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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Mining                         数据挖掘  

     

 分   享 

辨析大数据价值与小数据洞察 

 

    2016年，自主品牌汽车发展势头良好，截至今年11月底，自主品牌乘用车今年共

销售925.12万辆，同比增长20.18%，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42.68%，占比比上年同期提

升1.64%。从前11个月销量看，自主品牌超四成的市场占有率，远超德系（19.06%）、

日系（15.69%）。除了销量和市场占有率，自主品牌在价格上也有很大的突破。10万

元已不再是天花板，积极进取的品牌甚至开始冲击20万元甚至更高级别的市场。作为

自主品牌第一梯队的领军车企，长安、长城、吉利等11月销量均超10万辆，长城以

12.9万辆的月销量超过长安，坐上自主品牌头把交椅。而吉利11月销量不仅首度破10

万辆，也成为轿车和SUV发展最为平衡的车企之一。 

    对此，乐观的观点认为，自主品牌积淀了多年，已经迎来了向上突破的最好机遇。

保守的观点则认为，自主品牌主流车企今年的优异表现主要归因于中国都市SUV市场的

高速增长及购置税的优惠政策，但过度依赖单一产品远非长久之计，而即将到期的购

置税优惠则在一定程度上提前透支了明年的市场。不过，对于沉寂多年的自主品牌而

言，今年的扬眉吐气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保有自信的基础上，自主品牌也要居安思

危，尽快找到并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为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而奋进。 

 

汽车产业“十二五”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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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数据之前，如果有所谓的小数据概念的话，应该特指采

用调查方法获得的抽样数据，或者是结构化的海量数据。对于小

数据的分析通常采用的是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是一种自上而下

的实证研究方法论。小数据往往依托数理统计的大数定律，描述

抽样理论下样本最终服从中心极限定理的正态分布，分为描述性

统计和推断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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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具有开放性、公开性和易获得性。社交网络每天产

生的大数据可以在一定规则开放性下，通过应用程序接口

（API）和爬虫技术采集，一些商业机构和政府组织也向社会

研究机构提供各种海量数据源，特别是政府开始提供权威开放

的数据源。在此利好下，国内外众多机构开始采集Twitter和

微博上海量的传播信息和个人属性特征及标签，期望预测社会

舆情、社会情感，预测电影票房、商业机会，预测人们的态度

和行为。开放、公开、易获得数据源是大数据时代的基本特征

和产生社会影响的本质。 

大数据重预测，小数据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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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小数据重实证研究，强调在理论的前提下建立假设，

采用随机抽样的定量调查问卷获取数据，从而验证假设。这是

一种自上而下的决策和思维过程。而大数据重在发现知识，预

知未来，为探索未知的社会现象和发展规律带来机遇。这种预

见性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知识发现过程，是在没有理论假设的前

提下去洞察社会现象、预知趋势和规律。 

大数据重发现，小数据重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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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重关系而不关心因果，关注是什么而不关心为什么，

尽管大数据可以回答因果问题，但因果关系并非来自统计或数

据，而是来自研究者的理论和假设。大数据分析更关注数据的

相关性测量和商业应用价值。大数据挖掘的往往是那些不能靠

直觉发现的信息和知识，甚至有时候是违背直觉的，而越是出

乎意料则越可能有社会和商业价值。 

大数据重相关，小数据重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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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是商业自动化存储的数据，在软硬件条件满足的前

提下即可以分析海量数据。随着大数据抓取、处理及分析工具

的不断改进与升级，尤其是统计分析和机器学习的神经网络建

模技术的发展，抽样调查不再是市场及社会调研中必要的手段

和方法。 

    虽然大数据不一定是总体，且理论上讲再大的局部也没有

随机抽样更具代表性，但机器学习算法所带来的个性化推荐技

术、非线性建模、网络分析、空间地理分析、实时在线的数据

可视化分析手段都将助力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感知社会。 

大数据重全体，小数据重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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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具有边生产边应用，边应用边生产，实时在线分析

等特点，着眼于从总体上感知社会，诸如社会治理、舆情研究、

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等领域。大数据同时也关注对个体的数据

挖掘，诸如个性化推荐、精准营销等。小数据往往采用显著性

检验，而统计显著性会受到样本代表性和样本量的影响，因此

其对数据来源的真实性、无偏性和代表性格外重视。 

大数据重感知，小数据重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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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挖掘技术可以说是统计分析技术的进化，但确切而

言，大数据的挖掘已经不是小数据时代的统计分析了，其更多

是指机器学习算法和云计算技术，当然也包括传统的多变量高

级统计技术。 

    尽管所谓的小数据具有大数据不可替代的商业应用和学术

研究价值，但是大数据带来的社会变革是小数据无法比拟的，

社会业已将大数据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视为社会第四生产要素，

及驱动社会变革和创新的新动力。 

更多信息，请联系：  

                  赵秋娜      汽车研究事业部  

Tel: (86 10) 67120665-2059          Fax: (86 10) 67120669 - 2099        E-mail: tangliqun@pamri.com  

本文节选自“沈浩老师”公众号，部分文字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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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期间，中国汽车年产销量跨上了2000万辆新台

阶，汽车工业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新能源

汽车产业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汽车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在全球汽车市场的地位不断提高。随着中国汽车工业进入稳步

发展阶段，发展重心开始由“速度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

转变。 

关键词：汽车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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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期间，中国汽车年均产销增速为6.1%，年产销

量始终位居世界首位。2015年，中国汽车年产量占全球的比例

上升到27.9%，对全球汽车当年产量增长的贡献率为83%，中国

汽车产业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汽车产业发展态势平稳 

2. 机动车保有量构成趋于合理 

    截至2015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79亿辆，其中汽车

1.72亿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955万辆）。全国平均每

百户家庭拥有31辆私家车，北京、深圳等大城市每百户家庭拥

有私家车超过60辆。“十二五”期间，汽车占机动车保有量的

比例从47.1%提高到61.8%，机动车保有量构成趋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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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全国汽车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27.32亿元，比“十一五”末的2010年提高了70.2%，年均增

速为11.2%。2015年创造税收占全国税收比例接近9%，比“十

一五”末的7.2%提高了约1.8个百分点。2015年汽车产品零售

总额为3.6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近1倍。 

3. 汽车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逐步增强 

4. 企业规模大而趋强 

    截至2015年底，汽车行业超过100万辆规模的企业有6家，

超过500万辆的企业有1家。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汽车销量年

均增速为2.9%，产销量占全年总产销量的比例约50%。自主品

牌乘用车品质不断提升，新车质量（IQS）PP100从2003年的

469个减少到2014年的13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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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汽车消费环境趋于成熟，乘用车的市场主体地位

不断得到加强，市场份额从2010年的76.1%提高到2015年的86%，

乘用车年产销量也首次跨上2000万辆新台阶。乘用车细分市场

中，SUV和MPV车型的比例明显提升，而轿车和交叉型乘用车的

比例则出现下滑。商用车市场内部产品结构基本稳定，2015年

重型、中型、轻型和微型载货车的占比分别为18.9%、7.2%、

54.8%和19%；大型、中型和轻型客车的占比分别为14.5%、

13.2%和72.3%。 

5. 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6. 节能减排与新能源汽车持续进步 

    “十二五”期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初步建立，并掌握

了新能源整车动力系统平台以及关键零部件的核心技术，基本

建立了“三纵三横”和“三大平台”构成的技术创新体系。截

至2015年底，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40余万辆，接近国家提出的

50万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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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期间，众多零部件企业向专业化方向转变，逐

步形成了较完备的各类车型配套体系。2015年，规模以上汽车

零部件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4万亿元，比“十一五”末增

长93%。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步伐加快，海外并

购数量增长迅速，涌现出一批知名自主零部件企业。外资汽车

零部件企业在中国建立合资或独资企业超过1200家。 

7. 零部件产业快速发展 

8. 体制机制改革效果开始显现 

    “十二五”以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效果逐步显现。国

家发改委和工信部有条件的开放了纯电动汽车的整车企业生产

资质。环保部正式取消汽车产品环保公告的前置性行政审批事

项。工信部多次发布文件改善汽车企业及产品公告的体制及机

制。此外，在多个行业组织的协调下，成立了一批协同创新联

盟以及汽车科研基金项目，集中多方优势资源进行汽车关键共

性技术开发。 

本文节选自《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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