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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新兴科技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度融合，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一种重

要的经济形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数字空间重构了经济社会活动和管理决策场景，

同时也催生了大量的数据，例如，线上购物中的消费者偏好、社交网络上的富媒体内容动态、共创环境下的

价值创造活动、平台生态圈内的参与者行为、虚拟化生产中的数字组装日志、智能交通中的时空轨迹、用户

直连制造（C2M）中的需求订单、交易市场支付结算的数字货币等等。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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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 

本文提出了大数据决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大数据-小数据”问题。这一问题是指在给定大数据集合

的情况下，找到具有特定规模的小数据子集，以使小数据的语义尽可能接近地反映大数据的语义。也就是说，

“大数据—小数据”问题是在“语义反映”的意义上，寻求获得小数据使其语义与大数据语义尽可能相近。

进而，本文围绕小数据如何代表性反映、一致性反映和多样化反映大数据的语义来讨论“大数据—小数据”

问题的 3 种类型。 

具体而言，代表性语义反映是一种体现显式语义特性的“大数据—小数据”问题，这种反映通常是在原

生事实的层面上，通过数据实例之间的相似性以内容覆盖的形式来表示。例如，当需要从所有搜索结果中浏

览一小部分条目时，当需要从所有企业博文中读取一小部分文章时，当需要从所有客户反馈中阅看一小部分

评论时，当需要从所有舆情专报中审视一小部分报告时，……，林林总总，人们遇到了依据小数据认识全局

进行决策的情形。此时，小数据通过部分具体的数据实例内容来反映大数据整体的数据实例内容。 

一致性语义反映是一种体现隐式语义的“大数据—小数据”问题。这种反映通常是在间接模式的层面上，

通过相关属性上的数值分布来表示。例如，在线上购物环境中，消费者可以在阅看一小部分产品评论后就可

以掌握全体评论中对产品不同属性的情感极性分布情况，从而避免产生有偏的购物决策。其它场景还如企业

口碑的详略画像、受众声音的宏微聆听、媒体报道的点面呈现、政策分析的繁简要义等等。此时，语义反映

强调小数据集合在特定属性特征上的取值模式与大数据集合的一致性。 

多样性语义反映同样也是一种体现隐式语义特征的“大数据—小数据”问题，这种反映通常也是在间接

模式的层面上，通过分组的信息熵以结构覆盖的形式来表示。例如，人们可以在浏览新闻过程中知晓多角度

的报道，可以在竞品搜索时获取到更加丰富的选择，也可以在政策制定时考虑各类人群及其诉求，等等。此

时，语义反映侧重小数据集合反映大数据集合的类别多样性，即体现大小数据集合语义在类别结构上的相近

性。 

在作者团队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在最后针对上述 3 种不同类型的“大数据—小数据”问题，给出

了相应的优化解决方法，并概述了这些方法的基本思路、优势以及管理决策效果。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针对决策信息在大小数据间的不对称性，提出了“大数据—小数据”问题，并从“语义反映”的角

度定义了相关概念的科学内涵。同时，围绕代表性、一致性和多样性，阐释了“大数据—小数据”问题的 3

种类型，并给出了相应的领域情境、问题复杂性和可能的求解路径。 

在数字经济环境中，对于“大数据—小数据”问题的重视和解决程度既关乎着数据要素的有效利用，也

影响着大数据决策和赋能的效果。所以，对于学界、业界和政界来讲，相应的学术研究探讨、企业数字化转

型、政策决策和治理等领域需要进一步加强大数据决策思维，鼓励“大数据-小数据”问题求解的方法创新和

使能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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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际贡献与未来拓展 

本文的主要贡献旨在通过定义和求解“大数据—小数据”问题揭示大数据决策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

通过小数据反映大数据，进而实现“以小见大”的洞察，对基于数据进行科学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对数

字经济中数据要素的更深度发掘。 

在数字经济中，随着数据要素和数智化作用的日益显现，也将出现更多的“大数据—小数据”问题的应

用场景和有效实践。进一步的研究拓展可在本文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在新场景下“大数据—小数据”问题的

建模、求解及其赋能的不同形式，洞察和解构大数据中的深层次语义，提升大数据驱动的管理决策和价值创

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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