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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企业已建、在建、规划建设的信息系统越来越多，企业需要构建一套统一的主数据标准化体系作为

支撑，保证各系统间的有效运转、深度集成，为企业的高效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本文阐述了如何

快速构建出一套规范化、标准化主数据管理体系的完整过程，通过企业经营和生产管理的实践，发掘主

数据管理的核心价值，为企业实现主数据管理赋能数字化转型，提供相关参考及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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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more and more information systems have been built, under construction and planned, enter-
prises need to build a unified master data standardization system as a support to ensure the effec-
tive operation and deep integration of various systems and provide a reliable data basis for effi-
cient decision-making. This paper describes how to quickly build a set of standardized and stan-
dardized master data management systems,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 explore the core value of master data management, for enterprises to 
achieve master data management enabl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 relevant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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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学习时强调“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

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进一步突出了大数据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性

资源的重要地位，掌握丰富的高价值数据资源日益成为抢占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前提和保障[1]。 
随着企业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的不断深入，跨部门、跨层级、跨域的业务协同、数据交换要求日趋强

烈，各类管理业务数据“一致性差”、“重复采集”、“集成共享难”的问题凸显，有效缓解信息化建

设过程中形成的信息孤岛、数据烟筒成为企业当前以及今后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任务。如何

充分利用企业主营业务信息系统积累沉淀和日益增加的主数据资源信息，践行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为企

业创造精准的商业机会，实现总部与板块、板块与板块、板块内部的主数据信息共享是十分必要的。 
主数据的建设策略是从解决核心业务实体数据的质量和业务协同入手，保障核心业务实体数据的一

致性、唯一性、准确性[2]。从主数据入手开展数据资产管理，建设周期较短，能够保障关键数据的唯一

性、一致性及合规性。从 IT 建设的角度，主数据管理作为覆盖整个企业范围内的数据资产管理基础，可

以增强 IT 结构的灵活性，更灵活地适应企业业务变化。此外，主数据质量的提高也能够为后期数据集成

和数据整合打下良好的基础。 

2. 主数据建设原则 

主数据(Master Data)是指用来描述企业核心业务实体的数据，是在企业整个价值链上被重复、共享应

用于多个业务流程和信息系统的高价值数据，具有特征一致性、识别唯一性、长期有效性和业务稳定性

等特征[3]。主数据管理(MDM: Master Data Management)是一系列规则、应用和技术，用以协调和管理与

企业的核心业务实体相关的系统记录数据。 
主数据建设需本着“唯一性、标准化、稳定性、可扩展、安全性与保密性”的原则，提高企业主数

据标准体系的科学性、适用性[4]。 
1) 唯一性原则。必须保证一个编码对象仅赋予一个编码，一个编码只反映一个编码对象，即一物一

码原则。 
2) 标准化原则。编码尽可能采用已颁布的国际、国内有关标准，统一编码形式，对没有国标或行标

的，可根据企业标准进行信息编码，但必须与相关的国标和行标兼容。 
3) 稳定性原则。编码一经确定，就不宜频繁变动，编码时要考虑其变化的可能性，尽可能保持编码

系统的相对稳定。 
4) 可扩展原则。以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相关的各类信息为编码对象，全面覆盖信息化建设的各个层

面，兼顾业务变动和管理变革对编码的可扩展性需要，设置适当的编码空间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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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性与保密性原则。既考虑信息资源的充分共享，更要注重信息的保护和隔离，因此系统应分

别针对不同的应用和不同的网络通信环境，采取不同的措施，包括系统安全机制、数据存取的控制权限等。 

3. 主数据解决方案 

主数据解决方案主要包含统一标准、统一代码、统一平台、统一管控四部分。其中统一标准是基础，

统一代码是过程，统一平台是技术手段，统一管控是前提和保障[5]。 

3.1. 统一标准 

数据标准应包含数据指标标准和信息代码标准。其中，数据指标和信息代码应分别建立自己的分类

标准、描述标准、编码标准等，标准的制定和建立可根据业务需求的紧急程度分期建设。以《信息分类

编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GB/T 7026-2002)和《信息分类编码标准的编写规定》(GB/T7027-2002)的标准

要求为编制基础，通过深入的调研，结合业内最佳实践，制定平台应用系统信息分类与编码指南。 
数据分类标准是数据标准化的基础，科学合理的分类是数据标准成功的保障，描述标准是数据信息

在标准化系统校对的主要依据，其信息的描述是由各信息的属性字段连接而成，可针对数据分类建立标

准化的描述模板，有效避免一物多码现象。 
统一编码标准是系统之间数据共享的基础，编码标准的建立要遵循简单性、唯一性、可扩展性等相

关原则，既要方便当前应用系统的需求，又要考虑未来信息系统发展的需求。数据模型设计按照先进性、

可靠性、一致性、通用性进行设计。研究国际上、行业内成熟的企业数据标准体系，形成集团特色的数

据模型基础。并且保证数据模型的相对稳定，支持数据模型的扩展与优化，进而保证企业信息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6]。 

3.2. 统一代码 

统一代码是按照主数据标准和规范，对现有数据进行梳理和清理，形成规范的信息代码库(各业务系

统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进行贯标)。按照一定的规则把零散、重复、不完整的数据清洗干净，得到精确、

完整、一致、有效、唯一、统一的新的数据，通过数据清洗来保证主数据的唯一、精确、完整、一致和

有效性。 
结合主数据规划成果和信息系统应用现状，制定主数据的转换及清洗方案。主要工作包括： 

 形成清理收集的模板，建立标准主数据与现有数据的映射关系； 
 结合主数据规划成果和集团信息系统应用现状，根据各业务数据在现有及计划建设信息系统的主数据

分布及数据应用现状的分析，提出现有信息系统主数据管理的详细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的整

理、清洗、映射、整合等； 
 进行主数据清理，指导提升光明食品集团及企业人员主数据清理力量和业务能力。 

3.3. 统一平台 

主数据建设的相关成果最终需要通过平台进行落地，以保障主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企业在进行

主数据平台选型通常需要符合以下原则： 
 统一性：统一性包括统一的系统建设规划(特别是统一的技术架构的规划、设计)；统一的访问控制策

略；统一的资源展现规划。 
 可扩展性：满足集团现有项目的需求基础上，要充分考虑到系统的可扩展性以及应用及系统不断扩展

的要求，以形成一个易于管理、可持续发展的体系结构。未来业务的扩展只须在现有机制的基础上，

增加新的应用与服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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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性：全面考虑系统安全的多个方面，从网络安全、系统平台安全、应用安全的各项设计，防止非

法用户对重要的不宜公开的数据的侵入。  
 经济性：从经济成本与效益角度考虑，能简单快速地建设平台，充分利用现有的应用系统和 IT 投资，

尽快为集团提供回报；随着平台业务的发展与扩充，增值平台的任何一部分均可相对独立地扩充。未

来应用的扩展将是叠加式的，而不是取代式的。  
 先进性：采用市场领先的技术，使管理平台项目居于国内外同业领先的地位，保证平台在未来一段时

间内顺应 IT 技术的发展趋势。 
 技术稳定性：采用市场当前已经成熟的技术，保证系统高可用性和高稳定性。  
 标准性和开放性：应遵循通用的国际或行业标准。  
 合规性、安全性、可审计：符合相关法规(如 SOX 法案)对 IT 方面的规定，满足相应的安全标准，并

符合审计方面的要求。 

3.4. 统一管控 

为确保主数据工作的常态化运营，需要统一主数据管控体系，建立主数据管控组织、流程和考核机

制。 
1) 建立主数据管理组织，明确组织成员的管理权限与职责、数据管控流程、主数据管理制度。为了

提升主数据管理能力，在管控组织上，建立包括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三个层次的主数据管理机构[7]。 
 决策层：设立主数据联合工作组，该工作组为非常设组织，其主要负责根据主数据管控流程，对主数

据相关重点问题进行联合决策；半年召开一次例会，听取信息化管理部关于主数据工作的汇报。 
 管理层：主要是信息化管理部，负责主数据标准规范的制定工作，包括主数据规范的管理和发布；负

责对主数据的日常管理。 
 执行层：包括专职主数据管理员及职能部门的兼职主数据管理员，其中运行管理处主数据管理员负责

主数据相关的系统改造、主数据清理、主数据稽核等具体工作，职能部门主数据管理员负责本部门主

数据相关的协调、沟通、召集、以及主数据值的日常操作。 
2) 主数据管理制度主要包含各种办法、规范、细则、手册等，管理流程上，要做到信息代码的全生

命周期管理，在建立各种管理流程的基础上，设置对应的管理角色和职责，并落实数据的归口管理部门。 
3) 对于数据标准的制定、使用、推广运用虽然制定了一定的规范，但由于缺乏监控考核体系，致使

标准制定不到位现象时有发生。因此，针对主数据的使用情况，要建立绩效考核体系，指定责任部门每

年对主数据进行一次稽核，确保主数据管理规范的严格执行，按照集团主数据稽核管理流程进行。 

4. 总结和展望 

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资产已经是行业共识，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数据价值挖掘”作为重要的战略

方向。然而，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企业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内部信息系统应用越来越多，数

据量高速膨胀却以“数据孤岛”的形式储存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有了主数据建设需求。主数据作为

数据治理的重要抓手，具有很高的业务价值，可以跨业务、跨部门、跨系统被重复利用，通过构建准确、

唯一、权威的数据来源，建立企业主数据标准管理体系，可以提高企业数据质量和数据资产价值，助力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8]。 
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与变革，企业开展主数据管理实践也迎来了新的机遇。主数据管理为大数据分

析和应用提供了良好的标准化环境，大数据存储和计算技术提高了主数据梳理和检索的效率，为主数据

管理提供了便捷的环境。云计算为主数据管理工具提供了能够满足“共享服务”功能的新的架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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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微服务技术满足主数据管理工具的高可用性、稳定性和易用性。通过主数据建设，一方面满足企业

对数据资产集中管控管理要求。同时，通过标准化应用平台为企业内各类业务系统提供准确、快捷、智

能的主数据共享服务，提高数据一致性和集成化，支撑集团主数据资产由分散管理转向集中管控，进而

支撑集团由规模效益向质量效益的转型，为实现精细化管理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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