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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进一步建设智慧城市，安徽省政府提出建设贯穿数据全周期的大数据平台，通过“汇、治、用、管、

看、评”，实现对数据的统一集中管理。本文将以此为基础，从“汇、治、用、管、看、评”的新角度

重新解构数据中台，提炼出实践视角的六维架构。从“标准化和组织协调”的角度探析数据中台建设的

障碍并提出解决方案，为数据中台建设的落地提供了更贴合实际的理论和结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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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build a smart city, Anhui provincial government proposes to build a big data 
platform throughout the whole cycle of data, and realize the unified and centralized management 
of data through “convergence, governance, usage, management,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reconstruct the data center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of “convergence, go-
vernance, usage, management,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and propose a six-dimensional ar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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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ndardization and organiza-
tional coordin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bstacl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 center and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s, which provides more practical theoretical and structural guidance for the 
landing of data center construction of data cente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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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据中台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中枢引擎，是贯通城市不同业务系统、提高管理效率和数据利用效率的

关键桥梁。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技术障碍已经不再是数据中台建设的最大困难，事实上，数据

中台从设想到落地，势必会面临诸多现实的管理协调问题。现有的数据中台建设架构的问题在于多着眼

于技术过程的解构，而轻视了实践中的管理、协调、反馈等需求。本文从实践视角重新解构数据中台，

从“汇、治、用”的角度重新梳理了数据中台的功能组件，从“管、看、评”的角度设计了数据中台建

设的控制组件，以此解决数据中台理论架构与实际建设中的管理需求不适配的问题。 

2. 研究背景 

2.1. 技术背景 

作为智慧城市的数据底座，数据中台具备全流程、全方位的数据支持能力，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发

挥重要作用。随着数据挖掘、采集、存储、处理分析等技术的不断进步，数据中台建设将一步步走向完

善，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2. 实践背景 

“数字中国”建设的全面铺开，“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全面落地。目前，全国已形成包括以上海、

杭州、南京、合肥为主的长三角区域城市群在内的四大智慧城市集群。 

2.3. 案例背景 

以合肥为中心，在中国科技大学和科大讯飞等院校和企业的技术支持下，安徽积极主动开展智慧城

市建设，取得了颇为可观的建设成果，并积累了丰富的相关经验，其成功经验对其他地区的智慧城市建

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3. 相关概念解析 

3.1.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在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城市病”下需要提高现代城市治理水平的基

础和推动下诞生并发展起来的[1]。智慧城市将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运用在城市中各行各业，

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使城市居民能够快捷地、智慧地管理生产和生活状态，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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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市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缓解“城市病”以及城市发展中的各种矛盾。 

3.2. 数据中台 

数据中台是一套可持续的、集成化的、高效率的城市数据中枢。可以通过提供数据上云、数据治理、

数据分析、数据决策、结果展现等功能，挖掘数据价值、提高数据质量、提升数据使用效率[2]，实现数

据资源管理、潜在规律挖掘、业务决策优化。最终目标是为了向城市内的各类业务应用输出智能的、标

准的、全量的、干净的数据[3]。 

4. 数据中台的架构 

城市数据中台聚焦于真正把数据“统起来”、“管起来”、“用起来”的目标。从设想、理论到实

践的不同阶段，数据中台可以被解构成以下三种架构。 

4.1. 数据中台的逻辑架构 

从逻辑架构上来看，数据中台就是从已有数据库、分散的组织数据平台以及个人用户处采集数据，

经过技术处理形成集成的数据，通过集成数据回流组织数据平台、数据服务门户的建设、数据报告的输

出分别达成同各数据平台、个人用户、决策者以及其他调用者的数据共享。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Logical architecture diagram of the data center 
图 1. 数据中台的逻辑架构图 

4.2. 技术导向的三维架构 

依据数据中台的逻辑架构，结合相关技术，可以进一步解析出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加工和数据共享

[4]在内的技术层面的三维架构。如表 1 (表中箭头表示数据流向)所列。这是现有研究中的主流架构，也

是现有的大多数数据中台都会参考沿用的架构。 
首先，来自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个人用户等数据源的数据被采集至数据中台。然后在数据中台

中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需依次完成以下步骤：1) 利用数据存储、计算与搜索引擎、机器学习和数据分

级分类等技术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汇集；2) 通过元数据管理、数据建模、数据血缘管理等技术对所汇聚

的数据集进行数据治理，提高数据质量；3) 将治理后的数据分类融合，归入不同的主题库、专题库、系

统数据库等；4) 利用大数据分析、知识图谱等技术对分类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形成可供决策支撑的信息

流或报表[5]。最后，将数据从数据中台导出至数据共享平台、数据开放平台和门户网站等外部应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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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数据的共享。 
 

Table 1. Technology-oriented 3D architecture 
表 1. 技术导向的三维架构 

外层应用 数据共享平台、数据开放平台、门户网站、APP 等 

数据中台 ↑数据共享(共享至外层应用) 

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知识图谱、分析报表、决策支撑 

数据融合 主(专)题库、政务信息库、系统数据库、日志数据集、数据仓库 

数据治理 基础数据管理、数据建模、数据资产管理、元数据管理、数据血缘管理 

数据汇聚 数据存储、计算引擎、数据分级分类、搜索引擎、机器学习 

↑数据采集(采集自外层数据) 

外层数据 政府单位、企事业单位、个人填报、其他数据库等 

4.3. 实践视角的六维架构 

数据中台的建设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管理实践问题，不能仅仅单纯从技术层面进行解

析，还需顾及管理者、使用者等主要参与者，结合实际的组织和管理问题。“汇、治、用、管、看、评”

[6]作为数据中台建设的标准，除了技术指标，还提供了用户、管理者的角度，可以用于解析实践领域数

据中台的架构，作为技术导向的三维架构在实践领域的延伸和细化。其具体维度和解析如表 2 所述。 
 

Table 2. Dimensions and resolution of six-dimensional architectures 
表 2. 六维架构的维度和解析 

维度 解析 

汇 包含底层的数据汇聚以及大数据湖的建设等 

治 按照数据治理规范对大数据湖的数据进行治理、整合以及基础库、主题库的建设 

用 以平台用户为出发点，提高总门户、开放门户、数据应用等数据使用能力 

管 从管理者角度出发，进行数据管理、标准规范建设、安全体系建设等 

看 对数据进行全过程监控，让数据“看得见、看得清、看得懂”。主要包括智能数据驾驶舱、数据展示调度

的能力 

评 从数据的不同维度对数据的各提供部门单位考核评估。通过数据评价考核机制倒逼政府各部门协同推进大

数据发展 

 
在“汇、治、用、管、看、评”六维架构(如图 2)中，涵盖了“数据采集、数据加工、数据共享”的

三维架构。即“汇、治、用”。先利用数据集成、数据交换和存储计算平台汇集数据形成大数据湖；大

数据湖中的数据经过加工(数据治理、数据调度、数据开发、标签管理和实时计算)后，融合形成各类基础

库和主题库；再通过市级子门户、共享数据平台、数据沙箱、工序协同平台、市级数据开放平台实现数

据共享。此外，“看”、“管”、“评”三个维度同样从“数据采集、数据加工、数据共享”的角度监

控、管理和评价全过程的数据流动。以此实现技术和实践的融合，协调实践中可能遇到的水平和垂直方

向的冲突。 
事实上，“汇、治、用、管、看、评”六维架构可以更形象的表述成一辆汽车上的六个重要组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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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汇”、“治”、“用”是动力组件，“汇”是油箱，提供驱动数据中台的原动力(数据集)，“治”

是引擎，将油箱中的能源转化成可以直接使用的能量(加工处理后的数据)，“用”是轮胎，借用前两步产

生的能量，发挥数据中台的作用(实现数据共享)。“管”、“看”、“评”是控制组件，“管”是主驾驶，

是直接控制手段，管控数据中台的运行；“看”是副驾驶，是间接控制手段，监控数据中台运行的全流

程；“评”是车牌号，是外部控制手段，通过标准化的要求和考核，指导数据中台的建设和发展。 
 

 
Figure 2. A six-dimensional architecture diagram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图 2. 实践视角的六维架构图 

 

 
Figure 3. Image display of six-dimensional architecture 
图 3. 六维架构的形象展示图 

4.4. 六维架构各维度关键技术解析 

此部分将对六维架构中各个维度关键组件的功能和技术进行解析。 

4.4.1. 汇 
1) 存储与计算平台：基于 Hadoop 框架的私有化平台，具备可靠、安全、容错、易用的集群管理能

力，适配国产化软硬件，标准化性能指标。为数据中台以及业务系统提供计算与存储资源，包括离线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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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流式计算、内存计算、分布式文件系统、分布式数据库等。 
2) 数据集成平台：消除数据孤岛的同步平台，为各业务方提供数据接入的高效通道。可以实现异构

数据源互通集成，包括各种关系数据库、大数据组件，实时数据，文件数据及接口数据等。支持集成过

程中的映射、转换、标准化等预处理，同时提供有效监控服务，实时分析任务运行调度的情况。 
3) 数据交换平台：由一个可视化的数据查看首页以及前置机管理、数据源管理、任务管理、监控管

理、系统管理组成，可实现部门间以及省、市、县三级平台间数据交换,致力于消除部门间、地域间、层

级间数据共享困难、信息不一致等问题。 
4) 数据湖：基于 Hadoop 框架，为了应对不同业务需求的特点，采用传统数据仓库架构 + MPP 数据

库 + Hadoop 集群的统一存储平台。 

4.4.2. 治 
1) 数据治理平台：提供错误数据检查组件(空数据、缺失数据等)和数据清洗转换处理组件(空数据补

充、格式统一、数据编码统一等)，对问题数据进行处理，生成正确的、标准一致的可用数据，为上层数

据分析应用提供保障。 
2) 数据调度平台：提供数据接入、数据检查、数据治理、数据处理等任务的编排调度管理能力，并

支持多任务并发运行，监控调度运行中的所有运行日志信息，提升系统开发和维护的质量，减少系统建

设、实施及运维等各方面成本。 
3) 数据开发平台：内置多种机器学习算法，设定多个预处理节点，并开放自定义算法入口供用户数

据分析使用。 
4) 标签管理平台：按照数据实际的标签体系，对数据治理工程中的关键数据进行业务抽象，将数据

以指标或标签定义出来，提供给治理平台、开发平台以及其他业务系统使用。 
5) 实时计算平台：基于事件驱动的轻量级流计算引擎，提供数据实时采集、实时计算、实时集成的

全链路流计算。内置丰富的流计算组件，提供可视化的作业编排；支持通过 SQL 的方式实现流式数据开

发，大幅降低了流式数据分析门槛。 

4.4.3. 用 
1) 数据沙箱：数据沙箱对数据进行订阅和脱敏管理并提供沙箱环境，支持数据载入、镜像管理、文

件上传、结果数据导出，在通用机器学习框架下进行数据分析挖掘，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支撑数

据安全流通和分析挖掘数据价值。 
2) 市级子门户、数据共享平台、供需协同平台、市级数据开放平台：针对不同用户和数据使用者，

是数据共享的直接门户。 

4.4.4. 管 
1) 目录管理系统：盘点梳理业务数据，编制发布业务目录，规划指导数据的接入、处理、管理、共

享。 
2)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将数据标准(标准字典、数据源字典、数据元)进行统一管理，为数据治理提

供标准依据；将元数据信息(技术元数据、操作元数据)通过可视化方式管理，利用管理的元数据进行数据

目录创建；同时提供主数据对象以及主数据维护界面，并支持以服务的方式对外提供。 
3) 数据运维管理平台：通过查看总体运行监控、资源目录监控、数据资源监控、数据共享监控、数

据采集监控、调度任务监控、数据服务监控、资源更新监控等，全方位、可视化监控数据中台整体运行

情况。依据展示系统中异常、失败、预警等可视化展示快速发现问题原因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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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看 
1) 数据驾驶舱：通过数据建模分析、可视化等技术，挖掘各单位业务领域核心方向和绩效考评指标，

围绕城市运行的关键领域，以高度可视化、图形化的方式实时展示数据运行体征数据。不仅对数据全生

命周期进行监测、预警、分析、评价、指挥，实现全周期管理，同时对重点主题领域的运行状况进行直

观展现，为政府的政务决策提供数据依据。 
2) 可视化分析平台：基于多种数据源(mysql/gbase/oracle/dameng/MQ/地理数据源)对数据进行接入及

处理，内置多种素材、模板、内置组件(趋势图、占比图、GIS 地图等)，辅助用户进行数据编排、样式配

置及成果展示与分享。 

4.4.6. 评 
1) 大数据评估考核系统:通过多维度(数据共享、数据规范、数据质量、数据应用等)搭建考核评估指

标，制定考核方案，依托模型计算从而获取评估结果，并进行多维度可视化对比分析，以评估评价考核

对象各项常态化工作情况。 

4.5. 当前主流架构和六维架构的对比 

现有的研究成果多是基于逻辑架构具体解析出的“采集–处理–共享”三维架构，区别主要在于具

体技术和功能组件的不同。也有部分学者将管理和评价纳入主流架构，但均没有涉及细节，也没有设计

具体的功能组件和协调机制，在实践方面缺乏指导意义。将主流的三维架构和实践视角的六维架构进行

多层次的对比，参见表 3，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六维架构在实践方面的指导意义。即：实践视角的

六维架构更多地考虑到了用户、管理者等相关群体，立足于实际，注重于实际中组织、管理等问题的协

调和处理，能够在数据中台建设落地过程中发挥方法论的指导作用。 
 

Table 3. Three-dimensional versus six-dimensional architectures 
表 3. 三维架构和六维架构的对比 

 三维架构 六维架构 

视角 开发者 用户、管理者 

导向 技术 实践 

关注点 数据的收集、加工和共享 实际问题的协调和处理 

潜在假设 技术问题是建设数据中台建设的核心 组织管理与协调等实际问题同样举足轻重 

5. 数据中台的实践障碍 

5.1. 数据标准化 

数据中台涉及众多数据、众多业务系统，不同系统间的不同数据格式，会影响数据质量和处理效率。

此外，传统数据仓库使用 ETL 将业务系统的数据直接采集加工至数仓中进行数据整合，在应对不断增加

的业务量时，会造成数据混乱，无法满足数据标准。 

5.2. 标准制定与协调问题 

数据中台建设是一项新兴的、多部门、长线程的工程，具有技术性强、前瞻性高、涉及部门广泛、

可供参考的经验少和相关综合管理人才不足等特点。故很容易产生评价标准的制定不合理和组织协调困

难等问题。比如，评价标准的制定没有充分考虑技术限制、由于忽视数据标准化建设的难度，缺乏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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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的专业指导，导致数据标准化实施成效低等。 

6. 解决措施 

6.1. 分层处理数据 

数据应当依照数据中台原则分层设计，自下而上可以依次分为：源数据层、中间层、应用层。由于

各层次之间的数据具备低耦合和高内聚的特征，可以尽量避免因业务系统过多而造成的数据混乱[4]。 

6.2. 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完善组织保障体系，建立跨部门的领导小组。包括综合协调组(市领导、业主单位、平台承建厂商)、
标准规范组(业主单位、平台承建厂商)、业务组(公安、民政等政府业务部门、业主单位、平台承建厂商)、
数据技术组(平台承建厂商、部门业务系统厂商)和平台建设组(平台承建厂商)。群力群策制定统一的、灵

活的标准规范体系，包括统一的管理办法、技术标准和数据标准。 

7. 结语 

本文基于安徽省数据中台建设的经验，结合数据中台的逻辑架构和技术架构，有别于主流架构，从

实践的视角，重新梳理了数据中台的总体架构，从“汇、治、用、管、看、评”多维度设计了数据中台

的功能组件和控制组件，为数据中台建设的落地提供了更贴合实际的理论和结构指导。同时还指出数据

中台建设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可以为其他城市的数据中台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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