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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数据中台总体建设方案



l 将前端业务对数据的需求进行整合与抽象，由中台来统一集成数
据，构建成公共服务能力并以服务的方式向前端业务开放；

l 基于中台更强大的数据采集与融合能力，整合更多的业务源数据，
实现政企业务数据的全域融合；

l 基于实际业务场景设计数据应用，用数据解决真实业务问题，把
数据输送到业务前端、赋能业务，助力政企业务更加智慧化；

l 通过数据中台将数据(应用、分析、智能)能力以服务的方式对行发
布，让前端可以共享所有的数据应用服务；

l 利用中台服务管控平台，实现对数据资产应用的规范管控。

数据中台·构建业务化数据应用与共享能力，支撑业务数字化转型
企业已具备了数据汇聚、整合与分析能力，为业务管理与决策人员提供了业务分析与辅助决策等服务。但目前系统直接参与到前端业务应用
的场景还不是很多，有很多数据及数据能力没有得到广泛的共享与应用。因此通过对系统进行中台化升级，可以将数据能力进行全面共享，
让数据直接应用到各个业务场景中去，进一步发挥数据价值，为业务赋能。

把数据输送到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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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整合了集团接口, CRM,BOSS,WMS,短厅等各业务运营系统数据，
但是各系统数据按需接入，运营系统数据接入不全；

l 提供了客户信息、KPI、财务监控、品质服务、品牌分析等业务运
营分析能力。

l 目前主要为业务管理与决策人员提供了业务分析与辅助决策等服
务，直接为一线营销人员提供的使用场景还较少；

l 通过脚本开发与中间文件方式交互数据方式为各类业务系统提供
数据支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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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台总体建设思路
引入互联网技术和思维， 中台概念进行互联网创新，构建具备“互联网化前台链接与支撑能力、大数据智能化中台服务能力、集中一体
化后台集成能力”的政企智慧支撑体系，将政企一线营销、后台生产、运营决策与集中管理工作全流程贯通，实现政企业务的智能化，增
强一线作战能力，推动政企业务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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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网厅ESOP 政企微厅 网格作战平台营销管理平台代客下单 ………

CRM 计费系统 PBOSS 综资 ……系统 互联网数据…外部系统
数据

所谓中台就是将前端各业务所所谓中台就是将前端各业务所

需要的共性的应用与数据能力，需要的共性的应用与数据能力，

进行整合与抽象后，由中台来进行整合与抽象后，由中台来

统一集成后台应用与数据，构统一集成后台应用与数据，构

建成公共服务能力并封装成标建成公共服务能力并封装成标

准服务的方式向前台开放。准服务的方式向前台开放。

在中台模式下，是由中台统一在中台模式下，是由中台统一

对接前台和后台，前台不再直对接前台和后台，前台不再直

接与后台沟通，简化系统架构，接与后台沟通，简化系统架构，

收敛系统开发与运维的难度，收敛系统开发与运维的难度，

进而提高需求响应效率，增强进而提高需求响应效率，增强

前端系统的灵活度。前端系统的灵活度。

中台不仅是一种技术与工具，更是一套整合核心业务能力与资源，以实现快速、高效、灵活业务运营的方法与体系



数据中台建设思路
数据中台是整个政企智慧中台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定位就是实现对政企业务全域全链路数据的整合，并通过统一的数据治理

和处理手段，将数据以公共应用服务的方式向前端输出，快速响应业务需求，真正让数据为前端业务赋能，展现数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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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数据模型开发标准

l 统一模型开发工具

l 统一数据标准

l 统一数据质量

l 统一数据安全管控

l 统一数据运维/数据运营

l 统一数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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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垮系统数据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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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定义好业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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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台总体架构



数据资产化·构建数据标准，支撑全域全链路数据整合

因规范化而数据统一，因统一而形成数据资产、因资产化而实现高效应用

采用统一的数据管理与应用方法论，基于纬度建模，规划设计全局数据模型（域-业务过程-纬度）。通过统一的数据规范化定义，统一数

据的标准和口径，实现对政企业务全域、全流程数据的整合与应用。

ü 降低数据建模门槛，

降低直接代码开发

带来的高门槛

ü 提升数据应用建模

效率，由代码开发

模式升级为可视化

界面配置

ü 数据开发过程可视、

成功可复用，避免

数据开发黑盒，减

少重复开发带来的

成本浪费



应用服务化·构建面向业务场景的数据应用服务与共享能力
数据中台利用大数据处理技术构建多种数据模型，形成多维标签、多级指标，通过标准化的数据编排接口，实现数据的封装和开放，构建

数据应用服务开发基础能力，实现跨域的数据整合、应用开发和知识沉淀。

数据中台以数据统一收敛，统一对外服务的模式，实现业务经营指标的统筹、统管、统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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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务化·基于业务场景设计数据应用服务，让数据上“前线”

数据中台

统一数据服务中间件

长流程视图服务 营销审批支撑助手 智能营销助手服务 触点智能推荐服务

资源建设建议服务 调账审批助手服务 高危号码识别服务 ……服务

数据业务场景化应用

支撑政企业务智慧化运营数据服务共享 智能业务应用

全域数据整合 数据资产规范 基础数据模型 智能学习算法

统一统一                        共享共享                    便捷便捷                    实时实时                    智能智能                    高效高效                    规范规范                    安全安全    



接口服务化·支撑快速需求响应与数据应用规范管理

响应方式
开发流程

数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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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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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中台建设，不仅可以提高前台数据需求的开发、开发响应效率，同时也可以规范数据需求受理和管控流程。实现对所有数据

服务的统一管理，并可以对前台业务使用数据服务的情况进行跟踪和监管，有效的保护了数据资料的应用安全。

前台·业务应用

数据中台

后台数据源（各系统+大数据+互联网数据）

数据采集
全面整合

规范处理
模型加工

注册服务
调用管控

调用服务
获取数据

配置开发 服务发布

前端业务系统

经分平台

后端数据源（各系统+大数据+互联网数据）
数据采集 计算处理

FTP服务器

脚本执行 导出文件

加载文件 数据导入

脚本开发 任务配置

执行过程
资产管控

l 对数据需求的受理和管控不统一、规范，且都在线下完成
l 基于脚本方式开发，需求响应慢，重叠开发现象严重
l 通过中间文件方式交互数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l 业务系统调取、使用数据的具体情况无法跟踪
l 存在大量的数据服务接口，但缺少统一的管理工具

l 基于数据中台构建了明确的需求受理和响应流程及规范
l 基于中台基础模型进行配置化开发，效率高，需求响应快
l 全部通过服务的方式进行数据的交互，安全可靠性更高
l 数据中台能够对前台使用数据的情况进行详尽的跟踪
l 提供了可视化的节目，对数据应用服务进行集中的管理



业务化运营·构建以业务目标为导向的数据运营体系
要充分发挥数据中台的价值，就必须要对数据中台进行持续的运营，利用中台能力将数据资产的价值发挥出来。通过构建以赋能业务、

支撑运营为目标，以业务问题为驱动、以业务和技术人员合作共创为手段的运营体系，来推动数据中台的建设。

运营方向

运营方式

运营方法

运营模式

目标导向：以数据赋能业务，数据服务支撑业务运营为运营方向

问题驱动：定义好需要解决的业务问题，如：市场决策支持，存量主动运营，精准拉新，客户精细
化服务、智慧稽核、风险预警等。

技术
平台

数据
中台

数据
服务

TB级以上海量数据 降低人工梳理工作量 快速数据智能服务

突破瓶颈 统一治理 快速响应

智能
应用

数据
中台

技术
平台

TB级以下结构化数据 屏蔽底层复杂度 快速的数据处理

解决问题 易用复用 快速组织

技术驱动 场景驱动

技术部门主动+业务部门响应 业务部门主动+技术部门响应

要从业务需求出发构建相匹配的一套数据应用的流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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