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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大数据中包含诸多关键的管理问题． 文章首先评述了基于不同视

角对大数据的认识． 然后，从管理的视角看大数据，指出大数据是一类重要的战略性信息资源，

并从复杂性、决策有用性、高速增长性、价值稀疏性、可重复开采性和功能多样性等 6 个方面探

究了大数据资源的管理特征． 最后，提炼并探讨了大数据资源的获取问题、加工问题、应用问

题、产权问题、产业问题和法规问题等 6 个方面的关键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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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智能

制造技术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诸多领域的数据量

都呈现急剧增长态势，而且数据形态日益复杂． 国

际数据公司( IDC) 的研究报告称，2011 年全球有

1． 8ZB 的数据被创建和复制，该报告预测 2020 年

全球将拥有 35ZB ( 1ZB = 10 亿 TB) 的数据量［1］，

这标志着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2］．
近年来，学术界和产业界提出了“大数据”的

概念，对大数据研究与应用的关注度持续升温．
2008 年 9 月，《Nature》杂志推出了“Big Data”专

刊［3］，关注如何处理正在产生的洪水般的大量数

据，从互联网技术、网络经济学、超级计算、环境科

学、生物医药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大数据带来的挑

战． 计算社区联盟( Computing Community Consorti-
um) 于 2008 年发布了大数据报告“Big-Data com-
puting: Creating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s in com-
merce，science，and society”［4］，总结了大数据的

相关技术和应用及其面临的挑战，并给出了政府

投资的行动建议．《Science》杂志也在 2011 年 2

月推出“Dealing with data”专刊［5］，指出了大数据

带来的 挑 战 与 机 遇 并 存． 2011 年 6 月，麦 肯 锡

( McKinsey) 公司在其发布的大数据报告［6］中指

出“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并详细分析了大数据

的影响、关键技术和应用领域等．
2012 年以来，大数据获得了全球范围内更广

泛的关注． 2012 年 1 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发布 了 大 数 据 报 告“Big Data，big impact: New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7］; 2012
年 3 月 29 日，奥巴马政府推出了“大数据研究和

发展倡议( 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
ative) ”［8］，这标志着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已经成为

国家的发展 战 略; 2012 年 5 月，联 合 国“Global
Pulse”倡议项目也发布了专题报告［9］，旨在尽可

能具体和公开地界定发展大数据面临的挑战，并

给出方法建议以解决其中的问题．
然而，现有关于大数据的研究主要基于数据

的获 取［10］、存 储［11］、分 析［12 － 14］、处 理［15 － 16］、管

理［17］和应用［18 － 19］等技术层面，一些研究聚焦于

大数据的潜在商业价值［20 － 21］，预测大数据可能对

经济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22 － 24］． 这些研究对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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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发展过程中自身面临的诸多关键管理问题关注

较少．
IBM 公 司 认 为 大 数 据 是 一 类 新 的 自 然 资

源［25］，高德纳咨询公司( Gartner) 也认为大数据是

一种信息资产［26］． 虽然大数据与自然资源有着一

定程度的类似，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大数据是一

类特殊的战略性信息资源． 由于其自身特性，这类

特殊资源为管理领域带来了新机遇的同时，也带

来了诸多挑战．
当大数据被看作一类“资源”时，就不可忽

略这种资源的获取问题、加工问题、应用问题、
产权问题、产业问题和法规问题等，其中每个问

题都是重要的管理问题． 因此，本文首先评述了

几种对大数据的不同认识; 并根据大数据的资

源观，给出了基于管理视角的大数据定义，接着

指出了基于管理视角的大数据资源 6 个方面的

重要特征; 最后，基于大数据资源的特征，提炼

并分析了其 6 个方面的关键管理问题;

1 对大数据的不同认识

大数据来源于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其应用

又服务于生产生活各个方面． 如生产制造、物流交

通、电子商务、医疗卫生、社会媒体、生物科学、资
源环境、教育文化和公共安全等［27］．

近年来，基于不同的视角，学术界和产业界对

大数据做出了不同的定义． 本文总结了几个有代

表性的定义及其定义所基于的视角，见表 1．
表 1 关于大数据的几种定义及其视角

Table 1 Some definitions of Big Data and corresponding perspectives

来源 定义 视角

麦肯锡公司

( McKinsey ＆ Company)

大数据是个大的数据池，其中的数据可以被采集、传递、

聚集、存储和分析． 与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等其它重要的生

产要素类似，没有数据，很多现代经济活动、创新和增长都不

会发生，这正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6］

强调大数据对全球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性，把大数据看作是一种与

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类似的重要生

产要素． 这一定义指出，大数据可以

扮演一个重要的经济角色

高德纳咨询公司

( Gartner Group)

大数据是大容量、高速度和形式多样的信息资产，它需

要低成本的、形式创新的信息处理，以增强 洞 察 力 和 辅 助

决策［26］

认为大数据是一类信息资产，从

技术特征、处理方法和应用价值 3 个

方面对大数据做出了界定

IBM 公司

可以用 4 个特征来描述大数据，即规模性 ( volume) 、高

速性( velocity) 、多样性( variety) 和真实性( veracity) ，这些特

征相结合，定义了 IBM 所称的“大数据”［28］

指出了大数据 4 个方面的技术

特征

维基百科

( Wikipedia)

大数据是指规模庞大且复杂的数据集合，很难用常规的

数据库管理工具或传统数据处理应用对其进行处理． 其主要

挑战包括数据抓取、策展、存储、搜索、共享、转换、分析和可

视化［29］

主要从大数据的处理方法和处

理工具的视角认识大数据

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 NSF)

大数据是指由科学仪器、传感器、网上交易、电子邮件、

视频、点击流和 /或所有其它现在或将来可用的数字源产生

的大规模、多样的、复杂的、纵向的和 /或分布式的数据集［30］

主要基于大数据的来源和大数

据的技术特征，强调了大数据来源的

多样性和特征的复杂性

从表 1 可以看出，目前人们认识大数据的视

角是存在差异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人们分析大数据的背景和应用大数据的目的不

同． 除了上述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外，还有许多关

于大数据的不同定义，然而对大数据的认识就

像是盲人摸象，每个定义都是基于特定的视角，

如大数据的技术特征、应用价值、来源和处理方

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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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管理视角看大数据

大数据的产生和发展正在对实际的管理活动

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广度上，诸多领域的大数据对

不同产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

刻影响; 而在深度上，大数据正在影响人们生产和

消费信息的方式，从而对管理机制和决策模式产

生显著影响; 在细微之处，大数据存在于人们日常

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

为方式．
2． 1 基于管理视角的大数据定义

前面给出的大数据的不同定义主要基于大数

据的技术特征、处理方法和应用价值等视角． 然

而，为了分析和研究大数据中的管理问题，提出基

于管理视角的大数据定义如下: “大数据是一类

能够反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运动状态和状态变

化的信息资源，它具有复杂性、决策有用性、高速

增长性、价值稀疏性和可重复开采性，一般具有多

种潜在价值”．
基于大数据的资源观和管理的视角，认为大

数据是一类能支持管理决策的重要资源． 因此，为

了有效管理这种资源并充分发挥其潜在价值，就

需要研究并解决这种资源的获取、加工、应用、产
权界定、产业发展和政策保障等管理问题． 对大数

据资源管理特征的准确认识是研究其具体管理问

题的前提，下面将从复杂性、决策有用性、高速增

长性、价值稀疏性、可重复开采性和功能多样性等

6 个方面逐一分析大数据资源的管理特征．
2． 2 基于管理视角的大数据特征

一定意义上，大数据资源与煤、石油、天然气

等自然资源有一定的相似性，至于其管理特征，则

有明显不同． 作为一类重要的信息资源，大数据具

有以下特征:

1) 复杂性 正如很多定义所指出的，大数据

的形式和特征是极其复杂的． 大数据的复杂性除

了表现在其数量规模之大、来源的广泛性和形态

结构的多样性外，还表现在其状态变化和开发方

式等方面的不确定性;

2) 决策有用性 大数据本身是客观存在的

大规模数据资源，其直接功用是有限的． 通过分

析、挖掘和发现其中蕴藏的知识，可以为各种实际

应用提供其它资源难以提供的决策支持，大数据

的价值也主要通过其决策有用性体现;

3) 高速增长性 大数据资源的这一特征与

石油等自然资源是不同的． 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

的总存量会随着人类不断开采而逐渐减少，而大

数据却具有高速增长性，即随着不断开采，大数据

资源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迅速增加． 大数据资源

的增加是指数性的，甚至呈现爆发性态势． 例如在

互联网上，通过搜索引擎、社会媒体和电子商务等

方式，每秒会产生大量的数据． 据统计平均每秒有

200 万用户在使用谷歌搜索，Facebook 用户每天

共享的内容超过 40 亿条，Twitter 每天处理的推文

数量超过 3． 4 亿［31］． 由于大数据的数据量之大及

其高速增长的动态性，而且大数据的内容及其数

量增长容易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如社会突发事

件在社会媒体上的传播［32］，因此，利用大数据支

持管理决策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实效性问题;

4) 价值稀疏性 大数据的数据量之大在带

来了诸多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挑战． 其主要

挑战之一就是大数据价值的低密度问题，大数据

资源的数量虽大，但其中蕴藏的有用的价值却是

稀疏的，这就增加了开发和利用大数据资源的

难度;

5) 可重复开采性 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

程通常是不可重复的，随着不断开采，其存量会逐

渐减少． 但对于大数据资源，它们可以被重复开

采． 对于给定的大数据资源，任何拥有该资源使用

权的人或组织都可以对其进行开采和挖掘． 一些

人进行开采之后，该大数据资源仍可以被其他人

或组织继续开采和挖掘;

6) 功能多样性 对于一些自然资源，如煤、
石油和天然气等，它们的功用是有限的． 而对于特

定的大数据资源，基于不同的开发目的和方式，具

有多样化的功能． 例如:

———基于社会管理的目的［33］，大数据可以用

于医疗卫生管理、舆情监控和公共安全管理等;

———基于商务管理的目的［34］，大数据可以用

于社交网络分析、商业模式创新和市场营销等;

———基于企业管理的目的［35］，大数据还可以

用于生产销售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和人力资源管

理等．
除了正面积极的功能，大数据还存在着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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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潜在危害性． 因此，在开发利用大数据资源

时，还应该防范由于方式不当或非法利用可能对

个人、企业和组织甚至国家和社会带来的严重

危害．

3 大数据中的管理问题

基于管理的视角，当大数据被看作是一类

“资源”时，为了有效地开发、管理和利用这种资

源，就不可忽视其获取问题、加工问题、应用问题、
产权问题、产业问题和法规问题等相关的管理

问题．
3． 1 大数据的获取问题

正如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之前需要探测，大

数据资源开发和应用的前提也是有效地获取［36］．
美国 Google、Apple 和 Facebook 等大型信息技术

企业已经收集并存储了大量数据，掌握了较为成

熟的大数据技术和管理机制，并建立了自身比较

完善的大数据技术体系和服务框架． 中国的相关

企业和组织也已经意识到大数据资源的重要价

值，如中国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信息技术企

业已经将大数据相关业务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之

一，尝试推出了相关服务． 中国要想发挥大数据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和作用，政府就要采取各

种有效政策措施推动和保障大数据采集和获取的

相关产业发展．
大数据的获取能力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对大数

据的开发和利用能力，大数据的获取是大数据研

究面临的首要管理问题． 制定大数据获取的发展

战略、建立大数据获取的管理机制、业务模式和服

务 框 架 等 是 这 一 方 向 中 需 要 研 究 的 重 要 管 理

问题．
3． 2 大数据的处理方法问题

大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主要基于传统的计

算机科学、统计学、应用数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方

法和技术． 例如，Wu 等［37］基于数据挖掘视角，提

出了数据驱动的大数据处理模型． 麦肯锡公司也

在其大数据报告［6］中总结了可用于大数据处理

的关键技术．
除了大数据的基础处理方法外，基于不同的

开发和应用目的，如市场营销、商务智能、公共安

全和舆情监控等，还需要特定的大数据资源开采

技术和处理方法，称之为应用驱动的大数据处理

方法．
针对具体的应用问题，设计合理高效的应用

驱动的大数据处理方法是这一方向需要研究的重

要管理问题之一． 大数据的处理方法问题是大数

据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管理问题．
3． 3 大数据的应用方式问题

大数据资源的应用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如

何将大数据科学与领域科学相结合． 大数据资源

的应用方式可以分为 3 大类，首先是在领域科学

的框架内来研究和应用大数据资源，称之为嵌入

式应用; 第二种方式是将大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与领域科学相结合，二者相互作用，这种方式称

为合作式应用; 此外，大数据资源的开发应用还可

能引起领域科学的变革，称作主导式应用． 如图 1
所示．

图 1 大数据的应用方式

Fig． 1 Application modes of Big Data

为了更好地发挥大数据的决策支持功能，其

应用方式问题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管理问题． 这一

方向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对不同的应用方式进行

选择和设计等．
3． 4 大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

大数据在哪里、谁拥有大数据资源? 这是大

数据发展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目前大部分大数据资源掌握在大型企业或组

织的手里，例如:

———互联 网 公 司: 新 浪 微 博、Facebook 和

Twitter 等;

———电子 商 务 企 业: 阿 里 巴 巴、Amazon 和

Ebay 等;

———搜索引擎公司: 百度和 Google 等;

———软硬件服务商: IBM、Apple 和 Microsoft
等;

———大型企业或公共部门: 沃尔玛、国家电

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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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数据主要掌握在大型企业或组织手

中，而个人拥有的数据则相对较小． 这就为个人利

用大数据开展研究和应用带来了挑战．
然而，这些企业或组织拥有的“大数据”是由

大量“小数据”组成的，而“小数据”是由一个个用

户产生的，如社会媒体上用户发布或交互的信息、
用户网上购物的消费记录、使用搜索引擎的搜索

记录和用户消费数据等． 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垄断

所有用户产生的这些数据，对用户来说是不公平、
不合理的，对于无法利用这些数据开展研究的研

究人员来说也是不公平的［38］．
因此，通过有效的管理机制来界定大数据资

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至关重要的管理问题，如

Lazer 等［39］指出，需要建立产业界和学术界协作

和数据共享的稳健模型，从而在促进科学研究的

同时保护用户的隐私． 解决大数据的产权问题需

要回答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谁应该享有大数据资

源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哪些大数据资源应该由社

会公众共享? 如何有效管理共享的大数据资源，

以实现在保障安全和隐私的同时，提高使用效率?

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所有权界定要比传统数

据库环境下的产权界定问题［40］复杂得多． 对大数

据进行分类是界定其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重要方式

之一． 基于云计算中对不同类型“云”的划分思

想，本文提出可以将大数据划分为私有大数据

( private Big Data) 、公有大数据( public Big Data)

和混合大数据( hybrid Big Data) ，如图 2 所示．

图 2 大数据资源的分类

Fig． 2 Classification of Big Data resources

各类大数据资源的简要描述和特征如表 2．

表 2 不同类型大数据资源的简要描述

Table 2 Brief introduc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Big Data resources

大数据资源类型 描述

私有大数据

( private Big Data)

私有大数据是由于安全性或保密性等特殊要求限制，仅能由某些特定企业或组织所有、开

发和利用的大数据资源

公有大数据

( public Big Data)

公有大数据是可以由公众共享的大数据资源，公有大数据可以为大数据相关科学研究的

开展提供便利

混合大数据

( hybrid Big Data)

混合大数据介于私有大数据和公有大数据之间，可以通过交易、购买或转让等方式在私有

大数据和公有大数据之间转换

大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界定问题是其面临

的管理问题中的热点和难点，也是大数据产业健

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5 大数据产业发展问题

大数据的完整产业链包括数据的采集、存储、
挖掘、管理、交易、应用和服务等． 大数据资源产业

链的发展会促进原有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大数据

对传统数据采集、存储和管理的软硬件设备要求

更高，会促进数据采集、存储和管理软硬件相关产

业的进一步发展．
大数据资源产业链的发展还会催生新的产

业，如大数据资源的交易会促使以大数据资源经

营为主营业务的大数据资源中间商和供应商的出

现． 此外，还有可能出现以提供基于大数据的信息

服务为主要经营业务的大数据信息服务提供商．
如基于服务的决策支持系统( DSS in cloud) ［41］将

分析和大数据放到云端，这种决策支持系统服务

会促进大数据与云计算交叉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在研究基于服务的决策支持系统时，Delan

和 Demirkan［42］提出了数据即服务( data-as-a-serv-
ice) 、信息即服务( information-as-a-service) 和分析

即服务( analytics-as-a-service) 的相关概念． 这里，

考虑大数据产业的发展问题，也将大数据的服务

模式分 为 3 类，分 别 为 数 据 即 服 务 ( data as a
service，DaaS) 、挖掘即服务 ( mining as a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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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aS ) 和 分 析 即 服 务 ( analytics as a service，

AaaS) ，如图 3 所示．

图 3 大数据的 3 种服务模式

Fig． 3 Three service models of Big Data

DaaS 是基础性服务，是以数据的采集与提供

为主要业务内容的服务模式; MaaS 则是在 DaaS
的基础上，以提供专业的数据挖掘服务为核心的

服务模式; AaaS 是高级的服务模式，是在 DaaS 和

MaaS 的基础上，对大数据中挖掘出的知识进行分

析和可视化展示的服务模式． 大数据的上述 3 种

服务模式都会推动或催生相关产业的发展．
对大数据产业发展问题的研究是实现大数据

潜在商业价值的重要环节，而大数据产业发展中

面临着一系列比传统商业环境下更复杂的优化问

题、决策问题、预测问题和评估问题，这些都是大

数据产业发展中需要研究的重要管理问题．
3． 6 大数据的相关政策和法规问题

大数据资源的发展还必须有完善的政策和法

规支撑． 例如通过对大数据资源的所有权界定，有

效维护大数据所有者的权利，促进大数据产业的

健康发展． 数据的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43］是大数

据资源开发和利用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之一，

除了在安全和隐私保护技术方面不断突破外，还

需要相关法律法规对大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

行严格有效的规范．

此外，大数据资源开发也是一把双刃剑． 对大

数据资源进行正向积极的开发和利用，可以给人

们生活带来更多便利、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而大

数据也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反向利用，从而给经济

社会带来严重危害． 因此，就需要严格的法律法规

以指导、规范和约束大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大数据的研究和应用才刚刚起步，相关的政

策法规还很不完善，这就需要管理学者的深入研

究，为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制定并不断完善大数

据 产 业 发 展 的 相 关 政 策 法 规 提 供 有 力 的 决 策

支持．

4 结束语

大数据的研究和应用应该遵循顶层设计、实

践导向和理论升华的科学路径． 顶层设计就是要

制定好大数据资源产业的发展规划，科学引导大

数据的研究工作; 实践导向就是要在大数据发展

实践中发现科学问题，并解决实际问题，坚持从实

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事实上，在“大数据”的概念

被提出以前，大数据已经在很多领域被研究和应

用，已经有很多关于大数据获取、存储、处理和应

用的研究和应用成果，这表明，大数据的实践应用

是先于理论研究的，当然深入的理论研究一定能

够促进大数据应用实践更好更快的发展; 理论升

华就是要将解决大数据实践问题的科学方法凝炼

总结，建立并完善大数据相关的理论体系．
在云计算［44］和物联网［45］等新兴信息技术环

境下，诸多领域的数据正在急剧增加． 大数据产业

的发展除了需要更先进的数据采集、传输、存储、
分析和挖掘等相关技术，同样需要更加科学有效

的管理技术与方法的支撑． 本文尝试从管理视角

审视大数据，提炼了大数据资源中存在的诸多关

键管理问题，但本文仅做了简要分析，其中每个问

题都有待管理学者系统深入地研究，以更好地发

现和利用大数据中的潜在价值，并推动大数据产

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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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issues in Big Data: The resource-based view of Big Data

YANG Shan-lin，ZHOU Kai-le*
Key Laboratory of Process Optimization and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School of Management，Hefei Univer-
sity of Technology，Hefei 230009，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key issues in the management of Big Data，which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re-
source． We first review some definitions of Big Data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n，we point out that Big
Data is an important information resource． Then，the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Big Data resource are in-
vestigated mainly from six aspects，including complexity，decision-support，rapid growth，value scarcity，the
characteristic of repeatedly mining and function diversity． Finally，the key management issues of Big Data，in-
cluding the acquisition issue，processing issue，application issue，property issue，industry issue and regulatory
issue，are refined and briefly analyzed．
Key words: Big Data; resource view;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management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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