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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輝煌VS.林志娟 揭巨量資料面紗

一流讀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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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黃國恩、張令宜 

 

資工系系主任許輝煌、統計系系主任林志娟　揭巨量資料面紗 

在即將邁入2015年之際，大數據正方興未艾，其中的發展持續應用於各行各業，開始

蔓延並改變你我的生活。由於全球網路應用在各行業當中，讓生活上的各種數位化資

訊取得便利，所累積的海量數據資料開始被發現進而發展，逐步形成「大數據」概念

，更突顯大數據分析的重要性。 

本書從資訊本質中分析巨量資料所帶來的影響，提供我們在資訊化過程中的新見解。 

因此，本刊特邀資工系系主任許輝煌、統計系系主任林志娟，針對本書所提到的大數

據趨勢觀點進行對談，不僅探討大數據趨勢發展，兩人以自身學術專長解構大數據的

關鍵內容，以前瞻對該趨勢的深刻了解，並提及在此 

洪流下所需具備的職場能力，以 

掌握未來趨勢。 

何謂大數據 

大數據（Big data或Megadata）被稱為或稱巨量資料、海量資料，指的是各類的資料

量規模已巨大到無法在合理時間內，以人工或軟體工具對其內容進行處理、管理、並

整理出對人類有用的訊息，它包含「數據量龐大」、「數據量種類繁多」、「處理速

度快」，以及「價值密度低」四個特徵。因此，如何從各類型數據中快速獲得有價值

的資訊，需要運用到相關的軟硬體設備與分析技術，如MPP資料庫、統計分析、資料

探勘、大型存儲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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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對於《大數據》書中所談的趨勢，兩位對談人是否都感受到了？從該書封面引



言的「這本書將會全面革新我們的思考方式」一句，兩位看法如何？ 

統計系系主任林志娟（以下簡稱林）：大數據」現已成流行語，曾在刊物看到描寫大

數據現況，與大家分享：「每個人都在談論這件事情，並不是每個人都知道該怎麼做

。他們認為自己之外的每個人都在進行這件事情，所以每個人都選擇自己正在做這件

事情。」 

我想這句話正好描述現況，因為大部分的人希望和Big Data有連結，在這樣趨勢下每

個人都無法缺席，需要各式各樣的人才，如數據蒐集、整理分析等，大家都能參與其

中。以統計系來看是以資料分析與整理為主，近幾年因這樣的趨勢，讓許多業者都找

我們提供協助資料分析，例如健保局與統計系合作，將健保資料建立有效數據庫。我

認為，大數據最重要的是「商業價值」，如何在有限的資料中找出它的價值，我想才

是大數據的意義。 

資工系系主任許輝煌（以下簡稱許）：我認同林主任所說大數據所帶來的「商業價值

」。以資工系來說，我們的背景為計算機資訊科學，20年前已有資料探勘，涵蓋機器

學習、人工智慧、圖書館學資訊分析等技術應用，但近些年發現，政府部門與企業都

希望由資料探勘中去擷取有用的資訊，從中挖掘有用的資訊發揮價值。 

Big Data的發展主因在於雲端科技技術的成熟，和從前相較可儲存大量數據並加以處

理，當資料量太大，無法用資料探勘的方式建立模型來加以描述時，就會發展新技術

進而應用；這也是書中所探討的，在擁有大量數據及雲端計算技術提升情況下，如何

充分利用或解析資料。目前政府和企業開始感知並關注此趨勢的來臨，紛紛成立相關

部門因應。之前校友向母校尋求合作，希望將每通客服電話內的資訊成立資料庫，讓

電話內容不只是一通電話，而可以帶給企業更大的「商業價值」並為企業爭取最大的

利潤。 

記者：書中提到，巨量資料應用下可發揮預測功能，如預測疾病發展走向而預防等觀

點，兩位的看法如何？ 

林：我不盡然同意書中的觀點，因為「預測」是有其關聯性，這些相關性會取決問題

的設定，才能利用科學的統計方法對事物的未來發展進行定量推測，並計算概率置信

區間，因此會強調「因果關係」。但在商業模式考量下，為因應快速商業變遷的環境

，或許以相關性就能發展出致勝的商業模式，以購物網站推薦商品為例，它是根據消

費者過往的消費紀錄、瀏覽商品歷程等數據，找出相關性來推薦可能合適的商品；但

卻無法確切得知消費者購買商品的真正原因，或許是因為技術尚未成熟無法得知其中

的因果關係。 

我認為，醫藥或生命科學研究中，不僅是會以相關性研究為主，也會了解導致疾病蔓

延的因果關係等內容，所以才能提出預防措施防治疾病，舉例來說，天氣熱讓飲料和



小兒麻痺的指數呈正相關，這是只有關聯性，但真正導致小兒麻痺人數上升是因天氣

炎熱讓買飲料人數上升，也讓病毒成長，所以就會有科學家以這樣的數據、資料分析

、研究方法等了解其相關性、因果關係等，開發出適合的藥品。所以「追根究柢」應

該是要看想要解決甚麼問題後，再來尋求所應用的方式。 

許：傳統的資訊學習上，有些技術應用不太會注意相關性或因果關係，但會關注資料

中的「INPUT」與「OUTPUT」的關聯性，有些應用面如同林主任所提因果關係並不是

太重要，也是這本書想強調的重點，就是大家太注重前因後果，會阻礙進步，因為目

前有許多應用也是順其自然的發展，並沒有太大的原因。 

書中有提到，應用Google的搜尋工程在2009 年中預測出流感的爆發，而今年最火紅

的議題就是「伊波拉病毒」，日前在加拿大有間公司就是以大數據分析，對該病毒做

擴散的分析，很多國家或世界衛生組織都去請該公司幫忙，我想結果就算不是百分之

百正確，依然是有很高的可信度。從此例看出，他們可以從數據中分析，病毒可能會

擴散地點、散播途徑、擴散時間等等，這樣就有機會事前防堵。所以，在大數據分析

中，除了有大量資訊外，一定還要有各領域的專家共同加入，才會讓研究有意義。大

數據一定要有過往的資料及相關性才能預測未來發展。 

記者：知名女星安潔莉娜因基因檢測後而施行手術，這是大數據應用嗎？ 

許：我認為這個例子不能完全說是大數據的應用，比較像是基因學下的產物。她會選

擇切除乳房，是從家族病史中研究顯示有高達87% 的機率會罹患乳癌。這與大數據應

用並沒有太大的關聯，比較是個人選擇部分。 

林：我也贊同許主任的說法，「要使用大數據就要先有全部完整的資料」，若提到在

生物學上的應用，我認為可以用在蒐集基因資料，因為基因數量太龐大了，用人工選

取方式需要花費相當大的資源，如果我們能利用大數據作為輔助，相信可節省大量的

時間。 

記者：書中第三章提到：「從精確走向可能性」，請問這方面來說有容許錯誤的空間

嗎？ 

許：其實我對於這部分還是抱持著疑問，但是書中第三章提到要「擁抱不精確」，以

前我們需要把錯誤挑出來，但現在我們需要接受它，就算擁有錯誤還是可以從中得到

有用的資訊。我認為，書中所想要闡釋的是，在如此龐大的資料量下，若挑出錯誤必

須要花費相當大的精神。以實用面來看，如果我們能「擁抱不精確」是不是得出一個

「還可以用」的結論就夠了呢？這對我而言仍是思考中的議題。 

林：我也同意許主任所說，做學問最重要的是務實，在學校我們告訴學生的是歷經多

位學者專家驗證後的理論，一出社會後卻是要馬上上手的技能面。所以我也在思考「

我們真的需要Big Data嗎？」因為，蒐集資料和分析資料就可應用各種統計方法以達



到精確，對統計系來說，在統計過程看到的「差異」並不是錯誤或瑕疵，反而會促成

研究議題的產生，所以不應該將「錯誤」視為不對或忽視，而是要正視它進而解決它

。 

記者：民調中心的調查與和網站上的新聞投票意見調查，兩者相較之下，如何相信是

可信度的？ 

林：我覺得這要考慮的最大因素是資料蒐集的來源，因為是利用網路，我們無法得知

受訪者是否是誠實。假設受訪者皆誠實，我們就可以利用大數據去研究兩者關係，也

許是因為候選人的政見，而使女性受訪者有較高的意願選擇該位候選人，如果可以找

出政見與選民意願的關係，候選人就能藉此修正政見內容進而獲選，我想即是大數據

的應用。 

許：對我來說，奇摩上的投票可信度並不高，因為他們在取樣上比較輕率，不能蒐集

到各年齡層的資訊，僅能做為參考。但我相信，如果有學者要用學術性的方式討論投

票率，結果是可以相當精確的。 

記者：書中特闢一章討論資訊倫理和隱私權，兩位的看法如何？ 

林：我想，書中一語「Data可以說是未來的石油，誰掌握Data就是下一個石油大亨」

就是這樣的概念，舉Google為例，常常我們瀏覽網頁時，廣告訊息出現的類型因人而

異，Google 根據使用者的瀏覽歷程所提供的廣告訊息。我覺得，這如同書中最後提

到的，我們只能依靠個人素養和道德，雖然我們還是會使用，但是人性就變得至關重

要。 

許：我也贊成林主任所說，舉Facebook來說，其實有簡易的隱私權設定，但大家常常

忽略，所以最終回到個人上的使用。隱私權的權益不能全權交由網站為我們把關，自

己在使用科技產品上也需要多留心，呼籲大家多了解網站隱私權應用。 

記者：對兩位而言，認為《大數據》中最有挑戰性、突破原有觀念議題為何？為甚麼

？ 

林：對於相關性這個部分有些疑慮，但也不完全推崇因果關係。我認為比較難突破的

部分是，大數據發展快速憂心學校的教育是否能跟上趨勢，希望教導學生「質」的因

應，如何讓學生養成大數據的思維及找答案的能力的培養勢在必行。 

「擁抱不精確」中，反思「我們真的需要Big Data嗎？」而當中提到的「容許誤差」

是在統計當中「相信自己的能力無法做到完美」，因無法掌握而允許容錯。 

許：我覺得有趣的議題是第二章「樣本等於母體」、第三章「擁抱不精確」，這些都

是在挑戰傳統的統計方法，而「樣本等於母體」未來是有機會實現的，是因為資訊發

展及雲端儲存的技術進步。在「擁抱不精確」探討的是資料量夠多夠大時，其實不需

要太精確也是能從中得到有價值的資訊。 



記者：那在大數據時代的趨勢下，兩位老師在教學方面是否有些改變？期待帶給學生

甚麼樣的視野？ 

林：臺灣在以往沒有數據分析師證照，於今年開始引進，誰能在大數據這個新的趨勢

當中找到商機與關鍵，將帶動領域的潮流。因此大數據的出現是危機也是轉機，希望

讓學生在不同階段及領域的整合，培養跨領域的溝通能力，達成共同的目標，畢竟科

技的運用最終還是要由人類來主導，希望多培養資訊的倫理。 

許：大數據時代中，演算法也可以帶動數據分析的部分，尤其雲端技術。對資工系而

言，數據資料的處理及運用是最基本的，許多相關的研究正大量投入，預期有許多新

技術正持續開發，目前也開設雲端課程。在此希望學生勿忘「謙卑與人性」，這是學

科技的人永遠不能忘記的。 

大數據時代 職場必備 

許輝煌說： 

曾有人提出成為資料工程師必備28項能力，這當中與電腦相關如資料庫、資料結構、

程式語言等課程在本系皆有開課，相信學生是可因應這股趨勢的。無論任何科系要學

好系上開辦的專業科目都是有難度的，而且也不必每個人都成為資料工程師，所以同

學們在面對大數據時代所要做好的準備，就是要有「溝通的能力」，尤其是對各行業

和專業科目，都要有基本認識和學業專精，才能發揮所學專長。 

林志娟說： 

現在談「跨領域」人才，尤其大數據分析更需要資訊科學、統計分析以及相關專業領

域知識的整合。統計系現有開辦「數據分析師」專業證照研習課程，也有統計分析相

關課程來輔導學生與大數據時代接軌，更重要的是需具備「溝通」能力，以表達自己

的專業能力和整合客戶的需求。因此我認為擁有「溝通」與「整合」的能力，是未來

必備的能力。 

《大數據》目錄簡介 

1.現在 該讓巨量資料說話了 

2.更多資料 「樣本=母體」的時代來臨 

3.雜亂 擁抱不精確，宏觀新世界 

4.相關性 不再拘泥於因果關係 

5.資料化 當一切成為資料，用途無窮無盡 

6.價值 不在乎擁有，只在乎充分運用 

7.蘊涵 資料價值鏈的三個環節 

8.風險 巨量資料也有黑暗面 

9.管控 打破巨量資料的黑盒子 



10.未來 巨量資料只是工具，勿忘謙卑與人性 

對談人響應書中話語 

許輝煌呼應書中P104： 

第五章「資料化」：當一切資料化，用途無窮無盡。我認為同學必須了解大數據的可

能性為何，就能從分析的技術，得到用途。 

林志娟呼應書中P172： 

第六章「價值」：不在乎擁有，只在乎充分運用。我想鼓勵同學，要找出Data的價值

，從不同的角度去觀看。 

淡江未來大數據應用 

許輝煌建議：可運用於「改善教學」，這可透過教學評鑑的資料，亦或加入全班平均

及歷年該科被當人數的數據、學生課堂表現等分析，將會更具參考價值。 

還有「招生部分」，可更進一步分析學校各科系特色，以及學生背景，進而加強重點

學校的宣傳。 

林志娟建議：本校已有24萬校友可充分運用他們的課堂成績、在學表現等分析其資料

，以加強與校友互動，前提是不能違法個資法。還可將校外租賃調查資料數位化，以

即時分析並得知學生在外租屋的品質。另外，可持續累積校內各類型資料量後並加以

分析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