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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搜尋活出美好真實的人生 

「數據謊言與真相」讀後心得 

一、 前言-戴著面具的人生 

    從出生每個人都充滿好奇心，一直探索這世界的人事物，然而

在成長及教育過程中，我們被要求或模塑成社會期待的樣子，因此

或多或少我們都戴起了面具，這面具不但保護自己的隱私，也讓我

們能融入社會及群體中。  

  因我們都帶著面具生活，所以在群體生活裡，並不會表現出真

實的自我，別人也不知道我們最真實的需求與想法；久而久之，因

長期隱藏真我，使我們過著虛偽的人生，最後連自己都迷失了，不

知哪個面向才是內心想要的生活。  

  因此迷失是許多人常掛在嘴邊的鑰字（keyword），筆者在

109/3/29上網查，出現約 4.63億個搜尋結果；而英文 lost更是超

過 60億個搜尋結果，相近詞失落也有約 0.5億個搜尋結果；從這些

數據可明白，這是個「失落的年代」（約 1.47 億個搜尋結果）或是

「失落的自己」（約 0.37億個搜尋結果）。  

  這種迷失的感覺如影隨形，因我們總是為社會或親友的期待而

生活，所以我們不會表現出真實的自己，也不認識他人的真實。我

們常以為自己應該跟別人一樣，甚至要學習成功勝利組的模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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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們崇拜偶像、明星、師長，想要高富帥、白富美，但當這些偶

像的形象破滅時，我們就落入更迷失的困境中。  

二、 本書核心觀念－透過網路搜尋數據追求真相 

    本書作者提出川普的勝選，就是虛偽人生的最佳寫照，因為川

普挑起種族主義的大旗，犯了美國選舉的大忌，所以在選前的民調，

沒人看好川普，但川普卻一路過關斬將，不但贏得共和黨初選，最

後還當選總統，令許多人跌破眼鏡。  

  作者透過數據科學分析，從網路搜尋的統計發現，川普當選才

是真實反應美國人內心的想法，把他們自以為沒有種族歧視的問題，

當頭打了一個棒喝。 

  當時許多人以為美國已沒有種族歧視，更何況上一任總統是黑

人，但作者研究網路數據後，發現人們在網路搜尋黑鬼頻率較高的

地區，跟川普勝選的地區，竟呈現很大的重疊性；也就是說川普勝

選的地區，出現種族歧視相關鑰字的搜尋，比其他議題如經濟、就

業等還多，換言之，從網路搜尋數據的統計，就顯露出美國人最真

實的想法了。 

  除了美國選舉議題外，作者還利用網路搜尋數據，挖掘出許多

真相與事實，有很多結果跟我們所以為的大相逕庭。雖然這網路搜

尋數據，跟以前社會科學家或民調專家所用的數據型式及來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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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反而更能找出人們真實的想法。作者最核心的研究心得：人們對

民意調查會說謊，但在網路搜尋時並不說謊，因為網路搜尋是因有

需要才做的行為。  

  舉例來說：要怎樣才能找出真實的失業率，以前我們常用民調

方式調查，但結果常偏離事實；作者研究發現，失業者在網路最多

的搜尋，是跟消遣相關的詞彙，因此將這些搜尋詞彙統計成數據，

就能準確預測失業率的比例。 

  另外許多人以為 NBA 球員，大多來自貧窮黑人家庭的小孩，但

深入研究網路數據後，才發現出生在富裕的家庭更有機會成為 NBA

球員。還有我們習以為常的知識，在網路數據上也得到印證，例如：

氣溫較低或陰雨的地方，比氣溫高的地方更容易令人憂鬱；因為在

天氣好的地區，搜尋有關憂慮資訊的次數，比天氣糟的地方少了

40%。 

三、 網路搜尋數據－新型數據有新啟發 

  本書點出網路數據跟傳統數據，有 4個最大的不同點，那就是：

1.提供新類型數據、2.提供誠實的數據、3.可以聚焦在小子集、4.

可以因果關係實驗。詳述如下： 

(一) 提供新類型數據  

    在 Google 搜尋時，會發現 Google 常自動帶入相關搜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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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字，而從這些相關搜尋中，可延伸探討而找到彼此關聯的研

究議題，這是網路大數據所提供的新類型數據。在以前以為沒

相關性的資料，經過Google搜尋，可找出具啟發性的關聯數據；

筆者也利用這相關搜尋應用在房價議題上，找到一些有意義的

發現，這將在心得第伍部分詳述。  

    另外預測未來也是數據科學最常運用的領域，在運動界（如：

棒球、籃球）或賽馬界等領域，已使用傳統統計方法來預測選

手的表現，當作每一場比賽調度的依據；但除了傳統數據外，

藉由相關搜尋技術，還能找到以前未注意到的關鍵因素。書中

以賽馬為例，為找尋未來的賽馬明星，結果從相關搜尋發現，

馬跑步的速度可以從馬的內臟大小來做推測，不但打破過去以

血統為主的預測方法，也帶出新的醫學觀點，給賽馬領域者全

新的啟發。  

(二) 提供誠實的數據  

    自從網路盛行後，人類在網路上所留下的文字紀錄已經遠

遠超過書籍出版的數量了，加上 Google book Ngram viewer，

把 1800 至 2010 年世界上大部分的書籍數位化了，因此藉由詞

彙的搜尋，可看出這些詞彙彼消我長的情況。書中舉例：香腸

跟披薩，從文字紀錄就清楚看出，香腸是很早出現的產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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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薩是 1940年才開始出現，但近幾年爆紅程度，已是香腸的 2

倍。  

    另外「文字雲」又是一種文字研究的工具，可看出在文章

或網頁中出現最多的字彙，例如筆者以英文版湯姆歷險記第 1

章的內容，得出文字雲的字彙如圖 1（越大的字頻率越高）。由

文字雲圖顯示，英文版湯姆歷險記，是本用簡易英文寫成的世

界名著，很適合學習英文者來閱讀。 

 

圖 1 英文版湯姆歷險記第 1章的文字雲圖 

（資料來源：筆者 109/4/4 以網路文字雲軟體產生之截圖，取自

http://wordcloud.booogle.net/） 

  在書中作者以文字雲研究男女生及各年齡層用語的特性，

發現男女生需求的差異處，也找到各年齡層生活的需要，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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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人們的心思意念，才能真正滿足其所需。  

(三) 可以聚焦在小子集  

    由於網路數據是具有各種面向的資料，例如：年齡、性別、

地理位置、活動內容、商業行為、健康情況等等，所以在網路

數據裡可針對某個面向或子集，更直接地做相關性研究。作者

藉由網路數據找出棒球迷會瘋狂支持某球隊的原因、也找到成

人常有政治傾向的原因、以及發現報稅不實的原因。而特別的

是，有些研究主題就如不實報稅的原因，是用民調也無法問出

真正的原因。  

  另外作者提出了「分身搜尋」的技術，藉此可預測人類的

行為、健康狀況、運動員表現、消費喜好等。這個技術在許多

商業機構已有運用，例如：亞馬遜公司利用分身搜尋技術，對

網路讀者提供推薦書單；醫院利用分身搜尋技術，能做出更準

確的病情診斷。這些都是藉著網路搜尋數據，經過統計並預測

類似條件者的行為模式或健康狀態。  

(四) 可以因果關係實驗  

    在生活中充滿了兩兩之間的相關性或因果關係，例如：醫

學發現適量飲酒有益健康，但酗酒會造成身體傷害，這樣的研

究最常使用的方式，就是利用隨機對照實驗。作者提出我們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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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社群網站（如臉書）或購物平台，每天都在進行隨機對照

實驗，雖然很多使用者是渾然不知，但卻已在網站上留下喜好

的紀錄，而這些紀錄常被用來改善企業的廣告內容或其產品，

或是找到對產品真正有興趣的人。  

  以前這種隨機對照實驗，需要花大量的時間金錢，但今天

藉由網路，這些社群網站、購物平台，每天都可進行隨機對照

實驗；而且網路世界是最隨機的狀況，因完全無法限制誰來網

站拜訪，也不知這些使用者的特性，所以是最簡單方便的實驗

場所。 

  許多美國明星歌手、政治人物的粉絲頁，也都有進行這種

隨機對照實驗，以了解群眾對自己的喜好程度；而工商界更常

利用網路隨機對照實驗，以了解消費者對其產品的喜好；據此

同理，政府對於政策的形成，也可以利用網路來做隨機對照實

驗，如此更能確定何種政策最容易被民眾接受。 

四、 心得－沉迷網路抑或由網路數據得解脫 

  網路已是每天生活花最多時間的部分，例如：我們最常用的社

群軟體 LINE，就是隨時保持上網的軟體，隨時等待訊息進來，或是

即時分享訊息給親友；另外我們有任何問題或需求，就是上網問

Google 而求得解答；還有許多人戴著智慧手環，也是把身體狀況，



8 
 

隨時記錄到網路上；換句話說，真實的自我每天都在網路上留下足

跡、紀錄、問題及喜好。  

  再者網路進入 4G時代後，手機智慧功能也越來越方便，甚至已

經像是隨身的小助理，用講的也能通；一拿起手機進行語音搜尋，

馬上就能找到答案，而這語音內容跟搜尋紀錄，也變成最真實的數

據資料庫。 例如：想了解這附近哪裡有好吃的美食，想知道某某名

人的背景、年紀，想要去的地點走哪條路最省時間，想了解頭暈的

原因等等，都會想利用網路搜尋，同時也在網路留下搜尋紀錄跟我

們的語音，而這些紀錄都變成網路大數據了。 

  網路除了提供線上遊戲、線上交友，也蘊藏著龐大的資料，因

此我們每天都花不少時間上網；加上我們的成長過程，常被教導要

成為別人期待的樣子，因此我們常把真實的欲望藏在內心裡，外面

表現是順著父母、師長、老闆的要求，走在一條社會期待的道路，

但久而久之，在現實與期待的差距甚大時，許多人就花更多時間沉

迷於網路了。 

  本書提到在 21世紀初，人們在網路搜尋的紀錄，平均一天就積

累 8 兆 gigabytes（10 億位元組）的資料，是多麼龐大且難以形容

的大數據。這些數據也成人工智慧的基礎，讓機器學習這門技術有

長足進步；例如：機器能聽懂人類的話，是因成千上萬的人，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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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留下語音以及其所配對的文字；藉由這大量的資料庫加上網路

傳輸快速，類似 Siri 或 OK Google 等個人助理軟體，就變成人工

智慧機器人了；不但聽懂你所說的話，也能跟你對話，更能提供生

活需求的建議，因此當數據科學越來越成熟時，網路大數據加上人

工智慧就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讓你人生過得更美好。  

五、 學習印證得發現 

  筆者為學習並印證網路大數據的威力，嘗試挖掘人們真實的想

法，109/4/4在 Google 搜尋輸入「房價」鑰字，結果出現 1,360萬

搜尋結果，確認房價是大家關心程度很高的議題。當天搜尋結果出

現房屋仲介的廣告、房屋交易網路平台、實價登錄相關網站、房價

相關的新聞；而搜尋結果第 1 頁底下的相關搜尋，則出現 XX 房價

2019、XX房價走勢 2019、XX房價退燒、XX房價崩盤等詞彙。  

  從上述搜尋結果，可看出關心房價的人，除了注意房子交易價

格、也會到房屋仲介網站找尋出售的房子；而在 Google相關搜尋詞

彙部分，大部分是相關房價未來走勢，由此推測不少人也搜尋合適

的買房時間，期待可以買到合理房價的房子。  

  筆者同時間利用 Google trend查詢「房價」鑰字，在房地產領

域中，可看到從 2016 年起的搜尋熱度，在 2017 年底有較高的搜尋

熱度，而最近一年的熱度是稍微減少的，趨勢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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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Google trend查詢「房價」搜尋熱度近 3年圖 

（資料來源：筆者 109/4/4網路查詢結果之截圖） 

  從圖 3 最近一年的趨勢，2019/6/9 至 2019/8/17 搜尋熱度是

50-75 的稍高熱度，而 2019/12/8 至 2020/2/22 是 25-50 的低熱度

時期。  

 

圖 3 Google trend查詢「房價」搜尋熱度近 1年圖 

（資料來源：筆者 109/4/4網路查詢結果之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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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 4 Google Trend也顯示過去一年搜尋熱度最高的城市是桃

園市，並且從相關搜尋看到桃園青埔熱度增加很多，推測最近許多

人對於桃園市的房地產，特別是青埔地區，有相當大的興趣；為了

驗證青埔是否為大家關注的重點，在 Google輸入青埔，就得到 2,230

萬的搜尋結果，印證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圖 4 Google trend查詢「房價」區域網友感興趣程度圖 

（資料來源：筆者 109/4/4網路查詢結果之截圖） 

  另外筆者從某房仲網站找到他們所做的民調，從民調結果圖 5

看出新竹以南對房價樂觀程度高於北部，但比較 Google搜尋熱度來

看，台中以南的人對房價並不如北部人熱衷；雖然民調結果是樂觀，

但筆者對此結果就會有所保留，不確定這些回答民調者，是真的關

心房價還是隨便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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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某房仲網站對房價趨勢看法統計表 

（資料來源：筆者 109/3/29 網路查詢結果之截圖，取自

https://knowhow.yungching.com.tw/research/trend?nv1=reseac

hR&nv2=trend） 

除了上述發現外，對於有興趣的議題，也可用 Google Trend做

鑰字相關研究，在輸入兩兩鑰字後，研究彼此熱搜程度的關係，也

可觀察是否跟社會現象吻合？舉例來說，109/3/29在 Google trend

查詢，看出關心房價的程度，跟關心建案、買房、土地、租屋等，

是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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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Google trend查詢「房價」、「建案」 

（資料來源：筆者 109/3/29網路查詢結果之截圖) 

 

 

圖 7  Google trend查詢「房價」、「買房」 

（資料來源：筆者 109/3/29網路查詢結果之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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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Google trend查詢「房價」、「土地」 

（資料來源：筆者 109/3/29網路查詢結果之截圖） 

 

 

圖 9  Google trend查詢「房價」、「租屋」 

（資料來源：筆者 109/3/29網路查詢結果之截圖） 

  從圖 6、7可看出關心房價與關心建案的程度相差無幾，然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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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買房的人稍微多一些；而圖8、9顯示關心土地與關心租屋的人，

比關心房價的人還多 4 至 5 倍，推測關心土地與關心租屋的人並不

太考慮房價的變動。另外租屋的搜尋熱度還呈現週期性，暑假期間

是高峰期，寒假是低谷期，推測學生租屋族群，是使用網路搜尋的

最大族群。 

  從這些相關性的研究，筆者發現最重要的是問對問題，才能找

出真正的關聯所在，這樣的觀念在「大哉問時代」一書中，也有相

同的看法。此書提到大家習慣的事，才是最值得探究的，因為在習

慣的事物裡，蘊藏許多我們所忽略的關聯性；也就說，這關聯性的

探索，是需要一問再問地嘗試。所以相關房價研究議題，可以繼續

往外延伸及探討，就如圖 10所示：從每個鑰字跟房價關心程度的比

較，可找出上網民眾對房地產的哪些內容，是最關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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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房價」相關鑰字之關聯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經過筆者實際操作與觀察，再次印證本書作者所說：網路搜尋

才是人們最真實的需求，民調數據跟按讚分享的統計，雖然可以推

測人們的想法，但那些回答民調跟按讚表現，不一定是內心真實的

想法，有很多是戴上面具的回應。而網路搜尋是因需求才做的行為，

因此探究網路搜尋行為，就能找到最真實的想法，也不用去猜測面

具底下的真意，我們的迷失也能從網路搜尋得到解答。 

六、 結論－由網路大數據活出美好人生不再迷失 

  雖然我們是戴著面具生活，但在網路世界已留下真實的足跡，

縱然想保護自己的隱私，卻也回不去沒有網路的時代了。現在網路

大數據變成社會科學新的研究方向，本書所提的實例在在都顯示，

網路搜尋數據把人們真實的想法表露無疑，雖然我們可能表裡不一，

但真相已存在網路裡，只待我們去挖掘探究。 

  書中提到網路大數據的特性與研究方法，亦是我們可以嘗試研

究的，當更多網路數據的研究結果呈現，就會開創更多社會科學的

新發現；而且藉這網路數據的挖礦，使研究者更了解人們真實的想

法與需求，研究者不再投石問路，也不用猜測民調回答者的真實心

意，能更直觀地得到真實數據，也更了解人們真實的需求，進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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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人們活出真實的自我，減少陷入迷失的情境中。 

  隨著網路大數據的資訊累積，使得人工智慧有長足的進步，「在

一起孤獨」一書提到，陪伴機器人或機器寵物，已經在美國一些育

幼院或老人院裡，扮演陪伴者的重要角色；也就是說，人工智慧的

仿真人或仿真寵物，已能陪伴許多孤獨的心靈。 

  現在不少企業已提供線上客服機器人的服務，而其背後技術是

有龐大的語音及問答集資料庫為基礎，能辨識打電話者所說的內容，

也能從問答集找到解答來回答客戶。由此推測，網路大數據及人工

智慧的持續發展，將來人們可在網路上找到心理諮商師、生涯規劃

師或心靈導師，在網路上我們可以坦然地說出自己的問題與疑惑，

並能從網路獲得真實的幫助，不再過著迷失的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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