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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叫“海客”？

自11月16日海客新闻在苹果商店开放下载以来，越
来越多的新老朋友们或下载或升级了海客新闻。也是从
海客全“心”亮相的那天起，很多网友对人民日报海外
版选用“海客”作为新闻客户端的正式命名充满好奇。
那么，为什么叫“海客”呢？

简单地说，“海客”就是“海外版客户端”。复杂一
点说，那其中的文化底蕴可就深了去了。

海客之名，古已有之。在汉语词典里，海客指航海
者，海商，浪迹天涯者。李白曾有诗云：“海客乘天风，
将船远行役。”此中的“海客”，是远行者，御天风而远
行，拥有一种豪气干云的魄力。而后，李白又提笔书：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此中的“海客”，是航
海者，在仙家之地不可求而求之，张扬的是一种探险的
精神…… “海客”所蕴藏着的勇敢、广博、游子之意一
直贯穿于中华文化的历史中，后人温故知新时方能体味
到“海客”的创新开拓之力、视野广博之域与思乡恋家
之情。而今天，海客又指跨越不同文化、体验全球化的
生活方式、拥有国际触觉、爱好新鲜事物、讲求生活品
质、充满生活热情的人群。

海客新闻团队正是为了服务于全球5000多万华侨华
人、数百万海外留学生以及海外工作的中国人而精心打
造这款产品。它意在饱览全球，解读中国，与时代变革
同步更新，推出精品专题，打造品牌阅读，佐以独家观
察、原创评论，与众多海内外读者分享。海客新闻，不
止是新闻，更是中国人看世界的“探索号”。

由此可见，“海客”的文化底蕴与海外版人多年推崇
的精神与文化有着极大程度的契合，实可谓“有谋乃
合”。

为什么看“海客”？

海客新闻上线之时，江湖早已风起云涌。列位看官

不禁要问：天下新闻客户端何其多，我为什么选择海客
新闻？海客究竟有什么“好看”？

海客言，新闻客户端是一个新闻聚合平台，其实每
一款客户端都或多或少有共同点和不同之处，区别在于
内容。选择海客的原因很简单，海客集人民日报海外版办
报30年来所有精华和文化底蕴于一身，从小平同志“向海
外朋友问好”的那天开始，一份有责任有担当的报人精神
就贯彻始终。1985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2012年，海外
网正式上线；2014年，海客新闻走上前台。从一张报纸，到
一个网站，再到掌中的新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直在紧
跟时代前进的脚步。依托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海外网强大
的采编力量与新闻制作团队，20档精雕细琢的新闻及评论
栏目跃然掌间：

“时政聚焦”、“环球扫描”、“财经眼”、“台港澳在线”、
“华人圈”等带您第一时间知晓国事家事天下事。从北京地
铁票价的调整到中央巡视组揪出了“大老虎”；从东京气温
的一夜骤变到乌克兰局势的剑拔弩张；从国内萝卜青菜的
价格涨跌到纳斯达克指数的变动；从香港的浮世绘到台湾

“九合一”选举……足不出户让您洞察世界。
新闻的聚合只是“开胃甜点”，海客的丰盛大餐当然

也绝不止步于此。集百家言论、博采众长的原创评论栏
目才是海客的精髓：“望海楼”——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著
名前沿国际时评，海客及时推送，并存入专栏，供您不
时品读；“侠客岛”——海外版著名微信公号早已名声在
外，岛君们但凭侠者仁心，为您解读时政热点，剖析改
革大局；“港台腔”——延续人民日报海外版港台报道的
记者资源和特色优势，针对港台时事热点、两岸关系问
题发出权威及时的解读；“金台2号”——人民日报评论
员带您关注国内外时政时局、经济大势，解读犀利、观
点鲜明；“专家说”——海外网160余位专栏作者和特约
评论员，解读时政、国际、财经、社会、民生热点话
题，让您看得明白，懂得透彻……

“海客”还有什么？

“该不该送孩子回国读书？”、“几月份去澳洲旅游最

好？”、“出国留学读语言班有什么好处？”……等等，谁
能给出有用又可信的答案？海客言，你问我答，贴心服
务，华人心声，海客知道。无论您是长居海外的同胞，
还是打算出境的国人，任何人，任何事，只要您心存疑
虑，需要帮助，海客新闻的特色互动栏目“华声问答”
都将尽心尽力为您答疑解惑。“华声问答”旨在建立海内

外华人信息共享、互帮互助的互动平台，用户仅需注
册、登录海客新闻，即可发布问题或回答他人的疑问。除
此以外，在您寻求帮助的同时点开“华声问答”的子栏目

“读者服务”，也可以第一时间找到由编辑团队为您精选的
留学、旅游、移民等方面的各种信息及政策解读。读到这
里，您还在等什么，现在就下载海客新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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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说：
“不管你现在做什么行业，未来都是数据生
意。”“我们正处于整个互联网新时代的第
一天。”

类似论断，11 月 26 日晚，记者在“清
华大数据产业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
会”）成立大会上，也多有耳闻。

这是清华第一个大数据思维碰撞与资
源对接平台，由清华数据科学研究院发起
指导，依托于清华多个院系和学科在大数
据相关领域多年的积累与探索，联合了大
数据产业链中的优秀龙头企业与创新企
业，旨在促进产、学、研良性互动，共同推动
大数据生态系统中的各方合作共赢。清华
大学副校长杨斌、清华校友总会TMT协会
秘书长邓永强及清华大学相关院系领导出
席了此次大会。

又一次IT革命
会长韩亦舜在致辞中说：“大数据这一

波浪潮，将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变化，诸如多
维度的思考、更深刻的洞见、更科学的决
策。也许大数据这个词，热一段时间就慢慢
冷了，但是我们相信，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一
个新的时代。”

SAS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刘政则进一
步阐释：“大数据是继互联网之后，又一次
IT产业革命。最近20年，先后出现了3个推
动经济的引擎，第一个是信息高速公路，第
二个是互联网，另一个就是今天的大数
据。”

毫无疑问，能令任何商业模式瞬间高
大上的“大数据”，眼下正成为最炙手可热
的概念。联合会秘书长王霞甚至调侃道：

“有相当一部分社会上的人士觉得，大数据
已经成功取代‘云计算’，成为下一个最忽

悠的词。”
大数据到底是不是“大

忽悠”？它正在给我们带来
什么改变？

“打个比方，数据犹如
沙子。单个来看，也许毫无
价值可言；没有技术辨别、
提纯的时候，它们就是一盘
散沙。但是当数据量足够大

的时候，如果有技术能够把它们利用起来，
就可以将沙子变成金子。所以最重要的就
是要找到淘金的方法，即大数据在各行各
业的应用。正如今天一位与会嘉宾所言，如
今，无论是面向企业、还是面向个人的市
场，都在考虑怎么把沉默的数据变成有价
值的源泉。”在发布会现场，联合会发起人
之一、起名通创始人张襦心说。

“一加一大于二”
这一切，首先得益于数据大爆炸。
2006 年，个人用户才刚刚迈进 TB（万

亿字节）时代，全球一共新产生了1.8亿TB
的数据。而根据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IDC 的
统计和预测，2012 年数据量已经增长到
2.8ZB（十万亿亿字节），到2020年这个数字
将超过40ZB，估计是地球所有海滩的沙粒
数量的57倍。“信息膨胀的速度和原子弹爆
炸的速度是一样的。而这是一个持久的爆
炸，远远不是一瞬间。”

如果说以前大多数据是孤立的，如今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这些数据呈现出关联
形态的变化，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价值。

在此次清华大数据产业联合会的成立
仪式上，中国统计信息服务中心大数据研
究实验室主任江青透露，去年11月，国家统
计局与百度、阿里巴巴等 11家与大数据相
关联的互联网企业成立了一个国家统计局
的大数据平台，应用之一即为分析社情民
意，提供决策参考。

电子科技大学互联网科学中心主任周
涛不久前提到大数据在社科上的应用：“以
前做一次实验，比如说探讨宗教问题，我看
到最大规模的实验，无非是几百上千人通
过问卷的形式表明自己的宗教取向。但是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有8000多人是有宗教标
签的，在微博上也有70多万人，他们分属于
不同的教派。通过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宗教
的不同教派之间是不是有非常紧密的联

系，历史上一些彼此不大对头的教派是不
是连接比较稀松，他们之间说话、用语到底
是用褒义词多还是贬义词多，用有暴力倾
向的词多还是比较友善的词多，我们能够
宏观地了解哪个教派有最强的反社会倾向
等等。”

现代智能的魔力
数据的广泛性、分析方法的先进性，还

可以让解决方案更智能。
谷歌利用用户搜索记录，判断美国流

感疫情的现状，比疾控中心还要快一两周。
今年微软利用大数据，成功预测了第 86届
奥斯卡金像奖24个奖项中的21个。

在清华大数据产业联合会中，各家企
业也都在各自的领域，探索大数据的方向。

曾在华尔街最顶尖的对冲基金 D·E·
Shaw工作多年的李凌博士，正在实施中国
的 Kensho——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建立全新的量化投资模式，还可以让计算
机回答诸如“央行降息对房地产行业有何
影响”之类的复杂问题，向人们展示了现代
智能的神奇魔力。

在李凌博士看来，除传统的市场行情
数据，新型的文本数据（包括互联网新闻和
专业的分析师报告）和社交媒体数据也可
用于指导投资行为。他领导的团队使用最
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不仅能把蕴含在海
量数据中的市场信号迅速、准确地抽取出
来呈现在投资者面前，还能基于所有信息
建立庞大的知识图谱，建立起行业、公司、
产品、人、地域、行业指标等之间复杂的关
联关系。

张襦心则致力于大数据在文化领域的
研究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落地。2012年，她领
导的团队基于覆盖我国超过90%人口的姓
名数据，研发出了中国第一个“姓名指数”。
如今她正在向人工智能起名领域进一步探
索。“如果从前有一个人走过来说，给我起
一个名字，必须让我一看就喜欢，我们肯定
会认为这是天方夜谭，只有神仙才能猜中
他的心思。而通过大数据，就可以让智能起
名成为可能。”

从 2012 年至今，大数据经过铺垫、酝
酿、炒作、质疑，如今已经到了走下神坛，真
正深入各行各业，将巨大变革之力发挥出
来的时候了。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的大数
据时代才刚刚开始。

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谁谁玩得转玩得转
本报记者 徐 蕾文/图

日 前 ，
首届互联网大会
在浙江乌镇开幕。中国
通过 20 余年的赶超，已经
逐渐成为互联网大国，并站在
了时代的前沿。今年阿里巴巴在美
国纽交所震撼世界的上市，以及“双
11”又创新高的销售额，都在证明着这一
点。

荣耀之下，也暗藏挑战。在智能手机引领的
移动互联网第一波大潮过后，当今互联网产业遇到
了一个瓶颈。尽管相对于传统行业，互联网的发展速
度依然惊人，但相对于前些年的狂飙突进，如今更像是
到了一个“平台期”。

一方面，传统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已经基本定型，格局不
会有太大变化。近几年来“BAT”三巨头立足自身核心业务，
不断收购兼并其他互联网公司，逐渐形成三巨头的格局，可能
正说明暂时没有涌现出新的特别好的商业模式，

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无限的可能，但流
量如何变现，从而转化为成熟稳定的商业模式，依然是个大问题。
作为目前国内小有名气的社交App“陌陌”，其研发公司在美国上市
时的招股说明书显示，该公司至今尚未实现盈利。可见资本市场目前
瞄准的仍是移动互联网的未来前景，而非现时盈利能力。

当然，正如苹果从一片物理键盘手机的洪荒中开创了智能手机的
时代，“平台期”的稳定环境，也必定是孕育下一代革命的温床。就在
11月初，国内知名手机制造商小米展开新一轮融资，其估值高达400亿
美元，直逼苹果市值，显然有和“BAT”三巨头分庭抗礼的趋势。

小米的成功不仅是缘于雷军善于做硬件，否则无法解释 10年前中
国的山寨机品牌为何没能成长为大企业。除了手机以外，小米的另一发
展重点就是智能硬件，特别是可穿戴设备“智能手环”。通过智能手
环，用户可以记录日常生活中的锻炼、睡眠、饮食等实时数据，同步
到手机或电脑和其他智能设备供分析。这种数据分析，可以在医疗、
健身等诸多领域发挥作用。

目前中国国内从事智能可穿戴硬件的企业不止小米一家。而正在
被热烈讨论的新领域也不惟此一个。“大数据”是一个国内国外都在
热炒的话题。目前国内包括百度、腾讯在内的几家互联网大企业，
在“大数据”的储存、处理和分析方面都已经打下基础。多次成
功的案例，如腾讯基于春运期间人口迁移数据分析“逃离北上
广”的真实性，已经显露了这一领域的巨大潜力。

在前几次IT革命中，中国都充当着跟随者的角色。但正如
这次互联网大会所昭示的角色变化一样，中国互联网行业现在
已经打好了足够的技术基础。即便不能掀起新的浪潮，也决
不再是之前的那个“跟随者”了。而要成为一名合格的

“领跑者”，就必须放眼长远，认准方向，勇于突破，给世
界带来不断的惊喜。

（作者为海外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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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下载海客

2014年11月“海客新闻”客户端的上线，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发
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搜狐、网易、凤凰等商业媒体占据半壁江山的
新闻客户端市场，紧随人民日报客户端的脚步，海客轻轻走来，犹如一
股清泉，为全球华人每天的新闻大餐增添了一份可亲、别致之选。

海客登录欢迎界面海客登录欢迎界面 互动问答界面

专题报道界面电子阅报栏界面

新闻端主界面

导航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