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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要的就是事实”，托马斯·葛雷更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艰难

时世》开场白中如是说。如果用“数据”来替换“事实”一词，大数据迷们一定会

欣然认同。一些人甚至断言，人们不再需要理论，因为数据模式已经告诉我们一

切。这种说法是否缺乏根据？毕竟，数百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利用数据进行研

究。学术遁辞日益被视为反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随之应运而生，而经

验数据则是其中的关键。

在数据资源极大丰富、垂手可得的世界里， 数据被认为可以为人们的行动提供

充分的指引，本文探讨在这一背景下，所谓理论已丧失实际用途的说法是否成

立。在后续的《保险观察》期刊文章中，我们将讨论大数据对寿险行业可能产生

的影响，尤其着眼于人类专家知识在未来的作用。

理论的终结

最后一个宣称重大事物终结的人是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1989年，他

声称历史即将在最后阶段达到顶点，彼时整个世界将被自由民主所主宰。1 呜

呼，历史根本没有停滞不前，事实已经证明他的错误。

但是数据聚合商（如谷歌）是否就代表着理论的掘墓人？是否到了该问“科学从

谷歌那里能学到什么”的时候？2 或者如同福山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划时代

政治剧变感到震撼一样，大数据迷们是否也会屈服于大数据无可争辩的动力？

大数据将令人们脱离任何理论，通过经验之门即可探知世界，这一观点近年来

被反复谈论。3 事实上，这只是科学与哲学历史上一个由来已久争论的新近表

现。著名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如笛卡尔和莱布尼兹）断言，某些知识只能来源于

理性与逻辑。相反，培根、洛克和休姆的经验主义学派认为，经验形成知识的终

极基础。培根甚至宣称，经验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一切。4

二十世纪前半叶，知识的基础再次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令“证伪主义”追随

者与“逻辑实证主义”主张者互相对立。这一次是科学知识面临考验，或者更准

确地说，是知识观点称得上科学知识所必须遵从的标准。

大数据、大见解 – 数字世界里， 
知识还是力量吗？
Thomas Gehling 与 Bernhard Wolters, Gen Re, 科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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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历史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特定知识的用

处。二十世纪前半叶，名为“行为主义”的理论研

究法逐渐显现出影响力（文本框1）。

行为主义拒绝说明可观察操作性制约与可观察

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并预期大数据对于知识的排

斥。行为主义的正确性随后受到另一种名为认知

心理学的理论方法的挑战。

认知心理学认为，心理状态和头脑运作的方式

非常重要。在一项实验中，首先要求参与者们表

达对某些话题的真实意见，随后他们需要以小论

文的方式反驳这些意见，以此获得不同数额的

奖金。14 在实验的最后阶段，参与者需要完成问

卷，他们被告知问卷为匿名方式，从而可以再次

收集他们的真实意见。

按照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言，基于经验观察，

科学知识观点（理论）原则上必须是可驳倒的（

可证伪的）。5 例如，“明天会下雨”的理论是科

学的，因为如果明天不下雨，这个理论是可驳倒

的。另一方面，“明天会或者不会下雨”的理论是

不科学的，因为没有可想得到的观察论断能够反

驳这个理论。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的本质植根于基

础经验观察论断中，归纳法是其标志元素。在这

一基础上，只有已经下雨多天，才能说明天会下

雨的论断（理论）是科学的。否则，这个论断只能

被视为不科学的臆测。

我们是否需要知识？

大数据倡导者声称，在数字世界里成功运作不再

需要知识。用他们的话来说，“相关性[一系列模

式]取代因果关系[阅读：知识]，即使没有不同的

模型、统一的理论或者任何机械论的说明，科学

也能够进步。”6

这一观点反映经验主义学派对于知识的永恒确

定性固有的怀疑论。图1描述相互关联的数条信

息（I）构成的网络，其中每一条信息都在说明其

他信息（蓝色箭头）。这个网络构成知识。如果没

有将一条信息与其他信息关联起来的解释和说

明，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堆信息碎片，“信息碎片

无助于人们理解他们想要处理的现实问题。”7

信息可被描述为数据（D）与意义（M）之和，即

I = D+M。8 大数据倡导者宣称，知识可以被完全

免除，因为“意义”可以从这个等式中去除。按照

特定规则（语法）组合且格式良好的数据已经足

够（如译文或广告），不再需要有关语言、文化和

习俗的任何信息。

要评估知识是否真的不再必要，我们必须思考特

定知识与背景知识之间的试探性区别。10 特定知

识包含可呈现统计相关性的说明，根据我们的背

景知识，这些统计相关性看似合理。背景知识除了

支持特定知识以外，还能使我们以目标导向型方

式收集数据，并筛选有价值的数据模式。11 此外，

背景知识有助于我们利用已经发现以及可能已经

说明的相关性。前者使我们的预测更可信，而后者

使我们的预测更有用，不仅仅是在商业意义上。

文本框1 – 行为主义

佛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方法以（不可观察的）

潜意识心理过程为核心，行为主义与此相

异，行为主义支持者将其视为“自然科学纯

粹客观的一个分支。”12 行为主义的理论目

标为“对行为的预测与控制。”13 行为科学理

论由 B.F.斯金纳充分发展起来，他补充了早

期对经典条件反射的关注，即刺激通过操作

性条件反射引起反应，即偶然行为受到操作

性制约的强化或惩罚，其结果是，这一行为

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增加或减少。按照行为理

论，这是学习的本质。斯金纳没有否认与操

作性条件反射共存的心理状态，但他认为两

者并无关联（见图2）。

I1  

I3  

I4  I5  

I2  

图1 – 以相互关联的信息网络形式呈现的知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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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者认为，如果受试者反驳其最初意见的

小论文可获奖金数额越高（强化），更高比例的

受试者在最后问卷中的意见改变就越大，即他们

学到了新的意见。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奖金数

额越小，实验诱导出的意见改变就越大。15

这一结果被认知心理学准确地预测到，或者更确

切地说，是认知失调理论（文本框2）。得到更少

奖金的学生受其冲突行为的影响更大，因此，他

们更想要改变自己的意见，从而使之与先前的行

为保持一致。图3显示，为了说明（可观察）相关

性，理论可能是有意义的。

拥有知识的益处

背景知识的益处在下面的例子中显而易见。16 在

一家美国零售公司Target工作的数据分析员发

现，25种产品的购买模式使他们能够给出怀孕预

测分数以及预产期估计。在咨询过神经学和心理

学专家对于习惯形成的意见后（尤其是循环提示、

常规和奖励），Target了解到，在重大人生事件发生

后（例如怀孕），人们易于接受改变习惯的提示。

Target推出婴儿相关产品的定制广告，吸引孕妇

和她们的亲属光顾商店。在店里，店员会说服她

们购买其他产品，试图改变她们的购物习惯。但

是当潜在的公共关系危机隐约浮现时，因为其掌

握的文化和心理背景知识，Target能够及时地发

现这一危机。

这家公司意识到，孕妇可能会对怀孕相关产品的

定制广告产生警觉。这些女性可能合理地产生疑

惑，Target是如何了解到她们的怀孕信息的，或

者她们是否被暗中监视。因此Target开始在这些

广告中混入孕妇可能不太会购买的产品，如割草

机或酒杯。

结语

背景知识在大数据主宰的数字世界里仍然具有

价值，看来这一点不容置疑。 我们仍然需要提

出恰当的问题，没有背景知识这是不可能做到

的。大数据迷们大概也会认同这点。不如说他们

的怀疑指向的是以理论形式表现的特定知识，这

些知识说明统计观察，尤其是相关性。依据他们

的观点，这些知识在过去为了提升我们对于预测

的信心是必要的，当时的预测以有限的观察数量

（数据）为基础。理论仅仅是一种辅助手段，不

能得到更高的地位。随着大数据的出现，采样、

归纳推理和假设正在被针对所有人群的实时观

察和追踪所替代。17 从有限数量的观察到研究针

对的目标人群，理论看似不再是支持这一跳跃的

必要元素。在商业应用上，这似乎是一个有效的

观点，尤其是考虑到几乎为零成本的纠错速度。

虽然如此，仍然有不曾预料到的误区，正如前述

行为心理学实验所展示的。

我们简要地看一下“大数据”一词的可能定义，

这些定义可以反映出我们前面讨论的大多数争

议点。其中一个解释是，大数据指的是数据量太

  
 

图2 – 行为主义

文本框2 – 认知失调

根据认知失调理论，两种矛盾意见或者意见

与行为之间矛盾引起的心理冲突会诱使受

试者要么改变意见，要么调整行为，从而恢

复心境平和。这一过程也取决于支持新的矛

盾意见或行为的理由有多充分（在上述实验

中，理由就是奖金数额）。理由不充分（如奖

金较少）意味着更多的心理干扰（认知失调），

因此更有可能改变行为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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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无法用传统数据库技术管理的数据集。18 大

数据应用程序无需采样，只是观察和追踪发生

的事件，就这个意义而言，数据体量起到额外的

作用。19 另一种观点认为，大数据不只关乎计算

能力的缺乏，而且也关乎对可提供附加价值的新

模式和相关性的探查。20 在数据体量与类型之

外，速度是大数据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因为计算

通常能够实时完成。21

在后续的《保险观察》期刊文章中，我们将重点

关注大数据真正的变革性新特征，我们还将探

讨加速进行的社会变革产生的额外推动力。我

们的关注点将转向围绕大数据使用而出现的实

际（道德）问题。最后，我们将回顾大数据已经

产生的影响，并展望大数据将怎样进一步塑造寿

险公司应对重大挑战的方式，即客户需求、变化

风险、逆选择和道德风险。

  

 

图3 – 认知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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