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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热潮中被冷落的“第三数据”： 以制造业为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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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大数据研究风起云涌的当下，有一类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的数据却被冷落了，这就

是本研究提出的“第三数据” ． 第三数据是在问题处理过程中，由问题处理人员产生的具有主

观特性的数据，其中蕴含着密度极大的问题处理的经验性知识，是明确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知识资源． 本研究界定了第三数据的概念，讨论了第三数据的特点、来源．
解析了从实践到经验再到数据的第三数据生成过程，提出了第三数据的五星螺旋模型． 实际案

例分析表明，第三数据的开发利用具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巨大价值． 本文还提出了针对第

三数据进行深入研究所涉及的十个方面的课题． 第三数据具有改造世界的内在属性，还具有问

题驱动的普遍性，凡是存在问题的任何领域都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第三数据． 因此，第三数据的

理论成果具有更为一般的普遍意义，不仅适用于制造业，也适用于服务业，即使在社会经济领

域也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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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近年来大数据技术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

智能制造［１］ 等人机混合智能驱动的管理系统逐

渐涌现［２］ ． 混合智能管理系统中人和机两大主体

的驱动方式有着显著差异，知识是人类智慧的基

础，而数据是机器智能的燃料． 混合智能情境下，
人类智慧和机器智能应当共享、互补，相互启发式

增长［３］ ． 个体知识如何汇聚成群体智慧，并与机

器智能进行协同决策是当今混合智能系统中需要

研究的重要课题［４］ ． 而人类知识如何获取、利用

和管理则是其中的基本问题，也依然是知识管理

中的难题［５］ ． 只有解决了该问题，人类智慧才有

可能融入智能系统，才有可能与机器进行智能协

同． 已有研究已经开始尝试将人类知识引入到数

据驱动的智能机器中，这种范式被称为“知信机

器学习”（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６， ７］ ．

当前的这些研究忽视了人机系统中一类非常

重要的知识，也即来源于人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形

成的经验知识． 虽然已有学者利用大数据技术从

“知识密集型”数据中挖掘产品开发［８］、 故障诊

断［９］、 质量改进等［１０］方面的知识，但是这些研究

并未对由人在问题处理过程中生成的“知识密集

型”数据的产生机理与应用机制进行系统化的

研究．
本研究基于汽车制造企业的应用成果，提出

了“第三数据”的新概念，阐述了其来源和特点，
并利用真实案例讨论了“第三数据”的应用前景

和意义，试图引起学界和企业界对“第三数据”的
思考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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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第三数据的概念

１． １　 第三数据的来源

产品制造过程是个复杂系统，一方面“产品

制造系统”在生产中产生大量数据，另一方面，

“数据加工系统”把“产品制造系统”产生的数据

与企业外部数据融合处理后，为“产品制造系统”
再利用，从而形成图 １ 所示的“产生 － 加工 － 利

用 － 再产生”的螺旋式数据流，使数据不断地积

累形成规模恢弘的“大数据”． 本文把这些数据分

为三种类型：第一数据、 第二数据和第三数据．

图 １　 生产制造中的三类数据流

Ｆｉｇ． １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ｓ ｉ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第一数据”（Ｆｉｒｓｔ Ｄａｔａ）是图 １ 中“产品制造

系统”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各个环节中产生的生产

与运营数据，是对生产状态与运营情况的记录和

描述． 一般由工业传感器、工业自动控制系统、工
业物联网等技术自动采集或人工记录，并存储在

ＥＲＰ、 ＣＲＭ、 ＳＣＭ 等各种信息系统中． 方便起见，
本研究把“产品制造系统”中能够产生第一数据

的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设备、系统和流程等统称

为“机器”，因此第一数据就是机器生成数据，记
为 ＭＧＤ（ｍａｃｈｉｎ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

“第二数据”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ａｔａ）是产品在消费和

使用过程中，由消费者 ／用户为主、社会大众参与

而生成的社交数据，简称用户生成数据，记为

ＵＧＤ（ｕｓ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可参考 ＵＧＣ［１１］的概念

予以理解． 第二数据是对产品消费 ／使用的体验、
期望、需求甚至情感的表达，也是对产品的评价和

情绪的宣泄，还包括对产品使用、保管、维护的经

验交流． 比如汽车论坛、电子商务平台上的数据．
“第三数据” （ Ｔｈｉｒｄ Ｄａｔａ） 是 “产品制造系

统”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各个环节各个岗位上的

工作人员，把问题处理的经验表达出来而生成

的一种数据． 本研究把所有岗位参与工作的人

员统称为“生产者”，因此第三数据就是由生产

者即人生成的记载问题处理经验的数据，称为

生产者生成数据，记为 ＰＧ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 ． 尽管不同的“生产者”的工作岗位不同，
但是其共同特点是都会遇到问题、处理问题和

解决问题，都会在问题处理过程中产生问题处

理经验，也都会把大脑中的经验外化并由人主

动记录为第三数据．
表 １ 是“第三数据”的真实表格，是由“生产

者”对设备工装故障的处理记录，“故障”就是一

种“问题”．
这张表完整地记录了一个问题的处理过程，

其中蕴含着问题处理的经验性知识． 其中，“故障

发生的状况”是对故障状态的描述；“故障发生要

因”记录了故障的所有可能原因；“故障发生真

因”是分析后得到的真实原因；“２、处理方法”、
“存在问题的改善对策”和“再发防止”是故障处

理的临时措施和永久解决方案，还有处理结果的

记录． 一张表格记录一个故障问题的处理情况． 在
真实世界中，不同企业、不同岗位、不同生产者所

采用的表格不尽相同，不同企业存储在不同的信

息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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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第三数据”的实例———一个真实问题处理过程的记录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ｉｒｄ Ｄａｔａ”： Ａ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ａ ｒｅ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１． ２　 第三数据的特性与定义

与第一数据和第二数据相比，第三数据的主

要特点：１）由“生产者”即“人”而非“机器”生成；
２）对问题处理过程的记录； ３）蕴含经验性知识．

由于上述特点衍生出一些特性，比如主观性、
个体性、个别性、分散性、情境依赖性和路径依赖

性等． 主观性：第一、来源于经验的主观性，经验是

人的认知结果，认知本身的主观性必然地被携带

到第三数据中． 第二、来源于对隐含于大脑中经验

表达过程的主观性，表达的能力、方式方法因人而

异． 第三、来源于个人意愿、自我保护和价值观等

心理因素． 每个“生产者”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

体都有自己的独特经验，因此记录经验的第三数

据都是个体的、个别的，而且是分散的．
情境是指问题发生和处理的时间、地点、人物、

条件甚至生产者当时的心境等主客观因素综合交叉

所构成的“场景”．情境依赖性是指即使同样问题，由
于情境不同所产生的经验和第三数据也不同． 路径

是指问题处理的过程“轨迹”． 路径依赖性则是指即

使是同一个问题由于处理过程的路径不同，则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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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处理经验和第三数据也不同．
此外，第三数据还具有不确定性、不完备性、

缺乏普适性等特性． 上述第三数据的特性使得对

第三数据的分析、挖掘和使用都有别于第一数据

和第二数据，需要研究开发新的方法． 第三数据的

特性归纳于表 ２ 所示．
表 ２　 “第三数据”与“第一数据”、“第二数据”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ｒｄ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Ｆｉｒｓｔ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ａｔａ”

名称 来源 产生过程 特性 内含 表现形式

第一数据

ＭＧＤ

“机器”本质上

是设备、系统和

流程

１、产品全生命周

期中 产 生； ２、 自

动 ／ 人工记录

客观性、纪实性、不允许掺杂个人

主观意愿

信息为主，极少

量的规则性、关
系性知识

结构 化、 半

结构化

第二数据

ＵＧＤ
用户 ／ 消费者

１、使用 ／ 打算使用

产品过程中； ２、
在线发表

主、客观性混合掺杂、随意性、情感

性、期望性、评价性

信息、 意愿、 情

感、 情绪、 价值

观 ／ 偏好的混合

非结构化

第三数据

ＰＧＤ

“生产者”本质

上是工作在不

同岗位上的人

１、在问题处理过

程中产生经验；２、
经验拥有者对经

验外化并记录

主观性、逻辑性、经验性、个体性、
个别性、不确定性、不完备性、情境

依赖性、路径依赖性等等

蕴含关于问题处

理 的 经 验 性 知

识，密度最大

混杂、多样

　 　 根据第三数据的三个基本特点：问题处理、
人、经验，定义如下．

定义 １　 第三数据是在问题处理过程中，由
“生产者”即人产生的蕴含问题处理经验的数据．

由于第三数据蕴含人的经验而且知识密度极

大，所以属于知识型数据的一种类型．

２　 第三数据的价值与意义

２． １　 第三数据的价值———一个真实案例

冲压是汽车四大制造工艺的第一道工序． 一
般希望生产线平稳且连续运行，但实际上既不平

稳也不连续，会产生正常和非正常两种停机现

象． 前者是按计划安排的停机，如交接班、检修、
改造或新车调试、节假日等． 后者是计划外停机，
是生产中不希望出现的停机，是需要解决的“问
题”，称为“停机问题” ． 停机问题所浪费的时间

称为“停机时间” ． 图 ２ 是对国内多家汽车冲压

生产线停机时间的平均统计结果． 其中，“工作

时间”包括“正常停机”和“期望有效生产时间”
两部分． 后者是指正常停机之外都应该生产合

格产品的时间，其实不然，“实际有效生产时间”
远小于“期望有效生产时间”，其差值就是“非正

常停机时间” ．

图 ２　 冲压线停机时间统计结果

Ｆｉｇ．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ｓｓ ｌｉｎｅ ｄｏｗｎｔｉｍｅ

　 　 由图 ２ 可见，“非正常停机时间”占了工作

时间的 ２７． １９％， “ 实 际 有 效 生 产 时 间 ” 只 有

４７. ５９％，表明生产合格产品的有效时间还不到整

个工作时间的一半． 停机时间是由停机问题造成

的，可通过解决“停机问题”来消除停机时间． “第
三数据”正是为解决停机问题、消除停机时间而

存在的数据，如果能够通过停机问题的处理，把其

中占工作时间 ２３． ７９５％的停机时间消除掉，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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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无形中增加了一条生产线的生产能力． 这是

因为现有的 ４７． ５９％的“实际有效生产时间”是由

两条生产线实现的，其中一条的平均有效生产时

间是 ４７． ５９％ ／ ２ ＝ ２３． ７９５％． 如图 ３ 所示，因此，
利用第三数据进行停机问题处理的效益是十分显

著的．

图 ３　 停机问题管理的效益

Ｆｉｇ． ３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ｄｏｗｎｔｉｍ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２　 第三数据的研究意义

第三数据蕴含着问题处理经验，经验是知识

的原始状态，与第一数据和第二数据相比，第三数

据是一种知识密度最大而且知识类型最完备的数

据． 因此：
第三数据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知识资源．

从资源秉性上看，第三数据是由人把经验外化出

来而得到的蕴含知识的数据，是制造业企业创新

发展、获取竞争优势的优质知识资源（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第三数据是人工智能的知识来源． 来源于第

三数据的经验性知识不仅是人类智慧的底色，也
是人工智能（ＡＩ）的根本，可以说没有知识就没

有 ＡＩ．
第三数据是普遍存在的知识资源． “问题”的

本质是矛盾，而矛盾具有普遍存在性［１２］，因此“问
题”也具有普遍存在性、“问题处理经验”也是普

遍存在的． 事实上，在企业调研中发现，制造业企

业中已广泛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第三数据，已经是

一种普遍存在的知识资源．
第三数据是改造世界和支持创新发展的知识

资源． “问题”是需要人类主动处理的矛盾，矛盾

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从这一点来讲，第三

数据在本质上具有改造世界的作用，是可以支持

创新发展的知识资源．
第三数据应用成果的可迁移性． 由于第三数

据的普遍性，问题处理逻辑的通用性，可以认为在

一个领域提出的方法具备迁移到相似领域的特

质，对相似问题的处理具有参考作用，可以启发人

们对相似领域的创新思考． 实践也证明了制造业

中某一领域的第三数据研究成果可以迁移到相似

领域．

３　 第三数据的产生过程

３． １　 从实践到经验

本研究所说的实践是指对问题处理的完整行

为过程，经验则是指在问题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

认知结果．
问题处理过程的一般逻辑如图 ４ 所示，包括

五个逻辑步骤． 每一个逻辑步骤及整体过程都是

多次反复的试错过程，即“猜测－试验－再猜测－再
试验” 直到结果满意为止，其中既有成功也有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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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问题处理过程

Ｆｉｇ． 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为了对问题处理行为进行描述，定义如下．
定义 ２ 　 问题处理事实 （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ｓ， ＰＨＦ），是在问题处理过程中真实发生的、完
整的行为路径．

ＰＨＦ 是对问题处理“实践”这种行为过程的

概念化，可用一条“行为轨迹”来描述． 试错的行

为因人而异、因情境而异，其“轨迹”即 ＰＨＦ 也不

尽相同． 图 ５ 表示处理同一个问题的三个不同轨

迹，即三个 ＰＨＦ，纵向虚线自上而下对应时间从小

到大，表示问题的处理进程．

图 ５　 同一个问题的三个 ＰＨＦ———三条问题处理行为轨迹

Ｆｉｇ． ５ Ｔｈｒｅｅ ＰＨＦ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ｒｅ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每一个行为过程即 ＰＨＦ，一定伴随着生产者

的认知过程，图 ５ 表示三个认知过程． 行为是显性

活动，认知是隐性活动，两者不可分，只要生产者

亲身参与问题解决的实践，就一定自觉不自觉地

在大脑中留下认知结果．
定义 ３　 问题处理经验（ｐｒｏｂｌｅｍ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ｅｘ⁃

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ＰＨＥ），是指伴随着问题处理事实 ＰＨＦ，
在生产者大脑中形成的隐性的、不可直接观测的

认知结果．
每一个问题处理的 ＰＨＦ 都对应一条 ＰＨＥ，每

一条 ＰＨＥ 都包括三种经验：状态及其关系经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Ｅ⁃

ＳＲ）；情境依赖经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Ｅ⁃ＳＤ）；分析思路经验 （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Ｅ⁃ＡＰ）． 每一条经验可以表

示为

ＰＨＥ ＝ ｛Ｅ⁃ＳＲ， Ｅ⁃ＳＤ， Ｅ⁃ＡＰ｝ （１）
３． １． １　 状态及关系经验 Ｅ⁃ＳＲ

状态是指问题、 原因和方案是“什么样”的表

现形式，状态之间的关系就是表现形式之间的关

系，Ｅ⁃ＳＲ 包括

Ｅ⁃ＳＲ ＝｛ｋｎｏｗ⁃Ｓｔａｔｅｓ， ｋｎｏｗ⁃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２）
其中 ｋｎｏｗ⁃Ｓｔａｔｅｓ ＝ ｛ ｋｎｏｗ⁃ｗｈａｔ， ｋｎｏｗ⁃ｗｈｙ，

ｋｎｏｗ⁃ｈ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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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Ｋｎｏｗ⁃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 ｛ ｋｎｏｗ⁃ｃ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ｋｎｏｗ⁃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ｋｎｏｗ⁃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ｋｎｏｗ⁃ｗｈｏ｝．

即“问题与原因的关系”、“原因与方案的关

系”、“方案与结果的关系”以及对这些“关系”、
“谁知道”的知识．
３． １． ２　 情境依赖经验 Ｅ⁃ＳＤ

图 ４ 所示的问题处理过程总是在特定情境中

发生的，因此经验具有“情境依赖性” （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１３］，把依赖于问题情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的
经验记为

Ｅ⁃ＳＤ ＝｛ｋｎｏｗ⁃ｗｈｅｎ， ｋｎｏｗ⁃ｗｈｅｒｅ，
ｋｎｏｗ⁃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３）

每个问题情境都是具体的，所以情境依赖的

经验不具有一般性和普适性．
３． １． ３　 分析思路经验 Ｅ⁃ＡＰ

问题处理事实 ＰＨＦ 反映问题处理的真实试错

过程，其中即有成功也有失败，且反复次数、步长以

及每次反复结果和投入资源均有不同，而且试错过

程具有“路径依赖性”（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１４］，因此

即使相同问题也会产生不同的 ＰＨＦ． 由于 ＰＨＦ 中

的成败步骤反映了问题处理的“过程经验”． 经过

加工就可以在大量的 ＰＨＦ 基础上提炼出问题处

理的最佳思路，记为

Ｅ⁃ＡＰ ＝ ｛ｋｎｏｗ⁃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４）
３． ２　 从经验到数据

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可以把 ＰＨＥ 称为隐性知

识［１５］，为了便于知识共享，需要把 ＰＨＥ 从大脑中

“拿出来”，变为别人可见的问题处理数据．
定义 ４　 问题处理数据（ｐｒｏｂｌｅｍ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ｄａ⁃

ｔａ， ＰＨＤ），是指对问题处理事实 ＰＨＦ 进行符号化

描述的数据，其中蕴含着问题处理经验 ＰＨＥ．
ＰＨＤ 具有“第三数据”的三个基本特点，即，

问题处理、人和经验，如定义 １ 所示，因此 ＰＨＤ 就

是本文所说的“第三数据”，在制造业中就是“生
产者生成数据” ＰＧＤ，是由人产生的数据． 对表 １
这类实际数据进行抽象概括可得到表 ３ 的逻辑结

构，表头的结构顺序反映了问题处理的逻辑顺序．
表 ３ 的每一行都记录试错过程每一步骤的状态，
无论对和错． 从 ｓｔｅｐ －１ 到 ｓｔｅｐ －ｎ 的 ｎ 行反映了

问题处理的整个过程．
表 ３　 ＰＨＤ 即第三数据的逻辑结构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ＨＤ ｔｈａｔ ｉｓ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ｉｒｄ Ｄａｔａ”

试错步骤 问题状态 问题原因 解决方案 结果状态 情境条件

Ｓｔｅｐ －１

Ｓｔｅｐ －２

…… …… …… …… ……

Ｓｔｅｐ －ｎ

　 　 类似表 ３ 的每一张表只反映一个问题处理事

实 ＰＨＦ，多个问题则需要多个数据表． 依此，可以

建立第三数据的数据库．
表 １ 中的“故障发生的状况 ＜ 状况 ／现象 ＞ ”

和“发生故障的详细情况（系统 ／结构 ／组成）”对
应表 ３ 中的“问题状态”，其描述方式有文字、字
符和图像；“故障发生要因（考虑所有要因）”、“故
障发生真因”对应表 ３ 的“问题原因”；“处理方

法”、“存在问题的改善对策”和“再发防止 ／水平

展开计划”对应表 ３ 中的解决方案；“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等是时间因素、“冲压 Ａ 线生产后门内板”
等是生产地点和问题产品上的位置，还有相关的

负责人和其他条件因素等情境因素． 显然，表 １ 并

不像表 ３ 那样完备，特别是表 １ 中缺乏对试错步

骤的记录．

４　 第三数据的研究问题

第三数据是大数据研究中的一个新视角、新
对象和新领域，若使第三数据产生价值，除上述从

实践到经验再到数据的两个过程外，还需要三个

过程才能构成完整、可行的知识生产和价值生成

机制，即从数据到模型，从模型到知识，从知识再

到实践，完整过程如图 ６ 所示，本文称为“五星螺

旋模型”． 其中“问题处理实践”是存在于真实世

界中的客观事实，“问题处理经验”是存在于精神

世界中的主观认知，“问题处理数据”是存在于符

号世界中的第三数据，“问题处理模型”是存在于

符号世界中的知识表示模式，“问题处理知识”是
内化于精神世界中的模型内涵和数据内涵，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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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这样的螺旋通道，才能使第三数据中蕴含的

经验性知识为新的实践提供支持． 否则只能在实

践与经验的短链条中低效循环，如图 ６ 实践与经

验之间的双向箭头所示． 根据图 ６ 的五星螺旋模

型列举十个相关研究课题． 以下省略“问题处理”
四个字，简称实践、经验、数据、模型和知识．

图 ６　 第三数据的五星螺旋模型

Ｆｉｇ． ６ Ｆｉｖｅ⁃ｓｔａｒ ｓｐｉ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ｉｒｄ Ｄａｔａ”

第一， 第三数据价值的产生机制研究．
图 ６ 中的双向箭头表示“实践 － 经验”的互

动，是短链条的“自然过程”，其缺点是难以知识

交流、存储和共享且价值效率低下． 然而，借助符

号世界中的数据和模型可以人为构造出图 ６ 中的

全部有向边组合成的多个不同的知识螺旋［１６， １７］，
比如“实践 － 经验 － 数据 － 实践”，“实践 － 经验

－数据 －模型 －实践”，“实践 － 经验 － 数据 － 模

型 － 知识 － 实践”等等，每一个螺旋都是实际应

用场景背后的一种逻辑，虽然价值效率各不相同

但都超越了上述的“自然过程”． 需要结合实际场

景深入研究每一个知识螺旋的过程机制及实现路

径与方法． 显然，第三数据是每一个知识螺旋的

“关键结点”，不可或缺，否则每个知识螺旋的价

值都不能形成．
第二， 问题处理效益的提高方法研究．
从知识螺旋的源头来看，问题处理是一个试

错过程，如何利用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减少无用功，
提高试错过程的有效性，同时产生高质量的新经

验，需要对经验产生机制、方法进行研究．
第三， 经验变为第三数据的外化机制研究．
经验外化是指把隐藏于大脑中的经验变为可

以交流和共享的数据，外化过程受到个人心理、价
值因素的直接影响． 如何使每一位“生产者”都能

自愿地把个人的宝贵经验外化出来？ 这就需要对

外化的激励机制、过程、方法和工具以及能够蕴含

经验的最佳数据结构进行研究．
第四， 模型设计与第三数据的建模研究．
模型的内涵是问题处理的知识，是对大量经

验的汇集和升华． 因此需要根据第三数据的特点

和特性研究有利于知识表示、推理计算和更新进

化的模型；同时还要研究第三数据的知识挖掘方

法、建模方法以及软件工具和技术．
第五， 知识及经验内化的学习机制研究．
模型中蕴含的知识、数据中蕴含的经验需要通

过学习内化为知识，才能为价值产生提供基础，因此

需要对学习理论、学习方法和学习机制进行研究．
第六， 第三数据的数据治理研究．
当前，制造企业中已经存在着大量的第三数

据，但是处于一种混杂状态，为了提高第三数据的

规范化、科学化、完备化和系统化程度以及提高形

成和采集的效率，需要开展第三数据的数据治理

（ｄａｔ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１８］ 研究，更好地促使第三数据

从自发产生向自觉产生过渡．
第七， 第三数据与知识管理的关系研究．
图 ６ 的第三数据的五星螺旋模型，与野中郁

次郎的 ＳＥＣＩ［１９］知识螺旋模型在内涵上有许多相

似之处，但是又有不同． 因此有必要对五星螺旋模

型与 ＳＥＣＩ 知识螺旋之间的关系开展研究，比如隐

性知识与经验的关系、显性知识与第三数据的关

系以及知识螺旋的动态机制等．
第八， 第三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研究．
知识的“用户”除了人之外，还有智能机器，

当智能机器加入到图 １ 的“产品制造系统”时，智
能机器也变成了“生产者”，因此第三数据既为

“人”所用，也为“智能机器”所用． 如此，智能机器

是否也能产生“经验”，也能生成第三数据，也能

通过“学习”内化为知识，这也是值得深入思考和

需要研究的问题．
第九， 第三数据与第一数据和第二数据的关

系研究．
虽然第三数据与第一数据、第二数据具有很

多不同特性，但是都与图 １ 中的“产品制造系统”
有关，客观上三者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联系，从不

同的侧面反映了“产品制造系统”的整体情况，第
三数据中蕴含的经验性知识如何与第二数据中情

感性知识、第一数据中的规则性知识相互融合，将
会为企业产生更全面更完整的知识，一定会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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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带来更大的价值［２０］ ． 这是更全面、更深刻的“知
识系统工程” ［２１］ 的研究课题，需要对第三数据与

第一数据、第二数据融合的知识系统的体系架构、
融合方法、模型、算法和工具展开广泛而深入的

研究．
第十， 第三数据的普适性研究．
由于“问题”的本质是矛盾，矛盾具有普遍

性，因此“问题”也具有普遍性，即无论是制造业

领域，还是服务业领域，甚至社会经济领域等各种

领域都广泛地存在着矛盾和问题；再加之问题处

理逻辑的通用性，使得第三数据在广泛领域中具

有普遍性． 但是，在推广到服务业和社会经济等更

为广泛的领域时，需要结合各自领域的特点开展

领域性的深入研究，比如人生病的“病”就是需要

治疗的“问题”，医案就是第三数据． 在社会经济

系统乃至管理领域中的案例文本，其本质上也是

关于问题处理过程经验的记录，也属于第三数据．
因此，关于第三数据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工具等

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除了针对“产品制

造系统”开展研究之外，在社会经济等广泛的领

域也存在着大量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２２］ ．

５　 结束语

第三数据是当前大数据热潮中被冷落的一种

新的数据类型，本研究分析了第三数据的特性及

其与第一数据、第二数据的差别，阐述了第三数据

独特的应用价值；给出了问题处理事实、问题处理

经验、问题处理数据、问题处理模型、问题处理知

识的概念，并结合真实世界、精神世界、符号世界

的相互转换关系构造了基于第三数据的五星螺旋

模型（图 ６）；根据第三数据的特性和五星螺旋模

型提出了十个方面值得深入思考的研究课题．
本文的研究成果已经在某汽车制造企业应用

了十几年，实践证明第三数据既有理论研究价值

也有实际应用价值． 希望不同领域的广大学者和

企业界人士对“第三数据”引起重视，在深入实际

应用的同时，开展“第三数据”的理论方法研究，
构建并完善理论架构，在大数据研究领域中促进

大数据和知识管理理论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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