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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作者是業界資深的數據分析師，人工智慧投資人，他在文章里給我們介紹了什麼是大數據的來源，目前在數據
領域的初創公司與現有巨頭的競爭現狀，各自在數據領域所採取的不同做法，[url=http://www.finereport.com/tw/]數
據分析[/url]工作的外包，為什麼有關[url=http://www.finereport.com/tw/]大數據分析軟體[/url]的項目總是會失敗？
在本章節中，我想試著描述、分享一下大數據在公司商業運營情境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b]大數據的能力是從何處而來？[/b]

首先，我想先花一點時間來談談有關數據的價值，數據所發揮的作用，它是從何處而來的。

我認為「企業專家中心「（Centre Of Excellence) 這個部門非常之重要，它作為最前沿的公司職能部門，負責將數
據的角色引入到公司，並將其功能放大化。它的主要職能就是對跨部門的工作進行協調，具體包括了下面這幾項內容
：

1. 對企業的技術架構進行維護和升級

2. 決定應該收集什麼樣的數據，從哪個部門來收集這些數據

3. 推動人才招募計劃

4. 制定「關於從數據中獲取真相」的流程環節以及戰略，並制定有關隱私、合法合規性、以及行業道德規範標準的
政策制度。

但是，除此之外還存在其他的管理架構和形式。也許對你現有的商業模式來說，還存在匹配程度更高的管理架構和形
式，數據分析、組織結構模式。

其實，在商業模式和數據分析基礎的結合上，存在著好多種組合方式。商業單元（BU）各自獨立，各自為戰是一種
法子，相互獨立的 BU 為了某些具體的項目相互協作也是一種法子，企業內部治理（公司治理的金字塔頂端）是一種
途徑，外部中心（企業專家中心）也是一種途徑。

[b]數據初創公司與數據壟斷型公司的對決[/b]

到底是數據初創公司勝出？還是數據壟斷型公司勝出？這個答案不可能清楚地給出，裡面有太多需要考慮到的變數，
尤其跟公司本身所處的行業，還有所持有的競爭優勢有關。最重要的一點是，商業策略的制定，跟公司處於哪個成長
階段有著莫大的關係。

儘管從歷史經驗上我們可以看出：很多小公司在結構上比大公司要有著明顯的優勢（就比如說一些初創公司在管理數
據上面比大型藥品公司要做的出色的多），但是這並不能說：公司越是初期，在數據處理和應用上的成熟度更高。

更準確的說法是：因為小公司本身的靈活性，它們在這方面行動會非常迅速，而且因為本身基數小，所以很容易在增
長比例上大幅超越大公司。

在這裡，我想要強調的重點是：初創公司和大公司，在面對數據問題，儘管目標一樣，但是採取的路徑和方式方法是
截然不同的。這裡將這兩種方法分別稱之為：回溯型方式和前瞻型方式。

[b]前瞻型方式：[/b]一般適用於小型初創公司，更準確的說，是那些剛剛進入行業不久，短期內還無法產出大量的數
據，但是很快就會實現。正因為這一點，決定了它們從一開始就要制定一個高效實用數據的戰略。

[b]回溯型方式：[/b]更適合於已經在行業里紮根多年的大公司，它手上握有海量數據，但是它們不知道怎麼使用，比
如如何將數據向某個中心樞紐集中。

[b]前瞻型方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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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這種方式的初創公司不拘泥於過去既定的任何組織架構，而且從一開始，為了某種長期的願景，它就制定出非常
嚴格的數據政策，以避免未來在數據領域出現任何的突髮狀況。而且，它一開始就投入大量的資源和時間，如果做對
了的話，那麼它會繞開接下來運營發展中的種種不便。

一開始就制定好一個完善的數據政策，能夠很好地滿足初創公司在接下來發展中，處於各個不同發展階段時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年輕的公司所受的約束較少，這種約束不僅體現在內部，比如官僚層級還沒有形成；更體現在外部，比
如政策法規上面扶持鼓勵遠遠多過約束限制。而且它們往往對風險的接受度較高，使得它們願意去測試和應用很多前
沿科技，它們更願意關注高質量的數據，而不是追求數據量的積累以便獲得研發的基礎。

[b]回溯型方式（已有的大公司）[/b]

大公司往往會遇到下面的兩個問題：

1. 它擁有的數據量確實非常大，但是它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2. 它們手裡有數據，而且頭腦中已經存在著明確的目的，但是因為數據質量達不到標準，數據整合方式上面並不完
善，以及配套技能上不過關，連啟動這個項目都做不到。

先說第一種情況。這樣的公司往往是剛試著轉型到數據驅動領域，它是有數據，但是不知道如何從中提取出有價值的
東西出來。鑒於很多大公司的工作崗位要求都很明確，工作任務都被塞的很滿，要求也比較高，所以某些時候它是無
法做到公司內部進行創新的，也就是說，它們太忙了，根本抽不出時間。有些行業，比如銀行業、金融科技行業，這
個問題體現的尤其明顯。

關於這個問題，我認為一開始就要聘請一名專門在[url=http://www.finereport.com/tw/]商業智慧[/url]想法、戰略上做
創新的人進來。這個人富有經驗，能夠成為「數據驅動」理念的傳道者，哪怕他不具備非常強大的計算機技術背景，
他也能夠為整個公司帶來非常寶貴的建議和想法。

有了這樣一個角色的存在之後，再去考慮找一名合格的數據分析師。

再來看第二種情況。他們手上有數據，也有明確的目的，但是不知道如何利用它們。我認為這存在著兩種解決方案：

1. 公司從「一張白紙」出發，建立某種全新的數據平台，團隊，以及以數據為核心的文化；

2. 公司直接將數據分析工作以及與數據有關的問題外包出去。

第一種方式如果一切進展如預期一樣，肯定會帶來更加穩健強勁的發展，但是成本也比較高。所以這個時候決策者是
需要權衡成本收益誰大誰小的。

第二種方式是數據分析工作的外包。大公司一般傾向於選擇某些大學作為數據分析工作的外包方。理由很簡單：大學
一般來說都比較缺錢，也需要數據來進行一些研究，從而方便最終形成論文報告。一般它們的報價也比專註於做數據
分析的初創公司要低很多，更何況大學機構中不缺人才，不缺時間，不缺意願，有足夠多的理想條件來收拾整理一堆
亂七八糟的數據。

相比之下，初創公司以盈利為目標，選擇它就意味著較高的成本，但是它也是有優勢的。往往這樣的公司里聚集著世
界最頂尖的數據分析人才，而它本身就掌握著很多非常有價值的應用研究案例和資料庫，這些東西都是大學機構所比
擬不了的。

但無論你是選擇大學機構還是初創公司，都存在著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數據的隱私安全性。你需要問下面的這些問題
：公司外包出去的數據都是什麼？第三方機構是如何保證這些數據的安全性的？它們是怎麼存儲數據，決策機制又是
怎樣的？

除了這兩種辦法之外，其實還有一些「旁門左道」，能夠讓你近乎於免費的得到數據分析結構。這就是科技圈裡日趨
流行起來的黑客馬拉松和某些行業內聚會。你在這其中可以看到很多人有數據分析的才能，也能通過公開自己的數據
，免費地拿到數據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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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為什麼大數據項目很容易失敗？[/b]

[b]原因來自各個方面：[/b]

1、缺少商業目標和規劃；
2、無法正確的找出需要解決的問題，缺少解決方案規模化的路徑；
3、缺少 C 級管理人員或者高管的認可及支援；
4、過度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尤其是隊伍中人才組成不合理，這一點尤其常見；
5、不合理的預期；
6、公司內部的屏障：比如存在很多數據走不出來的 「深坑」，團隊內部糟糕的溝通機制，基礎設施問題等等；
7、將這項工作看作是一時的項目，而不是持續性的學習過程；
8、數據管理、保護、隱私方面做的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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