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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研究中对因果性与相关性的探讨已成为当前的焦点议题，因果性的追求曾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但在现代科学实践中却遭遇了许多挑战。与此同时，相关性凭借其高效的数据处理优势，

展现出广泛的社会应用前景。本文深入探讨了科学领域中因果性与相关性的本质，并对其理论局限性进

行了深刻反思。最终，在大数据的语境中揭示了因果性与相关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据此提出了一种整

合因果性与相关性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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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cussion of causality and relevance in big data research has become the current focus of is-
sues. The pursuit of causalit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cience, 
but it has encountered many challenges in modern science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relevance, 
with its advantages of efficient data processing, shows a wide range of social application pros-
pec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ature of causality and relevance in science and deeply reflects on 
its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Finally, the internal link between causality and correlation is revealed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and a strategy to integrate causality and correlation is proposed accor-
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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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规划》将数据要素放到

一个更为宏大的“数字中国”图景中，并进行了周密的规划与部署。大数据正在深刻改变社会生活以及

我们观察、理解世界的方式[1]。在众多领域内，诸如在线购物、医疗保健及人口管理等，运用大数据分

析结果优化决策的做法，已经展示出其非凡的优越性。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大数据时代整合因果性和相

关性，为未来的数据分析提供新的方法和洞察力，以更好地应用数据来推动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和社会进

步。 

2. 科学领域中的因果性与相关性 

2.1. 科学领域中的因果性 

因果性是科学领域中一个极为核心且复杂的概念，它强调的是一个事件和第二个事件之间的作用关

系。即前一事件被认为是后一事件的原因，后一事件被认为是前一事件的结果[2]。因果性在人类理解世

界和揭示其本质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认知作用，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揭示和理解自然界

中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科学领域中，古代原子论的支持者们坚信一切现象都是依据因果法则产生的。德谟克利特坚决否认

任何事物会因机缘巧合而发生，原子论的另一位代表性人物留基波也曾持有类似的看法：“没有什么是

可以无端发生的，万物都是有理由的，而且都是必然的”[3]。这些观点都坚信一切事件都有其明确的先

前原因，这些原因决定了事件的不可避免发生。牛顿就宣称：若已知系统的起始状态和内部相互作用，

便能准确预测其过去和未来的状态变化。因果性在经典物理学中被认为是确定性的，这种确定性的因果

关系为科学预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 世纪初的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拉普拉斯态度则更加激进，他认

为倘若我们掌握了宇宙某一特定时刻所有粒子速度与位置的完整信息，并且完全通晓自然界的运作法则，

那么我们就有能力精确地推断出宇宙在任何过去或将来时刻的具体状态，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拉普拉

斯之妖”。拉普拉斯强调了科学界对揭示因果关系和确立事物确定性的不懈追求，体现了人们对科学有

能力完全认知和预测自然现象的积极信仰。 
在经典力学盛行的时代，人们相信只要我们明确了事物发展背后的原因，我们就能精准地预知和操

控其结果。但随着实证科学的不断进步，因果观念在本质上的理解开始显露其局限性，面临着统计学、

统计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的深刻挑战。 

2.2. 科学领域中的相关性 

相关关系是指客观现象之间确实存在的，但在数量上表现为不确定的相互依存关系[4]。相关性在科

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帮助研究者揭示变量之间的关联关系，为深入研究和理解复杂现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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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础支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相关性理论在当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在量子力学领域，粒子的行为特征是借助波函数进行描述的，波函数把粒子的状态体现为多种潜在

状态的叠加，这种状态的叠加反映了量子力学内在的复杂关联性以及其根本的不确定性。在量子世界中，

实验设置在内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都变得极其复杂，我们不再能够将两个相同的实验设置视为等价，

这导致了每次观测都具有其独特的个体性。最终我们只能借助概率论的框架来进行预测和解释，由此导

致的结果是，科学度量在理论方面具有局限性，因果关系只具有概率性的意义[5]。我们在科学上不得不

寻求相关性的转向。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则进一步强调了量子力学中的相关性，该原理表明我们不能同

时准确地测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这种复杂迷离的现象不仅揭示了量子世界中不确定性，而且还说

明在描述粒子行为中，相关性比因果性扮演更为核心的角色，从而为我们重新理解和审视世界提供了一

个以相关性为中心的新视角。 
经典统计学的奠基人皮尔逊认为：“因果性的观念开始崩解，尽管它曾为物理学家带来无限的利

益……今后，有关宇宙的哲学观将是一种相关的变量系统的哲学观，接近但绝非达到完全的相关即绝对

的因果性”[6]。在皮尔逊的统计学视角下，因果性被当作相关性的一种特殊情形，虽然因果性在解释某

些现象时是不可或缺的，但在许多情况下，通过研究变量间的相关性就足以揭示出其背后的规律和机制。 
而且，在当今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科学思维方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转变，我们正在逐渐从深

究因果性转向关注相关性。由于人类每一时刻都在产生大量复杂且多源异构的数据，为了更快更好地适

应生活，我们完全有可能不去过分深究隐藏在数据背后的因果性，而是通过充分挖掘和揭示海量数据间

的相关性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换言之，这代表着告别总是试图了解世界运转方式背后的深层原因的态度，

而走向仅仅需要弄清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及利用这些信息来解决问题[7]。 

3. 大数据应用中因果性和相关性的局限 

3.1. 因果性的局限 

通过大数据分析，我们可以评估不同干预措施或事件对特定结果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其背后的因

果联系。例如，在医疗领域，通过分析患者的治疗历程和健康状况数据，我们能够确定不同治疗方法对

患者健康状况的具体影响。 
然而，在探讨大数据应用中的因果性问题时，我们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一系列局限性。首先，大数据

分析通常侧重于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这导致了因果性的真正确定面临挑战，因为仅凭相关性无法建立因

果性。其次，反向因果性是大数据中的一个常见挑战，这意味着两个变量可能相互影响，而不是一个单

方面导致另一个。这种情况下，因果性的方向可能不明确，容易导致误导性的分析结果。此外，大数据

处理中存在众多混淆因素，这些因素作为因果变量的选择十分困难，选择不慎很可能对因果性研究的准

确性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因果性分析中需要仔细考虑和控制混淆因素对处理数据的污染。最后，数

据采样偏差和伦理隐私问题也是因果性研究的限制因素，因为它们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不具有普适性或受

到伦理约束。 
为了克服上述这些局限性，研究人员需要综合运用领域专业知识、因果推断方法和实验设计，以确

保因果性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但在实际应用中，由于探寻因果性的机制十分复杂，过分地追求因果的确

定性和精确度，不仅难以取得因果性地成果，反而陷入了低效率的困境。 

3.2. 相关性的局限 

在大数据中，我们能够通过揭示出事物之间的相关性，来达到一些特定的目的。比如，基于聚类的

大数据驱动相关分析可以揭示能源消耗与产品产量之间的潜在关系，从而提高能源和资源的效率[8]。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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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许多情况下，仅凭相关性进行推断并不总是可靠的，在大数据的研究过程中相关性也遭遇了种种

困境。 
首先，在大数据的背景下，数据的种类繁多且复杂交杂，其中包括了有价值的数据、伪造数据、噪

声数据和毫无意义的数据，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相关性度量的准确性，数据集中的噪声、异常值和缺失数

据需要通过严格的数据清洗和预处理来管理。其次，数据中变量的随机性使得基于相关性的预测变得不

稳定，人们很难准确无误地评估变量间的联系和发展趋势，尤其是在复杂的干扰因素作用下，对变量间

相关性的评判就变得更加困难。再次，大数据的相关性有着追求全样本分析的趋势，计算相关性可能涉

及昂贵的计算成本，并需优化算法以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处理包含敏感信息的大数据时，必须严格

遵守数据隐私和安全标准，这对全样本的相关性分析来说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总之，相关性分析在实

际应用中有着各种局限性。相关变量的遗漏会影响预测模型的准确性，数据集和变量的选择至关重要，

既要最大限度地提高预测准确性，又要评估基于特定特征的歧视可能性与公平性[9]。为保证数据处理结

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我们要对相关性做出足够的反思。 

4. 大数据中因果性与相关性的整合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我们发现无论因果性还是相关性在实际运用中都有其局限性，要想全面地揭示

现象的深层本质，仅仅依赖单一的理论框架是远远不够的，不同理论各有其显著优势。 
相关性分析作为一种快速直观的方法，使我们能够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处理和解读，探寻事件和现象

之间的关联，从而对过去和现在的状态做出准确判断，并且还能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但也要看到，相

关性分析虽然在大数据应用中具有极高的价值，但它仅仅是认识和理解世界的第一步。因果性研究能够

揭示事件和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制，帮助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科学领域中相关

关系仍然无法取代因果关系，仅凭相关关系并不能说明应当如何成功干预现实世界[10]。尽管因果性研究

可能更为复杂和费时，但它提供了一种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世界方式，学者周涛更是坚定地认为：“若

人们忽视或放弃了对因果关系的追寻，这将是人类自我堕落的开始”[11]。 
因此，在认识数据世界时，我们可以通过收集数据并运用技术手段分析其中的相关性，从而找到理

解数据世界因果性的新途径，而不仅仅是在数据分析中寻找和验证预先设定的因果性。我们主张对大数

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并非完全放弃对因果性的追求。“其所关注的相关性是对因果关系的逼近和靠拢，是

在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时的一种折中”[12]。重新厘清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之间的关系是大数据时代的核心

问题[13]。在大数据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对因果性与相关性进行有机整合，构建一个包含两者的综合研究

框架，减弱因果性与相关性各自的局限性，这将对大数据的发展与应用大有裨益。 

5. 结语 

在当今以大数据为主导的时代，数据的广泛应用正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质量。因果

性和相关性的研究不应该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应该相辅相成，共同推进。通过因果性的揭示能够验证和

深化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到的结论，提高我们认识世界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而通过相关性分析，我们可以

快速找到潜在的关联和模式，为因果性的深入研究提供线索和方向。综上所述，大数据时代要求我们对

因果性与相关性采取综合和协调的研究方法，通过两者的相互补充和整合，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进

步，更好地利用大数据的力量推动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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