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基于大数据的科教评价信息云平台构建和智能服务研究”（１９ＺＤＡ３４８）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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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状，剖析和解读研究中的前沿热点和问题，为后续研究提供支持和建议。当前国内外厚数据相关研究

主要集中在厚数据定义研究、厚数据应用场景研究和厚数据分析方法研究等方面，未来应继续围绕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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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人类活动持续不断地产出海量数据，其中所蕴

含的数据价值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情报来源，数据

则成为工业时代迈向数字时代的重要资源和生产要

素，大数据借助于计算机的强大算力和分析力，被广

泛应用在数据密集型产业领域，大数据分析方法成

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定量分析方法之一。无论是科

学研究、企业竞争还是政府决策都越来越信任和依

赖大数据。人类受益于科技发展带来的变化，也逐

渐习惯于利用数据解决问题，倾向于“用数据说话”

的定量分析方法去揭示问题的相关关系，但大数据

背后揭示事物因果关系的定性分析似乎却被暂时

遗忘。

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更应该正面思

考对大数据定量分析方法的过度依赖，回归数据意

义本身，更好地挖掘数据背后的故事和因果关系，正

如人工智能先驱、贝叶斯网络之父、图灵奖获得者

Ｐｅａｒｌ教授所说“若求大智慧，当知真因果”。因此，
如何有效开发利用厚数据，引起了业界和学术界的

关注。现有文献表明，国内外厚数据研究主要集中

在厚数据定义研究、厚数据应用场景研究和厚数据

分析方法研究等方面。

２　大数据与厚数据
２．１　大数据

大数据（ＢｉｇＤａｔａ，ＢＤ）概念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萌芽，随后不断被关注和提及，其内涵不断丰富、外

延不断扩大，尽管各行业对大数据一词的定义并未

达成统一，但现有定义中对大数据的描述都体现出

一个共同特征，即大数据是指超过了我们现有数据

处理能力的海量数据集。大数据也呈现出许多与小

数据时代的信息不同的独有特征，得到各行业普遍

认可的有大数据“４Ｖ”特征，即 ｖｏｌｕｍｅ（容量大）、ｖａ
ｒｉｅｔｙ（种类多）、ｖｅｌｏｃｉｔｙ（速度快）和 ｖａｌｕｅ（价值密度
低）［１］。大数据的“４Ｖ”特性以及大数据时代相较
于小数据时代数据运用的差异而言，大数据分析更

倾向于要总体而不要抽样、要效率而不要精准、要相

关而不要因果。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对数据

的深入挖掘，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数据技

术，利用定量分析研究方法实现其方法与成果的科

学化与精准化。大数据分析为人类社会带来全新的

发展契机无可否认，但若持续加深对大数据的依赖，

难免落入大数据傲慢与偏见的“陷阱”中，导致社会

发展被视一切为数据并以数据为中心的“数据主

义”世界观支配和控制［２］。因此，厚数据相关研究

开始受到业界关注。

２．２　厚数据
在大数据强势的时代背景下，对大数据背后的

隐性意义和价值的挖掘成为新的研究趋势。厚数据

研究的产生和兴起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时代发

展和数据资源的广泛应用及其现实价值为厚数据研

究提供了动力。厚数据概念来源于人类学的“厚描

（深描）”，１９９０年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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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描述的概念：“厚描述不仅包括事实，还包括评论

和解释，并具有特定细节、概念结构和丰富含

义。”［３］但厚数据一词作为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与

大数据对比分析的使用，最早出现在ＷａｎｇＴ（２０１３）
《大数据需要厚数据》一文中，她结合人类学“厚描

（深描）”概念提出了“厚数据”，即“用民族志方法

来解释在大数据视觉化与分析背后的意义”［４］。

自ＷａｎｇＴ提出厚数据的概念后，国内外许多
学者开始关注到这个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衍生出来

的新词，并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解读。Ｓｔｅ
ｖｅｎＭａｘｗｅｌｌ指出人们过度沉迷于数据信息的量，却
忽略了“质”的部分，也就是分析法所能揭示的商业

洞察。但数据量越大并不意味着生成的洞察和创新

就一定越多。知名咨询顾问公司ＲｅＤ负责人Ｍａｄｓ
ｂｊｅｒｇ（２０１４）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厚”数据
的力量》的文章，指出厚数据可以协助企业理解消

费者在接触产品与服务时产生的情感以及内在的脉

络，因此更能协助企业面对瞬息万变的商业挑

战［５］。除了商业领域从业者的理解外，国内学者刘

琳等（２０１５）则提出，厚数据是指那些丰富的、具有
前后关联性的数据，它们只能通过丢开电脑、深入实

际生活才能获得［６］。叶丽雅（２０１５）认为厚数据是
通过小样本分析，找出特定人群的需求。大数据呈

现的是数据，厚数据呈现的是故事。大数据揭示的

是“是什么”，厚数据展现的是“为什么”［７］。赵兴龙

（２０１７）提出所谓的厚数据，是和大数据相对而言
的，指在某个特定教育情景中用于反映学生全面发

展的质性数据，包括学生的兴趣、爱好等，媒介载体

包括文本、视频、故事、图片等，重在揭示学生成长过

程中的情感、态度、某种经历甚至对某种活动的意义

等［８］。贾男等（２０１７）则认为厚数据是指样本数量
不大但涵盖的信息维度众多的数据［９］。孙智中等

（２０２０）指出，Ｍａｎｎｉｋ和ＭｃＧａｒｒｙ借用厚描述的概念
给出了厚数据的过程定义，厚数据的产生借助于对

行为的观察，并在参与性观察的基础上探索特定的

社会背景和文化［３］。克里斯蒂安·马兹比尔格

（２０２０）在其著作《意会：算法时代的人文力量》中借
用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的“深描”（ｔｈ
ｃｉｋ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概念，将大数据时代难以言传、只能
意会的信息称为厚数据［１０］。

从上述众多厚数据定义中不难看出，国内外学

者在剖析解读厚数据定义时，都以大数据作为理论

基础和分析对象，强调了厚数据蕴含的隐性价值，尤

其指出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厚数据背后的情感和意

义。可见，大数据与厚数据之间紧密的逻辑关联和

价值互联。此外，在大数据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还提

出了许多衍生概念，并与厚数据作对比。基于厚数

据与薄数据的区别，Ａｎｇ（２０１９）将厚数据定义为通
过对用户进行观察或互动获得的丰富信息，包括用

户的价值观、目标和消费行为［１１］。武涛等（２０１５）从
大数据概念出发构建了“数据谱系图”，对慢数据、

快数据、厚数据、轻数据等进行了深入解析，尤其强

调了厚数据区别于大数据的关键在于是否充分考虑

“人”的因素，实质在于厚数据将数字理性和人类感

性有机结合，并指出厚数据等于“大数据 ＋情景分
析”［１２］。袁曦临（２０１７）则认为薄数据呈现的是事
实，而厚数据呈现的包括事实及其前后联系和意义，

薄数据应该向厚数据转化，方法则是依靠情景化分

析［１３］。尽管学界尚未对厚数据的概念形成权威一

致的共识，但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发

现，目前对“厚数据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人类学哲学

思想”和“厚数据是定性分析方法”这两个观点已基

本达成共识。

３　厚数据的应用场景
在国内外现有文献和实践应用中，厚数据应用

场景多元，较为集中在情报学、教育学、公共管理、医

疗健康、市场营销和社区改造等多个领域。

３．１　厚数据在情报学领域的应用
情报学作为研究信息、数据、情报和知识的重要

学科，对数据的研究是其应有之义，厚数据在情报学

领域的应用体现在对于厚数据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袁曦临（２０１７）从中美智库研究与发展的差异出发，
提出智库的研究性取决于多元化的跨界研究与专题

化的研究资源建设，而厚数据则成为其揭示事实背

后的因果联系和核心意义的重要方法［１３］。Ｂｏｒ
ｎａｋｋｅ等（２０１８）强调大数据与厚数据存在互补关
系，以此提出“大—厚数据混合”，通过两个案例证

明了如何从异构的“大数据—厚数据”分析中获得

洞察力，并列举了四种常见的混合策略及其用

法［１４］。Ｆｉａｉｄｈｉ等（２０１９）利用厚数据分析范式，着
重阐述了厚数据分析在社交媒体中识别对话社区的

重要性［１５］。孙智中等（２０２０）基于大数据分析局限，
将厚数据引入情报学信息分析过程，提出厚数据分

析的研究模式，包括厚数据分析的流程、分析结果的

故事化手段［３］。除学术研究成果外，２０１７年３月由
浙江大学主办的“大数据与厚数据发展前瞻”高端

研讨会成功举行［１６］。由此可见，情报学界对厚数据

研究热度逐渐升温，厚数据研究也成为大数据时代

９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李成熙，文庭孝：厚数据研究综述



背景下与大数据成对出现的重要研究对象。

３．２　厚数据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教育大数据、智慧教育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而衍生出来的教育学研究方向，厚数据在教育发展

过程中的作用日趋明显。赵兴龙（２０１７）指出在智
慧教育体系构建研究中，应将大数据宽度和厚数据

深度结合起来，并强调厚数据的宽度是教育领域应

用过程中的重点考量因素［８］。ＳｌｖｉＭａｕｓｅｔｈａｇｅｎ等
（２０１８）基于对挪威中学教师在“结果会议”中使用
知识来源时发现，数据本身虽然很“薄”，但在使用

实践时却很“厚”，指出薄数据和厚数据的关系［１７］。

涂涛等（２０１９）通过对大数据与厚数据的关系辨析，
提出基于教育大数据的厚数据挖掘［１８］。吴忭等

（２０１９）对美国ＡＥＲＡ２０１９年会进行述评，并基于智
慧教育研究提出未来应该采用混合的研究方法，回

归跨学科研究传统，突破“数据至上”的藩篱［１９］。

３．３　厚数据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
数据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之一，被广

泛应用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厚数据在公共管理

领域也开始发挥出独特的优势。娄泽黎等（２０１７）
将大数据与厚数据进行多维度比较，并结合我国海

关风险管理的不足，将厚数据思维与海关风险管理

工作结合，对我国海关“智慧风险管理”进行深入研

究，提出建立海关风险管理工作回路、立体海关风险

情报信息系统和海关风险管理厚数据模型［２０］。Ａｎ
ｎｅｌｉｅｎＳｍｅｔｓ等（２０１８）提出“公民工具箱”这一试用
于研究人员的支持工具，通过弥合大数据和厚数据

之间的差距来应对大数据带来的挑战，使研究人员

能够在上下文中积累研究经验，并指出了情景化、语

义、分析和人为解释四种策略［２１］。ＬｕＷｅｉｓｈｅｎｇ等
（２０１８）通过从政府机构获得的定量大数据与从案
例研究和访谈中获得的定性厚数据进行三角剖分，

以分析绿色建筑对减少建筑废料的影响［２２］。上述

成果从公共管理的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结

合厚数据的具体应用方法，体现出厚数据在不同领

域的适用性。

３．４　厚数据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
在大数据时代，医疗大数据已经成为医学与大

数据融合研究的热点领域，对比之下，“医疗厚数

据”相关研究较少，目前将厚数据应用于医疗健康

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国外。ＫａｔｅＷｉｎｓｋｅｌｌ等
（２０１８）以艾滋病纵向叙述数据为基础，进行跨国和
纵向研究而开发出数据缩减和管理策略，提出三种

数据管理方法：叙事量化特征、叙述摘要及关键词、

专题代码［２３］。ＡｈｎＪｉｎ－Ｈｏ等（２０２０）将厚数据分析
方法与丧葬服务业结合，详细收集和分析了当地

居民和旅居者的人种志和用户体验数据，指出韩

国丧葬服务业的未来发展方向［２４］。ＦｉａｉｄｈｉＪｉｎａｎ
等（２０２１）基于虚拟护理研究，提出了一种 ＶＨ－
ＣＰＳ生态系统解决方案，并在该系统中集成了一个
可以使护理团队借鉴厚数据分析范式中定性技术的

组件，协助推动更深入的分析，使更多的患者处于低

风险的护理环境中，并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好的

结果［２５］。

３．５　厚数据在市场营销领域的应用
国内外有关厚数据在企业创新发展的研究中，

较多体现在与企业发展有关的市场营销、财务管理

等多个方面。２００４年，丹麦知名玩具企业乐高
（ＬＥＧＯ）公司在产品市场匹配失败面临破产时，该
公司新任首席ＣＥＯＪｏｒｇｅｎＶｉｇＫｎｕｄｓｔｏｒｐ深入研究儿
童玩具需求并收集了大量数据，利用厚数据分析而

挽回颓势。２００８年，丹麦康乐宝（Ｃｏｌｏｐｌａｓｔ）公司也
通过收集、处理并分析有价值的用户厚数据解决了

市场份额流失困境。厚数据在商业实践中的成功应

用也让学者们开始关注到厚数据所拥有的独特优势

和隐性价值。

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ｌｌｅｓ等（２０１４）强调厚数据可以揭示大
数据可视化和分析背后的含义，并将厚数据分析方

法应用到审计实践中，指出厚数据可以将上下文添

加到大数据定量分析中［２６］。叶丽雅（２０１５）通过多
个市场营销案例，指出大数据的优势与风险，强调数

据分析应该多一个维度，即厚数据［７］。Ｒｅｄａｙ等
（２０１６）关注到小企业销售人员利用信息革命中大
数据分析的能力欠缺，以此提出小企业销售人员可

以利用人种志、个人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收集厚数

据的建议［２７］。银昕（２０１６）提及两位市场专家指出
企业要真正预测未来市场和客户反映，除大数据分

析外，还需要厚数据探究用户行为背后的动机，并强

调市场营销仍需人类学家［２８］。贾男等（２０１７）指出
我国企业信用体系现有的问题，并提出将厚数据抽

样调查应用于体系建设中，展望大数据与厚数据的

融合应用［９］。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２０１９）讨论了大数据神话
和厚数据机会主义在市场营销中的关系，提出厚数

据不能挑战大数据神话，并认为以文化为导向的营

销研究人员应该提倡不同的本体论框架［２９］。谭青

等（２０１９）基于生存因素理论研究财务危机的影响
因素，提出基于大数据和厚数据的财务危机预警体

系［３０］。张晨旭等（２０２０）通过面向城市合租人群的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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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设计策略研究，提出大数据与厚数据融合的基

本框架，并以哥本哈根市自行车评估研究案例说明

大数据与厚数据研究方法的必要性和实用性［３１］。

上述研究成果从不同研究视角呈现出大数据与

厚数据十分紧密的联系，尤其强调了要将大数据与

厚数据进行融合，真正体现了“如果没有‘厚数据’，

大数据就没有意义”的核心要义［３２］。

３．６　厚数据在社区改造中的应用
在社区改造中需要通过深入探索，提出更加人

性化的建设方案与策略，厚数据及相关方法正好贴

合了这样的需求。张希煜等（２０１８）基于厚数据提
出了社区更新策略，并提出社区侦探概念，让管理者

深入社区，通过数据认知居民需求，用数据实现共

情［３３］。张希煜等（２０１８）基于“厚数据 ＋大数据”对
背景鸭子桥社区进行诊断和设计，探索精细尺度公

共空间—公共生活评估方法，以激活老旧社区公共

生活，进一步验证了“厚数据 ＋大数据”在社区公共
服务建设中的重要性和有效性［３４］。郑儒雅等

（２０２０）利用厚数据用户需求调查优势，采用渐进式
调查方法对上海松江人乐花园进行深入调研，以迭

代分析形式对行为需求数据进行挖掘与重构，提出

厚数据支持下的老旧社区公园更新路径［３５］。而霍

海鹰等（２０２０）则基于厚数据理念将 ＰＳＰＬ（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ｆｅ）调研法与定量空间句法创新融
合，以此对邯郸市罗城头老旧社区中居民行为、公共

生活进行记录和解读，最终以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分

析结果提出老旧改造建议［３６］。

４　厚数据分析方法研究
厚数据分析方法是厚数据研究的重要方面，是

厚数据广泛应用于众多场景中得以实现的保障。目

前，国内外的厚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

学方法、数据故事化方法、可视化方法和情感分析方

法四个方面。

４．１　人类学方法
厚数据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人类学，因此，在厚数

据应用中人类学方法占据重要地位。吴忭等（２０１９）
在访谈国际知名学习科学专家科学专家戴维·谢弗

时，咨询其有关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学习和测评的观

点和经验，戴维教授指出目前数据挖掘风潮下存在

一个误区，即缺少用于描述行为行为背后含义的理

论模型［３７］。随后，吴忭等（２０２１）又在数据驱动视角
下提出基于量化民族志的教育研究方法，指出量化

民族志注重构建“境脉中的理论”和实现“理论饱

和”，并提供了半自动编码软件 ｎＣｏｄｅｒ和认知网络

分析两种研究工具，以确保建模结果的可靠性和可

解释性［３８］。可见，尽快在大数据时代展开定量分析

是效率、速度的体现，但厚数据分析则更注重数据的

厚度，更侧重挖掘数据背后的人文精神和因果关系。

数据不仅仅只是数字、符号的堆砌，它记载了人类的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反映。因此，人类学研究方法也

成为数据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

４．２　数据故事化方法
厚数据分析需要将数据背后的因果关系、故事

及意义展示出来。国内学者孙智中等（２０２０）对比
大数据分析后提出了厚数据分析的研究路径，他提

到了一个厚数据分析的核心方法，即厚数据结果的

故事化，这是一种厚数据定性分析的具体方法［３］。

数据故事化是其重要方法之一，通过数据故事化可

以让人们更加了解数据背后的意义、因果关系和故

事。中国人民大学朝乐门教授研究团队是目前国内

研究数据故事化的核心团队之一。朝乐门等（２０１９）
在《中国图书馆学报》发表《数据故事化：从数据感

知到数据认知》一文，提出数据呈现的两种主要途

径即数据可视化和数据故事化，并对数据故事化的

定义、理论基础、方法工具及应用场景进行了深入研

究［３９］。张晨（２０２１）根据数据故事化研究现状构建
了基于用户交互行为分析的数据故事模型［４０］，该团

队又在《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２１年第２期上发表了“数
据故事化：一个值得研究的新方向”的研究专题，主

要包括与数据故事化相关的研究成果，该团队对数

据故事的自动生成、数据故事叙述的关键技术、数据

故事化评价以及可视故事化的特征、方法与应用进

行了全面深入的探究［４１－４４］，其研究基础夯实，研究

成果质量高，可以成为厚数据方法研究中的重要参

考来源。ＴｈｏｍａｓＮｅｉｆｅｒ等（２０２０）指出数据故事化
方法在公司战略挑战和数据分析结果的有效传达上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４５］。可以看出，数据故事化是目

前厚数据分析中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成为数据科学

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除此之外，朱梦泽等（２０１９）对将数据及信息以
故事叙述方式生动呈现的叙事式可视化研究进行了

综述［４６］。在具体应用中，数据新闻使用数据并以最

佳方式叙述故事，且是开放的、可访问的和启发性

的［４７］，数据故事化作为数字新闻的一项特色也正在

迅速得到重视并广泛应用［４８］。杨晓军（２０１６）认为
数据的复杂性决定了新闻更应注重故事化叙事，且

受阅读方式、数据呈现与新闻叙述的三重驱动［４９］。

档案是人类文化发展中宝贵的历史记录，牛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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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基于数字人文环境下档案研究方法的发展，
提出了以“发现”“重构”和“故事化”三原语为主线

的档案研究路径基本模式，形成了数字人文视角下

档案研究的方法论体系［５０］。

４．３　可视化方法
台湾学者宋世祥（２０２０）在其著作《百工里的人

类学家２：厚数据的创新课》中提出在利用人类学研
究方法如民族志、田野调查后，应该促进数据价值的

有效传递，并基于厚数据的文化观将其进行创

新［５１］。宋教授强调应善用厚数据，化解沟通障碍，

因此，他提出了厚数据可视化的四种路径，包括厚数

据如何被理解：以同理心贴近对方的语言和经验；如

何被看见：以视觉化图表和照片重构场景与脉络；如

何被体验：激发五感，搜集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件；共

创历程：邀请厚数据提供者加入共创设计。厚数据

研究是跨学科的，为加深数据的厚度、立体度，实现

数据的有效传递和沟通，宋教授设计了三大类共六

种厚数据可视化工具。第一类是厚数据思考视角工

具：使用者基本维度图、元问题图；第二类是脉络重

构工具：身体隐喻提问图、使用经验脉络重建图；第

三类是需求探索与创新点挖掘工具：换位思考图、人

物志＋冰山模型图。此外，易旎等（２０２１）阐述了可
视故事化的基本流程，并总结了三种可视故事化方

法，包括视觉结构、突出显示和过渡指导［４４］，并提出

人机交互、数据可视化、文本处理和信息融合四种

技术。

４．４　情感分析方法
根据国内外学者对厚数据的相关研究可以看

出，在大数据时代不仅要利用好大数据，更要揭示数

据的意义和情感，让数据有温度。目前，国内外许多

学者利用不同的工具、方法，基于信息技术的定量化

手段，研究如何有效地揭示数据意义及情感。

ＴｈｅｌｗａｌｌＭｉｋｅ等（２００９）将数据挖掘和内容分析
相结合，探讨了 ＭｙＳｐａｃｅ评论中情感程度与年龄、
性别之间的关系［５２］。何跃等（２０１８）利用朴素贝叶
斯分类器对２０１５年北京新浪微博用户发布的有关
“雾霾”的内容进行情感分析，以此分析雾霾舆情、

引导公众情绪［５３］。罗玉萍等（２０１８）利用语义分析
技术对学生评教信息进行情感挖掘，建立起情感词

库并设置权重，再以３ＧＷＳ工具对学生评教信息中
对情感的褒贬程度进行计算，形成学生对教师的评

价意见，罗玉萍等以烟台大学相关数据验证了该方

法的科学有效［５４］。Ｋａｕｆｆｍａｎｎ等（２０１９）提出了一个
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ＮＬＰ）的通用框架，包括情

感分析、文本数据挖掘和聚类技术，以获得针对不同

产品特征的基于消费者情感的新评分，并得出结论：

企业可以根据客户的意见对客户进行分类来改进推

荐系统［５５］。邵珊珊等（２０１９）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和深度学
习方法挖掘中美知名电商的评价话语并进行情感分

析，旨在促进不同语种间的大数据情感分析研

究［５６］。史达等（２０２０）运用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ＬＤＡ和机器
学习（ＬＲ、ＮＢ、ＳＶＭ）等方法对ＴｒｉｐＡｄｖｉｓｏｒ的酒店评
论数据进行量化处理和情感分析，该研究更加准确

地揭示了顾客体验的真实情感，但除了技术支撑外，

基于数据挖掘的情感分析也要重视人的因素［５７］。

杜洪涛等（２０１６）在舆情研判研究中指出大数据分
析和计算机技术的重要作用，强调在实践中应重视

人的主导作用和技术的互动耦合［５８］。

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在情感分析研究中

较常利用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 Ｐｙｔｈｏｎ、３ＧＷＳ、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ＬＤＡ等，使用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深度
学习、朴素贝叶斯、内容分析法等。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研究成果在阐述数据挖掘相关技术特性时，仍

强调了人在数据情感分析时的主导作用，在之后的

厚数据研究中应加强“以人为本”的研究思维。尽

管上述研究成果中并未直接提及“厚数据”一词，但

其对数据背后情感和因果的揭示与“厚数据”内涵

较为相近，本文通过梳理部分国内外基于数据挖掘

的情感分析方法，旨在为未来厚数据分析方法研究

提供参考。

５　厚数据研究展望
尽管厚数据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甚至更久远的人类学哲学思想，但国内外厚数

据的相关研究却集中在２０１３年大数据被广泛提及
后，主要表现为厚数据与大数据成对出现。由此看

来，正是有了大数据才让人们关注到厚数据并对其

进行探索。对于这样一个大数据时代的全新概念，

未来的研究重点和方向或将集中在厚数据理论研

究、厚数据融合研究、厚数据方法研究、厚数据应用

研究等多个方面。

５．１　厚数据理论研究
目前，业界和学术界对厚数据都有较为广泛的

实践应用和学术研究，但是对厚数据的定义及内涵

仍未达成一致，有关厚数据的定义研究仍有待深入。

实践需要理论的支撑，理论的产生发展都有其不同

的社会背景和领域特色，尤其是在大数据背景下，厚

数据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成为数据科学研究中不

可忽略的一个分支。因此，未来需要持续不断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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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数据定义与理论进行研究，拓展厚数据理论以支

撑厚数据实践和应用的能力，全面把握厚数据科学

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５．２　厚数据融合研究
人类一直都以大数据的海量、高价值为傲，并以

此作为根本遵循去进行数据应用，但在技术迅速发

展的洪流中，人类是否应该停下脚步进行思考，或者

回归到传统的分析方法上。当然，最好的发展，就是

传统方法和新技术方法的不断磨合、融合，共同进

步、发展。大数据与厚数据的结合正是定量分析和

定性分析方法的巧妙融合，既能利用大数据的宽度

来揭示数据的相关关系，又能利用厚数据的深度来

揭示数据背后的因果关系和意义价值。在大数据时

代背景下，厚数据的跨学科发展值得关注，学科融合

应该更加多元，如厚数据可以与情报学领域中的计

量学进行跨学科融合，形成厚数据计量学，利用计量

学方法对厚数据隐性知识进行深入挖掘并揭示

意义。

５．３　厚数据方法研究
除上文提到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数据故事化方

法、可视化方法和情感分析方法外，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ａｔｔｅｒｓ刊载的题为《（大）数据时代的五种混合研究
方法》的文章强调“大数据传递数字；厚数据可以传

递故事。大数据依赖于机器学习；厚数据依赖于人

类的学习”，并提出实时接受受众反馈的民主反思

法、自拍工作坊、跟踪采访、移动应用的演练方法和

微量人种志五种混合创新研究方法，在这五种混合

研究方法中，研究人员概述了他们如何使用创新的

方法来充分利用数字数据，这些方法揭示了数据的

含义、上下文和故事［５９］。数据的产生归根结底来源

于人类活动，在频繁的人类活动和海量数据堆积下，

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偌大的数据库，且人类具备大数

据分析中机器所没有或不能达到的揭示情感和意义

的能力，因此“以人为本”是厚数据分析不可或缺的

研究思维，将厚数据与大数据分析方法融合创新成

为未来揭示数据意义和情感的重要方向之一。

５．４　厚数据应用研究
国内外诸多学者都更倾向于将大数据与厚数据

结合在一起进行多场景应用，这既适应了大数据时

代发展，又融合了定性分析优势。在大数据和厚数

据如何在企业组织中发挥协同效应的思考中，Ｗａｎｇ
Ｔ提出了大数据和厚数据融合发展的多个应用场
景，包括但不限于健康医疗、社会网络分析、产品／服
务设计和品牌战略等［４］。基于国内外研究现状可

以发现，厚数据研究场景十分广泛，包括情报学研

究、教育大数据、公共管理、人类健康、财务审计、市

场营销、社区改造等。随着信息技术、数字人文等多

领域的创新发展，厚数据应用场景将会更加多元化。

６　结语
本文首先对当前国内外厚数据的相关定义研究

进行综述，可以看出，目前各界对厚数据的定义尚未

达成权威一致的共识，但基本形成了以人类学哲学

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定性分析为核心的内涵。其次，

对国内外厚数据在具体场景中的应用进行综述，总

结归纳出包括情报学、教育、公共管理、医疗健康、市

场营销和社区改造六大应用场景。再次，对国内外

厚数据分析方法进行认真思考和剖析，归纳出目前

厚数据分析研究中的四大类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人

类学方法、数据故事化方法、可视化方法和情感分析

方法。最后，基于国内外厚数据研究的最新进展和

发展趋势，指出厚数据未来的研究重点和方向，可围

绕厚数据理论研究、厚数据融合研究、厚数据方法研

究和厚数据应用研究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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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Ｓｐａ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６１）：１９０－１９９．（下转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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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ｕｒ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Ｍｏｄｅ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ｈ

Ｗ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ｑｉｎｇ
（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Ｈｕｎａｎ４１１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ａｄｉｎｇ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ｐｌａｙｅｄａｋｅｙ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ｅｆａｒｍｅｒ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ｉｒｍｅｎｔａｌｏｕｔｌｏｏｋ．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１４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ａｍｂｉ
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ｂｌｏｏｄ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ｔｏａｂｌｏｏｄ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ｍｏｄｅ，ａｎｄ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ｏｆ＂ｒｕｒ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ｕｒ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ｕｒａｌ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ｄｉｎｇ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



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上接第１４页）
［５３］何　跃，朱婷婷．基于微博情感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的雾霾舆

情研究［Ｊ］．情报科学，２０１８（７）：９１－９７．

［５４］罗玉萍，潘庆先，刘丽娜，等．基于情感挖掘的学生评教系统设

计及其应用［Ｊ］．中国电化教育，２０１８（４）：９１－９５．

［５５］ＫａｕｆｆｍａｎｎＥ，ＰｅｒａｌＪ，ＧｉｌＤ，ｅ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ｕｓｉｎｇｔｅｘｔ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Ｊ］．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１９（１５）：

１－１９．

［５６］邵珊珊，王立非．基于语言大数据挖掘的电商英汉评价话语情

感分析［Ｊ］．外语电化教学，２０１９（５）：７６－８４．

［５７］史　达，王乐乐，衣博文．在线评论有用性的深度数据挖

掘———基于ＴｒｉｐＡｄｖｉｓｏｒ的酒店评论数据［Ｊ］．南开管理评论，

２０２０（５）：６４－７５．

［５８］杜洪涛，孟庆国，王君泽．互联网数据在舆情研判中的效用研

究［Ｊ］．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６（４）：３４－４４．

［５９］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ｔｔｅｒｓ．ＦｉｖｅＭｉｘ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

（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ｇｅ［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４－２６］．ｈｔｔｐ：／／ｅｔｈｎｏｇ

ｒａｐｈｙｍａｔｔｅｒｓ．ｎｅｔ／ｂｌｏｇ／２０１６／０５／０３／ｆｉｖｅ－ｍｉｘ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ｇｅ／．

［作者简介］李成熙，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医药信息系２０１７
级硕士研究生；文庭孝，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医药信息系

教授。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２０ （肖　蔚　编发）

ＴｈｉｃｋＤａｔａ：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ｖｉｅｗ
ＬｉＣｈｅｎｇｘｉ　ＷｅｎＴｉｎｇｘｉａ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Ｈｕｎａｎ４１０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ｙ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ｉｃｋｄａｔａａｎｄｕｓｉｎｇＷｏＳａｎｄＣＮＫＩｔｏ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ｏｒｔｓｏｕｔ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ｉｃｋｄａｔａｂｏｔｈ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ａｎｄ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ｉｃｋｄａｔａｍａｉｎｌｙ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ｔｈｉｃｋｄａｔａ．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ｈｏｕｌ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ｅ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
ｓｕ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ｃｋｄａｔ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ｉｃｋｄａｔａ．Ｂｉｇｄａｔａ．Ｔｈｉｃｋ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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