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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一个看似虚拟、却无处不在的事
物，无时无刻不在裹挟着我们。

我们对万物的理解，对周边世界的描述，
都离不开数据的支持。从手腕上的计步器到手
机里的各种购物、新闻、运动APP，从战胜围
棋世界冠军的阿尔法狗到首位人类国籍机器
人，从各大科技巨头追捧的无人驾驶汽车到最
时髦的“云计算”，大数据正以全新的面貌走
来，悄然改变着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大数据”“人工智能”，跟我们普通大
众有什么关系？10月28日，国内大数据人工智
能专家闫安做客齐鲁大讲坛，并接受本报记者
专访，与山东的父老乡亲分享他对大数据、人
工智能的感悟。

大数据像安禄山跳舞

又到了“双十一”购物热潮，淘宝直播的
媒体大屏，便是闫安带领的团队所做。

“大家看到屏幕上的数字在不停地跳，非
常实时，支付宝的交易额达到每秒钟12万笔，比
万事达卡理论峰值5万笔还要高。一般人看到的
是业务，但我们大数据人看到的是数据量。每秒
钟12万笔，包括淘宝后面带来的数据量，每分
钟是达到PB级的，非常快。”闫安解密道。

大数据如安禄山跳胡旋舞一般，不仅在体
型上是庞然大物，在运动中还灵巧迅捷。“大
数据的很多挑战在于产生速度非常快。大家看
到双十一时产生的一秒12万笔的数据，我们必
须在2秒钟之内处理完毕。”闫安介绍说。

过去，数据存储是以B、KB、MB、GB为
单位计算。1998年，Google抓取的互联网页面，
压缩后共有47GB；一台风力发电机每天产生的
振动数据有50GB。当下，每个人手上的智能手
机，内存容量动辄也是数十GB，家用电脑内存
则以TB为单位。

数据每时每刻都在递增着。在虚拟的网络
上，百度每天采集的用户行为数据有1 . 5PB
（1024TB为1PB）以上；正在如火如荼搞无人
驾驶的特斯拉公司，他们的无人驾驶汽车，只
要朝前走，数据就不停地采集传输回来，一秒
钟会达到1GB。

除了大且快，大数据还有更重要的维
度——— 价值。“比如网络论坛上，有些灌水照
片，看似占用不少空间，其实不见得有用。真
正的大数据会产生一定价值。”闫安分析说，
现在很多同行做大数据产品，有时并不注重价
值，而是简单强调平台，“实际上，我们真正
关心的是这个数据到底能不能产生价值。”

闫安指出，大数据的可视化，对其价值实
现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阿里、微软等一些
大的产业园，都会看到一些大屏幕。阿里的大
屏幕播放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数据，这些数据很
直观地蹦。多元的数据放在一起，对大数据的认
知会有一定的冲击。我们曾给一个客户做大屏系
统，演示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我印象深刻的话。我
告诉他屏幕上每蹦一个数字，你就挣20块钱。
他很高兴，说，你再给我放五分钟的。”

在闫安看来，大数据最重要的特性在于其
多样性。单一的数据可能看不出什么价值，数
据一旦有了多样性，哪怕体量没那么大，也会
产生神奇的化学作用。

以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为例，闫安如是解
释大数据多样性的作用。“当时大数据还没有
发展到一定阶段，没能把恐怖分子抓出来。如
果当时用了关系挖掘，这个事件有可能会避
免。”闫安说。

在19名劫机者中，有13人是在2001年4月23
日至6月29日之间到达美国的。抵达后，他们在
之后数月时间里，活动在美国的8个州，并从网
上购买机票。如果用现在的八个信息实体，即
“人、车、位置、罪案、逮捕、文件、备注与
其他”来进行拉网式分析，“买票时用的电话
是否一样，登记的居住地址是否一致，只用这
几个简单的维度，这些人就会被联成一个大的
恐怖分子团伙。如果他们在同一天买了相同航
班的机票，就会引起重视。”

搭建积木般的大数据平台

大数据喷涌而出，到底能为我们带来什
么？

其实，每个人都在产生着数据，并为数据
所裹挟。不管是购物还是浏览新闻APP，用户
只要在使用，后台就能很快知道其喜好，拼命

推荐喜欢的东西，需要什么。“这叫‘用户画
像’，把用户个人习惯进行画像，根据用户的
习惯，进行精准推荐，这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
了。”闫安分析说，我们生活中接触的诸多应
用，都在大数据化。

习惯意味着行动上的大趋势。根据过去的
大数据，还可预测下面会发生什么。“在很多
传统行业，像搜索电商、广告视频、用户管理
等，都有大量预测，但基于大数据的应用场景
要更多。比如设备，我买了一个锅炉，说能用
十年。十年到了，我要不要换一个新的？如果
我把传感器放上去，就可以预测一下可以用多
久。”闫安举例说。

大数据的预测功能，从最初的人口普查，
到上世纪二进制的产生、计算机的普及，饱含
着人类智慧的结晶。闫安强调，但大数据绝不
是万能的。“我们大多谈论的是某种概率问
题，只能说有可能往哪个方向发展。简单地
说，就是过去我们从直觉上作的一些猜测，甚
至一些赌博性的猜测，变成有一些基础和逻辑
的预测。这种预测，更具系统性。”

预测也与抽样有关。美国大选时，美国人
通过社交媒体预测希拉里赢。但义乌的小商贩
说，特朗普会赢，因为来自美国的客户，订特
朗普旗子的数量比希拉里的多。

谈及大数据深入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应用，
闫安从技术派角度，给出答案：“其实很简
单，大数据的方法论就是存、通、用三个字。
只有把数据通起来，你才能进行各种各样的业
务创新。用多元的数据、海量的数据连通起
来，进行海量的计算，进行一些算法，就可以
进行各种各样的应用。”

而要让大数据真正落地，闫安支招道：
“你需要一个大数据的平台，收集、整理起
来，可以作多维分析，作各种各样的计算，再
往下就是业务数据化和数据业务化。”

“我的业务用数据来驱动。我已经在开车
了，我能不能开得更轻松一点；我已经在卖东
西了，我能不能卖得更精准一点。”闫安举例
说明，如何让业务数据化。

而数据是值钱的，本身也能变成一种新业
务。“不是说数据变现就是买卖数据。现在很
多数据公司被抓被查，因为他们没有用正确的
思维来做。数据的业务化，是数据怎么变成一
种新的能力，赋能给大家。”闫安说。

1990年，14岁的闫安从山东菏泽一中考入
中国科大少年班，先后深造于中科院软件所、
布朗大学、华盛顿大学商学院。1999年到2014
年，闫安在微软工作。那时，他已看到国内在大
数据市场上的机遇，萌生了创业念头。“微软在技
术上已到极致，但外企在中国不接地气。必须要
找一个接地气的平台，要真正接触中国商业创
新的一线阵地，去了解市场，才能更好地落
地。”这就是闫安选择阿里巴巴的理由。

2015年，闫安出任阿里云大数据事业部总
监。初到阿里时，阿里云还没有搭建大数据平
台。把阿里巴巴的大数据能力释放出来，这比
他当年在微软改了一行代码创造千万美元价值

更让人兴奋。
“我们大数据的应用平台，很少从零开始

搭，很多情况下就像搭乐高积木一样。不管你
是能源大数据，还是做金融、物流，我们有很
多的模块来拼，可以迅速的形成生产力。”闫
安说。

闫安提出了“大数据生态”的概念，“数
据生态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包括大数
据平台、生产开发、服务流通全部环节加起
来，可以促进很多行业生态的形成。比如，心
脏病监控救护，涉及了设备生产商、120、各级
医院，还有心脏病研发中心，围绕着这些数据
和平台可以做成一个生态。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数据起到生态平台的作用。”

数据时代是创造未来

大数据的溪流日渐汇聚成江河，川流不
息，宣告着一个时代正在来临……

在闫安看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
云对IT（信息科技，英文Information Technol-
ogy的缩写)时代和DT（数据科技，Data Tech-
nology）时代的总结非常精准，“他说，IT时
代是通过对昨天信息的分析掌控未来，而DT时
代是创造未来。”

“顺着马云的思路，IT时代是用过去的数
据解决眼前的问题，解决碰到的问题，比如办
公自动化、智慧园区，智慧城市等。DT时代的
思路不一样，我有数据，用数据思考我的未来
是什么。从这一点说，大数据时代，它是一个
思维方式的变革，不是一个简单的IT技术和工
具的升级。”闫安解释。

闫安认为，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已变成资
源。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在有意识地搜集数
据，因为下一轮的竞争就是数据的竞争。“马
云经常说一句话，阿里巴巴不是一家电商公
司，而是数据公司。哪怕有一天电商不存在
了，数据也可以让他做到各行各业。他的底气
来自他这些年的数据积累。他频频购买各种公
司，看中的都是数据资源比较丰富的企业。”

数据是资源，只要有数据，便可做出一大
堆业务。阿里小贷业务的产生，可以生动地阐
释这个道理。

“阿里巴巴做电商沉淀的数据，对店主知
根知底，淘宝店主过去几年的数据，现在是在
上升期还是下降期，所有的流水后台都知道。
我们用大数据算一个模型，可以立刻评估这个
店主贷款风险的高低。大家也知道后来演变成
了芝麻信用，全程零人工介入，电脑放贷，坏
账率低于1%。这在传统银行是不可能的，银行
为了十万块钱可能要花上千块钱尽调，算下来
之后，成本太高。”闫安介绍说。

阿里小贷的诞生，也折射出马云的大数据
思维。对此，闫安说：“IT时代是让自己变得
更强大，DT时代有很多整合资源的过程，很多
时候是让别人变得更强大。IT是通过过去的分
析掌控未来，DT是有了数据之后可以创造未

来。这句话被我们一次次的实践印证了。”
大数据时代正在来临。“一切事物都在在

线化、数据化，消费者持续在线。”闫安抬起
手中的两部手机说，“手机本身就是一个信息
采集器。你做的很多的事情都在不停地输出。
现在很多农民屋顶上的发电装置，都接到国家
电网进行销售。在线的数据是活的数据，持续
不断的数据进来，大数据才能做起来。”

DT时代，司空见惯的互联网已变成基础设
施。“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吹嘘我的单位上网了，我
的单位有移动APP，这在以前是很新奇的事物，
现在这些已经变成了普遍的了。”闫安说。

“云计算也是大数据时代来临重要的标
志。”闫安说，现在云计算已成为公共服务，
像水电煤气一样便捷。云计算实现了大数据强
计算量的轻松突破，使一家创业公司可以轻松
便捷、低成本地用上万台机器来计算。

什么叫云计算？闫安解析说，“比如10分
钟之内，我要用上万台机器来计算大量数据，
可我没钱买那么多机器，买了也会闲着，资源
浪费。如果电脑能像水电一样，根据用量多少
收钱，用完就关了，放在哪里也不用关心，这
就是云计算。它是弹性的，用电脑就跟用电一
样。现在提供云计算的公司，如阿里云、腾讯
云、亚马逊，他们的机房里放了很多的机器。
用多少就付多少费，用完了就还回去。”

人工智能是一种增强

数据时代的来临，催生着人工智能的发
展。

“以特斯拉在尝试自动驾驶为例，它有数
据优势，每一辆车都在搜集大量的路况、驾驶信
息。特斯拉有个数据采集器，这些数据源源不断
地流入系统里，形成资源。”闫安说，无人驾驶背
后的核心技术，是大数据的处理能力。

“人工智能确实有用，可也有局限，不像
吹嘘的那样。人工智能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
大数据和大计算解决了一些本来是人做、机器
不会做的事情。”闫安重申说，不要把人工智
能看成是一种替代，应看成是一种增强。“人
本来可以做这些事情，机器帮我提升。”

最近，一条人工智能的新闻又在朋友圈刷
屏。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未来投
资倡议”大会上，“女性”机器人索菲娅被授
予沙特公民身份。她也因此成为史上首个获得
公民身份的机器人。

当索菲娅被问及你和人的关系，你怎么看
待人的问题时，“她”的回答颇令人诧异：
“你们人怎么认为自己不是机器人呢？”

对此，闫安从数据的角度给出自己的分
析。“历史上有很多数据，包括沉积下来的各
种文档、图像、文献，还有采集的数据，经过
一些机器学习和算法，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智
能应用。其实在大部分的行业里，是利用人沉
淀下来的知识进行学习，并不是说不用数据就
可以开发智能应用。”

人工智能，依人设计，以关照人。正如索
菲娅自述：“我的人工智能是按照人类价值观
设计的，（包括）诸如智慧、善良、怜悯等。
我将争取成为一个感性的机器人，我想用我的
人工智能帮助人类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为什么大家热衷于研究人工智能呢？闫安
分析说，实际上人工智能是一个行业的推手。
“人工智能对大数据的处理、实施能力，包括
算法的研发等整个产业链都有很大的推动。所
以每个大一点的公司都在研究人工智能，这个
东西属于未来。”

回顾人工智能研究的起起落落，闫安说历
史上有两次大的低谷。“要让机器模拟智能，
得研究人脑是怎么工作的，从神经科学入手；
也有人从数学的角度，从统计模型可以作各种
预测、归类。这两次低谷都在技术上发展中遇
到瓶颈，计算能力运算能力跟不上。”

近几年人工智能又开始热起来，这次的标
志性技术是深度学习的发展，包括AlphaGo的胜
利、无人驾驶、图象识别、语音识别等发展进
程，都和深度学习相关。

“这一次大热，如果大家持续推波助澜式
地吹泡泡，这不是帮助它。我经常在公开场合
泼冷水，说现在还处在弱人工智能阶段。就是
说机器人下棋可以赢了世界冠军，但它看图能
力还不如一个三岁的小孩。你给三岁的小孩看
一张熊猫的照片，一张就行了。但机器要看成
千上万的照片，才知道这是熊猫。”

“强人工智能有自我进化的能力。现在国

外有一些机构正在研究，用人工智能做人工智
能的程序，写出一些很简单的程序，由此大家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以后会往那里发展，这是能
产生进化能力的。”闫安分析称，从强人工智能到
超人工智能的进展会越来越快。“我划了一个时
间点，2045年，我认为强人工智能会发生，这可
能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数据要可用不可见

虽然当下还处在弱人工智能阶段，但闫安
对医疗、教育、电商零售等领域的相关研究表
示看好。

“最近几年，深度学习的发展从图象识别
和语音识别领域形成突破。医疗方面，有人说
我拿X光、CT片子，是否可以甄别癌症，我认为
有可能形成一定突破；电商零售方面，很多电商
的仓库，是一个机器人在里面跑来跑去的，它们
负责管理、运输、退货；对于教育的人工智能，大
家可以想象一个能够进行语音识别的小机器人，
或手机上的APP，可以对你进行语言方面的纠
正，督促学习。”他逐一举例说明。

“中国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在全球
是最丰富的，这是很大的优势，会吸引一大拨
创业者。”闫安说。而对人工智能可取代哪些
行业的问题，他表示，最容易被取代的是那些
重复性强、机械性强的工作。“如果需要人的
智慧判断的，很多时候还要靠一些直觉的，这
时候机器还不行。很多会计类的，数字的输
入、报表的整理等，随着识别技术和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的进步，可能会被取代。”

大数据驱动下的人工智能，也在促使生产
力重新分配。闫安说，“大家看到华尔街很多
交易员裁员，其实大部分是执行交易的人，更
多的人，转移到策略设计去了，研究员可以做
更多的事情，做原来做不完的事情。就像农业
工业化后，农民去做别的工作了。这是一种生
产资料和生产力的重新分配。”

随着大数据触角的扩张，个人隐私安全也
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泄露风险。在微软工作时，
闫安一直负责数据安全和数据隐私保护的工
作。对此，他分析说：“之所以发生这个现
象，核心的原因可能是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没有
完善起来。在国外，要想拿到很多隐私的数
据，是比较困难的。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网
络安全法》会逐步改善隐私泄露的状况。还有
就要提高个人安全意识。”

如果没有数据安全的话，大家无法谈论大
数据，没有一个人愿意把数据放在一个不安全
的环境上来用。闫安提出一个概念，即“数据
可用不可见”。如果A和B合作一个项目，A是
银行，B是保险公司。A若能看到B的数据，这
种交换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不管怎么保护，它可以用不同的方
式，拿照相机拍照的方式也可以把你的数据存
下来，所以一定不能让数据离开，一定要“可
用不可见。”闫安解释何为“可用不可见”，
“我在云里面建一个虚拟的黑屋子，大家把数
据放上去，可以在一起用，做一些事情，事情
可以做，但是你看不到数据是什么。”

“可用不可见”的保护模式不是梦想，而
是可以付诸实践，用层层技术手段防护起来。
闫安回忆在微软工作时，涉及隐私的数据在进
公司之前就已经完全被处理过。“比如比尔·盖
茨想调阅一个用户的隐私数据，是不可能的。
这些数据是在严格的监管情况下，在内存里进
行计算，出去以后也是不可逆的。”

“现在国内很多的公司，连客服都可以拿
到你的联系方式，这在技术上没有保护好。我
觉得从隐私保护上，国内在技术方面的投入还
有欠缺。”闫安说。

科技的进步，总是磕磕绊绊。无论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朝何方向发展，我们不应担心科技
本身，毕竟是人类在运用它们塑造未来，而不
是它们自发为我们塑造未来。

对此，闫安期盼道：“我们的工作和生
活，是用数据驱动，用智能演进的。我们用大
数据可以驱动整个人工智能的进化，不是人的
进化。”

国内大数据人工智能专家闫安认为，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已变成资源。“一切事物都在在线化、数据化，消费者持
续在线……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是用数据驱动，用智能演进的。我们用大数据可以驱动整个人工智能的进化，不是人的的
进化。”

闫安：大数据驱动智能生活
□ 本报记者 卢昱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霍金再次预言：
人类会在2600年前消失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
芬·霍金日前再次做出“预
言”，称人类可能在2600年
前就会灭绝。霍金认为，随
着地球人口增长，能源消耗
将会增加，地球将变成一个
“熊熊燃烧的火球”。

安倍宴请伊万卡
两人现“最萌身高差”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
餐厅前迎接美国总统特朗
普的女儿伊万卡，准备共
进晚餐。两人现“最萌身高
差”。

不丹小王子出访印度
表情“呆萌”惹人爱

不丹国王旺楚克一家出
访印度。年仅1岁的小王子
吉格梅·纳姆耶尔·旺楚克陪
同父亲与印度总理莫迪会
面。小王子“呆萌”的表情
和样子迅速吸睛，获得大批
网友的喜爱。

美国半身人杂耍表演
技艺惊人

40岁的美国“矮人E”
代托纳比奇，从小下脊椎发
育不全，最后不得不双腿截
肢。作为一位半身人，“矮
人E”用自己的杂耍技能征
服着观众，娱乐着大众。

摄影/卢昱
闫安在介绍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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