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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比文字出现更早的工具，它帮助人类不断拓展对客

观世界的认知，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关键要素。身处大数据

时代的我们，更加受到数据及其分析模型带来的影响，既有各种

生活的便利，情景化的舒爽，也有隐私泄露的不快。为了更好地

掌握数据，正确地分析数据，精准地描述规律，我们必须掌握一

定的数据分析知识，而本书将是打开这扇门的一把钥匙。

执教十年，经历了从数据挖掘到大数据的云卷云舒，一代代

的技术更迭，不变的是对数据知识探索的执着初心。但是，咨询

者众，待解惑者也不少，一一解答既无效率又没效果，因此在去

年萌生了写本书的想法。与理论型书籍不同，本书的方法论是来

自传统理论但充分考虑了实战环境而进行了适配性的修订。希望

读者在阅读时要注意，因地制宜，随机应变，重神不重形，切不

可机械照搬。

第一章讲创新思维。这是因为数据分析的起点就是头脑，是

思考，想做好数据分析，打开头脑是最重要的，没有之一。

第二章至第八章讲数据分析。从数据本身开始，评述了统计

分析、数据挖掘和大数据等分析技术，还介绍了由浅入深的三种

主要工具软件的使用技巧，非常适合有一定操作经验但亟须进阶

的操作者。

第九章至第十六章则聚焦经营分析。经营分析是企业经营最

重要的分析工具组合，可能融合了非常复杂的分析技术。本书抽

前言

Sca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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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剥茧，先从理论高度系统介绍了定性和定量方法，再从主题和

专题两个角度来演示经营分析过程，最后通过案例来说明具体步

骤。

第十七章至第十九章介绍营销策划。一切公司的目标都是赚

钱，不以盈利为目标的组织是公益和公共服务部门。数据分析最

核心的价值就体现在对营销策划的强力支撑上。另外，本书重心

在于介绍数据分析如何用在营销策划中，而不在于制定营销策略

和最终决策。

限于行业服务背景和本人的水平与经验，书中不足之处，恳

请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教。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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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是人类最大的财富。万物之灵能主宰蓝色星球，靠的是地表最强的思

维能力。虽然我们每天都运用头脑，但却很少思考其运作机制。我们经常评价

某人聪明或是愚钝，而背后的一切都源于对个体头脑的开发和利用程度。大数

据分析是头脑使用的高级阶段，为了更好地掌控世界，我们先从思维能力开始

讲起。

第一节　大脑如何转弯

在作者的少年时代，“脑筋急转弯”风靡一时，早熟的少男少女借用这一

技巧卖弄着自己的智力同时完成搭讪这一社交领域的高难度动作。为了更好地

达成不可言传之目的，有好事者干脆去书店买一本脑筋急转弯大全之类的书来

背。典型的问题如“冬瓜、黄瓜、西瓜、南瓜都能吃，什么瓜不能吃？”答案

是“傻瓜”。

这样的问题可称为弄巧之技，因为这类问题根本无法准确、可复现地衡量

一个人的智商水平。公认的智商测试应包括对观察、记忆、想象、创造、分析

判断、思维、应变、推理等能力的测量，而与这类脑筋急转弯问题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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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近于 0。这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可以通过机械地背诵来应对此类问题，而

记忆力只是智商中的一部分；另外，此类问题无法通过严密的逻辑推导来找到

答案，越是逻辑能力强的人往往越容易被愚弄。

其实，人类的思维能力分为两大部分，这两大部分缺一不可。一部分是线

性思维，又称硬性思维，在这种情况下 1+1 必须等于 2，二进制下的 01+01 必

须等于 10，如果不遵循这个原则，则目前计算机系统的基础架构将全部坍塌。

线性思维能力强的人非常适合学习理工科，尤其是当程序员。另一部分是非线

性思维，又称软性思维，此时 1+1 等于多少呢？我们想等于几都可以，非线

性思维能力强的人适合进行艺术类创作，擅长文史艺术类学科，就业方向可以

是作家编剧、广告设计师等。

值得庆幸的是，还有这样一些人，同时具备很强的线性思维能力和非线性

思维能力，兼具理性思辨和超凡想象力，留下一些震古烁今的历史影响力。亚

里士多德是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其著作构建了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广泛系

统，包含道德、美学、逻辑和科学、政治和玄学，绝对的百科全书式的超级牛

人。张衡以发明浑天仪闻名于世，头衔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

家、文学家，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并称“汉赋四大家”，这个跨界范围不

小，让后人无法模仿和超越。还有机械妖孽达·芬奇，作为画家、天文学家、

发明家、建筑师，擅长雕刻、音乐、发明、建筑，通晓数学、生理、物理、天

文、地质，具有超越当时科技 30～50 年的技术实力。

看到这里，如果有人提出，每个普通人都能通过一定的训练加强自己并不

擅长的另一方面的思维能力，从而获得更大的成就，肯定是一碗非常给力的心

灵鸡汤。趁着鸡汤还没凉，接下来，我们需要一把巨大的智慧之匙。

第二节　智慧之匙

这把智慧的钥匙，其实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它的名字叫作创新思维。

这个所谓的创新思维，是真的可以训练出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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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三个小例子。

① Take one from nine， you can get ten，Why? （九中去一得十，为何？）

② What is One-half of thirteen? （十三的一半是多少？）

③下式不是一个有效的数学表达式：2+7-118=129。请在上式中加一条直

线，使之成为一个有效的数学表达式。

第一个问题，在作者十几年的内训生涯几千个学员中，只有一位立刻、准

确地答出了正确答案，作者的感受是此人确实天赋异禀。那我们这些貌似没什

么天赋的普通人如何是好？

解：

第一步，已知 9-1=8，9+1=10，即按照某种逻辑关系，正负号反转。最

常用的阿拉伯数字、汉字、英语，一一否决……（严密的逻辑推导）

第二步，有什么语言的数字编码方式具有反转正负号的逻辑呢？（这一步

至关重要）

第三步，这题应该考的是常用的，而非小语种或罕见的数字编码模式。

（限定条件）

第四步，除了阿拉伯数字，就属罗马数字在西方最常用（这可是一道英语

题），早期的钟表和当代的很多高档手表仍然沿用。而罗马数字中的“左减右

加”恰好就实现了反转正负号！（没有文科知识行吗？）

第五步，9 在罗马数字中表示为 IX，本身就是 10-1 的意思，那么把 X（表

示 10）左边的 I（表示 1）去掉，恰好得到了 X（10），而这里面的 take from

（去）词组不是指代 minus（减），实际说的是 remove（移）。

上述解答过程告诉我们，严密的逻辑推导，在解决大部分问题的时候是有

效的。

第二个问题答上来的学员较多，“6.5”“1”“3”“thir”“teen”等都是正确

答案。这个问题表明，发散性思维也是解决某些问题的利器。

第三个问题难住了很多人，尤其是笃信逻辑推导的那些人，他们试图通过

小时候擅长的速算 24 经验来套用，这样会很自然地陷入思维的陷阱。答案很

简单，一根小小的斜线，把“=”变为“≠”即可，思维的关键点在于“有效

的数学表达式”可不一定都是“等式”。

通过三个小例子，我们知道严密的逻辑推导、发散性思维和突破性思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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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地解决问题，这正是人类创新思维的起点。而且幸运的是，它可以被训

练出来。

第三节　人人皆可创新

提出人类需求层次理论的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创造性分为“特

殊才能的创造性（Special Talent Creativity）”和“自我实现的创造性（Self-

actualizing Creativity）”。

爱迪生名垂科学史，靠的是“特殊才能的创造性”，也就是天才的创新能

力。我们从小就知道，他发明的“电灯”是经过上千次材料实验测试出来的。

问题是，爱迪生是否具备把这么多种材料加工成灯丝的动手能力。

显然，背后另有高人，那就是爱迪生的团队，他们就是不那么有名的美国

技工约翰·沃特、英国车工巴契拉、瑞士钟表匠巴格曼等人，这些人是爱迪

生两千多项发明、一千多项专利的坚实基础。这些伟大的工匠，面对人类历史

上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发挥了强大的创新能力，这就是“自我实现的创造性”，

用实践证明了“人人皆可创新”。

第四节　阻碍创新的因素

既然人人都可以创新，那么为什么创新大师们如此卓越而大多数人却显得

缺乏创新能力？这是因为，我们生活中存在很多阻碍创新的因素。

创新的第一个枷锁是“思维标准化”。

思维标准化的第一种表现是“功能固着”，即严格遵守对象与功能函数的

对应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北非战场上，由于技术兵器的严重缺乏，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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