、持久的载体。最重要的是，在这些强大的

数据收集终端面前，人们没有掩饰的意图，从

而创造着过去无法收集与分析的海量数据，这

让所有社会科学领域能够从宏观群体走向微观

个体，让跟踪每一个人的数据成为了可能，从

而让研究人性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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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应用领域——政治领域 

25 

        大数据的发展，将极大地改变政府的管理模式，有利于节约政府投资、加强市场监管能力、提

高政府决策能力、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实现区域化管理。 

重“一站式”服务 
轻“激励型”服务 

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现状: 

重性质性政务信息轻量

化性政务数据 

政府门户网站信息以文本、图片、视频 

等非结构化信息为主，但没有关于财政税收、 

医疗保险等可量化分析的结构化数据。 

“一站式”服务包括申请、办证、审批等，忽略了开放原

生态数据激发社会主体的创造性、主动性。 

大数据在我国电子政务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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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应用领域——政治领域 

26 

    目前，我国有60多个城市，将构建“智慧城市”的目标列入“十

三五规划”中。智慧城市即利用大数据的整合和分析来治理社会。两

会期间，有代表提议将发展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 

大数据背景下，我国电子政务创新模式的转变：      

关注焦点——从信息向数据转变 1 

增值基础——从公开向发布、开放转变 2 

行为方式——从独立向协同转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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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应用领域——政治领域 

27 

数据是
生成信
息和知
识的原
生素材 

    如将我国城镇居民医疗数据与保险数据对比分析可以优化

保险企业报销比例，发现虚假报销行为；与制药厂数据比对分

析可以调节药品的生产量与销售渠道。但医疗政策信息并不能

发挥这样的作用。 

数据是
舆情监
督的有
利依据 

    2008年，政府公布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但社会对资金

的具体去向及其准确数额却无从得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近2亿

资金的用途也因没有准确的数据公开而被暗箱操作，违规使

用……当今电子政务中，信息公开实质是性质性信息的公开，而

数据才是舆情监督的真正证据。 

关注焦点——从信息向数据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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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应用领域——政治领域 

从信息向数据的转变是政府从后台走向阳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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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应用领域——政治领域 

增值基础——从公开向发布、开放转变 

    大数据时代，数据增值的关键在于数据的整合与分析，整合的前提就是数据的开

放。 

数据公开是意识上的、被动的；

数据发布是行动上的、主动的。 

数据公开、发布是一条一条的；

数据开放是一片一片的。 

政府态度从被动转为主动； 

数据从点对点转为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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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应用领域——政治领域 

行为方式——从独立向协同转变 

   某市电子政务数据交换平台实现了工商、国税、质检、公安、社

保等20多个部门涉税数据的共享，国税局与地税局通过数据比对，发

现了25000条数据差异，落实纳税企业5000多户，补缴税款2700多万

元。 

内部协同：各地区政府、各层级政府和各部门之间 

外部协同：政府与社会之间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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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应用领域——金融领域 

    华尔街“德温特资本市场”公司首席执行

官保罗·霍廷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利用电脑

程序分析全球3.4亿微博账户的留言，进而判断

民众情绪，再以“1”到“50” 进行打分。根

据打分结果，霍廷再决定如何处理手中数以百

万美元计的股票。霍廷的判断原则很简单：如

果所有人似乎都高兴，那就买入；如果大家的

焦虑情绪上升，那就抛售。 

    这一招收效显著——当年第一季度，霍廷

的公司获得了7%的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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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应用领域——金融领域 

大数据助力推进高频金融交易和小额信贷 

高频交易：实时性要求高、数据规模大。目前沪深两市每天4个小时交易时间会产生

3亿条以上逐笔成交数据，通过对历史和实时数据的挖掘创新，以创造和改进数量化

交易模型，并将之应用于基于计算机模型的实时证券交易过程中。 

小额信贷：阿里巴巴和建行在2007年推出一个专注于小企业的贷款计划——e贷通，

阿里巴巴利用拥有的用户信息及交易数据，通过大数据技术自动判定是否给予企业贷

款；而建行坐拥巨额资金，希望贷款给无信用记录但发展势头良好的小企业。到

2012年底，阿里在累计服务小微企业超过20万家，放贷300多亿元，坏账率仅为

0.3%左右，低于商业银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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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应用领域——金融领域 

大数据协助金融企业精准营销 

    招商银行通过数据分析识别出招行信用卡高价值客户经常出现在星巴克、DQ、

麦当劳等场所后，通过“多倍积分累计”“积分店面兑换”等活动吸引优质客户；

通过构建客户流失预警模型，对流失率等级前20%的客户发售高收益理财产品予以挽

留，使得金卡和金葵花卡客户流失率分别降低了15个和7个百分点；通过对客户交易

记录进行分析，有效识别出潜在的小微企业客户，并利用远程银行和云转介平台实

施交叉销售，取得了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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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习成绩 
1 

入学率 
2 

辍学率 3 

识字的准确率 5 

升学率 
4 

作业的正确率 

6 

考试时 
答题的顺序 11 

师生互动的 
时长与频率 

回答问题的 
时长、正确率 

课堂 
举手次数 

回答 
问题的次数 

平均每道题花费的时间 

12 

7 

8 

9 

10 学校教育中的 
“大数据” 

大数据的应用领域——教育领域 

大数据分析已经被应用到教育中，成为教学改革的重要力量。——北师大的案例 

北师大申报答辩视频终版.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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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应用领域——教育领域 

通过大数据你可以知道： 

一个学生成绩不好是由于他因为周围环

境而分心了吗？ 

期末考试不及格是否说明学生未掌握学

习内容，还是因为他请了很多病假的缘故？ 

        在加拿大，教育科技公司“渴望学习”（Desire 2 Learn）已经面向高等教育领域的学生，推

出了基于过去的学习成绩数据预测并改善未来学习成绩的大数据服务项目。通过监控学生阅读电

子化的课程材料、提交电子版的作业、通过在线与同学交流、完成考试与测验，就能让计算程序

持续、系统地分析每个学生的教育数据。老师得到的不再是过去那种只展示学生分数与作业的结

果，而是像阅读材料的时间长短等这样更为详细的重要信息。这样老师就能及时诊断问题的所在，

提出改进的建议，并预测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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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应用领域——生活方面 

        40天，36亿人次。这是2014年春运的总时间和总出行人数。在这场堪称人类历史

上最大规模的短期迁徙中，人群从哪儿去了哪儿？哪些线路最热门？在以往，这些问

题可能难以精确回答。但随着技术进步，通过应用“大数据”这一技术利器，人们已经

接近“在迷宫中感受全局”地看见春运的全景。 

大数据首次播报春运迁徙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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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应用领域——生活方面 

        国内有2亿手机用户使用百度地图，用户每次位置变化，百度都能得到数据。

把手机网民的定位信息汇总成大数据进行分析，就能勾勒出人们的迁徙轨迹。 

        此次百度图景化地展示春运情况，是基于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技术的一

次创新。它的数据每8小时更新一次，囊括了全国铁路、公路和航空在内的线路。 

        新闻视频：2014年1月25

日，《“据”说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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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数据似乎成了“灵丹妙药”，“包治百

病”，无所不能。但千万别把“大数据”用做解决世界

上所有问题的全能办法，无论是管理城市到消除贫困，

制止恐怖袭击、疾病流行到拯救地球环境等，以为有了

“大数据”，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也是一种误解。

人类的思想、个人的文化和行为模式、不同国家及社会

的存在发展都非常复杂、曲折和独特，显然不能全部由

计算机来“数字自己说话”。无论到何时，其实都还是

人在思考和“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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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数据的应用只是冰山一角,绝大部分隐

藏在表面之下。 

未来，大数据所带来的精彩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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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大数据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 

2.1大数据面临的机遇 

  全球每年约有2.58亿人受到如台风、地震、洪水、干旱等自然
灾害的影响，大部分自然灾害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人口移动和迁徙，
社会管理系统趋于瘫痪，大量救援物资无法及时、准确分发给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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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数据辅助定位灾民移动和分布 

• MOU & NDA with Digicel Haiti（海地） 

• 约 10亿条通话记录! 

• 数据库文件 250GB  

• 单个文本文件25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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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Response to Disasters and Outbreaks by Tracking Population Movements with Mobile Phone Network Data: A Post-

Earthquake Geospatial Study in Haiti. PLoS Medicine, 2011; 8 (8): e1001083 DOI: 10.1371/journal.pmed.1001083 

震后灾民流动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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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Response to Disasters and Outbreaks by Tracking Population Movements with Mobile Phone Network Data: A Post-

Earthquake Geospatial Study in Haiti. PLoS Medicine, 2011; 8 (8): e1001083 DOI: 10.1371/journal.pmed.1001083 

移动轨迹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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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Response to Disasters and Outbreaks by Tracking Population Movements with Mobile Phone Network Data: A Post-

Earthquake Geospatial Study in Haiti. PLoS Medicine, 2011; 8 (8): e1001083 DOI: 10.1371/journal.pmed.1001083 

霍乱感染地区人口流动及风险评估 

基于移动数据的传
染病预防与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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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MINDER.ORG 数据分析报告提交联合国救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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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媒体关注 

Copyright © 2013  Flowminder.org. For internal us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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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应用案例 - 谷歌流感趋势 

• 谷歌设计人员认为：人们输入的搜索关键词代表了他们的即时需要，反映出用户情况。为便于建立关联，

设计人员编入“一揽子”流感关键词，包括温度计、流感症状、肌肉疼痛、胸闷等。只要用户输入这些关

键词，系统就会展开跟踪分析，创建地区流感图表和流感地图。为验证“谷歌流感趋势”预警系统的正确

性，谷歌多次把测试结果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报告做比对，证实两者结论存在很大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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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应用案例 - 百度迁徙地图 

• 百度迁徙地图，是百度在2014年春运期间推出的一项技术项目。百度迁徙利用大数据，对其拥有的LBS

（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大数据进行计算分析，采用的可视化呈现方式，动态、即时、直观地展现中国春

节前后人口大迁徙的轨迹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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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应用案例 - 百度迁徙地图（续） 
• LBS（基于位置服务） 

基于位置的服务，它是通过电信移动运营商的无线电通讯网络（如 GSM 网、CDMA 网）

或外部定位方式 (如 GPS ) 获取移动终端用户的位置信息（地理坐标，或大地坐标），在地

理信息系统（外语缩写：GIS、外语全称：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平台的支持

下，为用户提供相应服务的一种增值业务。 

它包括两层含义：首先是确定移动设备或用户所在的地理位置；其次是提供与位置相关的各

类信息服务。意指与定位相关的各类服务系统，简称"定位服务"，另外一种叫法为MPS-

Mobile Position Services, 也称为"移动定位服务"系统。[2] 如找到手机用户的当前地理位

置，然后在上海市6340平方公里范围内寻找手机用户当前位置处1公里范围内的宾馆、影院、

图书馆、加油站等的名称和地址。所以说LBS就是要借助互联网或无线网络，在固定用户或

移动用户之间，完成定位和服务两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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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应用案例 - 高德实时路况 

• 实时路况可以通过安装在

道路上的监测设备，或将

定位设备安装在车上，实

时动态地对其所经过的路

段的通行情况的调查系统

来获取。 

• 数据来源于用户，服务于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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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基于大数据我们能够迅速、直观、
理性地对复杂系统或问题进行分析、预测、评估、决策和
实施管理，即“基于数据（或证据）的决策”而不是靠似
是而非的“理论”、基于过多假设的“模型”的决策或
“事后诸葛亮”。 

  美国前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哈佛大学教授Lawrence 
Summers所认为的，“我们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200年
后的人书写我们这段历史时，他们会发现我们所处的时代
人类思考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就是我们比以往任何
时代在更多事情上变得更加理性，我们更多以数据为依据
分析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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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大数据技术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 

        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前景是十分光明的。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中，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任务很重，建设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

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运用，是实现四化同步发展的保证。大数据分析

对我们深刻领会世情和国情，把握规律，实现科学发展，做出科学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

重新认识数据的重要价值。 

机遇——大数据时代呼唤创新型人才 

 盖特纳咨询公司预测大数据将为全球带440万个IT新岗

位和上千万个非IT岗位。麦肯锡公司预测美国到2018年

需要深度数据分析人才44万——49万，缺口14万——19

万人；需要既熟悉本单位需求又了解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的管理者150万，这方面的人才缺口更大。 

能理解与应用大数据的创新人才更是稀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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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仍有困难 

        目前，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仍存在一些困难与挑战，体现在大数据挖掘的四个环节中。 

2.2大数据面临的挑战 

数据收集 

要对来自网络包括
物联网和机构信息
系统的数据附上时
空标志，去伪存真，
尽可能收集异源甚
至是异构的数据，
还可与历史数据对
照，多角度验证数
据的全面性和可信
性。 

数据存储 

  要达到低成本、
低能耗、高可靠性
目标，要用到冗余
配置、分布化和云
计算技术，存储时
对数据进行分类，
通过过滤和去重，
减少存储量，并加
入便于检索的标签。 

数据处理 

   大数据的复杂性使

得难以用传统的方法
描述与度量，需要将
高维图像等多媒体数
据降维后度量与处理，
利用上下文关联进行
语义分析，从大量动
态及可能模棱两可的
数据中综合信息，并
导出可理解的内容。 

结果的可视化呈现 

   使结果更直观以便

于洞察。目前，尽管
计算机智能化有了很
大进步，但还只能针
对小规模、有结构或
类结构的数据进行分
析，谈不上深层次的
数据挖掘，现有的数
据挖掘算法在不同行
业中难以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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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数据的集中存

储增加了其泄露的风

险； 

•一些敏感数据的所

有权和使用权并没有

清晰界定。 

•复杂的数据存储在

一起，可能造成企业

安全管理不合规； 

•安全防护手段更新

升级慢，存在漏洞 

 

•黑客可收集更多有

用信息，大数据分析

让攻击更精准； 

•大数据为黑客发起

攻击提供了更多的机

会 

挑战——大数据给信息安全带来新挑战 

加大隐私泄

露风险 

对现有存储

和安防措施

提出挑战 

被运用到攻

击手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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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诺登的爆料引起一片哗然，根据他提供的资料，

被卷入“棱镜门”事件的公司包括微软、雅虎、谷歌、

苹果、Facebook等9大IT业巨头。在“棱镜门”事件开始

发酵之后，这些公司先是赶紧出面否认与美国政府的监

视项目进行过合作，并相继发表声明，呼吁政府采取更

透明态度，以证明他们的“清白”。 

        事情的起因是美国中情局前职员斯诺登向媒体爆料，过去6年间，美国的情报部门通

过一个代号为“棱镜”的项目，从多家知名互联网公司获取电子邮件、在线聊天内容、照

片、文档、视频等网络私人数据，跟踪用户一举一动。他说，自己只需要坐在办公桌前，

动动指头，敲敲键盘，就能了解很多人的私密信息。 

“棱镜门”引爆大数据时代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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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我们通过对大量用户数据的分析，公司、企业、政府都可以更好的了解用户

行为、消费习惯的等等，从而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另外一方面，这又不可避免的对

用户的隐私构成威胁、挑战。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在数据的应用方面，相关法律法规的制

定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用户，需要明确界定自己在数据的使用方面具有什么权力和义务；

作为企业和政府，需要逐渐的定位清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并且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使用用

户的数据。 

       在现有的互联网结构下，我们所有

的网络行为对于服务提供商来说都是透

明的。人们既想借助互联网平台与别人

交流，又想自己不被窥探，这是完全不

可能的。网络隐私安全将是未来一个巨

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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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九：组织结构、经济发展数据，管理：组织演化规律研究 

数据类型八：物联网数据，管理：信号监测与食品安全管理等 

数据类型七：犯罪数据、警局报告数据，管理：团伙犯罪网络分析 

数据类型六：教育、市场与医疗数据，管理：医疗、教育管理等 

数据类型五：在线社会网络数据，管理：舆情、开源情报分析等 

数据类型三：卫星图像数据，管理：侦察、态势分析、大气科学等 

数据类型四：人口数据，管理：人口管理、城镇化建设管理等 

数据类型一：社会网络抽样数据，管理：网络大数据与社会管理 

数据类型二：手机定位与移动通话数据，管理：交通、救援、公安 

各种大数据背后的复杂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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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网络科学、社会网络、
数据挖掘、证析、仿真、计算实验等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1、大数据挖掘、开源情报分析 
  2、大数据与证析（基于证据的决策） 
  3、大数据分析与仿真验证 
  4、大数据分析与云计算 
  5、大数据与网络科学研究 
  6、大数据与社会网络分析 
    7、大数据与计算实验 
结论：大数据时代追求的“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全体
数据正好刻画了复杂系统的整体。 
总的发展趋势是数据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非结构化，关系越来越
复杂和网络化。 

挑战——大数据呼唤智能化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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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人工智能的概念  

• 什么是人工智能 

–   顾名思义，人工智能就是人造智能，其英文表示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当然，这只是人工智能的字面解释或广义解

释。目前的“人工智能”一词是指用计算机模拟或实现的智能，同时，

人工智能又是一个学科名称。 

– 人工智能研究的是如何使机器（计算机）具有智能的科学和技术，特

别是自然智能如何在计算机上实现或再现的科学和技术。因此，从学

科角度讲，当前的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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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应用领域的领域划分 

•  1. 难题求解 

•  2. 自动定理证明 

•  3.自动程序设计 

•  4. 自动翻译 

•  5.智能控制 

•  6.智能管理 

•  7.智能决策 

•  8.智能通信 

•  9. 智能仿真 

• 10.智能CAD 

• 11.智能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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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应用系统的领域划分 

• 1.专家系统 

• 2.知识库系统 

• 3.智能数据库系统 

• 4.智能机器人系统 

 

 

人工智能的基本技术  

•  1  推理技术 

•  2  搜索技术 

•  3  知识表示与知识库技术 

•  4  归纳技术 

•  5 联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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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未来十年人工智能趋势的崛起.we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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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工智能的发展概况  

• 人工智能学科的产生 

•             现在公认，人工智能学科正式诞生于1956年。需要指出的是，人工智能学

科虽然正式诞生于1956年的这次学术研讨会，但实际上它是逻辑学、心理学、计

算机科学、脑科学、神经生理学、信息科学等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然结果。单

就计算机来看，其功能从数值计算到数据处理，再下去必然是知识处理。实际上就

其当时的水平而言，也可以说计算机已具有某种智能的成分了。 

•     天才的英国计算机科学家图灵（A.M.Turing）就于1950年发表了题为“计

算机与智能”的论文，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为人工智能提出了更为明确的

设计目标和测试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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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发展 

1946年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诞生 

1969年，科学家们用集成电路计算机
完成登月任务。当时的一个程序大小
只有6M。相当于现在的一张高清照片。 

今天，你口袋里的智能手机的计算
处理能力相当于1969登月时候地球
上所有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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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主义途径发展概况 

• 1956年之后的10多年间，人工智
能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引人瞩目的
成就。从符号主义的研究途径来
看，主要有： 

•  (1)1956年，美国的纽厄尔、肖
和赛蒙合作编制了一个名为逻辑
理 论 机 (Logic  Theory

Machine，简称LT)的计算机程序
系统。  

•  (2)1956年，塞缪尔研制成功了
具有自学习、自组织、自适应能
力的跳棋程序。  

•  (3)1959年，籍勒洛特发表了证
明平面几何问题的程序，塞尔夫
里奇推出了一个模式识别程序；
1965年罗伯特(Roberts)编制出了
可以分辨积木构造的程序。 

•   (4)1960年，纽厄尔、肖和赛蒙
等人通过心理学试验总结出了人
们求解问题的思维规律，编制了
通用问题求解程序(General 

Problem Solving简称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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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60年，麦卡锡研制成功了面向人工智能程序设计的表处理语

言LISP。该语言以其独特的符号处理功能，很快在人工智能界风靡起来。

它武装了一代人工智能学者，至今仍然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有力工具。 

•             (6)1965年，鲁宾逊(Robinson)提出了消解原理，为定理的机器证

明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    以上是以推理为中心，是人工智能的早期，称为人工智能的推理期。 

•    196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费根鲍姆教授研制了基于知识

DENDRAL专家系统，标志人工智能新时期的开始。随后出现许多专家系统，

用于诊病、找矿等工作。1977费根鲍姆教授提出“知识工程”的概念，使

人工智能进入以知识为中心的知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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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主义途径发展概况 

• 从连接主义的研究途径看，早在
20世纪40年代，就有一些学者开
始了神经元及其数学模型的研究。
例 如 ， 1943 年 心 理 学 家
McCulloch和数学家Pitts提出了
形式神经元的数学模型——现在称

之为MP模型，1944年Hebb提出
了改变神经元连接强度的Hebb规
则。MP模型和Hebb规则至今仍
在各种神经网络中起重要作用。  

 

• 神经网络学科的发展和应用也迎来了
脑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微
电子学、控制论和机器人学、信息技
术和数理科学等学科的相互促进、相
互发展的空前活跃时期，特别是在计
算机科学研究领域，将从根本上改变
人们传统的数值、模拟、串行、并行、
分布等计算与处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出现了分布式并行新概念、数值模拟
混合的新途径，探索和开创光学计算
机、生物计算机、第n代计算机的新
构想，为21世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的飞速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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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发展趋势 

• 首先指出，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作者视野的限制，所以，很

难在这样一个小节的篇幅里，对人工智能的当前发展趋势作出全面、准

确的评估。但一般认为，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 

–  (1)传统的符号处理与神经计算各取所长，联合作战。  

– (2)一批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不断涌现。  

– (3)以Agent（称为“主体”或“智能主体”、“智能体”等）技术和分布式人工智能

(DAI）正异军突起，蓬勃发展。 

– (4)应用研究愈加深入而广泛。当今的人工智能研究与实际应用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受

应用的驱动越来越明显。事实上，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已同整个计算机科学技术紧密

地结合在一起了，其应用也与传统的计算机应用越来越相互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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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云首席科学家李飞飞：人工智能 2017.we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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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数据、虚拟现实、物联网到智能化应用 

• 阿尔法狗的发展 

– 智能机器人：siri，微软小冰 

– 医疗行业、汽车行业 

• 虚拟现实：VR，AR，MR，IR 

– AR眼镜，AR小程序等 

• 物联网、智能物流供应链： 

– amazon，JD，智能拣货机器人 

– 智能家居：扎克伯格 

• 人工智能能否替代人？？三体、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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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大战 

深蓝 国际象棋 阿尔法狗 围棋 

“算”——超级计算机系统 “想”——深度学习的机器学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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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挑战——被称作人工智能的“阿波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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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深度学习？ 

阿尔法狗学习围棋跟机器识别小狗的原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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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深度学习？ 

不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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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政治、军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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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技术 

• 沉浸感、交互感、想象性 

• 买VR眼镜送岛国动作片 

英国：虚拟现实“走进”汽车行业.f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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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技术——VR、AR、MR、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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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技术——VR、AR、MR、CR 

关键：设备、系统平台、后台、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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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物流及供应链——无人仓、无人机 

• 代表企业：亚马逊、京东… 

京东物流麻涌机器人分拣中心.mp4
亞馬遜倉庫揭秘：機器人的力量.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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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Atlas机器人 

Atlas, The Next Generation.mp4


Page 83 Wechat: iampoliceman / Weibo: policemen 

从互联网到物联网再到智联网 

• 扎克伯格的“贾维斯” 

馬克祖克柏終於造出「鋼鐵人的賈維斯」還原度百分百！.we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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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未来工作生活 

烹饪200种美食的机器人 智能驾驶 两天盖好一栋房子 

比博尔特跑得还快的智能警察 农业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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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工智能研究发展简况 

 
•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人工智能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70年代

末，我国才有一批学者认真地开始了人工智能的研究。1977年，涂序

彦（现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和郭荣江在《自动化》第1期上发

表了国内首篇关于AI的论文——《智能控制及其应用》，拉开了我国人工

智能研究的序幕。从此，我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便蓬勃兴起。   

• 中国人工智能离世界多远？ 

中國的人工智能距離世界有多遠？.mp4
中國的人工智能距離世界有多遠？.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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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侦查破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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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大数据的特点 

公安业务数据之“量大” 

地市级公安部门数据累积量已达到或接近PB级 

苏州市公安局日监控数据达770TB 

北京市公安局日监控数据达2000TB 

公安部案件文本数据量约24TB 

全国犯罪人员DNA指纹库样本达200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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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大数据的特点 

公安业务数据之“多样” 

公安大数据包含了几乎所有的数据结构类型 

结构化数据 

– 案件信息库、人员信息库、车辆信息库 

半结构化数据 

– 网页数据，html文件等 

非结构化数据 

– 语音数据、视频监控数据、图片数据、生物特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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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大数据的特点 

公安业务数据之“实时” 

公安大数据具有很强的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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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大数据的特点 

公安业务数据之“价值” 

公安大数据的价值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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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大数据实践应用一：寻找犯罪活动规律  

大数据应用案例 - IBM大数据分析预防犯罪  

• 在美国南卡罗来那州的查尔斯顿， 警方利用 IBM 的数据分析工具， 帮助当地的 

400 多名警察更加准确地进行犯罪模式的分析。  警方利用分析预测工具进行警力
调配， 发现犯罪热点地区提前预防犯罪发生， 从而减少了当地的发案率。 

• 进入大数据时代，警察的职责也将发生转变：从案发后追捕罪犯，到分析犯罪数据，
识别犯罪模式，部署警力，预防犯罪。在案发前，终结犯罪。 

• 大数据帮助分析情报并找到可疑的规律，在犯罪分子出现之前布置警力，预防犯罪。
在大海捞针时，大数据帮助把“针”放大几百倍。 

• 北京的天罗地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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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人脸比对系统 

Compute  
Node 

 
 

主节点 
（任务调度） 

客户端 人脸样本 

200T人脸图像库 
Hbase存储 

MapReduce特征转化、加载 

SOA调度，并行对比 

优势（相对传统数据库方案）： 
•海量分布式存储 
•线性扩展 
•并行对比 
•快速查询 

目前公安机关已建立人口信息系统、出入境系统、警综系统、在逃人员
系统、监管系统、交管系统等，有大量的人员基本信息及照片，因此可
根据常住人口、流动人口、重点人员、在逃人员的基本信息及照片，组
建相应的人像基础数据库，建立人像智能识别应用平台，做到真正有效
的对人管理。实现人像数据的检索挖掘。系统可根据“性别”、“年龄
范围”、“分库”等条件对人像库中的记录进行筛选，在符合条件的人
像集合中搜索与用户提供的查询照片高度相似人员资料列表。可进行同
身份不同人及同人不同身份的可以人员人脸数据的挖掘，发现既有人口
库等人员信息库中双重户口、虚假身份等问题，并建立起查证、打击处
理的工作机制。 

Compute  
Node 

 
 

Compute  
Node 

 
 

Compute  
Node 

 
 

 
内存网格（200G人脸特征库） 

公安大数据实践应用二：案件线索比对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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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卡口大数据分析应用案例 

 嫌疑车辆预警的时效性 <8 秒 

 高清图片处理，解析文本传输、比对和存储、管理（归档） -- 海量 

21个地市平均1.2PB 的高清图片（2年）； 5000个高清卡口产生1亿条（1K）/天；

几十万条黑名单 

 套牌车、盗抢车辆、报废车、违法车等 

 高清图片的实时访问 （从地市到省厅） 

 各种高级分析、研判和关联分析 

 同行车辆分析、昼伏夜出车辆、关联业务等 

 多个边界系统的有效整合及信息交换 

 跨部门、多警种的高效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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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监控系统中卡口数据分析 

 目前现状 
 全省21个地市，共1000多个卡口，全省每天产生1300万条数据 
 地市卡口数据分为图片(压缩后标清150K，高清350K)和解析后的文

本1K/每条； 
 黑名单大约从几万~几十万条，可以按平均33万条计算； 
 在线数据90天，其余数据迁移到备份系统 

 业务需求 
 全省1000多个摄像头，将增加到5000个； 
 将全部转变为高清图片采集，将来需要实现视频流的采集； 
 在线数据存放由目前90天，增加到存放2年； 

 面临挑战 
 无法应对将来数据增长的挑战；实时预警要求；研判和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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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行车辆分析： 

 通过分析嫌疑车辆前后几分钟的车辆（时间自定义），找出在不同地市不同卡

口多次同行的车辆。对确认的同行车辆进行关联追踪，寻找出其他同行车辆，
并以线条方式在地图上展示同行车辆的轨迹，查看同行车辆轨迹信息 

  

 昼伏夜出分析： 

 分析判断部分车辆经常白天某个时间点进城后不出城或是晚上某个时间点进城

或出城，针对该些具有规律性的车辆进行筛选，筛选出该车辆进行特别关注，
并对该车辆进行特别标注 

  

 与车辆登记库、交通违法库关联分析： 

 针对部分车辆只提供车辆品牌等特征并非知道该车辆号牌号码、车牌颜色等特

征，需与车辆登记库进行关联，查询出该车辆的登记信息，并根据车辆登记信
息关联交通违法库，查询出该车辆是否为涉案等违法车辆 

智能监控系统中卡口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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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机器人 

未來的機器人.we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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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日常应用 

• 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 

– 私有云采用与公共云同样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架构，但它们是专门供本企业使

用的，可以通过防火墙与公共互联网隔离开来，从而加强安全级别、提高性

能水平。 

– 而混合云集公共云和私有者这两者之所长;在这种云环境中，企业使用私有云

来处理最重要的计算任务，使用公共云来处理偶尔出现的需求高峰或不太敏

感的任务 

• 监控 

•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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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日常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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