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數據的影響及反思 

隨著資訊通訊設備及科技技術的日新月異，相關科學與知識不斷

突破更新，21世紀資訊快速成長，造就了現今資訊大爆炸的時代，

資訊量的增加，讓人們在生活中、工作中更加便捷，但是管理這些資

訊是相當困難的，如何管理這些巨量資訊變成一個重要的課題，這些

數位資訊可能是這個時代的顯微鏡或望遠鏡，可能產生很多重要的，

甚至是具有革命性的見解，其衍生的價值無與倫比。但是面對巨量又

雜亂的資訊，其中甚至大部分的資訊都是意義不大或者無用的，我們

卻又面臨另外一個課題：人的時間和記憶力是有限的，要如何正確又

精準的篩選出想要的資訊呢?近年來興起的新興技術，甚至可說是最

夯的議題「大數據」，什麼是大數據?本書的作者並沒有對大數據做

出精準定義，因為究竟多大才是大，事實上使用大數據往往會縮減本

身所用的數據，如果直接使用一大堆數據，想從龐大又雜亂的數據中

發現問題的癥結點，就好像亂槍打鳥、大海中找出一根針一樣困難，

為了從大數據中取得洞察力，使用正確的資訊，提出正確的問題才是

重點。數據分析並不是一項新的技術，1990年代的資料倉儲就是類

似的應用，都是處理和儲存大量的資料，不同的是數據分析是處理鬆

散的資訊，資料倉儲則是處理結構化的資訊，然而面對大量鬆散且多

元的資訊，使用大數據分析顯然是一個具有效率及效果的，透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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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資訊，得到正確有用的數據，用來輔助判斷出更好的決策與應

用。 

本書作者歸納大數據擁有的四種力量：提供新類型的數據、提供

誠實的數據、允許我們把焦點放在人口中的小子集、允許我們進行許

多因果關係的實驗。第一種力量-提供新類型的數據，透過如何善加

利用大數據，並詳細解釋大數據為何如此強大，數據在我們的生活扮

演重要的角色，並且數據發揮的作用會越來越大，有效的數據並沒有

我們想像的那麼複雜，也許每個人都是數據分析師，例如小時候用哭

來吸引媽媽的注意、經常抱怨的人朋友就不想跟你出去，這些都是數

據科學，也就是經驗，當無法透過數據分析時，我們透過累積經驗來

判斷並決解問題，但是有時候在沒有嚴謹分析的指導下，我們的經驗

或直覺可能錯得離譜，因為經驗僅僅累積於自身或周遭發生的事件，

樣本數太小且不客觀，如美國職棒大聯盟傳統球探透過主觀的眼光挑

選球員，挑選出來的球員往後卻不一定可以打出好的成績，而奧克蘭

運動家隊是個市場小、規模不大、球隊薪資在聯盟裡敬陪末座的球隊，

無法花大錢簽約明星球員，當時的球隊經理比利．比恩（Billy Beane）

為了挽救球隊頹勢的戰績，在各種不利的條件情勢下，採用當時前所

未見的創新方法-數據分析，透過數據分析挑選具有潛力而且還未被

發現的球員，因為這種數據派的科學分析，讓運動家隊經常可以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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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找到被低估的球員，進而幫運動家隊締造亮眼的成績。這個名為

「Moneyball」的科學數據化的管理方法，改變了棒球界的選秀和交

易策略，甚至被廣泛應用在其他領域上。另一個透過數據分析成功的

例子-賽馬，在各種不利的條件之下，馬主人如何挑選一匹可以為自

己賺錢的馬呢?傳統的挑選模式是分析馬的血統，挑一匹血統純正優

良的馬，雖然馬的血統確實重要，但這只是一匹馬成為明星賽馬的一

小部分原因，根據比賽紀錄，血統優良的馬匹獲得冠軍的比率大約只

佔四分之一，數據告訴我們僅僅靠血統預測是否能成為優秀的賽馬，

還存在很大的改進空間，一家名為 EQB的公司負責人傑夫．賽德（Jeff 

Seder）透過評量分析賽馬的各種屬性，並找出哪些屬性跟賽馬場上

賽馬的表現有關，最後找出馬的內臟大小會影響其表現，尤其是左心

室的大小，透過大數據分析研究，傑夫．賽德（Jeff Seder）挑選一

匹名叫 85號的賽馬，它的左心室的大小是 99.61%，加上其他內臟大

小的資料，傑夫．賽德（Jeff Seder）預測它是一匹 10萬里選一，

甚至百萬裡選一的賽馬。18個月之後，這匹馬成為了 30年來第一匹

得到三連冠的賽馬。第二種力量-提供誠實的數據，數據分析就是完

美的有效指標嗎？其實不然，作者提到 1950年蒐集調查有關丹佛居

民投票率的數據，看看調查結果與官方數據是否相符，結果當時居民

受訪時的回答與官方公布的投票率差距甚遠，即使這項調查是以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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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進行，但大多數人還是誇大自己的投票行為，拉到最近 2016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當時民調預估川普支持率低於 2個百分點，但是

最終川普勝選了，為什麼匿名調查時仍會產生錯誤的資訊?因為「誘

因」人們沒有誘因跟調查說真話。除非願意跟調查說真話，否則我們

沒有其他的資訊來源。但是現在情況改觀了，Google搜尋，讓人們

承認自己在其他地方不願意承認的事情，人們在心裡好奇想要獲得解

答的問題會上網搜尋，任何疑難雜症，只要連上網路輸入關鍵字

Google搜尋即時提供解答，方便又快速，Google還有一項巨大的優

勢，就是讓人們願意說出真話，因為獨自一人、沒有人進行調查，作

者針對 Google搜尋大數據分析揭露許多人們難以啟齒的問題，揭露

人性的真面目，例如美國同志問題、種族問題、有關性方面的問題等

等，以種族問題為例，美國是一個多元種族組成的國家，但是翻開美

國歷史，黑人飽受偏見與歧視，即便美國白人很少會承認自己是種族

主義者，但是因為潛在性偏見，所以影響他們對待黑人的方式，美國

人搜尋「黑鬼」的次數，竟然跟搜尋「偏頭痛」一樣多，這種明確的

種族主義的確對美國黑人產生重大的影響，我們對偏見的刻板印象不

只出現在種族歧視，也出現在其他地方，以景氣衰退期間虐童情況為

例，許多專家擔心景氣衰退會大量產生虐童案件，後來官方公布數據，

虐童案件卻有減少的趨勢，但是當景氣不好，人們陷入壓力與沮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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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童案件真的減少了嗎?作者透過 Google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景氣衰

退這段期間，幼童搜尋的關鍵字令人揪心，而且這樣的搜尋次數隨著

失業率提升而激增，所以我們不能盲目的相信數據，因為我們看到的

結果有可能受數據蒐集的方法有缺失而造成假象。第三種力量-允許

我們把焦點放在人口中的小子集，作者分析美國職棒大聯盟-紐約大

都會隊的球迷，數據研究發現在 1962年及 1978年出生的這群人中，

大都會隊非常受歡迎，原來在那段期間 1969年及 1986年大都會隊贏

得 2次世界大賽冠軍，先前提到的那群球迷年紀大約是 7、8歲，分

析其他球隊的球迷也是類似情形，所以預估男孩是哪一隊球迷的一項

重要指標就是，檢視男孩在 7、8歲時是哪一隊獲得世界大賽冠軍；

政治偏好的起源也是一個研究重點，研究人員發現政治觀點形成的方

式其實跟運動團隊偏好形成的方式相同，都有一個關鍵時期，大數據

允許我們有意義的放大檢視數據的細部獲取新見解，除了年齡以外，

還可以放大其他不同的面向。第四種力量-允許我們進行許多因果關

係的實驗，作者分析美國出名人士來自哪裡，當他研究出這些數據時

發現，大學城和大城市造就名人的機率實在驚人，為什麼會這樣呢?

可能是基因的關係、可能因為很早就接觸到創新；還有另一個變數是

個人出生郡的移民比例，一個地區外國出生人口比例越高，日後那裏

的孩童有名的比例就越高。研究發現顯示暴力電影可能煽動暴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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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暴力電影的影響究竟有多大，研究團隊數據分析在暴力電影上映

的周末，現實生活中的犯罪率卻明顯下降，這項研究顛覆了我們的認

知，第一，想想看誰可能看暴力電影。是年輕人，尤其是逞凶鬥狠的

年輕男性，暴力電影上映，耍狠好鬥的年輕男性會進電影院看這部片，

但如果週末上映的是愛情文藝片或者搞笑喜劇，上述的年輕男性可能

不會想去看，所以就會去上酒吧、俱樂部或去打撞球，而這些地方的

犯罪發生率就會提高，原來暴力電影讓潛在的暴力者留在電影院而遠

離街道，但是當暴力電影散場之後為什麼犯罪率沒有提升呢?研究團

隊最後了解到犯罪的主因是酒精，因為美國電影院不賣酒，所以散場

之後犯罪率沒有提升。隨機對照實驗是證明因果關係的黃金標準，而

在數位世界的實驗更具有龐大的優勢，在數位世界裡隨機對照實驗既

省錢又省時，只要透過滑鼠的拖移動作和點擊次數，透過設計程式自

動分析，就可以找到因果關係的方法，在大數據的時代，整個世界就

是一間實驗室。 

2019年 12月底新型冠狀病毒在中國武漢市發現首例開始，除了

對中國影響甚鉅以外，短短 3個月已經造成全球大流行，各國政府無

不繃緊神經紛紛採取應變措施，緊靠中國的臺灣，在原先不被看好的

情況下，但是目前卻能有效控制疫情，除了政府記取 2003年對抗 SARS

的經驗，各項防疫措施超前部屬以外，善用大數據分析也是政府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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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的手段之一，疫情爆發初期便面臨口罩缺貨問題，政府與民

間合力開發口罩地圖，利用大數據分析藉由取得健保藥局的位置及

各藥局的即時存量資料，解決口罩荒有效遏止口罩亂象；確診人數

高達 697人的鑽石公主號郵輪曾有旅客於基隆港下船觀光，政府亦靠

相關部會及電信業者的資料連結和大數據分析熱點，回溯出下船旅客

們的旅遊足跡，做出警示路線與行徑時間，提醒民眾是否曾經接觸過

郵輪旅客；利用健保署建置的全國健保資料庫的資料，結合移民署掌

管的出入境紀錄，藉由大數據分析來掌握特定對象(如確診、曾接觸

確診民眾)的健康狀況、回溯過去 14天航班紀錄，讓醫療人員在診療

過程中即時掌握特定對象出入境及旅行史。以上都是政府透過大數據

結合相關的智慧科技應用提出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因應措施成功案

例，「美國醫學會期刊」網站更在 3月 3日刊登文章，以「臺灣

因應 2019 年冠狀病毒疾病：大數據分析、新科技與積極主動採檢」

為標題，詳細介紹臺灣的防疫措施，在疫情仍然持續加溫的情勢下，

如何善用大數據結合其他面向，（如人工智慧、醫療、生物、基因科

技等），在病毒分析、疫情追蹤、病患篩檢等方面提供各種協助，提

升防疫效率及防疫效果是接下來急需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 

隨著大數據時代來臨，大數據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大數據在各行各業中廣泛的存在，如企業分析使用者在搜尋引擎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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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的關鍵字，進而推播相關的商品；企業透過蒐集用戶的購買記錄，

分析消費習慣，再適時推出用戶喜好商品的優惠或發送折價卷等促銷

吸引消費；各種運動型穿戴式產品現世，可以偵測使用者的身體狀況

和健康管理，這些資料是企業在從事產品研發、設計和行銷等活動時

的研究分析基礎，然而大數據雖然帶來巨大的好處與便利，但是大數

據的管理卻存在挑戰，在大數據時代的浪潮中，每個人都是主動或是

被動的數據創造者，但無論主動或被動，在這些便利、智慧的分析下，

大数據使用的道德及到個人資料的保護面，亦是個重要的課題。例如

新冠肺炎感染者被社會大眾知道後，感染者本身或是其家人否會被貼

上標籤感覺被社會遺棄，造成身心的陰影，進而影響未來的人生及規

劃，就如同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所說的，知道這些數據及資訊的真

相後是否會對社會造成的恐慌，是我們必須去慎重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