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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余年互联网研究的老兵。 
 
现主要禅修如何为互联网技术相面。 
 
1999年毕业于中科院计算所，获计
算机应用博士学位。 

个人画像 



① 大数据 



1 推动大数据技术产业创
新发展 

2 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
的数字经济 

3 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
理现代化水平 

4 运用大数据促进保障和
改善民生 

5 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 

2014.3 

大数据首次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 

2015.8 

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
据发展的行动纲要》 

2016.3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
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
略” 

2016.12 

工信部发布《大数据产业发
展规划(2016-2020年)》 

2017.10 

十九大提出推动大数据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017.12 

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
大数据战略进行集体学
习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 

大数据政策热度持续攀升 



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到47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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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结合对大数据相关企业的调研测算，2017年我国大数据产业
规模为47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6%。 

注：大数据产业指以数据生产、采集、存储、加工、分析、服务为主的相关活动，包括数据
资源建设、大数据软硬件产品的开发、销售和租赁活动，以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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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软硬件产品产值约为23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 

其中，核心产业规模234亿 



技术发展的大事务，大融合 

大数据分析技术 1 

大事务处理技术 2 

大数据流通技术 3 

OLAP，2000年代转向分布式，快速迭代，软硬&AI融合 

OLTP，生产系统/生命线/门槛高，目前正在转向分布式 

用技术手段缓解数据共享矛盾，以往技术力量被低估 



OLAP的分布式之旅 

2003 

谷歌发
布DFS
的论文 

Doug Cutting等
基于谷歌论文实
现了Hadoop的
代码。。 

2004 

谷歌发布
MapRed
uce论文 

2006 2006 

谷歌发布了
Bigtable的
论文。 

2007 

Powerset基
于Bigtable研
发了HBase 

2008 

Hadoop渐渐
成为互联网企
业的数据仓库 

2009 

Ucberkley 的
AMPlab研发
出Spark 第一个SQL 

on Hadoop
引擎Hive诞生 

2009 2012 

Hadoop成为
企业级的成熟
产品 

Spark成为下
一代计算引擎 

2014 2016 

谷歌开源深度
学习框架
Tensorflow 

存储越来越快：NVRAM有可能替代
DRAM成为主流 
 
计算成为瓶颈：由单核向多核扩展，
演变为GPU、FPGA和ASIC异构计算 

新一代高性能
计算引擎Ray
发布 

2017 

2000开启分，近几年快速迭代，软硬协同成为趋势 



OLTP迎来分布式拐点 

1960s 1990s 2000s 2010s 

集中式架
构 

嵌入业务的分布式架构 中间件方案的分布式架构 新数据模型的分布式架构 

典型产品： 
Oracle，DB2 

基于传统集中式架
构，业务层负责解决
分布式事务问题 

典型产品： 
Cobar，MyCAT，
DRDS 

典型产品： 
Spanner，
OceanBase，TiDB 

事务型数据处理业务的高实时、强一致性、高并发、高可靠强要求成为集中式向分
布式转型的难点。但目随着核心业务量增长，OLTP向分布式转型将迎来拐点。 



大数据带来了隐私的烦恼 

某耿直BOY: 中国人多数情况下愿意用隐私交换便捷性 
 
欧盟GDPR: 个人隐私数据的明确同意和流动权，精益数据 
 



大数据遭遇了“7年之痒” 

“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率的下一个前沿” 
 2011年5月，麦肯锡 
 
“大数据时代降临” 
 2012年2月，纽约时报 

 



大数据的烦恼，只因又一个三角困境 

国家安全 

个人隐私 
便利性 

“不可能既享有100%的安全又享有100%
的隐私，而且没有丝毫不便，我们不得不
做出选择。” 
 
                2013年，奥巴马，时任美国总统 



这些意味着什么？ 

短期：一些大数据应用真正落地了 
 
中期：保护隐私是未来3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长期：已20余年的互联网免费模式终结的开始？ 
 



Now，2018年 

 
 
 
 
从重点是发展，到重点是合规 
 
从高估短期影响，到低估长期影响 
 



从时间看，要准备过段“紧日子” 

2012-2016 

形成泡沫 

2017-2020 
回归理性 

2021-2028     
规模商用 



从应用看，金融大数据的痛点还很多 

• 金融领域业务运营和创新需要数据治理标准 

• 统一数据指标体系 

• 元数据和主数据管理方案 

• 统一数据采集、交换标准 

• 形成数据质量监测、运营体系 

• 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领域监管依赖于大数据治理 

• 数据的报送格式 

• 数据质量要求 

2018年3月银监会（原）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
数据治理指引》 

将数据治理纳入公司治理范畴，与公司治理评价和监管评级挂钩。 

建立良好数据文化，树立数据是银行重要资产和数据应真实客观的 
理念与准则。 

鼓励开展制度性探索 

加强数据应用，发挥数据价值 

强化数据安全意识，依法合规采集数据，防止过度采集、滥用数据， 
依法保护客户隐私。 



从算法看，关键是透明性 

 
算法黑箱 

 
算法歧视 

 
算法疫情 

 
开放算法 

 
算法中立 

 
监管算法 

2018年 2020年 



从资产看，KNOW 2 HOW 

 
刚知道了数据是资产 
 
还不知道如何变资产 

数据
治理 

元数

据管

理 

数据

质量

管理 

数据

交换 
标准 

数据

开发

管理 

主数

据管

理 

数据

标准 



从流通看，现在是男耕女织，30年后的诺奖诞生地 

49.0% 

47.8% 

42.4% 

34.3% 

16.7% 

13.5% 

11.0% 

0.4% 

企业内部生产数据 
客户/用户数据 

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数据  
互联网公开数据 

从外部购买的数据 
政府免费开放的数据 

社交平台数据 
其他 

从农工产品贸易到数字产品贸易的转折，从工业经济学到数字经济学的跃迁 



同态
加密 

零知
识证

明 

群签
名 

环签
名 

差分
隐私 

安全多方计算：应用于
联合数据分析、数据安
全查询、数据可信交换
等 

区块链：应用于数据
存证确权、精细数据
授权使用、数据溯源
等 

新流通，新技术 

技术特点 
可在不解密的情况下
对密文进行计算和分

析 

证明者无需任何事件相
关数据，就能向验证者

证明事件的真实可靠 

能为签名者提供较好的匿
名性，同时在必要时又通
过可信管理方追溯签署者

身份 

不需要分配指定的密
钥，无法撤销签名者

的匿名性  

具有严谨的统计学模
型，能够提供可量化

的隐私保证 

适用场景 云计算、电子商务、
物联网等 

电子商务、金融、银行、
电子货币等 

公共资源管理、电子商务、
电子货币等 

云存储、 
电子货币等 

电子商务、 
物联网等 



从价值看，发掘新价值新用途？ 

石油 
 

冶炼：煤油 
用途：照明 

 
 
 
 
 
 

冶炼：汽油 
用途：动力 

大数据 
 

冶炼：用户画像 
用途：营销风控 

 
 
 
 

 
 

爱迪生危机 隐私危机 1879年 2018年 

早期 

危机后 

早期 

危机后？ 冶炼：？ 
用途：“非人”？ 
 



从归宿看，日益细分 

普通数据，大多会“进冷宫” 
 
GDPR，隐私数据能“要灭绝” 
 
区块链，价值数据会“得永生” 
 
介质原因，很多数据会“被失踪” 

占比

热数据

温数据

冷数据



从风险看，哪里有风险哪里就有保险 

数据商 

投保 

承保 

风险评估 

定损监控 

提供风险系数 

出险定责定损 第三方 



未来，被机器遗忘将是一种幸福 

千年后，如何考古呢？ 





信通院大数据工作介绍 



信通院大数据工作介绍 



② 人工智能 



机器视觉/语音识别已超越人类…… 



52% 

10% 

6% 

32% 指纹识别 
人脸识别 
虹膜识别 
其他 

数据来源：平安证券 

监控系统 车牌识别 
嫌犯追踪 
火灾识别 

行为识别 情绪识别 
动作识别 
色情内容检测 

电商营销 用户画像 
广告植入 
门店营销 

AI的典型场景 



AI的复兴 

新数据的新应用 

老硬件的新应用 

老算法的新改进 

数据 

硬件 算法 



现在，训练数据是短板 

数据是人工智能的燃料  —— 吴恩达 

图片来自网络 



未来，AI专用硬件有机会 

TPU 

GPU 

CPU 

FPGA 

ASIC 

GPU是AI隔壁的老王 
 
就像智能手机需要ARM，AI可能也需要新芯片 

发热量的控制 
低精度容忍 
数据本地化 



液冷：再大的风，也吹不凉它那滚烫的芯了 

每平米功率 数据中心密度 制冷方式 

1.2 KW/机柜以下 超低密度数据中心 房间级-风冷 

1.2-2.7 KW/机柜 低密度数据中心 房间级-风冷 

2.7-7.5 KW/机柜 中、低密度数据中
心 行间级-风冷/水冷 

7.5-18 KW/机柜 中、高密度数据中
心 

行间级-水冷：液冷
-冷板式 

18-30 KW/机柜 高密度数据中心 液冷-冷板式：液冷
-浸没式 

30 KW/机柜以上 超高密度数据中心 液冷-浸没式 

TPU 3.0的性能相比TPU 2.0有8倍的提升，专门设计了一套水冷系统降温。 
                                                              2018年5月，

Google I/O大会 



接下来，最需要突破的还是算法 

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输入层 隐层 输出层 输含多个隐层的深度学习模型 
 

输入层 

隐层 

输出层 



3年里，AI新工种将不断出现 

数据民工 

ImageNet 

 

167个国家 

近5万人，2年 

标记近10亿图片 

得到1500万张 

 



AI的三大支撑 

云计算 

摩尔定律 

开源社区 

AI/FPGA/GPU 
 as a Service 

像Android一样做生态 

AI 是个“算老虎” 



1、人脸识别走向商用 
 
2、智能音箱爆发(短期？) 
 
3、智能服务机器人已开始在临床上尝试应用 

骨科、腹腔镜等手术机器人 
 
4、高级智能辅助驾驶系统（ADAS)逐渐成熟 
 

AI为应用赋(智)能 



汽车业，AI应用的新金矿 

路线之争 

- 为汽车增加智能 

- 为计算机增加轮子 

软件定义汽车 

重新定义道路 

 

 

新能源 

无人 

驾驶 

分享 

经济 

智能 

网联 



3年里，AI将遇到技术的天花板 

算法：还是黑盒子，调参主要靠运气 

算力：蛮力计算的巨兽，摩尔定律的衰老 

数据：有监督学习，数据改变信仰 

其它：无记忆，无推理，无法与其它方式融合 



理论已证明，至少这代AI不会觉醒 

人的意识是非算法的， 
 

基于图灵机的AI，无法建立起“自我”的概念， 
 

未来控制人类的AI，不会基于图灵机。 



人生最最痛苦的事情… 

 
量子计算的时代还远未到来， 

 
3年里，AI肯定不会控制人类。 

 
人还在，工作却没了。 

不要害怕 



③ 小结 



产业互联网时代，金融本是数据产业 

教育科研 消费 
产业 

互联网+ 

2014 

1994 1969 



当摩尔定律老去… 

软件架
构 

改进
算法 

专用
硬件 



当前行业发展的主要矛盾 

100年前， 
是信息技术跟不上工业革命的步伐 

 
100年后， 

是人类社会跟不上信息革命的步伐 



这10年，我们曾经追过的… 

物联网 

云计算 

金融科技 

SDN 
NB-IOT 

5G 

量子通信 

边缘计算 
深度学习 



2018年，浪潮之巅？ 

始于2008年的这波技术浪潮， 
 
滞涨期即将到来？ 



接下来的主要机会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谢谢！ 
 
 
个人观点     仅供交流 

微信订阅号：何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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