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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财眼透视

商业价值如何利用 个人隐私如何保护 道德底线如何坚守

小账单背后的大数据威力
本报记者 崔滨

海量数据背后

暗藏商业价值

案例：如果你在亚马逊购买
了东西，那么下次登录页面之
后，首页最上方推荐的商品是与
你上次购买商品相近或者配套
的东西。比如用户曾在上面买了
本《基业长青》，再次登录的时
候，推荐至首页的商品是其他管
理类书籍——— 该用户就被亚马
逊定义为管理学书籍爱好者。亚
马逊认为，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
的推荐算法，能够给用户提供他
们真正需要的产品。

当支付宝年度账单上出现
近4万元的支出，超过济南98%的
淘宝网购者后，王珣的第一反应
是：“让我逃避一会儿……”不
过，随后的账单明细让她恍然大
悟：“除了给父母、老公、儿子、侄
女在网上买衣服，小到狗粮，大
到电视、冰箱这些家电，统统都
在网上搞定。”

王珣自嘲，“我去年新换的
手机简直就是为网购存在的，当
然这个手机也是在网上买的。”
此外，2012年的支付宝年度账单，
还非常尖酸地为王珣算出了一
个数字，因为淘宝网购，她去年
减少出行了400多公里，相当于从
济南到烟台。

“要不是支付宝，我自己真
不会记这么明细的账。”王珣说，

“支付宝能记录下我这么多购物
信息，真是有意思。”

有意思的还不止王珣个人
的购物数据。这一年度账单发
布，支付宝甚至还利用其掌握的
大量支付信息，分析出2012年“新
疆图木舒克市的男人最疼女人，
为女士购买的商品最多”、“青海
的大叔最潮，55岁以上的网购男
性增长了12倍”以及“天蝎男和水
瓶女网上花钱最大方”等等八卦
到底的结论。

支付宝何以发布名目如此
之多的信息，又为何要发布呢？
支付宝CFO井贤栋表示，以淘
宝、天猫、支付宝等电子商务构
成的阿里巴巴集团，注册买家会
员超过6亿，有10亿种商品，上万
亿的年交易额，是中国目前最大
的互联网数据“原产地”。“年度
账单只是支付宝帮助用户更了
解自己的网络消费行为的一个
小尝试，在这之后，支付宝将在
大数据领域进行更多的探索。”

井贤栋所说的“大数据”，正
得到时下众多科技企业前所未
有的重视。而所谓大数据，最直
观的意义，正在于数据信息之
多，之巨。以中国的互联网为例，

一分钟，新浪会发送2万条微博，
苹果会下载4 . 7万次应用，淘宝会
卖出6万件商品，百度会产生90万
次搜索查询。

当这些记录了数亿网民网
上行为动作的数据汇聚在一起，
因为它的巨大和全面，其自身就
变成了一种价值。

金融、消费、物联

都用大数据做市场

案例：“上海一本科生专门
应聘某均价4万每平米的高档小
区物业，每天拿着扫描枪盯着
小区垃圾堆，看见有条形码就
扫描，晚上回家把数据整理出
来，得出这小区喝什么水吃什
么油买什么衣服，整个小区的
消费品类偏好和品牌偏好一清
二楚，再形成报告，几十万的价
格卖给了大公司。”

这是近日热转的一条微博，
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大数
据挖掘更大的价值。

事实上，不只是在垃圾堆里
找数据，眼下已经有许多公司开
始意识到大数据里的商机。在舍
恩伯格那本著名的《大数据时
代》一书中，他提到华尔街一家
掌控数以百万美元计股票的基
金公司，其决定买卖的依据，竟
然是每天全球3 . 4亿微博账户留
言中流露出的情绪，“如果电脑
分析当天所有人都显得很高兴，
那就买入；反之，就卖出。而这种
靠分析上亿人心情的投资方式，
让这家公司的投资回报率高于
市场平均水平。”

并非只有金融、消费企业在
利用大数据，专注于城市基础设
施数字化与智能化解决方案的
物联网公司山东泰华电讯，也对
大数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该公

司董事长马述杰就向记者表示，
“物联网的作用，是用各种传输
方式，获取和掌握联系网中每个
物体状况的动态数据，而进一步
利用这些数据，则能给我们创造
更大的市场空间。”

马述杰告诉记者，“像我们
为济南开发的防汛指挥调度系
统，每次降水都会生成大量记录
着济南天气变化和水文信息的
数据。除了在极端暴雨天气时帮
助城市管理部门设置应急预案
外，在日常生活服务领域，这些
数据可以用来管理水管网，什么
时候需要检修，怎样设置管网更
科学合理等等，最终形成一整套
智慧城市管理的解决方案。”

就像世界经济论坛在报告
中对大数据的评价，广告主一直
知道有50%的广告投入是被浪费
的，只是不知道是哪50%。而大数
据的出现，能帮助人们看清那浪
费的50%在哪里，“其价值堪比石

油，通晓如何利用这些数据的企
业将成为最强者。”

挖掘个人隐私

已成产业链

案例：一位愤怒的父亲冲进
塔吉特百货(美国第二大超市)，
质问店经理为何向他未成年的
女儿推荐孕妇产品。而真相却
是，塔吉特百货利用其大数据采
集分析工具，根据女孩的购买习
惯推测出她怀孕的事实。一个月
后，这位父亲打来电话抱歉，因
为他的女儿真的怀孕了。

如今，所有谈论大数据对商
业革命性推动的文献，都会讲述
上面这个案例，它既印证了大数
据的魔力，也同时显露出令人心
悸的一面，当数据挖掘比你的家
人甚至自己都要了解你自己，在
网络世界如同透明人的你，如何
保护隐私和安全？

日前发布《2012年中国信息
安全综合报告》的互联网安全软
件公司瑞星公司透露，2012年，不
论是在电脑上还是你的智能手
机里，跟踪、记录你的地理位置
信息、浏览内容信息以及网上操
作信息的插件甚至木马程序，呈
现明显上升态势。

而且，搜集、整理、贩卖个人
隐私信息，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
的黑色产业链。瑞星公司安全专
家表示：“目前，国内对于网络数
据尤其是个人隐私信息的安全，
不仅技术薄弱而且管理松散，许
多企业的核心数据库都外包给
第三方公司托管，十分容易外
泄。例如京东、盛大、天涯用户数
据外泄，就给网民的个人安全带
来极大隐患。”

而研究企业伦理方向的山
东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德胜
也认为，目前很多中国企业的商
业伦理意识还比较淡薄，面对激
烈的市场竞争，非常容易做出超
越商业道德底线、罔顾用户利益
的恶意竞争行为，“像此前360和
腾讯的‘桌面大战’，就直接影响
到很多网民的个人电脑使用，侵
犯了他们的隐私。这种企业自身
的不自律，对个人隐私保护的危
害更为可怕。”

而就在22日，工信部表示将
在2月1日起实施我国首个个人信
息保护国家标准，企业和组织收
集、加工、转移和删除个人信息都
将依法行事。这固然对眼下几乎
处于“裸奔”状态的4亿多互联网
用户提供了一件防护衣，但在大
数据时代诱人的商业利益面前，
对个人隐私信息的获取和保护，
仍将是一场巨大的博弈与战争。

“不忍直视啊！”“简直要剁手了！”让不少网友发出这样惊呼的，仅仅是支付宝发

布的2012网购对账单，那些蜿蜿蜒蜒、大大小小、嬉笑怒骂的曲线、数字与卡通形象

里，勾画出一个个“败家”的自己。而造就了这个让你大吃一惊的自己的，正是你自己

在网络上产生的海量数据。随着这些数据被有心地收集、分析，它所生成的结果，令人

耳目一新。

现在，随着互联网与日常生活的深度结合，我们每天都在互联网上产生出数量庞

大的数据信息，如何利用这些数据创造新的价值和服务社会的产业，许多企业正为此

全情投入。在市场与利益之间，在道德与法规之间，随时随地产生，又无时无刻不在影

响我们生活的大数据，正成为一场深刻改变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技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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