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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目前大數據一詞有很多不同

的定義，且對於其是否在短期內會使

企業遭遇重大變革也受到很大的關

注，但大部分的認知是，隨著科技變

得更加便宜、更加親近使用者，有比

過去更大量的數據產生，且更受到媒

體的關注。 

優點 

大數據有一個主要的優點為其可

以提供新的洞見，來幫助做出更多明

智的決定。這不只可以適用於企業，

也可以適用於顧客。消費者會透過比

較不同行業的消費經驗，以及在網路

上找到評論並給予回饋，將他們的評

論內容和消費者本身喜愛的品牌列入

選擇的考量。消費者能夠獲得更充分

的資訊，來幫助他們做出更聰明的選

擇，以獲得更好的結果。個人科技的

快速變革使消費者渴求創新服務及產

品。 

風險 

使用大數據有許多風險因子及優

勢。一個具有較多資訊技能的社會通

常不贊成分析師使用他們最善於使用

的方式來分析。監管機構也更加意識

到資料分析的力量。如欲使用資料，

則必須要先有資料。在未來，有效的

資料分析將需要有效的資料策略，來

幫助規劃資料的蒐集(包括購買及取

得外部資料庫)。 

使用資料而導致的錯誤變得前所

未有地容易發生。隨著大數據發展，

作決策的速度加快，了解資料的品質

就變成最重要的事。利用資料的可得

性及力量可以抑減成本、提高收入、

以及幫助公司未來不會被淘汰，但是

同樣地公司的競爭者也會有這些好

處。 

使用大數據的方法 

資料分析雖是強而有力的工具，

但成功使用資料的主要關鍵在於事前

瞭解尋找的目標或是應用系統技術來

決定答案。S.M.A.R.T 原則是個強而

有力的選擇且被廣泛採用，

S.M.A.R.T 原則是由「明確具體的」

(Specific)、「可衡量的」

(Measurable)、「可達成的」

(Actionable)、「實際可行的」

(Realistic)、以及「有達成期限的」

(Timely)等五個原則組成，公司組織

必須大膽地去尋找並挑選合適的技術

及方法。在運用大數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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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必須使用對消費者公平的原則來驗證分析結

果及證據以確保該分析是遵循法令的。 

若要邁向成功，公司需要掌握以下主題: 

•了解客戶:了解數位顧客行為、需求及理想結

果的快速變革，以及這些變革對公司獲利能力和

成長的影響。 

•發展產品 :設想新的商業點子來拓展企業規

模。 

•發展策略:設計一個能夠處理需要的提案、最

佳的營運模式的策略以及一個人夠達成策略的方

法路徑。 

•培養互動:採用敏捷方法去設計、構建及整合

企業級的社交、行動和網路方案。 

•管理風險:保護公司的資產、資料及名譽來面

對數位化世界的威脅。 

 

傳統方法與SMART原則的差異 

傳統方法中，首先要蒐集及管理資料，再來

要分析資料並針對分析結果提出見解，最後，再

利用分析的結果作出決定。在SMART原則中，

第一步是先做決定，並根據決定取得所需的見

解，在決定所需的資料並加以收集、管理。然

而，使用此法有一個須持續關注的地方是，資料

管理者須注意為達成分析目的所收集的資料的品

質、完整性及精確度。 

 

對與會者的提問 

活動中對現場超過100名的與會者提出了10

個問題，以下為題目以及用百分比表示的與會者

回答。 

問題一:大數據有帶來任何新改變嗎? (圖一) 

對此問題可能的回答有: 

1.沒有任何新的改變。 

2.大數據只是一時的趨勢，當人們意識到它沒帶
來任何改變後就會完全消失。 

3.大數據是新的東西，但不會為這世界帶來改
變。 

4.大數據將改變這世界。 

 

結果: 

超過百分之六十的與會者相信大數據將會帶

來重大的變革，因此在短期內會對公司組織的營

運帶來劇烈的改變。有評論指出與會者一般都認

為公司組織若無法接受大數據，將會在競爭者中

失去競爭優勢。 

 

問題二:大數據正在改變您的公司嗎? (圖二) 

對此問題可能的回答有: 

1.目前沒有改變，短期內也不會有改變。 

2.目前沒有改變，但馬上會有改變的。 

3.目前已有一些小改變。 

4.目前已有大改變，且未來會有更多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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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大多數的與會者相信大數據將會帶來改變，但對

於改變的程度持不同的意見。部分評論指出相對

於其他部分，大數據將會為金融及電信方面帶來

較多改變。 

 

問題三:什麼因素阻饒您使用大數據? (圖三) 

對此問題可能的回答有: 

1.技術。 

2.科技。 

3.管理者不願接受。 

4.不知道從何開始。 

 

結果: 

大部分的認知為，缺乏技術是接受大數據所面臨

的最大挑戰。大部分的與會者所在的公司組織沒

有足夠的能力使用大數據。部分的人表示他們的

公司曾試著去雇用資料分析師，但是無法找到合

適的人選。 

 

問題四:您覺得若不接受大數據會面臨的最大風

險為何? (圖四) 

對此問題可能的回答有: 

1.未遵守法規。 

2.失去競爭優勢。 

3.無法及時反應潛在議題。 

4.錯失潛在的機會。 

 

結果: 

評論中大部份的認知為，在所有方面，大數據的

商業性以及失去潛在機會將會是不接受大數據所

面臨的主要風險，而法律方面的風險只有金融服

務機構有。 

問題五:您的公司有使用數據分析工具嗎？(圖五) 

對此問題可能的回答有: 

1.沒有。 

2.Excel算嗎？ 

3.我們有購買，但是我們沒有使用。 

4.有，我們使用工具來分析數據。 

 

結果： 

超過一半的與會者表示公司有使用分析工具來分

析數據。其中有一些回應提出，這些工具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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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部門管理的，不會嵌入到整間公司。 

 

問題六:您的公司有收集社交網站的數據嗎(如：

LinkedIn, Twitter, Facebook)？(圖六) 

對此問題可能的回答有: 

1.沒有。 

2.少量的社交網站分析。我們行銷部門的員工會
注意Twitter及Facebook。 

3.我們有做過一些社交網站的數據分析。 

4.我們定期會收集、分析及回應社交網站數據。 

 

結果: 

大部分的與會者表示非結構化資訊(社交網站資

訊)並沒有被收集或是被妥善地進一步分析。有

些回應反映他們的公司距離定期使用社交網站數

據還很遠。 

 

問題七:您的顧客對數據問題有什麼感受？(圖七) 

對此問題可能的回答有: 

1.他們對數據問題沒有興趣。 

2.他們只關心隱私及安全。 

3.他們對我們如何使用及儲存數據有興趣。 

4.我不知道。 

 

 

 

 

結果: 

客戶數據之隱私及安全對與會者來說是非常重要

的。與會者提到一些最近的醜聞並表示他們對管

理從不同途徑得到的數據有高度的關注。最重要

的一點是如何控制各系統和程式之未授權使用並

維持這些控制作業。 

 

問題八:您擁有您所需要的數據嗎？(圖八) 

對此問題可能的回答有: 

1.沒有。 

2.有，但數據品質不佳。 

3.有，我們有一套高品質的數據。 

4.有，我們有一套高品質的數據並依靠外部消息
使資訊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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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有些與會者很關注收集到的數據之品質所帶來的

影響，尤其是非結構化資訊所帶來的影響。對大

部分公司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進行這樣的流

程，所以，這是他們關注問題的最大因素。 

 

問題九 :您認為大數據所帶來最大的好處是什

麼？(圖九) 

對此問題可能的回答有: 

1.做決策時更有信心。 

2.可以更快的做出決策。 

3.與客戶有更多的連結。 

4.更遵循法令。 

 

結果: 

與第四題的結果相符，大數據在商業層面的影

響，也就是與客戶之間的連結，對於接近一半的

與會者來說是最大的好處。 

 

問題十:在您的公司裡，您認為未來大數據在那

方面所帶來的影響是最大的？(圖十) 

對此問題可能的回答有: 

1.金融 

2.顧客管理/關係 

3.作業 

4.IT管理 

 

結果: 

如第四題與第九題之結果顯示，顧客管理是與會

者認為最具影響力的地方。 

 

結論 

在活動當中，有圓桌討論及問與答之環節，

並收集了與會者之意見。我們可以發現大部分的

公司開始著手使用大數據；但是，在未來幾年中

企業需要有一些變化才能使公司作業能夠處理大

量的數據。 

在調查當中我們可以發現使用大數據主要可

以幫助企業改善顧客管理及幫助公司辨認新的機

會。另一方面，使用大數據最大的憂慮則在於顧

客資訊的安全性及數據品質對於結果準確度的影

響。最近的一些醜聞引起了企業的關注，因此，

在使用大數據的同時必須實施安全控制作業以防

止系統之未授權使用。此外，導入大數據之經驗

不足可能會引起數據品質問題，導致分析結果不

正確。為了避免此問題，公司應導入控制作業，

如調節或驗證測試，以確認資訊之準確度。 

大數據對於組織之影響是取決於它們的產

業。金融業與其他產業對於風險有不同的看法。

非財務相關之組織不會認為法規的限制是主要的

風險，但是金融業者會認為法規的限制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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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在最後的辯論中，資誠提出在使用這些科技

前有幾個地方要先考慮。這些地方及與會者所提

到的意見包括： 

•數據策略─想發展成為數據領先之企業需要先

發展所需的技術、基礎建設及軟體。企業需要有

一個數據策略來告訴它們應如何達成這些需要。

此策略應與公司及IT策略緊密連結並聚焦於達成

企業的需要。 

 

•數據分析及管理資訊─由於企業的數據容量會

隨著時間而增長以致於數據分析工具會愈來愈複

雜，企業會有更多機會可以透過仔細的數據分析

來提升客戶的體驗。數據分析可以提升企業對顧

客行為的瞭解並發展更複雜的定價結構及市場定

位。使用適當的分析工具和技術來管理數據是非

常重要的。 

 

•數據治理─為了達到適合的數據品質水平實施

數據治理政策、流程及控制是必須的。企業在使

用數據時應能對它們的誠信及品質有信心並能確

信品質不佳之數據不會使用在重要的分析中，它

的結果可能會影響重要的商業決定。 

 

•數據隱私─企業所擁有的客戶數據上升時，代

表違反1998年英國資料保護法的風險也同時上

升。 

 

•容量─企業應確保其系統及技術能支援數據分

析所需的容量。 

 

•技術─企業應確保它們具有所需的技術來管理

現時企業所擁有的數據量，並使用適當的招聘流

程及訓練計劃改善人員的技術來面對科技的變

更。 

 

•數據建構─企業應把從不同來源取得之分析所

需數據整合到一個共同數據模型中如數據庫。數

據建構設計及萃取、換置和載入(ETL)之過程對

於數據模型的成敗是非常重要的並應定期評估其

成效及列入到策略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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