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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供应链运营工作深入开展，供应链感知能力不断增强，供应链全过程海量

数据全面汇聚。为了持续提升供应链运营质效，公司成立了数据治理专项团队，建立数据治理各项机制，

制定数据治理流程规范，坚持问题闭环管理，通过“专项 + 常态”模式，稳步提升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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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supply chain operation of the State Grid Shaanxi Electric 
Power Co., Ltd., the supply chain perception ability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hanced, and massive 
data in the entire supply chain has been fully integrated.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supply chain operations, the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a special data go-
vernance team, established various data governance mechanisms, formulated data governance 
process specifications, adhered to closed-loop management of problems, and steadily improved 
data quality through the “special project + normalc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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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云、大、物、移、智、链等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电网企业产生了规模巨大、来源复杂、结构多

样的业务数据。尤其在物资领域，基于大数据、云平台、物联网、移动应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

构建了国网供应链运营平台，全面支撑了供应链协同、智能采购、数字物流、全景质控、合规监督五大

业务链[1]。全面、准确、及时的数据是风险监控预警、应急调配指挥、资源优化配置、运营分析决策、

数据资产应用的基础，能够有效支撑供应链运营工作，促进资源共享、数据融通、供需对接、价值创造，

全局掌握供应链资源，为物资各专业、公司相关专业部门和供应链伙伴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服务，挖掘

供应链数据价值，提升对内策略制定、状态监控、业务协同、统一指挥和对外价值创造等智慧运营能力。

公司以国网公司发展战略为统领，把握“十四五”发展布局，深化现代智慧供应链应用，按照供应链运

营“一级统筹、两级平台、三级运营、四级应用”总体思路，以供应链运营中心“体系建设、机制建设、

功能建设、数据建设、能力建设”提升为重点，强化供应链运营中心“组织、调控、评价”职能，结合

“开展供应链业务多维分析[2]；推进供应链重点业务数据看板建设；组织各专业开展重点专题建设，开

展供应链运营热点专题研究，提升运营质效；平台主动识别风险，常态化开展业务合规、业务效能监控

预警；各级供应链运营中心在平台开发各专业点击量、应用率等数据统计”等建设要求，做实供应链运

营基础，推动供应链智慧运营，赋能供应链提质增效，为公司和电网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供应链

保障[3]。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data processing 
图 1. 数据处理示意图 

 
如图 1，围绕“5E1 中心”建设演进路线，以数字化方式记录存储业务流转过程和核心要素，实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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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操作在线化和数字化，确保有数据用是数据业务化的前提；搭建具备数据传输存储、整合转换、计算

分析能力的数据平台，统一数据标准，规范数据质量，对内外部数据进行聚合加工展示，具备贯通汇聚

和计算处理能力，确保数据能用是数据业务化的基础；应用先进技术进行数据价值挖掘，实现业务全程

可视、预警监控、自动执行、风险规避、规律洞察和绩效调优，开展场景设计和数据赋能业务，实现用

好数据，是数据业务化的关键[4]。数据作为供应链运营各项业务的基础，直接影响着分析应用的质量，

由于数据从溯源至应用涉及的环节多，在业务层面主要存在溯源不精准、源头数据质量不可靠等问题，

在技术层面主要存在数据接入、模型整合、纵向贯通过程中的数据失真、不一致等问题，需针对性开展

数据治理(图 2)。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taization and data governance 
图 2. 数据化与数据治理的关系图 

2. 数据治理含义 

数据治理是一项老生常谈的工作，数据是展示、分析、应用的基础，各类数据都设计到数据治理，

随着行业内外数字化转型步伐逐渐加快，数据治理也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方向。数据治理并没有严格的、

标准的定义，总的来说，数据治理范畴包括各方面提高数据质量而展开的业务、技术和管理活动。 
数据治理英文译为 DataGovernance，国际数据治理研究所(DGI)给出的定义：数据治理是一个通过一

系列信息相关的过程来实现决策权和职责分工的系统，这些过程按照达成共识的模型来执行，该模型描

述了谁(Who)能根据什么信息，在什么时间(When)和情况(Where)下，用什么方法(How)，采取什么行动

(What)。《DAMA 数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提出的定义：数据治理是对数据资产管理行使权力和控制的

活动集合。数据治理职能指导其他数据管理职能如何执行，下图 3 说明了数据治理与其他几个数据管理

职能的关系[5]。 
数据治理是一套持续改善管理机制，涵盖了技术与管理，数据管理全过程都涉及到数据治理。数据

治理包括了政策制度、数据标准、流程规范、组织架构、技术工具、监督及考核等方面。数据治理有机

的把数据管理职能协同、贯穿起来，让数据管理更为整体化。数据治理与数据管理联系紧密却不尽相同，

数据治理并不能简单的通过固定流程实现，数据治理需要各环节人员充分理解数据治理的重要性、协同

参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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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Data governance-data function relationship diagram 
图 3. 数据治理–数据职能关系图 

3. 数据治理思路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针对业务系统典型数据质量问题，建立横向协同、上下联动的工

作机制，构建两级数据质量规则库，加强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推进数据质量专项核查、问题整治、量

化评估的闭环管理，将数据质量管控向业务前端延伸，促进公司数据质量持续提升。 
协同配合，分级负责。坚持公司全局视角，联合公司各专业、各单位相关业务专家与技术专家，建

立分工明确的两级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推动各项工作有效落地。 
应用驱动，服务业务。以服务公司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为目标，以业务应用检验数据质量工作成效，

聚焦应用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打造专业化的技术支撑力量。 
加强总结，持续提升。坚持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建立从问题发现、分析总结到改进提升的工作机

制，及时总结形成统一的数据质量工作规范和技术工具支撑，持续提升工作质量和效果。 

4. 数据治理实践与应用 

4.1. 数据治理准备 

为了推进公司物资数据治理工作，公司发布物资数据治理标准规范，按照业务驱动、问题导向、以

点带面、标本兼治的原则，成立了数据治理组织，组织包括业务管理部门、信息化管理部门、业务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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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信息化支撑单位、两级供应链运营用户、开发团队，细化团队分工及具体职责，落实到人，按照

“谁的环节谁负责”原则落实问题检查、治理，并建立考核机制。数据治理聚焦两级供应链运营业务需

求，制定数据治理目标，层层分解为 193 项“常态 + 专项”工作任务建立常态结合专项的沟通机制，制

定物资数据问题管理流程，落实问题闭环管理。 

4.2. 数据治理过程 

供应链数据治理贯穿数据全生命周期，公司首先按照质量提升专项工作范围，结合数据目录，开展

核心字段数据质量标准和核查规则梳理，构建两级数据质量规则库，并结合应用反馈情况，迭代完善数

据质量标准及数据质量规则库；其次通过建设数据资源目录、数据质量监控、数据一致性比对等管理工

具，基于数据平台统一进行数据的清洗、转换和整合，减少源头系统的改造保持数据稳态，保障数据传

输过程的一致性；再次以实用化导向有序核验、应用数据，精准推动源头数据治理提升，形成高质量、

高可信的数据供给，通过技术+业务双驱动的治理模式，保障供应链数据生产要素质量优质；最后应用核

查工具和规则，开展数据质量核查和问题整治，按月形成问题清单和报告。统筹开展二级业务系统数据

质量核查，形成问题清单，结合总部发布的一级业务系统问题清单，一并发相关地市公司，推进相关问

题的核实和源端整治[7] (图 4)。 
 

 
Figure 4. Supply chain data governance 
图 4. 供应链数据治理 
 

如图 5，数据质量治理过程从四个切入点入手，一是总部禅道下发的数据质量问题；二是物资部或

互联网部下发的数据治理任务；三是本地数据中台在数据治理过程中发现的数据质量问题；四是业务验

证过程中发现的数据质量问题。总体工作流程包括数据质量问题发起阶段、数据质量问题分析阶段、数

据质量问题治理及验证阶段、数据质量评估阶段等四个阶段，根据数据质量治理组织体系安排分工进行。 
为了有效持续提升物资数据质量，数据治理工作分专项问题治理、全面问题治理、长效治理提升三

轮稳步推进，每轮执行 PDCA 循环，持续推进数据质量提升(图 6)。 
1) 第一轮数据治理——专项问题治理 
围绕典型问题，组织源系统、数据中台、UEP 等相关厂商，对问题台帐进行处理及跟踪确认。 
2) 第二轮数据治理——全面数据治理 
从数据接入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等全方位进行排查解决，对问题台帐进行处理及跟踪确认。同

时结合兄弟网省数据核查治理结果，对于各单位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复查排查。在解决数据表技术问题基

础上，结合血统分析，对业务数据关联性进行分析，挖掘潜在数据质量问题，全面治理业务数据(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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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he data quality governance process 
图 5. 数据质量治理过程 
 

 
Figure 6. Data governance model 
图 6. 数据治理模型 
 

3) 第三轮数据治理——长效治理提升 
本阶段重点关注数据质量长效提升以及治理效率提升，包括开辟数据脱敏专区、建设一致性对比工

具、编制自动核查脚本、建设数据资源目录等方面工作。强化技术支撑，开发数据质量可视化看板，涵

盖供应链运营数据接入汇聚、数据质量核查统计、省市两级数据协同治理等功能模块，实现数据治理可

视化、自动化(如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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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Comprehensive data governance 
图 7. 数据全面治理 
 

 
Figure 8. Data governance visualization 
图 8. 数据治理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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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数据在分析、运营等工作中愈发重要，通过制定战略目标、建立

流程规范、采用“专项 + 常态”治理形式、坚持问题闭环管理等各项措施应用，数据质量稳步提升，省

市两级供应链运营业务支撑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实现了以数据驱动供应链运营管理提升，指导供应链策

略优化，推动流程再造与管理创新，全面提升运营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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