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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们身处的时代可以用一个非常贴切的词去概括，那就是大数据时代，每个人的衣食住行，

都像处在一个看不见的巨大网络中，这个网络的存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过去的梦想

正逐渐化为现实。本文从分析大数据时代的特征入手，探讨这个时代带来的挑战，以及挑战背后有着

怎样的时代价值，并以此为基础对应对策略做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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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Valu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Big Data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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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ra we live in can be summed up in a very appropriate word, that is, the era of big data. 

Everyone’s food, clothing,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are like being in an invisible huge network. The existence 

of this network has changed our way of life and work, and past dreams are gradually becoming reality.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ig data era,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that this era brings, 

and what era value is behind the challenges, and thinks about strategies based on this. 

[Key words] big data era; challenge; countermeasure 

 

谈及大数据时代这个概念，可能稍

显宽泛，但若我们换个表述，也许就更

能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昨天你在

翻看热点新闻时，对某一个类型的家电

有更多关注，看了好几篇关于这个家电

的报道，晚上你漫无目的地打 淘宝，

发现首页的推送就是你关注的家电品

牌；又到岁末年尾，各种APP已经为你做

好了各种盘点，航空公司小程序为你绘

制了今年的出行地图，音乐软件的年度

歌单告诉你哪一天你听哪首歌 多，提

醒你回想那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发生，而各类支付软件则为你列出这一

年的“剁手”证据，你 始思考明年是

不是要继续学习理性消费；你发现你的

出行轨迹非常透明，即使是一个非常短

距离的出行计划，也会被纳入出行轨迹

中，虽然让你稍有被“监视”的感觉，

但你知道这样的记录，在这个特殊的阶

段，对你和对别人来说，都是 有效的

保障。这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它是一 

4.2.4“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和而不同不代表丧失为人的准则，

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多元的，不能为了和

谐而一味地委曲求全，丧失人格尊严和

道德评判的标准。 

5 结束语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

端正大学生交友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

在竞争的同时增强公平合作，友好交流

的机会，学习和合文化，以和合文化的

合生、和处、合立、和达、和爱五大中

心价值去化解大学生交往中的矛盾与冲

突，大学生和谐校园构建才能有希望，

大学生全面发展才更有机会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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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数据时代，每个人的每个举动，都

在为这个时代贡献着数据，我们身处其

中，既要享受它的快捷和便利，也要应

对它带来的挑战。 

1 “大”时代有大特点 

如果要用其他近义词去替代这个时

代，除了“大”之外，应该就是“海量”

“巨量”“信息爆炸”，这些表述之所以

典型，是因为传统的分析工具已经无法

对这些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具体而言，

大数据时代有如下核心特征，可以用四

个“V”字加以总结： 

第一，巨量化（Volume）。这是大数

据时代 核心的特点，这个特点 直观

的表现，就是存储单位的变化了，具体

到每个人对存储单位的需求，一 始

Map3时代时，一小小的MB级别的Map3

就可以满足很多的人的需求了，但发展

到当下，从GB到TB,再从PB到EB，存储

级别的变化代表着局量化的数据时代

发展。同时，各类社交网络、移动网络、

智能工具、服务工具等等，正每分每秒

一刻不停地制造着新的数据。这些都为

对这个时代不断提出新的挑战：找到更

加智能、更加强大的数据处理平台和技

术，将统计、分析、预测和实时处理做

到极致； 

第二，多样化（Variety）。文章的

始我们就提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

面面，都深刻反映着大数据时代的特点，

也就是目前应用 广泛的推荐系统。这

个系统对用户多种多样的日志数据进行

分析，多数分析都是偏结构化的，比如

那些容易捕捉的信息，如用餐偏好等，

但还有一些不易结构化的信息，就需要

人工进行标注，这是另一个局量化的数

据内容，但也因此提供了千千万万个新

兴产业和就业岗位； 

第三，高速化（Velocity）。正是由

于数据的产生具有巨量化和多样化的特

点，因此这些数据的形成和处理非常高

速化，大部分的作用是用来形成一个较

大的趋势分析，否则花费大量的资本去

存储这些海量数据是非常划不来的。具

体点说，就是数据的保存在几天或者一

个月内比较合理，不能为了更远的数据

花费太多的代价。这就对数据处理和相

关服务行业提出了更好的要求，基本上

对平台的要求是能做到即时处理信息和

数据，这些无时无刻产生的数据就像一

个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谁能用 快的

速度捕捉和处理它们，谁就在这个大数

据时代更有优势； 

第四，价值化（Value）。分析数据

看起来只是简单的字眼，但和传统的小

数据相比，这些大数据的 大价值是模

式分析和趋势判断，换句话说，就是更

加智能，更加深度学习。我们总会在生

活中听到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这样的字

眼，实际上它们的背后是大数据时代价

值化的直观体现。通过深度学习和分析，

挖掘现有科技条件下没发现的新规律、

新科技、新知识， 终将这些规律应用

于农业、金融、医疗、工业各个领域，

终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将科学研究

推上更高的层次，这就是大数据时代背

后的价值。 

2 “大”时代有大挑战 

实际上通过对大数据时代特征的分

析，我们已经对时代提出的相应挑战有

了基本的概念，无论是巨量化、多样化、

高速化还是价值化，每一个特征的背后，

是对身处这个时代，以及深耕大数据行

业从业者提出的特别挑战，具体而言，

我们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技术为王，技术架构亟待升

级。上文我们提到，过去MB级别的就能

满足人们的日常所需，现在已经达到

EB、ZB级别，且数据仍然一刻不停地呈

爆炸式增长，不给身处这个时代的人成

长的机会。这就需要们不断升级数据

库，特别是升级数据库管理技术和实时

性技术的问题，在短时间内做出跨时代

的升级扩容，对技术架构而言是个不小

的挑战； 

第二，存储有限，硬件亟需更新。

虽说我们强调对数据信息进行即时分

析，存储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不断覆盖

时间稍远的信息，但即时是短时的信息

储存，也存在信息丢失的风险，因我们

现在的存储方式大部分还是依赖硬件进

行处理，存储有限，硬件亟待升级更新； 

第三，安全 大，安全准则需重新

梳理。大数据给我们带来日常便利的同

时，不可避免会碰触到个人隐私的边缘，

一旦跨过个人隐私安全这条红线，就会

带来不可避免的安全隐患。换句话说，

大数据的应用范围越是广，大数据应用

的安全准则就越是需要重新梳理，由于

大数据的量级的非线性增长，需要更加

专业的、更符合大数据时代特点的流程，

只有更好的安全防护措施，才能满足这

个特别时代的特别需求。 

3 “大”时代有大策略 

大数据时代有它形成的特殊条件，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自然有它的独特

价值，也存在它特有的风险和挑战，那

么，如何趋利避害，身处这个“大”时

代，享受大数据带来的便利，又能尽可

能避免大数据带来的变化影响我们的正

常生活，是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慎重考

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显得有些大，

但我们可以从上文提到的技术架构问题

作为主要切入点，从较为学术的角度，

探讨如何在大数据时代中谋求发展的策

略。简单来说，可以针对大数据时代时

代技术框架的问题，优化分布式存储，

将云计算和虚拟化技术紧密结合，将数

据的一系列处理过程：收集、分析、存

储等方方面面进行整合，形成一个资源

整合模式，尽可能提到数据信息的利用

率，对大数据分析流程框架进行优化。

具体而言： 

第一阶段，大数据预处理阶段。这

个阶段的提升有两个主要动作，第一个

动作是对现有数据进行可用性的分析，

这种分析主要是针对上文提到的，可以

被结构化分析的相应数据，例如用户的

使用偏好、习惯，用户的购物选择，用

户的娱乐选项等等，这里的筛选会以时

间为主要标准，形成较为粗略的有用数

据筛选数据；第二个动作是在正式输入

和输出数据之前搭建一个分析沙漏，这

个沙漏用于分析那些无法被结构化分析

的数据，例如图片、音频、视频格式等

等，这里的信息选择更像是半自动化的

处理阶段，甚至需要一些相应专家的介

入，来人为地进行参数选择和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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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应对巨量化的数据挑战； 

第二个阶段，大数据的输入和输出

阶段。相比于前面的预处理阶段，这里

的处理动作就要更加谨慎一些，经过初

步筛选的信息已经初步体现出一定的规

律，但这个规律或者规范的形成，需要

分析沙箱的再次介入，用更加统一的规

范，更加严格的标准，为这些初具模型

的数据统一划线，形成标准化数据集。

标准化数据集形成之后，对它的准确输

出也非常重要，要通过这些单个的数据

集标准，形成更大的数据标准范畴，并

将输出后剩余的参数进行保存。需特别

提到的是，这个标准的划分过程，也应

该是不断摸索大数据信息安全边界的过

程，哪些标准的划分已经不符合当下用

户的使用标准，容易触及个人隐私的红

线，需要在标准划分的过程中及时调整

和应对； 

第三个阶段，大数据的展示阶段。

为适应人们对数据的使用习惯，数据的

展示需要结合可视化的操作方式，例如

上文提到的各类年末盘点和汇总，将用

户的听歌频次与心情相结合，将用户的

消费习惯与生活支出类型相结合，产出

动态歌单或者花费账单，会比单独的数

据或文字呈现更有价值； 

第四个阶段，大数据的价值评价阶

段。这个阶段主要通过对大数据的专业

分析和应用，与传统结果集做对比，判

断大数据分析应用的准确性，也为下一

个循环的阶段做好优化，避免不必要的

重复工作。 

4 结束语 

阅尽全文我们不难发现，我们身处

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每个人的衣食住行，

都像处在一个看不见的巨大网络中，这

个网络的存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工作方式，过去的梦想正逐渐化为现实，

过去相对安全的区域也正在面临不小的

挑战。要应对这些挑战，就需要我们了

解这个时代的特征，挖掘时代价值，并

以此为基础对应对策略做出思考。可能

我们每个人能够带来的改变非常小，但

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大数据时代的一员，

我们不断产生着数据，也不断消化着数

据，更好地应对策略对每个人都提出了

新的要求，也对从业者、研究人员提出

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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