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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謊言與真相：Google資料分析

師用大數據揭露人們的真面目》閱讀心

得 

在選擇閱讀此書前，在了解內容是以何種主題研究所撰寫而成前，

吸引我閱讀的其中一項原因是他的原文標題-《Everybody Lies》。美

國知名電視劇《怪醫豪斯》（House, M.D.）中的主角豪斯醫生，最令

人記憶深刻的名言便是” Everybody Lies”他認為所有患者不管何

種原因入院，對醫生的問診絕對不會據實以告，病患總會掩蓋事實、

隱瞞真相，但不起眼的生活或飲食習慣都會影響豪斯醫生對疾病的判

斷。而這也是本書作者-賽斯．史蒂芬斯—大衛德維茲，透過數據分

析來告訴世人，所見所聞並不代表真相，因為只要是人都會說謊。 

究竟我們為什麼需要數據？數據對現代社會是否重要？作者在

擔任 Google 數據學家期間，藉由探索許多爭議性議題、透過各種網

路實驗，分析人類經由網路、紙本、訪談等其他來源數據，蒐集而成

令大眾意想不到的真相，就像第一段提到的豪斯醫生名言：Everybody 

Lies。人們對醫生說謊、對初次見面的陌生人說謊、填寫問卷時會說

謊，這些都是間接或直接影響最終結果的變數，但人類對網路、對

Google搜尋欄可不這麼想，大多數人會透過 Google搜尋自己難以啟

齒或不願承認的事情，而這些發自人類內心真實的解答正是作者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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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據，讓人一窺人類內心世界。作者於前言以一個最讓人匪夷所思

的事件作為開場白，關於美國總統-唐納·川普的當選，他無疑是位成

功的商人、企業家，任誰都想不到這位言論極具虛假、充滿爭議性、

且帶有種族色彩，更直白說法所謂”政治不正確”的總統候選人，能

在沒有擔任過任何軍職或公職的情況下於選戰中脫穎而出，成為第四

十五任美國總統。事實真是如此嗎？大數據可不這麼認為，作者透過

數據分析告訴我們，川普可能贏得大選的蛛絲馬跡。一開始會懷疑，

我們真的能依賴大數據嗎？而作者在書中也清楚表明，他相信 Google

搜尋是有史以來針對人類心靈所能蒐集到的最重要數據集，大選前的

各種民調、專家觀察都表示川普沒有機會勝出，而顯然有太多人對民

調撒謊，這些不表態或聲稱還沒決定的選民也許內心早有適任人選，

那些表明會出門投票的選民或許最後並沒有出門投票，以上變數都讓

支持度、預估投票率出現偏差，但透過 Google 搜尋趨勢就會發現極

大的相關資訊，作者從許多層面研究選舉相關主題，不管是搜尋喜歡

或討厭的某位候選人頻率、對特定或少數族群的敵意、種族主義的搜

尋率甚至是黑鬼總統這樣仇恨意味濃厚的用詞等，都是作者用來預測

川普可能會勝選的線索，而這些都是民調機構無法發現的資訊。 

對美國總統大選研究只是簡單的開場，Google 數據集也不會是

藉由網路理解人類行為的唯一工具，因為還有更多的資料庫與搜尋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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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甚至網路最大的色情網站之一，都是提供作者深入了解人類內心的

完整數據。 

那麼，究竟要蒐集多少數據、獲得多大的量，才會是一個好數據？

鍵入的關鍵字質量是否影響最後研究結果？作者在本書進入關鍵分

析前先替讀者打了預防針：我不會對大數據做出一個精準定義。因為

大數據本身就是個籠統的概念，我們可用的資訊在數量與質量上每天

都是海量、爆炸性的產生，Google 與其他社群媒體每天都產生更多

新資訊、新數據，本書重點以過去舊有市場、研究為基礎，尋找他們

缺乏的龐大數據集，人類每天平均產生數十、數百萬兆位元組的數據，

該如何善用現今新穎的方式處理並分類，才是此書要討論的核心。 

前言至此，會覺得作者拋出的看法有那麼點難以理解，身在數位

時代的我們，每天在世界各地產生的新聞量透過網路快速傳遞，每個

人都能輕鬆取得最新資訊或轉發消息，若不依賴這些數據集帶來的便

利性又能如何憑直覺斷定一份調查需要多少樣本數，才能排除存在這

之中的異常數值？而這也是 Google 帶來最有趣地方，我們靠著搜尋

引擎解決生活中疑難雜症，我們靠它解決食衣住行等方面的需求，更

進階點，有許多研究人員、企業主、甚至政府單位都仰賴他或其他知

識庫帶來的便利性，每一次的搜尋足跡都會是另一組人的研究數據，

透過鍵盤我們會自動吐露不願被人知道的私密問題，以各種方式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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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心聲或渴望，甚至不必承擔後果，這些發自人類內心最真實的

回饋正是作者追求的，史蒂芬斯—大衛德維茲用輕鬆詼諧的方式，透

過多組大數據比對，解開我們過去對某些議題的誤解，重新認識這個

世界的真相。 

但是怎樣的數據才算是大數據呢？作者已經將話講明，他不會將

大數據做出定義，但他透過研究與文字逐步論證大數據的力量，首先

是「提供新類型的數據」，美國的金融業者靠著每月失業率來觀察股

市，每個金融公司都想搶在第一時間獲得由勞工統計局藉著電話調查

取得的資訊，因為只要眨眼間，這項統計就能影響廣大市場，然而這

種計算方式不僅費時費工，也消耗龐大資金，金融業是分秒必爭的行

業，如何運用大數據替失業率抓出粗略的結果，便能使這家公司取得

市場最大先機。那麼 Google 是怎麼站穩搜尋引擎的龍頭？作者先用

網路搜尋關鍵字做介紹，如何靠單字與網站內容之關聯性運算出最合

適連結？Google 創辦人針對不同主題的所有意見做彙整，蒐集成千

上萬新聞、部落客、網民等的意見，做出與這個單字最有關連性的搜

尋結果，比起計算詞彙出現次數更有價值，而這些連結也是過去許多

搜尋引擎沒有考慮到的數據，Google 不是單憑比其他搜尋引擎蒐集

更多數據，而成為搜尋引擎的龍頭，而是藉由找到更好的數據類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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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脫穎而出。接著作者用較輕鬆的比喻來解釋 Google 運作方式：如

何成為賽馬明星？ 

看似無俚頭且不相關的標題，卻讓人能快速理解 Google 蒐集、

分類數據的關鍵理由，誰能知道一位非傳統路線訓練出的養馬人，靠

的不是觀察馬匹血統，而是評量賽馬各種屬性與他在場上的表現有關，

這位養馬人的策略便是以數據科學為基礎，多年反覆尋找成為明星賽

馬的關鍵因素，就像 Google 蒐集更好的數據集一樣，我們必須保持

開放的態度並懂得變通，考慮使用非傳統數據來源，這些新類型數據

將帶來更大回報。 

大數據的第二種論證「提供誠實的數據」，考量到每個人都會說

謊，作者運用人類對 Google 搜尋都據實以告的特性調查同志比例、

仇恨言論、性隱私等問題，許多人在做各類問卷調查被問及令自己困

窘的提問時，總會選擇違背事實的答案，即便這些問卷是匿名，人類

還是想維持自己社會上形象，也因此讓問卷調查出現一定比例上的誤

差值，好比前言講到的投票率就是很好的對照，官方統計與數據調查

呈現強烈反差，這也成為民調結果無法預測最終是川普勝出的原因之

一。 

人類針對敏感話題總會選擇避而不答或說謊逃避，因為沒有一個

「誘因」促使人們與調查說實話，但面對搜尋引擎卻能讓人輕易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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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願承認的事實，沒有任何誘因讓人接受調查時說出自己遭受病

痛所苦，但確實有誘因以搜尋引擎了解自己出現的症狀及可行的治療

辦法。作者在章節裡針對不同議題做出更多分析，他利用另一個大數

據來源「臉書」，來計算同志人口的分佈比例，透過人們對自己臉書

資訊的編輯，將公開感興趣性別的用戶按照區域編碼分類，就能看出

贊成與不贊成同志的人口差異，越支持同志的州，居住的同志人口相

對占多數，反之亦然，但這其中有的變數是，居住在不贊成同志州內

的同志，便不會透露自己真正性向，或像是高中生，很少能選擇自己

要居住在哪裡，也成為影響這項數據的因素，正因如此我們才不能僅

依靠一項大數據就斷定同志人口的數量或分布地區。還有像是針對不

同種族的偏見，大部分人們不會直白表達對特定族群的看法，卻會在

Google 搜尋將穆斯林與恐怖分子畫上等號，當這種刻板印象深植人

心時，透過數據變化都能觀察到這些煽動仇恨言論是如何爆發的，潛

藏在人心的歧視、對不同族群潛在性的偏見，我們口頭上否認，但卻

明確的影響 Google數據變化。 

接著，大數據允許我們進行許多「因果關係的實驗」，大數據讓

隨機對照實驗找到真正因果關係的方法，作者於本章節介紹由 Google

工程師進行的「A/B 測試」，他們僅需藉著網路資源在線上將用戶隨

機分組，就能透過回訪次數統整出他們想要的答案，看上去沒什麼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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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手法，但對比在現實世界做測試所要耗費的大量資源要省時省力

的多，且獲得的數據同樣令人信服，而且他還能避開人類說謊的可能

性，只要使用者在線上，幾乎隨時隨地都能進行，整個網路世界就是

大型實驗室。作者接著解析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競選團隊，怎麼在競選

活動中善用 A/B測試，讓更多人在造訪候選人網頁的同時，能採取更

實際的行動。這些測試內容包含更改首頁照片、按鈕文字的變化，團

隊測試多組搭配並回收用戶點擊按鈕頻率，找出最適合首頁招呼訪客

的組合，這種測試不僅省錢又輕鬆完成，也因為我們對人性的了解還

不足，透過測試也能填補差異，從錯誤中不斷修正與學習。 

史蒂芬斯—大衛德維茲透過這些年收集而來的數據，用精闢且幽

默的方式解釋大數據的能與不能，解釋他令人著迷的地方，但在文章

最後仍用些許反例提醒過分迷戀大數據，會讓我們忽略更重要的考量，

當人們越陷越深就越會遭數字誘惑。透過臉書我們可以知道什麼文章

被按讚、被分享，但研究臉書數據的科學家卻得不到使用者真正的使

用體驗，他不會知道兩位使用者之間是否有增加現實世界的連結，因

此要使大數據發揮最大效用，都會使用小數據來填補漏洞，且人類數

千年來發展出的傳統方式也無法被大數據去除掉，兩者必須是相輔相

成。他也提到數據可能會面對的道德問題，假設我們在預防任何犯罪

狀況發生前，就依靠數據分析哪些地區的仇恨言論搜尋比例增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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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縮小範圍到可能犯罪的個人，但這不僅完全侵犯到個人隱私，且

數據只能證明一個可怕關鍵字被搜尋，不代表這些搜尋就會發生可怕

行徑。 

閱讀過這些章節，我也自行上Google搜尋趨勢瀏覽臺灣的紀錄，

第一時間肯定會覺得，新冠狀病毒、武漢肺炎、coronavirus，會是

臺灣搜尋熱度最高的關鍵字，當然答案是肯定的。儘管這三個月來，

他一直是搜尋熱度前幾名，但隨臺灣掌控疫情的速度，搜尋熱度逐週

遞減，從一月中至二月份的搜尋高峰，到三月份逐漸下降，近期數據

與其他國家相比搜尋率反而降低許多，但這也僅代表單一關鍵字所能

看出的數據，且這並不代表臺灣人對新冠狀病毒已經不在乎。 

最後的結論，作者將整本書做簡潔有力的統整，社會科學正在成

為一門真正的科學，而這門貨真價實的新科學將有助於改善我們的生

活，在書內他討論這些創新數據集，並抨擊各領域專家學者，忽視數

位時代造成的數據爆炸，他們眼睜睜看著網路垂手可獲取的海量資源，

仍舊埋頭於傳統的測試方法，在這片廣大領域只有具前瞻性思想的人

們願意接受如此創新的思維。他不像生硬的、需要不斷反覆閱讀的艱

深書籍，透過作者專業描述替社會科學開啟新的道路，搭配輕鬆易懂

的實證舉例，看到最後一頁我想每個人都能會心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