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大数据时代之后，
人类已经进入零隐私或
者透明人的概念，隐私成
了大数据时代一个最大
的挑战，也是信息社会一
个最大的挑战。

■大数据时代其实是从
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的时代，不仅是迈向知识
社会，还是向智能社会冲
击的时代。

■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权
利，政府的数据开放正逐
渐向私人领域拓进，不会
出现大企业的数据垄断。
大企业的数据垄断不符
合数据开放的潮流，因为
数据只有开放使用，才可
以获得更大的效率。

■一个真正的信息社会
首先是公民社会。因为只
有有了人的平等和自由，
才会有信息的平等和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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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π为单位的数据就是大数据

什么是大数据？首先，我们信息时代对数据的定义是，存储
在计算机里的一切信息都称为数据；其次，大数据的简单理解就
是超大量的数据。

到底多大才算大呢？ 一般认为按π为单位的数据就是大数
据。π下面的单位是G，一π就等于1024个G。一部电影大约一个
G，那一千多部电影就算大数据了。我们再举个形象的例子，现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是比较大的图书馆， 它所有的印刷品如果输
入电脑的话， 也不过几十个π， 人类的知识要是全部放在电脑
里，基本上也就是按π为单位。

大数据首先是指它有大容量。很多人都知道莫尔定律，莫尔
预见说同一个面积上的芯片，处理器会成倍增长，意味着硬件的
处理能力跟存储能力会增长得极快。50年代第一个存储器出来
时，一个G要6000美元，现在大概不到1美分的价钱，人类存储数
据的能力越来越强，成本越来越低。另一方面，万物皆联网，无处
不计算，人类搜集数据的能力越来越强。

搜集信息能力很强，存储信息能力很强，就真正进入大数据
时代。

透明和开放政府法案，引领开放数据浪潮

奥巴马是一个很有雄心的人，在我眼里他是一个政治家。在
当总统之前，奥巴马去谷歌拉票，他说他上台要做两件事：第一，
任命一个首席信息官；第二，开放数据。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率，我
们知道政府是一个没有效率的机构，解决政府的问题，要把企业
好的东西引进来。美国联邦政府的历史上是没有首席信息官的，
奥巴马就是把企业的做法引入到政府。

就任第一天，奥巴马就签了一个透明和开放的政府的法案。
在总统备忘录当中， 他提到要建设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放
政府。我觉得这句话可以奠定他的历史地位，而且事后他也做到
了，他提的这个法案在后来形成一个浪潮———开放数据的浪潮，
政府开放数据的浪潮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两年来，全世界已经有
30多个国家在开放数据。

奥巴马不仅是有政治雄心的人， 也是一个对高科技非常感
兴趣的人。他的Twitter有一千万粉丝，Facebook上是两千多万
粉丝，在美国政客当中雄踞第一。他是一个对高科技非常有感觉
的人，知道怎么去用它，他有一句话：“互联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
开放工具。”

数据治国———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最近两年来，中国政府也在开始做一些尝试，开放政府的一
些数据。政府的信息公开、数据公开，首先第一个要公开的最敏
感的信息，就是你是怎么花钱的。所以不约而同，在主张信息公
开的国家，首先公开的就是财政数据。

这就引出一个新的概念———数据治国。 数据治国就是公开
你的信息、公开你的数据，让老百姓去查、去质疑。这会形成一个
监督的力量。 民主社会的精髓不仅仅在于选举权， 更在于知情

权。如果只有选举权，没有知情权，就好像国王时代一样，你只是
投票选举一个国王，他上去了就是天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
了知情权之后你能够去监督政府。

做数据首先要看美国，这并不是一味的肯定美国，美国信息
开放的历程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们要理性看待、吸取经验。
在数据开放方面， 美国确实是做得很好的， 政府的经费彻底公
开、彻底透明，要多细有多细，都公布在网上，只要大家感兴趣，
不仅美国人可以看，中国人也可以看。美国有30多万个公司做政
府的生意，我的公司就是其中一个，我查了一下，我们公司的记
录都在上面，我们每年拿了多少钱都查得到。

数据怎么治国？用数据分析、决策、创新

数据怎么治国？大数据时代是一个用数据说话的、更加理性
的时代，大数据的精神归根到底是数据分析的精神。数据治国的
精髓就在于此。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人类为什么要有数据？我们
为什么会产生数据？其实，数据是人类描述这个社会的语言。我
们最开始用五官体验这个社会，但是不够精确，于是有了数据的
产生。你生产的过程当中也离不开数据，生产的过程就是一个数
据化的过程。交易也根本是数据的问题，度量衡的问题，货币的
问题，这都是从数据延伸出来的。人们因为能够记数，才会有生
产，才会有交易的发生，整个经济活动都离不开数据。

大数据的时代其实是弘扬理性精神的时代， 中国在这方面
是做得比较差的。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们搜集的数据不够多，
我们使用数据的习惯也不好， 我们不仅不尊重数据， 还操纵数
据、伪造数据，常常不是用数据说话，却是用数据说谎。美国在这
方面就做得好很多，美国政府在各个领域都用数据分析，用数据
决策，用数据创新。

大数据时代帮我们走向更自由的社会

信息社会什么是最重要的资产？当然是信息。信息的产生、
信息的使用、信息的整合，这都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生产活动。
之前说到的数据开放，就是推动信息的开放，数据的开放代表知
识的开放、知识的自然流动。

在大数据的时代，信息已经向上迈升一步，变成知识。知识
在知识社会是最重要的资源和权利。因为数据的开放，人们可以
很容易地发现新的知识，比如男人喜欢看球、女人喜欢购物。在
这个时代，知识信息的流动会变成一个扁平化的两层结构，从中
心直接流到你，不用经过中间的过滤机构，这样一个扁平化慢慢
会对社会形成一个冲击，冲击专制与集权。

大数据时代将走向大社会的时代， 这个社会变成一个网状
的、多中心的结构，每个人都是中心，而不是现在层级制的结构。
大社会有很多提法，最重要的提法是说政府的权力分权，流向社
会，流向公民。英国已经看到这种迹象，前年卡梅隆上台之后提
出大社会的政纲，政纲里面有一点就是开放数据。

大数据时代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更自由的社会。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涂子沛：大数据时代，需要用数据治国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海量电子数据信息，不少专家宣称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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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大数据？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政府应如何治国？备受期待的部门决算和“三公经费”公开是否是大数据时代下的必然选择？6月30日，在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文
化沙龙上，信息管理专家涂子沛给出了他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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