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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的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不仅科技发达，信息

流通速度也在逐渐增快，而大数据就是这个高科技时代的产

物。有人把数据比喻为蕴藏能量的资源，按照不同资源的性质

对其进行了分类，当然 不同资源的开发成本也不尽相同。与

此类似，大数据并不在“大”，而在于“有用”。其价值含量和开

发成本比数量更为重要。因此对大数据进行研究，可以从多维

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2 大数据内涵解析

2.1 统计学角度的大数据内涵

首先应确定的是，大数据与传统的数据的区别不仅仅是

“量”大的区别，还在于“数据”本身的内涵。站在统计学的角度

来解析大数据的内涵：大数据是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和新科

技手段基础上的连续的、扩充的数据形式，其在记录能力和存

储能力上远胜于传统数据，且摆脱了传统数据储存固定、数据

不连续、储存有限和不可扩充等一系列缺点。总体可以概括为

在短时间内无法通过目前的规范工具进行处理、管理、捕捉的

所有数据集合[1]。

2.2 传统的统计研究与大数据时代统计的区别

首先是数量上的明显差异，大数据其基本特点之一就是

数据量的庞大。其次，在研究对象方面也具有区别，传统的统

计研究对象是以研究人员有意向的、收集的特定样本的数据，

属于格式化数据。而现在大数据统计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随

意的、动态的、容量大的多类型数据。另外，在数据的使用次数

方面，传统的统计数据可能只限于此次的研究，而大数据的数

据因为具有动态特征，可以经过筛选后用于多次研究。最后，

具体使用中，传统统计的样本数据相对固化，如果抽检样本中

出现没有预测的情形可能就不得不重新收集进行研究。而大

数据的动态扩充使得信息能够在一定技术支持下从多方面、

多角度满足研究的需求。

3 大数据背景下统计思维的转变

3.1 创新数据梳理与分类方法

由于大数据的数量庞大，且储存的数据信息不断进行着

动态扩充，所以当下大数据时代的难点在于对数据的搜索。且

由于大数据无限量储存的特征容易造成数据混乱且储存样式

多种多样的情况，这就要求研究人员在使用大数据时，能够准

确分析和筛选所需的数据信息，找准数据特点进行有效的梳

理和分类，通过不断创新以保证数据的高效利用率[2]。

3.2 创新样本的采样方式

进入大数据时代后，传统的数据采集已不能满足当下的

研究要求，虽然目前传统的采样办法依旧常见，但大数据的崛

起必然带来采样调查工程的转变，促使新的采样办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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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的演变

因果关系可以说来自于对经验的总结，而在大数据时代

以前，研究者只需在了解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就可以进行研究

展开，但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改变，只要了解两者的相关关系，

就能实现对未来的预测。但是目前为了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

性，要求不仅仅了解事物的因果关系，还要在此基础上建立起

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所以大数据时代的研究对两种关系的

运用缺一不可[3]。

3.4 统计与云技术的融合

大数据时代，由于数据的量过于庞大，所以对数据的收集

技术和统计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当前的数据收集技术

和统计数据技术随着科技的发展也达到了一定技术高度，但

对于大数据时代而言，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因此在进行数据的

统计和分析时，应充分利用新的技术手段融合云技术对数据

进行处理运用[4]。

4 大数据对经济学的影响

4.1 研究对象成为了主体

传统的研究经济过程中，受到数据收集能力的限制主要

采用抽样的方式进行，其做法是通过对整体的部分进行抽样

研究，这样也使得最终的研究受到所抽取样本的影响，具有一

定的风险误差。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研究对象成为了整

体，其数据来源更据科学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

另外还需注意研究主体时的方法运用：一般对主体进行

研究分析时，可以利用统计分析方法中的分组分析法，即依据

统计分析目的要求，将研究总体依照标志进行划分，然后再整

理，最后进行分析、观察以发现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

性。运用分组分析是在遇到统计整体单位具有较多特征，需要

分析总体数量的关系和数量的特征以及总体内部分组分析时

的一种有效研究办法[5]。

4.2 研究超脱了假设检验的限制

传统经济学研究时通常会依据所研究的内容提出多个假

设，然后对假设利用数据模型进行检验。但大数据时代的到

来，为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数据和变量，只要运用合理的人工智

能手段对数据进行有效的挖掘和开发，就可以得出大量的结

论和变量，而不是依据小范围数据统计提出假想假设，传统研

究的假设假想对于当下的大数据背景而言，就显得缺乏严谨

性、科学性。除此之外，大数据的应用还带来了处理结果的多

样化和完备的变量条件，这些都使得研究愈加具有价值[6]。

4.3 给计量经济学造成了冲击

计量经济学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为基础，运

用数学、统计学方法与电脑技术，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

手段，定量分析研究是具有随机性特性的经济变量关系的一

门经济学学科。曾经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一半以上人都是计

量经济学家，但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状况。

举例说明，在研究自变量 X与因变量 Y之间的关系时，

检验 X的回归系数为 t，如果相伴概率没有超过 0.05，则表示

两个变量之间有所关联，那么两个变量没有关系的概率仅为

5豫。2012年，中国网民数达到的高度为 5.64亿人，在研究过

程中，假设中国网民平均受教育程度（X）与上网时长（Y）之间

关系，那么 5豫也就是 2820 万人，这样的情况下，庞大的基数

致使我们不能忽视这 5豫。

4.4 改变了统计调查

综上，大数据的到来使得统计调查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传统方式在处理统计学中遇到异常点时，往往都会直接丢

弃，也对最终的研究结果造成一定影响。但是运用大数据则能

改变这种情况，其数据量大，所以使得异常点能够得到应有的

重视，且计算到其对最终结果的影响。这也是在统计数据过程

中，人们重视非结构化数据和原始数据的原因，因为经过加工

的“二手数据”，始终会对最终的统计结果造成或多或少的偏

差影响。

5 结语

大数据的到来，为统计带来了革新，既创新了研究方法，

也精准了最终的统计结果。同时给新时代的经济学带来了巨

大影响，也为研究最终的准确率提供了保证。因此大数据时代

的到来也对进行调查和研究的人们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

这就要求在大数据背景下，研究人员必须要具有新的统计学

思维，在进行分析时，及时运用一些现代的高科技技术和手段

来处理大数据，才能更好地进行具有严谨性和科学性的统计

及经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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