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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大数据的作用越加突显，大数据具有庞大复杂的功能，可以有效推动社会治理、

数字政府、数字交往等，同时也相应产生了诸如个人隐私保护、“信息茧房”、网络暴力等问题，这些

现象的频发使我们产生一些哲学的思考和追问，大数据带给人类的终极究竟是：生存还是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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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role of big data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big data have a huge and complex function, whic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social go-
vernance, digital government, digital interaction, etc.,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corres-
ponding problems such as personal privacy protection, “information cocoon”, cyber violence, etc. 
The frequency of these phenomena has led to som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questions about 
the ultimate of big data to human beings: survival or de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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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以及网络的普及，大数据的作用更加突出，尤其是利用大数据可以在各个

领域发挥关键性的效果，特别是此次疫情中大数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控制疫情有着突出效果，

从中可以看出大数据是当今时代关键技术，所以不管是从技术角度还是哲学角度，研究大数据相关问题

以及产生一些思考是必要和必需的。 

2. “大数据”的概念 

关于“大数据”的概念至今学界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统一的定义，但是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

例如 3V 定义：即规模性(volume)、多样性(variety)和高速性(velocity)，还有 4V 定义，认为再加一个新的

特性如：价值性。维基百科对大数据的定义则简单明了：大数据是指利用常用软件工具捕获、管理和处

理数据所耗时间超过可容忍时间的数据集 [1]。仅从字面理解“大数据”的关键点在“大”和“数据”，

所以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大数据需要海量和大规模的数据，但是“大数据”的概念显然不止于此，它需

要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算法处理，得到一定的价值目标。基于此笔者浅显的认为“大数据”就

是需要依据一定的数字平台获取大量的数据，然后通过分析处理得到一定的价值目标，这种目标可以用

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个性推荐，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各领域。 

3. 大数据时代的优势 

大数据时代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当今社会是数字时代，大数据的运用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各个方

面，诸如无现金支付、数字政务、数字教育等等。2022 年 6 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

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指出：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引领驱

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社会建设、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加快数字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工程，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形成数字治理新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可以看出从国家层面非常重视大数据的实际运用。 
第一，大数据时代有利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是个很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可以基于大数据进行社

会维稳、打击犯罪等，大数据的出现可以有效解决之前无法解决的各种问题。比如近几年疫情突发，大

数据在其中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利用大数据甄别确诊患者的接触者效果明显，利用大数据搜集各方数

据生成“健康码”，这都是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典型例证。 
第二，大数据时代有利于推动建立数字政府。“数据时代社会信息化和政府信息化程度前所未有，

物联网、云计算、数据整合、基于语义网的 Web 3.0、关联数据、信息发布等新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为政

府治理实现‘智能’化提供了技术支撑，将会从根本上改革政府的组织模式和政府形态，进而改变政府

治理模式。” [2]当今世界是信息世界，数字时代，政府同样要与时俱进，利用大数据的优势进行高效行

政，国家近些年来非常重视数字政府建设，稳步推进数字政务，例如推行各种办事手机客户端、政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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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网、一网通办、“零次跑”、数据全国互认等举措，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以及方便了人民群

众，利用大数据更好的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种模式的改变也有利于转变政府的“本位”属性，

逐渐转变成服务性政府，也有利于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水平的提升。 
第三，大数据有利于建立数字交往。大数据的出现同样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计算机出现

以前人与人之间更多的靠面对面的交流以及简陋的书信通信，所以一个人的交往社会界限较小，只能局

限在居住地附近。但是数字革命打破了这一界限，使人与人的交往借助一台数字终端即可实现即时通信，

这种转变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与人的交往理论上不在存在物理和现实的界限，改变了社会关系中的

交往模式，使之逐渐演变成一种数字交往。当然随着数字交往客观需要以及市场需求，产生了许多数字

交往平台，诸如微信、QQ、facebook 等社交平台。通过这种即时性社交平台，人们可以构筑以自己为核

心的较为庞大的“朋友圈”，即时通信视频，即时掌握对方的动态。这些都可以看出大数据逐渐改变了

人们的交往模式甚至思维方式，这是大数据值得肯定的优势之一。 

4. 大数据时代的困境 

任何一个事物是矛盾的，具有正反两面，对立统一的属性，大数据作为一个可以影响整个时代的事

物，自然也有弊端和不足。尤其近些年来，数字对人民生活工作的影响显而易见，这种影响总体看是积

极正面的，但是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大数据时代的“个人隐私”保护问题，“信息茧房”问题等，

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发展困境，需要社会各界集思广益解决问题。 

4.1. “个人隐私”保护面临困境 

“大数据中的大部分数据来源于人和传感器，包括用户上网浏览的资料、社交网络上用户的信息和

评论、传感器数据和监视数据等” [3]，这些数据被数据平台收集后进行大数据处理分析，通常可以分析

出用户的个人信息，部分企业将这些个人信息非法二次出售进行获利或者分析精准的消费群体以提高市

场。这些数据通常被滥用进行非法目的，例如电信诈骗、销售推广、金融犯罪等，严重危害个人的安全

及社会稳定。 
现如今是网络时代，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及工作都会在网络上留下大量的数据痕迹，大部人没有专业

的知识以及主动意识清除掉这些记录个人数据的信息，这就给个人隐私泄露带来便利条件。比如在网络

上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浏览记录、搜索记录、聊天记录、照片视频、购物信息及付款信息等，通过这些大

量的数据可以分析出个人的家庭住址、工作地点、新闻喜好、购物习惯、近期动态等各种个人隐私的信

息，通过这些信息可以进行精准的购物推荐、新闻推荐以及其他的非法目的等。可以看出大数据在极大

地方便人们生活工作的同时也带来非常大的隐患，值得我们警惕和解决。 

4.2. “信息茧房”现象突出 

“信息茧房”是西方学者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提出的，是指人们往往习惯把自己包裹在

自己感兴趣以及符合自己价值观和认知的信息周围，长此以往这种信息将其包裹成一个网，就像生活在

“茧房”中一样，从而像生活在“茧房”中，这样一种现象即称之为“信息茧房”。大数据时代数字平

台获取大量数据后可以分析出个人的喜好兴趣等隐私，如果将这种数据运用到信息领域就表现为“个性

化推荐”，例如数字平台可以根据个人数据分析出用户喜欢关注那些新闻、喜欢那些领域等，通过算法

机制个性化推荐，长此以往用户只能看到自己想看的，听到自己想听的，长期接触不到不同的认知及价

值观，只会更加地固化自己的思维和认知。 
当然在网络时代还可以认识与自己价值观、认知能力、教育程度、兴趣能力相似的圈子，并逐渐产

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所谓的“圈子”，出现了“人以群分”的现象，这种圈子由于相似的背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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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逐渐只有一个意见，“网络的新技术提供了人们一种信息过滤筛选机制，允许网民寻拍自己癖好的消

息，这会使他们隔离了别的意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人们设定了话题、观点，网民接受到的信息是封

闭式，听到的将会是自己发出并且想听到的回音。” [4]这种“信息茧房”发展到极端就会出现“回音房”

和“群体极化”的现象，最终甚至使其丧失自我思考能力，成为被动接受的“工具”。 

4.3. “网络暴力”现象频发 

“信息茧房”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回音房”和“群体极化”的现象。“回音房”是指具

有相似背景的群体具有相似的观点和声音，排斥和不接受外部的意见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会发展成为

一种群体极化的现象。“当个人聚集在一起时，一个群体就诞生了。他们糅杂、融合、聚变，获得一种

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能。他们屈从于集体的意志，而他们自己的意志则默默无闻” [5]。这种群体因为

具有相似的价值观、认知能力、教育程度、兴趣能力等，内部高度同质，这些人的意见情绪在网络上累

积后，以群体的方式宣泄出来，进而引发网络暴力。这种宣泄不辨是非、不问对错，没有明显的认知能

力，就是单纯某个群体的发声，所以网络上才会出现所谓的“键盘侠”等名词，因为这些人对某一事件

的评论和意见只基于自己不成熟的价值观和认知能力，是非不辩，只为宣泄这个群体积攒的情绪和意见。 
例如近些年人们一直关注的“饭圈”就是一种典型的代表，这些饭圈的成员大都因为相同的兴趣爱

好聚集在一起，以未成年为主，没有成熟的价值观和认知能力，所以才会出现为了自己喜欢的明星出现

“网络骂战”、“倒牛奶打榜”事件，不允许其他人对自己的“爱豆”提出不同的意见，不然就是有组

织的对其进行网络暴力。这些都是大数据时代带来的一些弊端和困境，需要我们思考解决。 

5. 基于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思考 

大数据时代的快速发展推动世界的进步，极大地方便的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

方式，但是与之相对，大数据也带来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大数据的发展到底带向人类

的是光明还是黑暗，是生存还是毁灭，这些哲学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5.1. 人的“自我意识”是否丧失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分析，算法推荐可以说比我们自己都了解自己，了解“自我”，我们长期接受这

种个性推荐的信息，逐渐将自己包裹在“信息茧房”中，逐渐成为一个思维固定，丧失思考能力的机器

甚至“工具”，再如资本、平台、消费主义通过各种方式让人们沿着他们设定好的方式消费购物选择。

可以说我们在一定程度连选择何种商品、怎样消费的选择权都没有，只能被动选择，逐渐丧失“自主性”

和思考能力，人们长期以往处于这样的一种“茧房”和幻觉中，是否会丧失“自我意识”值得思考，是

否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工具”和“机器”。 

5.2. 人的“社交属性”是否丧失 

大数据时代让人们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可以跨越空间进行通话、交流，缩短了空间距离，但是与

此同时人们表现出沉溺于数据时代、媒体时代，线下的交流与社交逐渐缺失，表现出在网上社交的属性，

在网络上积极发言，但是在现实中“沉默寡言”甚至社交恐惧，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思考，人最重要的属

性是社交属性，如果伴随这数字时代的发展，这种社交属性是否会丧失？或者网络上的这种交流是否是

我们发展必须的社交。同时数字时代的快速发展，在网络上表现出“社交泛滥”的现象，个人隐私、网

络暴力等问题层出不穷，网络的匿名性和跨越空间的特点使部分人在网络上肆无忌惮，远远超出网络正

常社交的范围，而在现实中往往表现出与之相反的特点，网上社交是否为人在哲学意义上的社交范畴，

人的“社交属性”是否会丧失，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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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生存还是毁灭 

值得思考，大数据时代带给人类的重点到底是何方？生存还是毁灭，这确实值得思考，大数据的进

步意义显而易见，带给社会的进步和变革可以说是一场“发展革命”，从这个角度去看，大数据只会带

领人类走的更远和很快，可以使人类实现更加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是相对的大数据的弊端也不容忽视，

人们是否有能力应对这种困境，这种困境是否会使人类“毁灭”，当然这只是哲学意义的价值和终极思

考，但是往长远来看，考究人的哲学意义，丧失“自主性”甚至“自我意识”的人，还能否称之为“人”，

大数据的时代究竟带领人类走向何方，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和“省悟”。 

6. 结语 

大数据时代发展具有很明显的进步意义，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有

利于社会治理以及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但是不可避免的带来诸如个人隐私泄露、“信息茧房”、

网络暴力等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也使我们产生了一些哲学思考，从哲学层面考虑，大数据的发展是

否使人丧失“自我意识”，发展的终点到底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值得思考和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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