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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治理规范化、合法化势在必行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和生产要素。保障数据安全、个人隐私，促进数据治

理规范化、合法化，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促进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

• 2015年8月，国

务院印发，系统

部署大数据发展

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信息保护法》

• 于2021年11月正

式施行，从多方

面对个人信息保

护进行了全面规

定，建立起个人

信息保护领域的

基本制度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

据安全法》

• 2021年9月，作

为首部关于数据

安全的律法正式

施行，这标志着

我国在数据安全

领域有法可依，

同时对数据治理

提出了更高要求。

《工业互联网数据安

全保护要求》

• 2021年7月正式

施行，推动了工

业数据管理能力，

提高数据安全保

护要求。



数据治理市场增长迅速，但发展不均衡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数据显示，2021年成交的数据治理相关的建设项目已经超过240个，连续两年同比增

长超过30%。数据治理项目主要分布在浙江、山东、广东、上海、北京等经济较发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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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数据治理建设项目数量



技术进步极大增强了数据治理的可操作性

来源：《数据治理工具图谱研究报告》（2021版）



数据治理已经成为企业急需解决的难题

数据质量差

数据多源异构
数据来源多样并且数据之间结构可能不一致，成为数字
化转型的重要难题

数据不一致
同样的统计口径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同样的对象同样的
属性，却是不同的数据

数据溯源能力不足 不能及时、完整地追踪数据变化情况和数据质量问题

原始数据获取时不够规范，出现的数据缺失、重复、损
坏，入库之后，数据加工不够规范



调研目的

为掌握国内数据治理的实际现状，CIO时代于 2021年 9月开展数据治理

调研工作。通过调研各单位数据治理现状，以及数据治理工作的难点、

痛点，结合相关专家和企业的访谈，力争全面客观的描绘国内数据治理

在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的现状、发展趋势，深度分析国内数据治理

面临的共性问题，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希望借此推动国内数据

治理工作的开展。



调研方法和样本说明

调研对象：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信息技术人员、IT管理人员

调研时间：2021年9月

调研方式：文献研究、调查问卷、小组访谈

有效问卷：618份

文献研究

• 通过行业研究报告、公开

新闻资料、公共资源交易

数据等进行研究分析

调查问卷

• 在线问卷调查

小组访谈

• 分别在北京、上海、深圳

举办三次数据治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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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数据治理已具备较好的技术基础，近90%的机构已有或正在建设大数据平台。但
同时也存在，重建设，轻管理，少应用的情况。

开源是最广泛被采用的技术体系。其中Hadoop、Spark选用率最高；ClickHouse
作为新晋技术，在互联网行业已得到广泛应用，传统行业应用正在崛起。

数据治理的驱动力来源主要是业务，数据治理内驱力需要提升。同时在数据治
理能力建设方面，管理滞后、考评缺位，成为限制数据治理能力的最大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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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数据治理对人工还存在较强依赖，自动化、实时性还有待提升。

数据安全正由“保护数据”扩展到“保护数据成果”、“保护数据资产”，各行业根据
自身的业务特点，均采用了与之匹配的多样化保护手段。

各行业均存在人才不足情况，高端人才、数据分析人才缺口较大，各行业均在
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人力资源不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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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九成机构已有或正在规划建设大数据平台

63.7%的机构已经建立大数据平台，22.5%的机构正在规划建设。大多数机构都已经意识到大数据

平台对数据治理的重要性。

13.7%

22.5%

63.7%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没有大数据平台且无规划

没有大数据平台，正在规划中

已经建立大数据平台

贵单位有没有大数据平台（总体）



大数据平台建设互联网领先，政府和医疗正迎头赶上

接近90%的互联网企业都建立了大数据平台；未建设大数据平台的政府机构和医疗单位绝大多数已

将大数据平台建设纳入未来发展规划中。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没有大数据平台且无规划 没有大数据平台，正在规划中 已经建立大数据平台

贵单位有没有大数据平台（分行业）

政府 医疗 金融 互联网 房地产



开源是最广泛被采用的技术架构，其中Hadoop应用最广泛

大数据平台技术架构，Hadoop、Spark处于绝对领先位置，比率分别为67.6%、41.2%； ClickHouse

作为新晋的数据处理技术平台紧随其后。

1.0%

1.0%

4.9%

5.9%

7.8%

8.8%

19.6%

41.2%

67.6%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GaussDB

Doris

Tbase

OceanBase

GreenPlum

Clickhouse

其他

Spark

Hadoop

贵单位大数据平台使用的基础架构有哪些（总体）



ClickHouse在互联网行业已得到广泛应用

Hadoop、Spark作为经典的大数据技术，在调研行业被广泛应用。但是，将近60%的互联网企业

已经采用Clickhouse作为大数据的基础设施。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GaussDB Doris Tbase OceanBase GreenPlum Clickhouse 其他 Spark Hadoop

贵单位大数据平台使用的基础架构有哪些（分行业）

政府 医疗 金融 互联网 房地产



数据实时性有待提高

80.4%的企业大数据平台设立了数据更新机制，但能做到分钟级数据更新的不到30%，其余的以季、

月、周、日定期更新为主。

13.7%

19.6%

29.4%

37.3%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更新频率以季/月为主

基本不更新

基本做到及时更新，支持分钟级数据更新

更新频率季、月、周、日都有一些

贵单位大数据平台数据的更新情况是（总体）



互联网数据更新实时性较好，其他行业有待提高

其中，互联网企业能做到即时更新、分钟级更新的比率为38.9%，房地产、医疗、金融、政府行

业能做到及时更新，支持分钟级更新的比率分别为28.6%、28.5%、16.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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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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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60.0%

70.0%

贵单位大数据平台数据的更新情况是（分行业）

政府

医疗

金融

互联网

房地产



数据集成的主要方式是ETL、数据库同步和接口调用

数据集成方式第一梯队为ETL、数据库同步、接口，第二梯队为文件、流数据、订阅。

7.8%

23.5%

31.4%

34.3%

58.8%

60.8%

64.7%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其他

订阅

流数据

文件

接口

数据库同步

ETL

贵单位的大数据平台获取/集成数据的主要方式有哪些（总体）



各行业数据集成方式呈多样性，同时体现出行业差异性

数据集成方式体现出不同行业业务特点，金融行业普遍采用ETL、数据库同步、文件和接口集成数

据；房地产行业普遍采用接口、文件、数据库同步集成数据；互联网行业以数据库同步、ETL、接

口、流数据集成数据。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其他 订阅 流数据 文件 接口 数据库同步 ETL

贵单位的大数据平台获取/集成数据的主要方式有哪些（分行业）

政府 医疗 金融 互联网 房地产



多源数据处理机制倾向“一数一源”

9.8%

22.5%

23.5%

44.1%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其他

保留多个版本，让使用者选择

按照数据的时效性进行选择

按照“一数一源”进行数据获取

多源数据的处理方式（总体）

44.1%按照“一数一源”的方式获取数据； 23.5%按照数据的时效性进行选择；22.5%的企业会保

留数据的多个版本，让使用者根据使用场景进行选择



多源数据政府侧重由使用者选择，互联网侧重根据时效性选择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其他 保留多个版本，让使用者选择 按照数据的时效性进行选择 按照“一数一源”进行数据获取

多源数据的处理方式（分行业）

政府 医疗 金融 互联网 房地产

政府机构的数据获取的方式主要是保留数据的多个版本，让使用者选择，比率为48.4%；互联网企

业比较倾向于根据数据的时效性进行选择，比率为43.7%。



数据源变更近一半还需要人工处理，不能实现自动化

4.7%

6.1%

13.9%

15.3%

16.8%

18.6%

24.5%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其他

数据使用方发现变更后进行询问

系统自动发现变更并加以处理

没有相关处理机制

通过线上审批的方式进行变更

系统以版本控制的方式进行变更管理

数据提供方以线下的方式告知

贵单位数据源变更的处理机制是（总体）

47.4%的机构数据源变更的处理机制是人工处理，32.5%的机构数据源变更由系统自动处理，同时

还有15.3%的没有相关数据源变更处理机制。



金融、互联网行业数据源变更处理自动化程度更高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贵单位数据源变更的处理机制是（分行业）

政府 医疗 金融 互联网 房地产

其中，互联网、金融的数据源变更处理自动化比率分别达到62.4%、57.6%。值得注意的是，政府、

医疗、房地产数据源变更没有设计相关处理机制的比率分别为48.3%、48.1%、37.8%



数据治理目前侧重系统建设，治理管理有待加强

10.8%

16.7%

18.6%

34.3%

41.2%

47.1%

61.8%

64.7%

69.6%

70.6%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其他

时序数据管理

数据生命周期管理系统

数据安全管理系统

数据质量管理系统

数据资产管理系统

主数据管理系统

数据共享交换系统

元数据管理系统

数据标准化管理系统

贵单位现有与数据治理相关的系统（总体）

60%以上的机构集中于数据标准化管理、元数据管理、数据共享交换、主数据管理等系统的建

设，而在数据资产管理、数据质量、数据安全、数据生命周期、时序数据管理等数据治理能力

建设不足50%。



数据资产、数据共享交换、元数据系统建设呈两极化分布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贵单位现有与数据治理相关的系统（分行业）

政府 医疗 金融 互联网 房地产

政府和金融注重数据安全管理和数据共享交换；互联网注重数据资产管理和元数据管理；医疗注

重数据标准化管理和主数据管理。



业务驱动是数据治理的核心动力

2.9%

11.8%

21.6%

24.5%

29.4%

35.3%

44.1%

56.9%

70.6%

84.3%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其他

依托数据管控系统进行数据治理

依托数据资源目录进行数据治理

单位集中进行数据治理

各部门分别进行数据治理

没有明确方式

以企业级数据模型为基础进行数据治理

以主数据为基础进行数据治理

以大数据平台为基础进行数据治理

以业务分析驱动数据治理

贵单位目前数据治理工作的管理方式（总体）

84.3%的机构以业务分析驱动数据治理工作；其次， 70.6%的机构以大数据平台进行数据治理工作；

同时还有35.3%的机构没有明确数据治理工作管理方式，值得重视。



不同行业数据治理工作管理方式存在较大差异

金融行业既有集中式又有分散式的数据治理方式；政府更侧重依托数据资源目录开展数据治理工作；

互联网行业94.4%以大数据平台为基础进行数据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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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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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A B C D E F G H I J

贵单位目前数据治理工作的管理方式（分行业）

政府 医疗 金融 互联网 房地产

A：其他

B：依托数据管控系统进行数据治

理

C：依托数据资源目录进行数据治

理

D：单位集中进行数据治理

E：各部门分别进行数据治理

F：没有明确方式

G：以企业级数据模型为基础进行

数据治理

H：以主数据为基础进行数据治理

I：以大数据平台为基础进行数据治

理

J：以业务分析驱动数据治理



数据安全、数据质量是当前数据治理的建设重点

3.9%

14.7%

25.5%

27.5%

30.4%

34.3%

42.2%

44.1%

55.9%

56.9%

57.8%

60.8%

64.7%

65.7%

80.4%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其他

信息项管理

信息资源编目

信息资源梳理

数据生命周期管理

数据战略与规划

数据运维

元数据

数据架构

数据质量管控

数据可视化

数据清洗

主数据

数据标准

数据安全

贵单位已规划了哪些数据治理模块（总体）

80.4%的机构都规划了数据安全相关能力建设，同时提升数据质量也是数据治理的重点，数据标准、

数据清洗、数据质量管控等数据治理相关模块的比率分别为65.7%、60.8%、56.9%。



各行业对数据治理的规划重点差异性较大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贵单位已规划了哪些数据治理模块（分行业）

政府 医疗 金融 互联网 房地产

政府侧重于数据标准和信息资源编目；医疗行业侧重于数据清洗；金融行业侧重数据标准和数据

架构；互联网更侧重数据运维；房地产行业更侧重数据质量管控。



数据治理考评机制严重缺位

1.0%

3.9%

14.7%

27.5%

52.9%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其他

建立动态调整评价体系与持续完善的考核机制

已建立完整的评价体系与考核规范

部分领域已建立

尚未建立

贵单位是否已建立数据治理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总体）

52.9%的机构没有建立数据治理相关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27.5%只在部分领域建立，数据治理

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的建立任重道远。



金融行业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建设表现相对较好

金融和互联网数据治理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的普及率最高；政府、医疗行业的普及率相对较低。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政府 医疗 房地产 互联网 金融

贵单位是否已建立数据治理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分行业)

已建立相关考评机制 未建立相关考评机制



数据质量管理工作最大困境：有制度无执行

11.8%

13.7%

21.6%

32.4%

34.3%

36.3%

38.2%

40.2%

44.1%

58.8%

67.6%

74.5%

0.0% 20.0% 40.0% 60.0% 80.0%

实时监控和跟踪数据质量，形成数据质量分析报告

统一收集和管理，有完善的管理流程、检查、告警以及考核机制

没有开展此类工作

及时上报发现的数据质量问题

实时对各数据质量监控节点进行检查，并及时告警

存在集中管理，但缺乏完整的管理、告警机制

定期对数据进行质量检查，发现并及时解决质量问题

定期进行数据质量评估工作，形成数据质量评估报告

建立数据质量管理流程

设立专门的数据质量管理组织和人员岗位

在日常统计分析中发现并提出数据质量问题，但在部门内没有集中…

制定数据质量管理制度或办法

贵单位如何开展数据质量管理工作（总体）

数据显示，74.5%的机构制定数据质量管理制度或办法，但同时在日常统计分析中发现并提出数据

质量问题，但在部门内没有集中的收集、管理和告警的比率达到67.6%。58.8%的机构设置了专人

专岗，但同时存在缺乏完整的管理、告警机制的比率也达到36.3%。



互联网行业数据治理管理工作制度最健全、执行最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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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单位如何开展数据质量管理工作（分行业）

政府 医疗 金融 互联网 房地产

A:实时监控和跟踪数据质量，形成数

据质量分析报告

B:统一收集和管理，有完善的管理流

程、检查、告警以及考核机制

C:没有开展此类工作

D:及时上报发现的数据质量问题

E:实时对各数据质量监控节点进行检

查，并及时告警

F:存在集中管理，但缺乏完整的管理、

告警机制

G:定期对数据进行质量检查，发现并

及时解决质量问题

H:定期进行数据质量评估工作，形成

数据质量评估报告

I:建立数据质量管理流程

J:设立专门的数据质量管理组织和人

员岗位
K:在日常统计分析中发现并提出数据
质量问题，但在部门内没有集中的收
集、管理和告警

L:制定数据质量管理制度或办法

政府、医疗普遍存在有制度但无落地的情况，政府在“存在集中管理，但缺乏完整的管理、告警机

制”的比率分别达到90%、33.5%；医疗“在日常统计分析中发现并提出数据质量问题，但在部门

内没有集中的收集、管理和告警”的比率达到90%。



影响数据质量的因素复杂化多元化

数据准确性、数据完整性、数据一致性、数据时效性都是影响数据质量的突出原因，比率均在60%

以上；其次数据标准化、数据唯一性也是影响数据质量的主要原因，比率均在50%以上。

1.0%

28.4%

30.4%

33.3%

38.2%

40.2%

45.1%

53.9%

54.9%

66.7%

78.4%

84.2%

86.3%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其他

开放接口限制

数据目录的颗粒度

数据格式限制

数据共享度

数据隐私性

数据有效性

数据唯一性

数据标准化

数据时效性

数据一致性

数据完整性

数据准确性

影响数据质量的因素有哪些（总体）



影响数据质量的原因具有共性，同时也有行业差异性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影响数据质量的因素有哪些（分行业）

政府 医疗 金融 互联网 房地产

就政府行业而言，数据目录的颗粒度是一个重要因素；就金融行业而言，数据格式和数据共享度

是影响数据质量的重要因素；就房地产行业而言，数据隐私性和数据完整性是影响数据质量的重

要因素。



数据分析主要应用场景集中在决策支持和日常展示

各机构数据分析应用场景超过80%以上的需求都集中在决策支持、日常展示。

3.9%

29.4%

39.2%

40.2%

50.0%

56.9%

69.6%

81.4%

84.2%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其他

应急专用

用户分析

安全管理

运营管理

运维管理

专题分析

日常展示

决策支持

贵单位数据分析应用的范围有哪些（总体）



数据分析应用场景与行业属性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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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100.0%

其他 应急专用 用户分析 安全管理 运营管理 运维管理 专题分析 日常展示 决策支持

贵单位数据分析应用的范围有哪些（分行业）

政府 医疗 金融 互联网 房地产

互联网、金融行业主要用于决策支持和用户分析；政府在应急专用和日常展示方面比率较高。



各行业均采用多种手段保护数据成果

3.9%

11.8%

19.6%

21.6%

28.4%

31.4%

34.3%

46.1%

47.1%

48.0%

52.0%

52.9%

56.9%

76.5%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其他

基于用户行为模型的知识保护

通用数据访问和使用管理

外部各方数据访问审核

元数据安全管理

终端数据防泄漏

建立统一数据分发平台

数据分级分类管理

数据加密传输

建立统一权限管理系统

异常行为实时监控

数据脱敏

数据安全域

日志管理和审计

贵单位数据成果的安全保护措施有哪些（总体）

76.5%的机构数据成果安全保护措施为日志管理和审计；56.9%的机构数据成果安全保护措施为

建立数据安全域；52.9%的机构数据成果安全保护措施为数据脱敏；52%的机构数据成果安全保

护措施为异常行为实时监控。



各行业数据成果安全保护措施侧重点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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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单位数据成果的安全保护措施有哪些（分行业）

政府 医疗 金融 互联网 房地产

金融行业数据成果安全保护措施集中在数据脱敏和数据加密传输；互联网行业异常行为实时监控普及

率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医疗行业的数据安全域普及率为26.7%。



数据开放应用管控方式以可用可见为主

2.9%

16.7%

22.5%

26.5%

31.4%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其他

可用可见可存可他用

可用可见可存不可他用

可用不可见

可用可见不可存储

您认为数据开放应用管控方式是（总体）

数据开放应用管控的方式，可用可见不可存储、可用可见可存不可他用和可用可见可存可他用的比率

分别是31.4%、22.5%、16.7%；可用不可见的比率是26.5%。这将会对安全和隐私保护产生极大挑

战。



数据应用管控政府以面向公共服务为主，其他行业以自用为主

医疗、房地产、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主要管控方式是可用可见不可存储；政府行业的数据开放应用

管控方式主要是可用可见可存不可他用。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其他 可用可见可存可他用 可用可见可存不可他用 可用不可见 可用可见不可存储

您认为数据开放应用管控方式是（分行业）

政府 医疗 金融 互联网 房地产



人才问题是数据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3.9%

17.6%

25.5%

34.3%

43.1%

53.9%

57.8%

59.8%

60.8%

65.7%

67.6%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其他

数据标准已过时

数据集成范围难界定

已建立标准，但无法落地执行

没有明确的数据治理相关规划

没有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来指导治理工作

缺乏数据治理工具

数据标准缺失

多套口径标准混乱

人员对数据治理认识不够充分

缺乏专业的数据治理人才

贵单位在数据治理工作中最常遇到的问题有（总体）

人才问题主要体现在：缺乏专业的数据治理人才和人员对数据治理的认识不够充分。



数据治理不同阶段面临的问题有显著区别

0.0%

10.0%

2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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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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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90.0%

100.0%

A B C D E F G H I J K

贵单位在数据治理工作中最常遇到的问题有（分行业）

政府 医疗 金融 互联网 房地产

A:其他

B:数据标准已过时

C:数据集成范围难界定

D:已建立标准，但无法落地

执行

E:没有明确的数据治理相关

规划

F:没有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

来指导治理工作

G:缺乏数据治理工具

H:数据标准缺失

I:多套口径标准混乱

J:人员对数据治理认识不够

充分

K:缺乏专业的数据治理人才

其中，互联网数据治理工作开展比较久，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缺乏专业的数据治理人才、多套口径标

准混乱、缺乏数据治理工具；房地产行业刚开展数据治理工作，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数据标准缺失和

没有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指导治理工作。



数据分析、处理能力不足导致数据应用难

2.0%
9.8%
10.8%

17.6%
19.6%

22.5%
31.4%

40.2%
41.2%
43.1%
45.1%

59.8%
62.7%

70.6%
78.4%

84.3%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其他
无法支持较多人员同时在线分析

数据鲜活度，不能表征系统的运行态势
数据准确性，不能展现的数据是权威可信的

展示美观度不足
数据应用对业务需求的支持度不高

数据分析响应速度慢
数据应用领域相对较窄，数据与场景融合不够

缺乏面向业务人员的自主分析工具
预警预测能力不足

解决特定问题的深度分析不足
实施难度大

无法利用不同数据库数据进行联合分析
数据处理能力不足

运维难度高
数据分析人才缺乏

贵单位在数据应用工作中常遇到的问题有（总体）

数据应用工作最常遇到的问题中，84.3%是数据分析人才缺乏的问题；78.4%是数据应用运维难度高的

问题；70.6%是数据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62.7%是无法利用不同数据库进行联合分析的问题；59.8%

是实施难度大的问题。



各行业业务不同，数据应用遇到的问题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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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单位在数据应用工作中常遇到的问题有（分行业）

政府 医疗 金融 互联网 房地产

94.4%的互联网企业最常遇到的问题是数据分析人才缺乏；房地产最常遇到的问题是运维难度高；医

疗最常遇到的问题是无法利用不同数据库数据进行联合分析；金融最常遇到的问题是数据应用领域相

对较窄，数据与场景融合不够；政府最常遇到的问题是缺乏面向业务人员的自主分析工具。

A:其他

B：无法支持较多人员同时在线分析

C：数据鲜活度，不能表征系统的运

行态势

D：数据准确性，不能展现的数据是

权威可信的

E：展示美观度不足

F：数据应用对业务需求的支持度不高

G：数据分析响应速度慢

H：数据应用领域相对较窄，数据与

场景融合不够

I：缺乏面向业务人员的自主分析工具

J：预警预测能力不足

K：解决特定问题的深度分析不足

L：实施难度大

N：无法利用不同数据库数据进行联

合分析

M：数据处理能力不足

O：运维难度高

P：数据分析人才缺乏



企业大数据团队构成的主要方式是外包+自建

企业的大数据团队由第三方外包+自建团队的比率为46.1%；完全为自建团队的比率为28.4%；完全为

第三方外包服务，没有自建团队的比率为19.6%。

5.9%

19.6%

28.4%

46.1%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其他

第三方外包服务，没有自建团队

自建团队

第三方外包+自建团队

贵单位目前数据团队人员情况（总体）



互联网更倾向于自建，其他行业更倾向于购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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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第三方外包服务，没有自建团队 自建团队 第三方外包+自建团队

贵单位目前数据团队人员情况（分行业）

政府 医疗 金融 互联网 房地产

72.2%的互联网企业大数据团队为自建团队，政府机构和医疗单位以及金融、房地产企业的数据团队

主要为第三方外包+自建团队。



未来急需数据分析工程师和数据安全工程师

6.9%

32.4%

39.2%

53.9%

54.9%

57.8%

58.8%

70.6%

88.2%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其他

数据库工程师

ETL工程师

数据平台运维工程师

数据分析师（业务）

数据建模工程师

数据算法工程师

数据安全工程师

数据分析工程师

贵单位现在及未来最急需的数据治理人才有哪些（总体）

70%以上的企业缺乏数据分析工程师、数据安全工程师；同时，数据算法工程师、数据建模工程

师、业务方向的数据分析工程师、数据平台运维工程师的比率分别为58.8%、57.8%、54.9%和

53.9%。



数据分析师不足在各行业都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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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单位现在及未来最急需的数据治理人才有哪些（分行业）

政府 医疗 金融 互联网 房地产

房地产、互联网、医疗、政府行业未来最急需的数据治理人才是数据分析工程师；金融行业未来最

急需的数据治理人才为数据平台运维工程师和数据分析工程师。



大数据高端人才的缺乏是各行业普遍面临的困境

40.2%

41.2%

44.1%

55.9%

77.5%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找不到合适的人

业务需求不清，对人才需求不清晰

基础人才不够

预算不够，人才数量不够

高端人才不够

贵单位在大数据人才方面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总体）

77.5%的机构在大数据人才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数据治理高端人才；55.9%的主要原因是

预算不足、人才数量不够；44.1%的主要原因是基础人才不够；41.2%的主要原因是业务需求不

清，对人才需求不清晰；40.2%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



金融、房地产、互联网行业对人才需求的突出矛盾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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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单位在大数据人才方面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分行业）

政府 医疗 金融 互联网 房地产

金融行业面临的主要人才矛盾是业务需求不清，对人才需求不清晰；房地产行业面临的主要人才

矛盾是预算不够，人才数量不够；互联网行业面临的主要人才矛盾是高端人才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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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设“汇管用评”闭环，推进数据治理体系建设

汇——按照“需求牵引，问题导向；统筹规划，全面汇聚”的原则汇聚数据。1

管——按照“进出有序，全程留痕，分级控制，成果管控”的原则对数据进行全面管控。2

用——为数据用户提供“场景化，智能化，自主化”的数据服务。3

评——以全生命周期的数据质量评估和数据应用服务评估，促进数据价值挖掘。4



以数据应用为导向，以数据实时质量为抓手进行数据治理系统建设

在业务中找数据应用场景，在场景中明确数据治理的目标和标准，才能让数据治理产生

真正的价值。

1

通过建立各环节的实时数据质量监测手段，实现可追溯的数据质量管理，才能实现数据

问题精准、快速定位，才能保障数据的有用性、可用性、及时性。

2



以“可用不可见”让数据应用与数据安全从对立走向融合

...

隐私计算技术已经得到快速发展，已经可以支撑“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应用方式，解决

数据应用过程中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

1

通过在数据应用端增加用户行为模型，通过用户行为模型实现数据及成果的精准供给，

降低数据泄露等安全风险。

2



数据治理人才队伍需要招聘和自己培养两手抓，以自己培养为主

数据治理人才的培养，需要放到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考量。立足短期用人需求，

着眼长期人才规划，建立面向中高层、面向业务岗位、业务IT部门等不同层级、不

同职能的人才培训体系。从大数据素养、大数据管理、大数据实操技能等角度，根

据课程要求和掌握程度要求采用线上、线下或者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开展人才的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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