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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especially sweeping progress i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loud computing，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media，the era of big data is coming．As a data-intensive science，social 

computing is an emerging that leverages the capacity to collect and analyze data with an unprecedented breadth and depth 

and scale．It represents a new computing paradigm and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field．A broad 

comprehension of major topics involved in social computing is important for both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In this paper， 

we give a brief survey of the various research fields in social computing．We present key concepts and analyze 

state-of-the-art of the field．The article not only shed insights on social computing，but also afford conduit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e field．Social computing has two distinct foci．One is on the social science issues，such as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computational sociology，social network analysis etc．The other focus is on the use of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such as social use，hedonic use and generative use．Finally some new challenges ahead are summarized，

including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big data sharing for scientific data mashups，and privacy pro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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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物联网、云计算、社交网络、社会媒体以及信息获取技术的进步，数据正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长和积累，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社会计算作为一种数据密集型科学，在收集和分析数据的

广度、深度以及规模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计算作为一种新的计算范式，产生了一个新的跨学科研究与应用领

域，其广阔的研究内容与应用已引起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分析了社会计算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概念、研究

现状及大数据带来的机遇，综述了社会计算不同的研究领域，主要有 2个发展趋势：一个面向社会科学，包括计算

社会科学、计算社会学、社会网络分析等；一个面向技术应用，包括社交应用、娱乐应用、生产应用等，这 2种发

展趋势同时又相互影响．最后讨论了社会计算研究领域存在的挑战，包括跨学科合作与训练的问题、科学研究中大

数据共享问题以及隐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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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物联网、云计算、社交网络、社会媒体以及信息获

取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长

和积累，数据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财富，大数据时代的

到来，为研究人类社会动态和模拟社会问题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机遇．计算机科学家、社会学家等各领域学者开

始关注大数据对社会、经济、科学研究等方面带来的巨

大价值．美国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谷歌

研究院（Research at Google）、惠普社会计算实验室（HP 

Social Computing Lab）等跨学科研究机构和哈佛、斯坦

福、康奈尔等大学，开始用复杂性科学来描述社会系统

中的复杂现象，提出了复杂适应系统等一系列新理论，

用计算机作为研究复杂性科学的基本工具，开创了计算

社会科学等新的研究方法，社会计算开始进入人类社会

（“social computing”一词也有文献译成“社会化计算”）． 

本文从社会计算的本质出发，对现有的研究中若干

关键问题进行分析总结，讨论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机遇

和挑战．首先简要介绍了社会计算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

定义，对社会计算领域进行分类研究，介绍了大数据为

社会计算带来的机遇，分析社会计算研究现状的基础上

讨论了其面临的挑战． 

1 社会计算产生的历史背景 

社会科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是在 19 世纪末才出现[1]，

这是对工业化所带来的挑战作出的回应．由于大规模的

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的出现，人们的社会联系越来越频

繁和多样，导致社会冲突加剧，社会管理和控制的难度

空前增大，传统的那种靠少数社会精英拍脑袋决策管理

社会的方式已经过时，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成为历史

的必然．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

学等，社会学研究的是市民社会以及以市民社会为基础

形成的社会组织，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以及协调发展的

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2]．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只是学术建制意义

上的区分，它们之间总是密切联系．自然科学的根本目

的在于发现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20世纪50年代之前，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对独立，跨学科研究较少．如图

1 所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由一条学科河分隔[3]，河

的左岸是以科学计算为核心研究范式，以系统科学、控

制论、人工智能等作为研究方法的自然科学；右岸是心

理学、经济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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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Classification of disciplines[3] 

图 1 学科划分
[3] 



 

 
 

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人类进入后工业化

（post-industrialization）时代，信息革命改变了一切，

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融合达到新的阶段，科学发

展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复杂．大工业和高科技为人类

创造了非常丰富的财富，但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社会不平等、阶级

冲突、社会异化、种族冲突、政治革命、宗教冲突、国

家冲突、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突出，人类越来越重视对

自身前途与命运的价值关怀．为了准确地研究社会问题，

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都试图形成一套完整的定量分析

研究手段，用严谨的数学方法对问题进行描述和求解，

但由于现实世界是一个多变量复杂系统，很难像物理学

那样用数学公式精确地描述和求解问题．在这种共同的

背景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开始走到一起，任何一门

科学都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相对性，意识到与其他学科密

切关联[4]．如图 1 所示，建立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

间，位于学科河之上的跨学科社会计算研究逐渐兴起，

这些学科都有数据密集型的特点，包括社会网络分析、

计算社会科学、社会控制论等． 

2 社会计算的定义 

Parsons 在 1949 年主持美国社会学学会工作时[5]，

在他的努力下建立了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尽管其结构

功能主义理论（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广受批评，但

他开创了跨学科研究的先河．Parsons 的理论另一个重大

影响是对欧洲社会学在控制论和系统科学方法的影响． 

互联网的缔造者、心理学家 Licklider 在担任美国国

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第一任主任

期间，于 1960 年发表了《人与计算机的共生》[6]一文，

创造了因特网的原始设想，第 1 次提出了交互计算概念，

他认为人类将会有一种网络将世界上所有计算机联成

一体，人们可以使用地理上很远的计算机，获取任何计

算机中的数据，使用很多计算机来做一件事，可以互相

共享资源、平衡负载，为全世界的用户服务．在 Licklider

等人的推动下，计算机网络作为一种通讯设施于 20 世

纪 60 年代末开始发展[7]． 

1978 年，社会学家 Hiltz 出版了《网络国家：人类

通过计算机交流》[8]一书，这是最早描写网络社区社会

学的著作．网络社区通过计算机网络将人们互联，人们

在网络平台上相识、工作、讨论、争论、协作．该书最

早预测到未来虚拟社区以及对社会、政治、法律等方面

的影响，也最早预测到网络的爆炸式发展以及隐私问题、

匿名问题、远程办公、在线政治活动等．书中还提到了

审查制度、监管制度、成瘾问题、IP 和盗版、Email、

美国邮政服务的消亡以及工作、政治、法律的改变．该

书的出版引起了计算机科学家、管理科学家、政治家、

社会学家、医生、计算机狂热人士等一大批人的兴趣，

被称之为计算机会议上的“圣经”[9]．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是个人计算向社会计算转型的

时期．个人计算关注个体使用信息技术，社会计算通过

小型的社会群体或大型的社区用户一起协作使用信息

技术．社会计算对社会和经济具有深远的影响，尽管不

用质疑其影响，但也很难定量研究其影响的程度，只能

在跨学科的范围内保持其一定的领域评判． 

1994 年，社会计算的概念第 1 次出现，Schuler 认

为[10]：“社会计算可以是任何一种类型的计算应用，以

软件作为媒介进行社交关系的应用”；Dryer 等[11]将社

会计算描述为一种理论概念，包括科学和技术 2 方面：

“人类使用计算技术进行的社交行为和交互行为所产

生的相互作用”；Wang 等人[12]认为社会计算是：“信

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等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研究和社会动

态发展”；文献[13]认为，社会计算是指使用信息系统

作为社会交互的场所，并使用信息系统作为数据收集和

处理的空间，社会计算是在虚拟场所中的感知、交流和

协作，社会计算需要把计算设备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

媒介，需要将人机交互设定成为一个社会实践的环境，

将理解社会过程作为交互系统的一部分工作． 

近年来，科学家不仅发现人类大脑和生命是计算系

统，而且发现整个世界也是一台计算系统，因此哲学界

产生了计算主义思潮．计算主义认为：“人所处的整个

世界是由算法控制，并且按算法确定的程序进行演

化．宇宙是一部巨型计算装置，任何自然事件都是在自

然规律作用下的计算过程．事物的多样性是因为算法的

复杂度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外部表现”[14]．虽然计算主义

导致许多哲学家的质疑[15]，但计算的确已经渗透到经济

学、物理学乃至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计算已成为人们

认识自然、生命、思维、社会的一种普遍的观念和方

法．如果没有计算机，就没有当代科学的突飞猛进发展，

就不会有社会的快速进步，复杂性科学就不会出现．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社会计算是使用系统科学、

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等科学计算理论作为研究方法，将

社会科学理论与计算理论相结合，为人类更深入地认识

社会、改造社会，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复杂性

社会问题的一种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3 社会计算主要研究领域 

社会计算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社

会实践所处的环境决定了技术系统的社会特点．社会计



 

 
 

算形成了 2 种发展趋势：一种是面向社会科学的社会计

算；一种是面向技术应用的社会计算，这两种发展趋势

同时又相互影响． 

3．1 面向社会科学的社会计算 

3．1．1 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科学的网络概念非常广泛，主张采用多理论多

层次方法研究传播以及其他形式的组织和社会网络
[16]．文献[17]研究了包括人在内 4 个不同动物种群的 42

个网络以及多种关系内涵、多种社群规模，尝试研究这

些网络“表面存在差异，结构是否相似”这一问题．社

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18-19]的目标是研究

大型动态复杂网络，特别是人类社会系统的结构和交互

模式等．社会网络分析研究的主题包括社会流动、健康

行为、疾病扩散的关键节点、连锁董事、在线社区分析

等． 

社会网络分析所采用的研究与分析方法主要是基

于代理的模型、理论物理、图论等．在 Milgram[20]、

Watts[21]等开创的小世界（small world）现象研究基础上，

Barabási 等在无标度网络（scale-free networks）[22]特性

上有多个发现，他们发现复杂网络中的联接符合幂律分

布（power-law distribution），有些切点联接稠密，而大

多节点联接很稀疏，这些发现说明复杂网络尽管结构复

杂但并不是随机的，符合一定的宇宙主宰原则，在混沌

中存在着秩序．社会网络分析领域经典的研究成果还有

强弱关系（strong and weak ties）[23]，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24]，信息级联（information cascades）[25]等． 

3．1．2 计算社会科学 

社会学中早就有一个计算社会学（computational 

sociology）[26]分支．计算社会学不仅与传统的系统科学、

控制论和复杂性科学交叉，并且跨越社会科学多个领域，

如经济学、生态学、社会网络组织、人口学中的小群体

动力学、环境以及城市规划等．计算社会学的主要研究

领域是社会模拟（social simulation），使用计算机建立

人工实验环境，研究复杂社会系统，模拟方法包括基于

方程的模型（equation based modeling）和计算模型

（computational modeling）．主要计算方式是在个体代

理或多代理系统观点下进行社会模拟[27]． 

计算社会学从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早期使用离散

事件模型等方法，此后 40 年时间一直试图使用计算机

科学方法进行社会研究，但如同文献[27]指出的：“从

社会学家使用计算机起，计算机模拟在社会学中扮演了

一个重要的，但是第二位的角色．模拟方法得出的结果

显得苍白，远离主流社会学的方法，因此这种方法总是

不被社会学家们所欣赏”． 

最近 10 年之内，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在线实时数

据的公开易得，来自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传播学、

人类学等社会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者联手计算机、物理、

数学、控制等科学技术界专家，兴起了规模更大、参与

更广的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28]。

计算社会科学的核心技术是数据挖掘[29]，使用机器智能

从大量复杂真实数据集中发现有趣模式和知识，在数据

的驱动之下，使用统计学、机器学习、模式识别、数学

模型等方法，进行探索式的知识发现和数据管理，数据

源包括数据库、Web 等以及动态地流入系统的数据．数

据挖掘对于社会学家分析复杂社会系统产生的大量数

据有很多好处，可以分析数据质量，可以聚焦于社会过

程和关系，可以处理非线性、有噪音、概念模糊的数据

等．与依赖计算机模拟的计算社会学相比，现在流行的

计算社会科学依赖海量和实时的网络数据，由社会和人

文科学各学科广泛参与，并与科学计算界紧密合作，所

以研究成果及影响力均不可同日而语，一个例证就是

《Science》、《Natrue》、《美国科学院年报》（PNAS）

等世界顶级期刊经常刊登计算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

果。 

3．2 面向技术应用的社会计算 

面向技术应用的社会计算将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概

念或理论融入技术应用，例如社区、社会网络、社会心

理学等，从而推动应用的快速健康发展．技术应用也有

助于社会交互，获取的数据可以更好地分析社会交互的

计算模型，包括从小规模的动态交互到大规模的社会演

变．面向技术应用的社会计算经历了群件（groupware）、

社交软件（social software）、社会媒体（social media）

等几个阶段[30]． 

群件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主要在学术机构等有限

的范围内使用．群件是指一套协作技术，其目标是支持

协同交互，例如eies系统（electronic information exchange 

system）[9]，在这方面的研究产生了2个主要的应用成果：

一个是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另一个是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学习

（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为了应

对信息技术市场面临的困境，以Web 2．0作为基础的社



 

 
 

交软件成为主要的解决方案．互联网泡沫为社交软件的

产生提供了前提，但互联网在家庭中的普及也同样重

要．2000年之后，面向商业的公共应用，支持群体交互

的在线社交软件迅速发展，并于2002年达到顶峰． 

2005 年，随着 Web 2．0[31]的蓬勃发展，社会媒体

开始涌现．社交软件向社会媒体的演变，主要是由面向

技术的交互模式转变为面向人的交互模式，强调交互的

动态性和社会实践的影响，这些应用通过用户自发的交

互，对内容和服务进行生产、发布、消费，例如博客、

播客、维基百科、社会网络站点等．近几年来，随着智

能手机等设备的普及，移动社会媒体发展迅速． 

面向技术应用的社会计算可以分为三个维度：社交

应用（social use）、娱乐应用（hedonic use）和生产应

用（generative use） [32]，这三个维度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也是交叉影响． 

3．2．1 社交应用 

社交应用主要通过博客、微博、论坛等社会媒体维

持社交关系，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在线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媒体挖掘和社区发现[33]等．社会网络分析已有大量

研究工作，分析社会网络的影响力，发现参与的机会，

共享用户对特定的话题、品牌、产品的看法．社会媒体

挖掘和社区发现探测网络环境中的社区结构，发现内聚

的子群，对于定量分析社会群体演化、预测用户行为有

重要意义．社会媒体对个人或企业的声誉、信任等方面

的管理也有重大意义． 

3．2．2 娱乐应用 

娱乐应用主要通过共享媒体、社会新闻、社会书签、

维基百科、在线游戏等平台，方便人们共享知识、享受

便利．这方面的工作有协同标记（collaborative tagging），

通过用户对 Web 内容打标签，促进社交导航和共享表达；

协同过滤（collaborative filtering），通过大量的社会媒

体数据，在推荐系统中利用用户偏好来预测其喜好的话

题或产品．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34] [35]将心

理学、认知科学等融入科学计算，通过社会媒体累积的

海量数据，分析人在特定时间段情绪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环境感知计算（context aware computing）在移动计算应

用中用不同的设备和服务来发现环境信息并从中获益，

例如用户位置、用户行为、附近的人等． 

3．2．3 生产应用 

生产应用主要指创建和共享协作内容，为生产生活

提供便利，例如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智能交通、危

机应急响应、商业应用、健康管理等．已有大量研究成

果和应用，例如，众包（crowdsource）通过大量的参与

人协作解决难题，形成了人肉搜索[36-37]等社会现象；IBM

的智能交通项目[38]从用户的智能手机等不同的传感设

备上收集路面、收费站、交叉路口、桥梁等基于位置的

数据，判断道路运行模式，基于这些数据分析，为用户

提供交通信息，预警拥堵状况，避免交通事故；将社会

心理学中的社会惰化（social loafing）理论应用到计算

机支持的协同工作的设计之中，利用行为理论解释人们

在网络环境中为什么做事不按经验性规则或程式化模

式，预测不同设计方案的结果[39]；通过装配有 GPS 和

传感器的智能设备，有效及时地分享环境感知的信息，

为人类在面对灾难时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提供决策支持[40]

等． 

4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计算 

科学实验、科学理论和科学计算是人类探索自然、

研究社会的三种基本范式．大数据[41]时代的到来，在数

据收集和分析的广度、深度以及规模上都产生了前所未

有的影响．社会计算是一种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范式

（data-intensive science）[42]，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影

响不断深远，越来越引起学术界和工业界的高度关

注．在大数据条件下，传统的以计算为中心的理念要逐

渐转变到以数据为中心，形成数据思维． 

所谓数据思维，Schonberger指出就是在处理数据时

要作到三大转变[43]．第1个转变是在大数据时代可以分

析更多的数据，甚至是与之相关的所有数据，而不再依

赖于采样．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现象的总体特征，采样一

直是主要数据获取手段，信息技术的普及让人们意识到

这其实是一种人为限制．使用所有数据可以带来更全面

的认识，可以更清楚地发现样本无法揭示的细节信

息．正如Watts所期望的[44]，借助于大数据和计算机分

析技术，21世纪的社会科学可能实现定量化的研究，从

而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第2个转变，是不再追求精确度．与银行、电信等

行业的精确计算需求不同，社会计算是对社会动态的反

映，当拥有海量即时数据时，绝对的精准不再是追求的

主要目标，适当忽略微观层面上的精确度，会让社会科

学在宏观层面拥有更好的洞察力． 



 

 
 

第3个转变，是不再热衷于寻找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而应该寻找相互之间的相关关系．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关

系是概率性的，只能研究原因的结果（effects of causes），

而不是结果的原因（causes of effects），相关关系也许

不能准确地说明一个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但是它会揭

示其发展过程． 

5 社会计算研究现状 

社会计算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已引起了国内外

学术界、工业界的普遍关注．2012年11月15日，第四届

全国社会计算学术会议（China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computing，ncsc2012）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

自国内外计算机、管理学、经济学、新闻学、社会学、

物理学等学科以及工业界44名专家学者发表演讲，全国

37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超过300人次参会研讨．在这次会

议上，形成了鲜明的两种观点，以技术为主导的学科和

工业界普遍对大数据时代的社会计算持乐观的态度，而

社会学领域学者持过度谨慎的看法． 

5．1 技术乐观派 

计算机、物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学者以及工业界普

遍认为，大数据时代的社会计算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不同

视角，蕴藏了大量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课题，为社会预测

创造了条件，为大数据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中的

应用提供了理论思路．本世纪的第2个10年是复杂性科

学深入各个领域、不断有新的突破且面临更大挑战的时

代，许多重要复杂系统迫切需要运用社会计算研究方法，

通过实证统计和理论模型分析相结合的手段进行全新

的认识和探索． 

5．2 理论谨慎派 

社会科学界对大数据时代的社会计算所持的态度

比较谨慎．他们认为当前大数据的概念大而空洞，就数

据论数据，忽视人性，带来了很大挑战．对大数据分析

大多处于商业应用层面，没有上升到社会科学层面．如

何运用社会科学理论来指导社会计算，特别需要提出新

的理论来指导大数据对社会动态的分析，这是学术界亟

需突破的问题． 

5．3 工业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社会媒体在互联网上迅猛发展，计算广告、人脸识

别等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虚拟社会如何良性运

行与协调发展，已成为当前社会计算应用的主要挑

战．例如，电子商务企业在线交易中，虚假数据带来虚

拟社会严重的信任危机，但当前反作弊业务流程主要关

注算法的精确性和结果的可解释性，而作弊行为有突发

性的特点，单规则认定作弊行为具有不确定性特点，基

于这种方法解决虚假交易只能“堵”无法“疏”，需要

学术界探索解决这一问题．工业界还提出很多亟需解决

的问题，例如在线广告中展示广告与搜索行为之间的关

系问题，大规模用户群的行为预测、同一个用户在不同

网络终端个体识别、欺诈检测等问题． 

6 社会计算面临的挑战 

6．1 学科壁垒的挑战 

“小世界”、“结构洞”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研究

成果被发现之后，社会网络分析工作引起许多研究人员

的关注，不仅社会学家跟踪研究，大量物理学、计算机

等学科研究人员也开始关注社会网络分析．近年来，用

数学模型和各种算法对在线社会网络进行分析，发表了

海量的论文，但这些研究工作大多是不断重复许多早期

社会网络研究成果，用非常简单的数据模型解释非常复

杂的社会现象，虽然取得了一些惊人的结果，例如“四

度分隔”[45]等，但都无法超越社会学家早期在社会网络

分析方面的成果．正如 Watts 指出的：“物理学家可能

是非凡的技术专家，但他们只能是二流的社会学家”[46]． 

社会学所研究的人类动态社会网络是具有社交性

的网络[47]，社会网络基于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包含社会

地位和社会关系 2 方面，社会关系是制约社会结构的重

要因素之一．社会网络具有个体性、非正式性、持续性

等特点，个体性是指具有私人层次上的交往和交流．以

社会媒体在线用户群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网络分析

中，研究者将社会关系简化处理，忽略社会地位的影响，

将用户作为节点，用户间简单的“关注”关系作为边构

成网络，以节点间边的紧密程度划分“社区”，这种研

究方法忽略了社会网络的本质，节点与节点之间无法体

现出社会关系中的个体性特征，因此很难在社会性上有

跨越性的研究突破．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本质区别在于思维方式的不

同[48]，社会科学是总体逻辑思维，自然科学是类型逻辑



 

 
 

思维．类型逻辑思维认为应该重点关注典型现象，只要

理解了典型现象的规律，就可以将其概括并推广到个体

和具体问题．总体逻辑思维关注独立各异个案的整体分

布，社会科学认为变异是社会现实的本质，社会学家的

工作就是从变异中寻求规律，以经验为基础、以量化为

导向地去概括总体变异的系统模式，社会科学的量化无

法挖掘出普适规律来描述和解释所有个体行为[49]． 

正是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

间的壁垒仍然难以逾越，社会学家批评技术学派所作的

社会计算研究缺乏理论指导，技术学派认为社会科学研

究所用数据规模太小不可信任．为社会计算提出跨学科

的协作与训练、提出学科间统一的理论指导是当前最大

的挑战． 

6．2 大数据带来的挑战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都是通过问卷调查

的方式收集数据，这种方式收集的数据量小且真实性难

以确定，这些数据往往是在一个时间点或相隔很久的不

同时间点获得，对连续的、动态的社会过程只能推断．大

数据时代的到来，基于互联网的各种应用正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生成和保留各种值得研究的大规模数据，这些具

有空前宽度、深度和规模的数据对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来

说是宝藏和机遇，同时也是挑战． 

一方面，绝大多数通信领域和社会媒体领域的企业

都拒绝或限制研究人员获取其数据，跨组织的数据共享

对于科学研究至关重要，但是社会计算研究正受到数据

获取的限制所带来的严重挑战[50]．另一方面，由于社会

各系统相对独立，数据之间存在封闭性或关系的断裂性

特点，大数据可能带来规律的丧失或失真，导致错误发

现的风险增加．当前计算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分析的程

度却越来越低，每个研究平台都有自己的数据，这些数

据在表面上看起来很全面，但实际上都是各个领域信息

的片段描述，而且数据背后看不见人性因素，失去社会

意义．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看似人类拥有所有数据，但

同时又什么数据都缺，大数据挖掘必须发挥人的主动性，

体现人类对自身价值的终极关怀．要从大数据中采集到

足够准确、系统而有代表性的社会个体特征，面临着伦

理、法规和技术等多个方面的困难，这些难题已经构成

大数据时代社会计算的严重挑战． 

6．3 隐私保护 

文献[51]通过手机轨迹数据分析了15个月150万人

的移动规律，发现每个人的移动踪迹高度独立，在这个

数据集中每个人的位置在每小时是特定的，四个时空点

就足以唯一识别95%的个人．收集和发布移动数据、社

会媒体数据、个人医疗数据等直接给个人隐私带来威胁，

如果数据拥有者直接发布隐含着敏感信息的数据，而不

采取适当数据保护技术，将可能造成个人敏感信息的泄

露．在多样化的社会中隐私是基本的需要，是个人权利

的基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放大了个体的唯一识别性，

进一步增强了传统的隐私挑战． 

如何既能公开发布更多的数据，为社会计算提供更

大的数据支持，同时又能保证个人的隐私不会泄露，作

到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的两者平衡，这是学术界需要关

注的问题． 

7 总结 

工业化时代的学科分类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巨

大贡献，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这种学科划界越来

越成为人们思想上的羁绊．计算机科学的基础虽然基于

电子学等自然科学，但集成电路、操作系统等都不是自

然界客观存在的，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因此哲学家Popper

称其为“第三世界科学”以别于自然科学．计算机科学

既依赖于自然科学的发现又依赖于人的创造，既独立于

人的意志之外又受人的意志驱动．正是由于学科的特殊

性，将社会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越来

越成为人们的共识．社会计算为人类发现自身价值提供

了更多的机会，计算语言学、计算人类学、计算广告学、

城市计算等跨学科研究领域不断产生．社会计算的研究

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分析了社

会计算产生的历史背景、学科分类，给出了确切的定义，

对现有的研究工作及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最后指出了

大数据时代社会计算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希望能为研究

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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