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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之形成 



 1998年，大数据开始明确指代那些大小超出传统软件工具能够捕捉、
存贮、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 

 

 2000年，Prof. Francis X. Diebold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第一次为“大”给
出定义：200太（TB, 240） 

 

 2012年3月成为和互联网、超级计算同等重要的美国国家战略：投入2

亿多美元启动大数据研发 

 

 “大”是虚指，大数据之大是指人类有能力发现数据当中蕴藏的大价值 

2010：大数据（Big Data） 



数       据 

信     息 

 知 识 

智慧 

数据是信息的载体 

  ERP数据 

  社交媒体数据 

  企业外部数据：公共数据及其它企业数据 

 

知识是呈现规律的信息，是智慧的基础 

信息是有背景的数据，是知识的来源 

从数据到智慧 

智慧（洞见）是可以指导行动、产生价值的知识 



 信息时代：可以迅速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知识时代：人类各个领域都会出现一批优秀的
知识讲解视频，知识无处不在 

 智能时代：计算机和网络更加智能，人与人之
间的合作，任务之间的对接会更精确，整个国
家和社会的运行成本会越低 

 2011年，IBM设计的机器人“沃森”参加综艺节
目危险边缘战胜了人类的回答问题的冠军 

 图书正在数字化、借书的数量不受限制，图书
谷歌在问世、跨语言搜索跳转将实现 

 谷歌无人驾驭汽车计划5年后上市 

 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成为新的引爆
点 

 

从信息时代、知识时代向智能时代迈进 

IBM设计的机器人“沃森” 

谷歌无人驾驭汽车在美国多个州获得上路行驶权 



 2008年11月，IBM提出Smart Planet 

 理念：全面感知、整合协作 

 其后衍生出Smart City， 2010年12月IBM为巴西里约热内卢完成最大的Smart City项
目，整合了30多个城市管理部门的系统和数据，耗资$14M 

 Cisco主推Smart Connected Communities 

 中国“智慧城市”的提法和翻译带有文化含义和更强的战略色彩 

 

“智慧城市”的起源 



理解“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之定义 

 利用信息技术对城市的状态进行实时管理、数据分析和预测，为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例
如教育、医疗、公共安全、交通、公用事业，提供更智能、更互动互连、更高效的服务。 

 不同的维度：智慧校园、医院、银行、智慧社区、智慧电网，智慧路灯、智慧大厦 

 为什么需要智慧城市？ 

 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给城市管理和服务带来巨大的挑战 

 能源的压力和环境危机 

 预测：更有效调配资源、解决问题 

 智慧城市的核心目标：高效、智能、可持续发展 

 不仅有经济效益、还有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但后两者难以量化 

 



帝国 国家 城市 个人 组织 

政治维度 

智慧城市                     ERP                     OFFICE 

下一波软、硬件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技术维度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被认为是三大核心技术 

 物联网是城市的数据触角、云计算是躯干 

 数据整合、分析、展现（数据可视化）才是智慧城市的核心问题 

 围绕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出现了城市分析学、城市信息学、数据驱
动城市等等新的提法 

 智慧城市首先是一个开放的城市：信息自由，开放数据 

 不仅仅是技术，社会创新也是智慧城市的一个重要成分 

 

 

 

大数据: 智慧城市的大脑 



 2011年10月，美国国家气象局（NWS）在2000辆客运大巴上装了传感器，
沿途收集温度、湿度、露水、光照度 

 

 美国国家邮政局（U.S. Postal Service）规划在邮车上安装传感器，在投递邮件
时采集社区的空气质量、污染指数和噪声数据 

 

 

物联网：城市数据的触角 

 垃圾管理正在成为中国城市管理者的头痛难题 

 2009年，MIT开始利用感觉器跟踪垃圾的处理过程 

 电子垃圾、含有危险成分的垃圾要在系统中平均“旅行” 1500公里，才能最终被处理 

 智能垃圾桶：发送垃圾桶是否装满的数据，提高垃圾处理的效率 



精确数据 

 

各类信息系统的数据
，每一条都有具体的
含义和价值 

模糊数据  

 

社交媒体的单条数据
可能没有明确含义、
确定价值，由大众产
生的数据 

准增值数据 

 

包括公共数据、例如
人口、天气等等，以
及其它公司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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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数据开始多元化 



   100多个景点、100多条队伍 

    利用十多年的历史数据、结合天气数据、旅游数据预测每一条队伍每一天、 

     每一小时所需要的排队等候时间，为游客计算最佳的园内景点游览次序 

     同时实时收集推特数据，处理突发情况，更新每一条队伍的排队等待时间 

     使用这些数据的游客平均每人节省4小时 

私营领域： 

 
迪斯尼 

 

    分析全州感冒药品的销量、对比系统保存的历史数据，以确定可能发生的 

      大面积流感 

    分析儿童的就症率，对比历史数据，以确定可能发生的 大面积流感 

     对推特进行文本分析，实时监控各个地区的流感爆发、传播、分布情况 

多元数据的使用 

 

公共领域： 

 
宾西法尼州政府 

 

 



 公共数据有很大一部分是一个社会的基础性数
据，缺少它，数据无法有效整合：天气、人口
、地理、经济发展指标、社会福利等等 

 公共数据是用纳税人的钱收集的 

 商业基础数据也应开放，例如公司注册数据、
顾客行为记录 

 创新的力量正在向大众流动：大众创新 

开放数据和数据权 

        Ὰ￼ɒᾭὯ ɓ ῳҧҚ☼
ט Ṅ ӠҚ↓ῶ ᵇᾤẗ
ᴨᴿẪᴿ‾￼ᾭὯιּ҈ז Һἆ
ᵬўֳᾺ Ҏὺᾼιἅ
ҪᴵҨֳấ ѦῳẦᾣ ῳ
ᵙῳ ῎￼ᾤẗ Ӕּז Ҏᾭ
Ὧ Ầᴧ ҎᾭὯι ἅҪ
ι ιֳấדך ѦאҦ
↓Ѯ￼Ԑ  
 
ɋɋἊ ¶ᴊ₁ҿι ᶂ ι2010ẉ11ῴ19ῄ  



 由政府主导、向全社会开放公共数据的
Data.Gov，为更多的社会创新、大众创
新提供了一个平台 

 2011年12月，Data.Gov网站上开放了
近40万项数据，汇集了1140个应用程序
和软件工具、85个手机应用插件，其中
300多个是由民间的程序员、公益组织
等社会力量自发开发的 

 

 例子：航班延误分析系统 

 

Data.Gov激发的创新 



旧金山市政府：He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