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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数据管理理论和方法 

1.1. 数据管理的背景和技术发展史 

1.1.1. 数据管理的背景 

一、大数据全面纳入国家战略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新一代数据

技术迅猛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从信息时代向数据时代的转变。在数据时

代，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

变革，社会经济将出现一种全新的形态即数据经济，其将成为推动全球经

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数据作为数据经济的关键要素，其作用是不容忽视

的。正如麦肯锡在《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报告中所说，数据己成为不可或缺的，除劳动力和资本以

外的又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数据经济的发展。美国己早于其他国家率先进入了

数据时代，美国政府为了保持其领先地位制定了多个国家层面的战略措施，

发布了《联邦云计算战略》，明确了“云计算”在国家政策中的战略地位，

采取了“云优先”战略，发布了《大数据的研究和发展计划》，将大数据

研究提升为事关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国家战略；英国颁布了《数字经济法》，

推出了《数字大不列颠》的实施计划，出台了《英国数据能力发展战略规

划》、《数字英国战略》与《数字经济战略》，将发展数据经济作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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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发布了《数字战略 2025》，为建设数据强国部署战略方向，规划国家

战略层面上数字化转型的基本路径。 

相较于国外，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起步较晚。2015 年，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2016 年，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进

一步提出了如何实施发展大数据。2016 年 10 月 9 日，对于如何实施网络

强国战略，中共中央组织并进行了集体学习。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了要加速推动实体经济与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深度紧密融合。2017

年 12 月在十九大后第二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数字经济关键要

素在于数据，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实现离不开大数据。2018 年 1 月 G20

阿根廷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通过创新来促使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

更好融合。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2019 年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将区域一体化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2020 年 4 月 9 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

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机制的意见》文件，文件中指出需要抓紧发展数据要素

市场的工作。所有相应的行为、措施和政策都充分表现了中央对于发展数

字技术、数字经济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 

表 1-1.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国家政策 

年份 关键词 关键节点 

2015 国家大数据战略 大数据完成顶层设计，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6 
信息流；数据开放共享；国

家大数据中心 
行业大数据政策文件陆续出台 

2017 数字中国 地方政府积极出台大数据相关政策 

2018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地方政府陆续成立大数据中心 

2019 数字经济；数字丝绸之路 
数据融入到数字经济、数字治理等相关政策 
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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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网公司数据资源特点 

电网企业数据涉及生产、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可大致分为三类：一

是电网运行和设备检测或监测数据；二是电网企业营销数据；三是电网企

业管理数据(在本章第三小节中给出了详细说明)。随着电网企业信息化建设

的不断推进，新型智能设备不断应用到电网生产各个环节，电网企业数据

量、数据类型、数据来源等都有了巨大变化，数据量以几何级爆炸式速度

增长，同时数据类型越来越复杂多样，数据累积速度已从 TB 级别上升到

PB 级别等。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不断发展，数据正成为电网企业的重要“资产”。

电网数据蕴藏大量经济信息，基于时空电力数据、宏观经济数据、企业经

营数据等，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电力经济指数，可以客观反映经济运行情

况，辅助预测经济发展趋势，为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提供参考。当前，

我国电网数据管理研究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智能电网、新型电力设备与电

力信息系统的更新换代，随之而来的是海量数据待筛选、处理和挖掘。电

网企业将面临着数据的存储、共享融合、价值提升等方面带来的数据管理

挑战。 

1.1.2. 数据管理技术发展史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迭代，数据管理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相关概念如雨后春笋一般应运而生，如从最初单一存储数据的数据库到数

据集市、数据仓库、数据湖、数据平台、数据中台等，在这一过程中，数

据储量爆发式增长、数据管理能力全面提升，为厘清不同阶段数据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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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指标维度的层次等，生成面向决策分析需求的数据立方体。 

数据集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独立数据集市，这类数据集市有自己

的源数据库和 ETL (Extract-Transform-Load)架构；另一种是非独立数据集

市，这种数据集市没有自己的源系统，它的数据来自数据仓库。当用户或

者应用程序不需要、不必要、不允许用到整个数据仓库的数据时，非独立

数据集市就可以简单为用户提供一个数据仓库的子集。数据集市的应用场

景更偏向于应对业务数据快速高效应用的需求，一般用于商业智能系统中

探索式和交互式数据分析应用。 

(三) 数据仓库 

数据仓库最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由 IBM 提出，关于数据仓库的定义，

目前最具影响力的是由美国 William H. Inmon 在其所著的书中给出的“数

据仓库是支持管理决策过程的、面向主题的、集成的、随时间变化的持久

的数据集合”。数据仓库本质也是一种数据库，相比于数据库，它有以下

4 个特点：面向主题，数据仓库中的数据是按照一定主题进行组织的，是

决策时关心的重点。数据集成，数据仓库中的数据是从原始数据中合成而

来，而原始数据互不相通。不可更新，数据仓库中的数据是为了决策分析

使用，需要长期积累，常做的操作是查询，而非修改。随时间修改，数据

仓库中的数据往往包含时间节点，是以时间为变量的动态发展过程，有助

于发现业务流程中潜在的数据规律。 

(四) 数据湖 

数据湖(Data Lake)是 Pentaho 的 CTO James Dixon 提出来的，是一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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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存储理念——即在系统或存储库中以自然格式存储数据的方法。以其自

然格式存储数据的系统或存储库。数据湖通常是企业所有数据的单一存储，

包括源系统数据的原始副本，以及用于报告、可视化、分析和机器学习等

任务的转换数据。可以包括来自关系数据库(行和列)的结构化数据，半结构

化数据(CSV、日志、XML、JSON)，非结构数据(电子邮件、文档、PDF)

和二进制数据(图像、音频、视频)。 

(五) 数据平台 

随着云时代到来，企业所需资源数暴增。虽然“基础设施即服务”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类型供应商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资

源切割调度问题，但并未很好的解决基础设施资源与应用的融合。因此企

业需要一种介于 IaaS 与“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之间的

层级，用于屏蔽和控制 IaaS，快速开发和托管 SaaS，处于 IaaS 与 SaaS 之

间的服务层为“平台即服务”(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 

数据平台处于 PaaS 层，属于“集成平台即服务”(integration Platform as 

a Service，iPaaS)。数据平台提供了数据接入、清洗、计算、存储、查询和

分析的全流程自助化大数据服务。为数据运维人员提供一个低门槛的平台，

根据平台提供的功能，快速构建面向大数据的可视化、智能化的运维支撑

工具。数据平台不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并且数据的存取过程可表示为 SQL

语句查询。 

(六) 数据中台 

“中台”，是相对于前台和后台而生，是前台和后台的链接点，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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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共同的工具和技术予以沉淀。数据中台是指数据采集交换、共享融合、

组织处理、建模分析、管理治理和服务应用于一体的综合性数据能力平台，

在大数据生态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功能，提供面向数据应用支撑的底座能力。

广义上来讲，数据中台是指通过企业内外部多源异构的数据采集、治理、

建模、分析等应用，使数据对内优化管理提高业务，对外可以释放数据合

作价值，成为企业数据资产管理中枢。数据中台建立后，会形成数据应用

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为企业和客户提供高效

的各种数据服务。 

数据中台整体技术架构上采用云计算架构模式，将数据资源、计算资

源、存储资源充分云化，并通过多租户技术进行资源打包整合，并进行开

放，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数据服务。数据中台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海量

数据进行统一采集、计算、存储，并使用统一的数据规范进行管理，将企

业内部所有数据统一处理形成标准化数据，挖掘出对企业最有价值的数据，

构建企业数据资产库，提供一致的、高可用大数据服务。数据中台不是一

套软件，也不是一个信息系统，而是一系列数据组件的集合，企业基于自

身的信息化建设基础、数据基础以及业务特点对数据中台的能力进行定义，

基于能力定义利用数据组件搭建自己的数据中台。 

二、数据管理的提升 

数据仓库作为数据行业发展时间轴上一以贯之的概念，它的存在见证

了数据行业的发展，下面将以数据仓库为核心与其他五个概念的特性进行

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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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据仓库与数据库 

一般来说，传统数据库是为存储而生，而数据仓库很明显，是为分析

而生。传统数据库包括增删改查，但数据仓库注重查询。传统数据库的主

要任务是执行联机事务处理(OLTP)，主要负责日常操作。数据仓库系统在

数据分析和决策方面为用户或“知识工人”提供服务，可以以不同的格式

组织和提供数据，以便应付不同的需求，这种系统称作联机分析处理

(OLAP)。 

表 1-2. 数据仓库与数据库的对比 

 数据仓库 数据库 

面向对象 
面向市场的、用于知识工人的数

据分析 
面向顾客的、用户操作员，客户和

信息技术人员的事物和查询处理 

数据内容 
管理大量历史数据。提供汇总和

聚集机制，而且在不同的粒度层

上存储和管理信息 

管理当前数据，一般这种数据比较

琐碎，很难用于决策 

数据设计 
系统采用星形或雪花模型和面

向主题的数据库设计 
采用实体联系数据模型和面向应用

的数据库设计 

数据视图 
经常需要跨越数据库模式的不

同版本 

关注一个企业或部分内部的当前数

据，不涉及历史数据或不同单位的

数据 

访问模式 大部分是只读操作 一般需要并发控制和恢复机制 

(二) 数据仓库与数据集市 

数据集市不同于数据仓库，一般是服务于某几个部门。数据仓库向各

个数据集市提供数据，且一般来讲，数据仓库的表设计符合规范化设计，

而数据集市一般使用维度建模。一般有两种类型的数据集市——独立性和

从属性。独立性数据集市直接从操作型环境获取数据，从属性数据集市从

企业级数据仓库获取数据。数据仓库和数据集市的区别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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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数据仓库与数据集市的对比 

 数据仓库 数据集市 

数据来源 遗留系统、OLTP 系统、外部数据 数据仓库 

范围 企业级 部门级或工作组级 

数据粒度 最细的粒度 较粗的粒度 

历史数据 大量的历史数据 适度的历史数据 

优化 处理海量数据、数据探索 便于访问和分析、快速查询 

(三) 数据仓库与数据湖 

相较而言，数据湖是较新的技术，拥有不断演变的架构。数据湖存储

任何形式(包括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和任何格式(包括文本、音频、视频和图

像)的原始数据。数据湖在数据读取期间创建模式。与数据仓库相比，数据

湖缺乏结构性，而且更灵活，它们还提供了更高的敏捷性。值得一提的是，

数据湖非常适合使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来执行各种任务，比如数据挖掘

和数据分析，以及提取非结构化数据等。 

表 1-4. 数据仓库与数据湖的对比 

 数据仓库 数据湖 

类型 
结构化数据，而且这些数据必

须与数据仓库事先定义的模型

吻合 

所有类型数据，如结构化数据、半结构

化、非结构化数据等，数据的类型依赖

于数据源系统的原始数据格式 

目的 
处理结构化数据，将他们转化

为多维数据或报表，以满足后

续的高级报表级数据分析需求

用于企业所有数据的单一存储，包括源

系统数据的原始副本，以及用于报告、

可视化、分析和机器学习等任务的转换

数据 

特点 高性能、可重复性、持续使用 便于探索、创新、灵活性高 

(四) 数据仓库与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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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数据仓库具有历史性，其中存储的数据大多是结构化数据，数据平

台的出现解决了数据仓库不能处理非结构化数据和报表开发周期长的问题。 

表 1-5. 数据仓库与数据平台的对比 

 数据仓库 数据平台 

数据类型 结构化数据 
所有类型数据，如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

非结构化数据等 

服务方式 
为业主提供服务的方式主

要是分析报表 
为业主提供的方式主要是直接提供数据集 

(五) 数据仓库与数据中台 

通过数据中台的定义我们可以总结出，数据中台是一站式解决平台，

从数据集成、大数据计算、数据治理、数据工具、数据模型、数据应用、

市场集成完整一套综合解决方案及产品系列。而数据仓库逐步从报表为主

到分析为主、到预测为主、再到操作智能为目标。数据仓库系统的作用能

实现跨业务条线、跨系统的数据整合，为管理分析和业务决策提供统一的

数据支持。但数据中台从某个意义来说也属于数据仓库的一种，都是要把

数据抽进来建立一个数据仓库。但是两者的数据来源和建立数据仓库的目

标以及数据应用的方向都存在很大差异。 

数据仓库也好，传统的数据平台也好，其出发点应该说更是一个支撑

性的技术系统，即一定要去考虑系统有什么数据，然后系统才能干什么，

因此特别强调数据质量和元数据管理，而数据中台的第一出发点可不是数

据，而是业务，一开始不用看系统里面有什么数据，而是去解决业务问题

需要什么样的数据服务。概括地说，二者的关键区别有以下几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