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PO Forum / 資訊
創業公司怎麼搞巨量資料？

frlily / October 27, 2015 05:50PM

創業公司怎麼搞巨量資料？
這是一個不說自己搞巨量資料就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的時代。阿里巴巴用巨量資料貸款，百度用巨量資料推廣告。那
麼，沒有巨頭的天然優勢，創業公司具體怎麼搞巨量資料？
開搞之前，先明確一下目前巨量資料主要是用來預判，挖掘用戶的需求（也有用過去的巨量資料判斷現在的需求，如
巨量資料種菜判斷菜目前的長勢情況）。那麼，預判的依據是什麼？就是所謂樣本，例如我通過前幾年的平均氣溫判
斷今年的溫度是高是低。
這裡還可以分為三種情況：一種是我的巨量資料軟體自帶了很多樣本可以作為分析依據，一種是我把之前的交易資料
作為樣本。第二種較先進，要求系統有自我學習建立樣本模型的能力，也就是邊干邊學。第三種最牛，不光能做出預
判，還能告訴你下一步怎麼做，例如一家賣拖拉機的公司，為用戶提供何時在哪裡種植何種作物，犁地的最佳路線。
首先說一下資料來源問題，可以是平時經營過程中積攢下來的也可以向別的公司購買（像京東那樣買騰訊的資料，目
前國內貴州巨量資料交易中心和DATACOMB很出名，後面細說），技術關鍵：積攢資料同時要根據自己的需求為用
戶和產品貼標籤，例如我希望了解和用戶年齡段有關的規律，那麼年齡就是必須採集的一個標籤。積攢資料的方式大
致分兩類，一類是圍繞用戶，一類是圍繞產品，將兩者每次交易的資料都採集下來，可用人力，例如飯店服務員每次
交易記錄下菜品，性別，滿意度之類，這一步又叫企業資料化。
然後是資料的初步處理：租伺服器，建立自己的資料分析架構，例如日報表月報表這些都OUT了，應該明確適合公
司的格式，如果需要這些定製需求的報表，目前流行的巨量資料的解決方案大部分都是以Hadoop為基礎架構。什麼
是Hadoop？簡單來說Hadoop是一個分布式計算的解決方案，分布式通俗來說就是把一件事分布到幾台計算機上運行
。由多台計算機同時運行和存儲資料，比一台計算機運行速度快，而且如果資料量大了，或者報表複雜導致運算速度
慢，只要再加計算機就解決了。
當每台計算機運算完畢後，會把中間結果集中到一台計算機上，再把這些中間結果匯總起來得出最終結果。把手頭的
資料進行預處理，包括將不同資料庫的資料導入到一個資料庫中，資料的粗選，分析，分類，會用到EMC 的GreenP
lum、Oracle的Exadata，以及基於MySQL的列式存儲Infobright等，而一些批處理，或者基於半結構化資料的需求可
以使用Hadoop。先別頭大，如果你不是淘寶京東這樣的巨頭沒有那麼巨量資料量可以不這麼麻煩，剔除那些和其他
資料差別很大的就行
接下來，就是最核心的，資料挖掘。這一步可以挖掘出你意想不到的信息，比如，買啤酒的顧客通常會買尿布，持續
買無香精面霜的顧客通常接下來會買母嬰用品。這些資料怎麼挖？需要用到以下工具：
1.決策樹，各種可能性的展示圖，主要用來精確分類。例如，樹的根部是雜貨鋪里所有商品，往上走就是第一個分叉
，分叉處有一個判斷標準-吃的還是用的，於是所有商品被分開為兩個樹枝，吃的再往上走又出現分叉，於是被分成
甜的和鹹的…
2.神經網路，例如，計算機預判迎面走來的這個軟妹子會買奶茶，因為根據神經網路顯示，上次買咖啡，上上次買酸
奶的，這次99.99%的概率會買奶茶。什麼？這貨買的啤酒？那計算機就會根據這次的結果修改神經網路。沒錯，神
經網路是具有學習能力的模擬人腦總結教訓的分析模式，他會自己得到一個穩定準確的結果。
3.關聯規則，例如上文說的買啤酒的一定買尿布。
先看一個簡單的例子，假如有下面資料集，每一組資料ti表示不同的顧客一次在商場購買的商品的集合：
t1: 牛肉、雞肉、牛奶
t2: 牛肉、乳酪
t3: 乳酪、靴子
t4: 牛肉、雞肉、乳酪
t5: 牛肉、雞肉、衣服、乳酪、牛奶
t6: 雞肉、衣服、牛奶
t7: 雞肉、牛奶、衣服
假如有一條規則：牛肉—>雞肉，那麼同時購買牛肉和雞肉的顧客比例是3/7，而購買牛肉的顧客過一段時間也購買了
雞肉的顧客比例是3/4。這兩個比例參數是很重要的衡量指標，它們在關聯規則中稱作支持度（support）和置信度（
confidence）。前者反映了牛肉雞肉組合的吸引力，後者可用來預判消費行為。好了，現指定你想要的支持度和置信
度是多少，然後把牛奶雞肉，衣服乳酪等各種組合用程序算一遍，找出支持度和置信度滿足你要求的組合。
其中，假如一條關聯規則的支持度和置信度很高時，不代表這個規則之間就一定存在某種關聯。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假如X和Y是最近的兩個比較熱門的商品，大家去商場都要買，比如某款手機和某款衣服，都是最新款的，深受大家
的喜愛，那麼這條關聯規則的支持度和置信度都很高，但是它們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所以，搞巨量資料既要對專業
精通又要對你公司的業務精通，這也是現在公司經常碰到的難題，此事古難全啊。
除了這些，巨量資料還經常用到一些數學工具如，線性回歸，支持向量機等來幫助進行比對和分類。不要小看這些輔
助工具，有時候他們是主力。美國警察用電力公司的資料與培養大麻的LED燈用電曲線進行比對，數學工具就是線性
回歸，只要發現哪家用電曲線和樣本相符（相符的程度用方差表示，標準老警自己定），直接踹門抓人一抓一個準。
這些數學工具很多都是用來分類的，分類在巨量資料中是個大事，例如國外有的門戶網站首頁分類用巨量資料直接篩
選出詳細頁使用頻率較高的辭彙作為各個大類的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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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列完了，下面資料挖掘正式開幕：
巨量資料對於什麼時候用人力什麼時候用計算機也能看出來功力，中小公司更應該注意巧妙利用人力，可避免在技術
上過多拼財力。比如以上的例子中大家可以看到，相似不相似，是不是關聯，這些標準都是人定的。計算機常負責一
些同一個演算法算大批量資料的活。美國巨量資料公司的老大Palantir就因精於此道而著稱。中小公司在這方面也有
做的不錯的，最近開始流行的圖片新聞APP 網新聞的策略就很值得借鑒：
網新聞主要是用關係圖，時間軸各種圖片展示更豐富信息，一條新聞，用戶希望在哪一點上獲取更深入的信息是網新
聞最想分析的，明確了這個目的又積累了一定用戶行為的資料後，網新聞做了如下工作：把一個新聞，舉個栗子，如
釋永信事件，讓小編寫完這條新聞就分析用戶關注這條新聞的點在哪，並且把各種可能性列出來。列出的結果是：
1、用時間軸展示少林寺背後的利益紛爭事件，用關係圖展示各利益相關方的關係，這兩條可以滿足求知慾，用戶也
可以說出去秀知識。
2、說明佛門中的禪宗一派特點就是不避世俗。古代就在寺廟做小買賣。進而拓展到律宗，密宗是怎麼回事。
3、傳聞釋永信嫖娼，有情婦，桃色因素是一個。
4、中國法律目前對寺廟住持是怎麼定性的，有哪些法律來約束，觸犯了這些法律會受到什麼樣的懲罰，對事件目前
形勢未來預判也是一個吸引人的因素…
這樣列出來後，進行關聯性分析，點擊量高的新聞，一定是具備因素2和因素3？還是因素1和因素3？…網新聞用這
種方法得出很多有價值的信息，如用戶對用圖片解釋「經理人採購指數」感興趣還是對展示某經濟指標對自己生活的
影響更感興趣，然後用這些資料指導小編擺圖寫稿。
另外，不要覺得分析資料預判用戶需求很屌，其實路邊賣手抓餅的也經常能猜出你這次要不要放辣椒，就是調用的他
腦中的巨量資料。可以讓用戶刷打折卡或者是通過QQ定外賣時顯示他平時的偏好。這個方法需要對資料預處理去掉
那些和其他資料偏離較大的資料可獲得基本的「用戶畫像」。另外還可以結合其他因素資料豐富「用戶畫像」，例如
天氣炎熱或寒冷的情況下用戶的喜好，每到周末是不是多買一些等。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使用人力的節點就是先想好你想了解什麼。例如，買啤酒的顧客會買尿布這個例子中，資料挖掘工
程師其實提前就想到有必要查看一下啤酒和其他商品的關聯，才有了這個發現，而不是計算機自己去找這兩者關係。
這需要洞察力！福布斯網站發文稱「首先制定好策略，然後奔著結果找出答案」，並由此得出「問題比答案重要」的
結論。
使用巨量資料的流程就這些了。總結一下哪些地方使用人力：收集什麼樣的資料需要人來做決定，想好要弄清楚哪些
規律需要人來做決定。電腦主要用來存儲，以及用數學工具來進行具體計算。哈哈，原來巨量資料不是巨頭們買一個
塞滿房子的超級計算機把海量資料統統輸進去然後「度昂」一下就出來結果了！我們小公司一樣可以搞啊！
由於「問題比答案重要」，再說一下巨量資料領域提出的幾個有代表性的「問題」。既然除了利用之前積累的資料了
解用戶偏好向用戶推銷這次的產品，還可以用巨量資料讓用戶方便的消費來提高用戶體驗：快餐業的視頻分析。該公
司通過視頻分析等候隊列的長度，然後自動變化電子菜單顯示的內容。如果隊列較長，則顯示可以快速供給的食物;
如果隊列較短，則顯示那些利潤較高但準備時間相對長的食品。這個案例門檻極低，只要人為設定隊伍多長算長，做
食物的速度多塊算快即可，也可以人工標定一下哪些是快食哪些是慢食。
不僅可以預判需求予以滿足，營銷時還可以定點營銷。此類打法常常是從別的機構購得資料或者連錢都不花從政府開
放的資料中拿，一家領先的專業時裝零售商，通過當地的百貨商店、網路及其郵購目錄業務為客戶提供服務。公司希
望向客戶提供差異化服務，如何定位公司的差異化，他們通過從Twitter 和Facebook 上收集社交信息，更深入的理解
化妝品的營銷模式，隨後他們認識到必須保留兩類有價值的客戶：高消費者和高影響者。然後通過免費化妝服務，對
這兩類消費者進行精準的宣傳。這個案例中，需要用到的工具有用于歸類的線性回歸，聚類分析等。

資料的來源問題：由於沒有巨頭那樣的資料積累，中小企業經常想到購買資料，或使用政府公開的免費資料。目前國
內掌握巨量資料的巨頭不夠開放，形成了讓仁人志士頭大的「資料堰塞湖」。雖然也有開放資料的，例如中國首個巨
量資料開放平台DataComb，對於掌握一些資料的公司來說也多了一些資料變現的渠道，然而對疏通「堰塞湖」並沒
有太大作用。也有好消息，8月1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關於促進巨量資料發展的行動綱要》，全面公開應
該就在眼前了。在美國最重要的資料開放平台就是奧巴馬政府在2009年推出的Data.gov，奧巴馬同學對搞巨量資料
一向蠻拼的。

另外，創業公司切記，巨頭們整天嚷嚷的「巨量資料不必追求精確，犧牲精確性可以換取效率和更多規律的發現」，
可問題是那是在資料量異常大的情況下，對中小企業資料量不太大時務必要精確。

總的來說，巨量[url=http://www.finereport.com/tw/]資料分析[/url]可謂是兵無常勢，水無常形，真正厲害的資料挖掘
大師是碰到什麼樣的形勢知道用什麼樣的工具來解決的人。中小企業玩巨量資料切記：1.不炒概念。2.不燒錢。切實
用巨量資料提升企業競爭力才是王道。

4500+企業選擇FineReport報表與 [url=http://www.finereport.com/tw/]BI[/url]
[url=http://www.finereport.com/tw/]商業智慧[/url]工具【免費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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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ource開發，類excel設計，全方位異質資料庫整合，資料填報、Flash列印、權限控制、行动應用、客制化、交
互分析、報表協同作業管理系統。
分享自：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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