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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认识大数据发展的五个问题 

（来源：学习时报，2019-10-18）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集

体学习时指出，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

超前布局、力争主动，深入了解大数据发展现状和趋势及其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影响，分析我国大数据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推动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

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正在成为当下最热门

的词汇。一方面，作为一种特定的信息技术类型，大数据的快速发展

及其在科技、经济乃至文化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各行各业的热

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特定的认知视角及其尺度，大数据也日益深

刻地改变着人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和理解生活的方式。毋庸置疑，大数

据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大数据不是万能的，也有其自身的劣势和

负面影响。因此，面对奔涌而来的大数据洪流，我们有必要保持一种

超前的理性，既积极助推发展又冷静思考应对。 

  多方面提升辨别大数据信息的能力 

  多方面提升辨别大数据信息的能力，必须多方面加强大数据建设，

提高辨别大数据信息的能力。一方面，政府要在政策、资金、人才等

方面支持相关机构、企业积极布局大数据建设，合理改造和完善 IT

基础设施、云计算技术、数据中心等大数据基础设施，打造扎实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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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硬环境和软环境。另一方面，政府、企业、研究机构、高校要积

极资助具有创新性和竞争力的大数据前沿技术研发，培养大数据专业

人才，合力打造技术过硬的大数据人才队伍，同时加强大数据知识的

普及和传播，提高全社会判断和辨别大数据信息的能力，防止盲目的

数据崇拜。 

多层次保障信息真实性 

  大数据具有相对模糊性，包含一些虚假不实的信息。在大数据时

代，信息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渠道多样化，信息扩散能力更强，在

传播过程中极容易产生数据造假的现象。信息的不当传播不仅会导致

各种不道德行为和犯罪的发生，最重要的是，大数据信息包含很多个

人隐私，一旦泄露，发生不实传播，后果将是致命性的。因此，要积

极倡导信息的科学传播、健康传播，净化信息传播环境。第一，推动

大数据技术走向成熟，加快大数据自身完善，从源头上过滤掉虚假数

据，避免不实信息的产生，确保信息的真实性。第二，制定配套的信

息传播监管机制，政府、各机构、个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对信息的流

向进行监管，以确保信息传播渠道正规，传播内容正确。第三，明确

信息传播中的权利和责任，避免出现有人传播、没人负责的现象，一

旦发生信息不当传播的情况，必须进行问责和惩治。同时，个人也要

提高辨别数据真伪的能力，避免信息误判。 

  妥善处理信息共享与隐私保护的关系 

  数据资源的共有共享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高效、便捷、

可量化的维度，同时也为数据泄露开启了便利之门。随着全媒体时代

的到来，大数据可谓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人们在大数

据面前成为“透明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多重困境，需要从法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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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技术维度、伦理维度共同维护信息安全。在法律层面，立法是基

础更是关键，要推动建立大数据法律体系，在《数据安全法》的基础

上制定更为详细的解释条例，呼吁个人信息保护法尽快出台，提高大

数据法律体系的权威性，破除大数据使用的“灰色地带”。在技术层

面，加强大数据隐私保护技术和访问控制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通过具

有针对性的技术手段的介入，筑牢信息安全的防线。在伦理层面，积

极构建社会伦理道德观，强化主体的道德责任感，对技术和法律触及

不到的地方进行补充。只有法律的强制性、技术的刚性、伦理的柔性

协同保障，才能使信息安全得到全方位的维护。此外，个人应该提高

隐私安全意识，在信息共享和传播的同时主动有意识地避免关键数据，

共同维护隐私安全和数据安全。 

  积极应对生活世界的不确定性 

  大数据对社会生产生活带来的深度影响还在于，它在改变人们的

思维方式、重塑社会文化形态并引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的同时，也愈

益广泛地造成了社会发展和社会心理的不平衡问题。大数据时代的焦

虑具体表现在对时间的焦虑、对信息的焦虑、对生存的焦虑、对社交

的焦虑等方面。面对焦虑问题，应当承认生活世界的不确定性，积极

应对社会焦虑。因此，要理性看待大数据时代人们对“快速”的要求，

适当为工作和生活减速，把握好“快”与“慢”的节奏；提高个体的

信息认知能力，明确实体生活和虚拟生活的界限，避免陷入“信息茧

房”；弱化互联网塑造的交往方式，重新回归中国人的情感连接和情

感治理；理性分析和判断生活世界的不确定性，积极应对和化解世界

的不确定性，从中寻找我们的平常心和定力。焦虑是生存性的，是不

可避免的，焦虑并不一定是坏事，只有冷静应对大数据时代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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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在大数据时代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深入把握大数据的文化意义 

  从社会学角度看，数据是社会的产物，其收集、分析、应用都是

人与人在符号层面上的互动，负载了人的关系、价值和情感，说到底，

数据所承载和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因此，数据的本质乃在于它是关于“人”的符号，其中所蕴含的

文化意义是从根本上需要掌握的。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互动大多

以数据为载体进行，虽然方便高效，但是如果人的行为都被当作符号

来理解，则缺少了活力和激情，冷冰冰的数字代替了温情脉脉的社会

交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渐疏离。我们不能脱离大数据生长的土壤

——人及其社会的价值本性，否则会本末倒置，达不到预期效果。因

此，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大数据全面纵深发展的过程中，既

要继续推动大数据技术创新，又要高度重视大数据的文化意义，只有

两者兼顾，才能更好地发挥大数据的社会价值。 

当前，大数据的热度持续攀升，带动了经济、科技、教育的发展，

正在给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广阔的创新生长点。但是，“数据

是一把双刃剑”，只有理性对待，才能推动大数据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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