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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和战略性资源，驱动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和全球竞争格局的

重构。谁能把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发展机遇，谁就把准了时代脉搏。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一

数一源”与数据可追溯性以及数字化构建成为提升数据质量、保障数据可信度、优化数据治理以及加速

数据价值释放的关键原则。文章探讨了数据平台化、资产化、服务化、可视化的数据治理机制，分析了

数据源头唯一性对减少冗余、避免冲突及提高管理效率的积极作用，为构建可信数据生态提供理论支撑

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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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ata has become a core production factor and strategic resource,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competitive 
landscape. Whoever can seize the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such as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accurately grasp the pulse of The Tim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e data, one source”, data traceability, and digital construction have becom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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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rinciples for improving data quality, ensuring data credibility, optimizing data governance, and 
accelerating the release of data valu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ata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data 
platformization, assetization, service orientation, and visualization, analyzes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uniqueness of data sources in reducing redundancy, avoiding conflicts, and improving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 trusted data eco-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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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要求“我国要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坚定不

移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充分发挥大数据产业的引擎作用，以大数据产业的先发优势带动千行百业整体

提升，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国内企业数据治理还处于探索阶段，随着企业信息化的发展、大数据概念的提出、AI 技术的飞速发

展，导致企业管理者开始思考：为了使庞大的企业数据发挥更大的价值，企业必须着眼于数据治理和综

合利用，通过数据驱动业务创新，提升管理水平，引领企业转型升级。[1] 

2. 数据治理的历程 

数据治理并不是新的概念，最早于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数据库的产生而出现。伴随着企业数据量的

增加和复杂性的提高，数据的日益复杂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数据孤岛，相关企业对数据整合需求日益加深，

特别是到了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快速发展，企业数据量呈指数级增

长，数据类型(结构化、非结构化)和来源(内部系统、外部合作方、用户行为)更加多样化。企业越来越多

地意识到从数据中获取的价值不可能凭空产生或依赖于偶然，需要有目标、规划、协作和保障，也需要

管理和领导力。[2]由此，2005 年 DAMA 国际发布了数据治理的理论框架：DMMA-DMBOK 和数据治理

法规的制定，比如 2018 年欧盟制定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我国在 2015 年提出了《数据治理白皮书》国际标准研究报告；2021 年 9 月 1 日，中国《数据安全

法》正式施行。2018 年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形成并发布了数据管理国家标准《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

评估模型》(GB/T 36073-2018)，进一步明确并建立了数据管理相关的 8 个领域、5 个等级的能力模型。指

导企业开展自我评估和第三方独立评估。2022 年发布了国家标准《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方法》(GB/T 
42129-2022)，并于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3. 企业数据治理面临的问题 

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开展，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对于非数字原生企业，数据治理的重要性越来越

突出。如何有效地开展数据治理工作、提升数据质量、打破数据孤岛、充分发挥数据的业务价值，成了

业界的热门话题。[3]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兴起，越来越多中小企业也开始重视数据治理工

作。数据治理水平的提升已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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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数据管理是最重要、最基础也是最困难的工作。数据管理涉及组织战略、治理、文化、业务和专

业人才各个方面，无法以直接外购的方式获得，要求企业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其中涉及数据治理、

数据分类、体系框架、数据采集、数据集成、数据可视化和数据分析及服务等多个环节。[4] 

3.1. 能源企业缺少战略规划和方案设计 

数据治理是一个涉及企业各个层面、各个部门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统一的战略规划和组织协调。然

而，能源企业没有制定明确的数据治理战略，缺乏对数据治理工作的长期规划和目标设定，导致数据治

理工作缺乏方向和指引，难以形成有效的工作体系。同时，企业在组织架构和流程上也存在问题。数据

治理涉及多个部门，但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作机制，企业更重视实物生产、实际安全。例如，

数据管理部门在推动数据质量提升时，得不到业务部门的有效配合，业务部门更关注业务流程的顺利进

行，而忽视了数据质量的改善，从而使得数据治理工作难以落到实处。 

3.2. 能源企业存量信息系统复杂数据价值难以释放 

许多能源企业信息系统因按照需求建设导致系统年代不同，数据架构不统一，而随着各级精细化管

理工作的需要，基层单位数据录入工作量显著增加，但由于缺乏严格的录入标准和培训，员工在输入数

据时可能出现拼写错误、格式不统一、数据遗漏等问题。随着数据的积累和流转，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

扩大影响，导致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数据管理方面存在数据重复填报、数据源不

统一等问题；同时，由于也造成了数据血缘不清晰、数据调用繁杂、数据库各自编码、数据指标计算分

散、数据应用服务能力弱等问题，当需要进行数据整合和共享时，不同系统中的数据难以无缝对接，导

致数据重复、冲突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数据质量。亟需开展数据治理，推动数据共享，释放数据价值。 

3.3. 能源企业数据治理技术手段不足 

尽管市场上涌现出众多数据治理技术和工具，但许多企业仍然在技术应用方面面临挑战。一方面，

企业现有的技术架构和系统可能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数据治理需求。传统的数据处理技术难以应对海量、

复杂的数据，导致数据处理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企业缺乏专业的数据治理技术人才。数据治理涉及到

数据分析、数据建模、数据安全等多个领域的技术知识，需要具备跨学科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然而，

目前市场上这类人才相对匮乏，企业内部员工的技术水平也参差不齐，难以有效支撑数据治理工作的顺

利开展。此外，技术更新换代迅速，企业需要不断投入资源进行技术升级和维护，以确保数据治理技术

始终保持先进性和有效性，这对企业的资金和管理能力都是巨大的考验。 

3.4. 数据安全风险高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数据安全面临的挑战愈发凸显。网络攻击手段层出不穷，黑客通过各

种技术手段，试图窃取企业的敏感数据，如客户信息、商业机密等。一旦数据遭到泄露，不仅会给企业

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严重损害企业的声誉和品牌形象。此外，内部员工的不当操作也是数据安全

的一大隐患。部分员工可能由于安全意识淡薄，在数据处理过程中违反安全规定，如随意共享敏感数据、

在不安全的网络环境下操作等，从而增加了数据泄露的风险。同时，法律法规对数据保护的日益严格，

也对企业的数据安全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确保数据的合规

性，稍有不慎就可能面临巨额罚款和法律诉讼。 

3.5. 数据所有权与使用权界定模糊 

在企业中，不同部门和业务单元对数据的依赖程度和使用方式各不相同，这导致数据所有权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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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边界十分模糊。例如，营销部门可能拥有丰富的客户行为数据，用于制定市场推广策略；而研发部

门可能需要这些数据来进行产品优化和创新。然而，由于缺乏明确的数据产权界定，当涉及到数据共享

和使用时，各部门之间容易出现利益冲突和沟通障碍。一方面，数据拥有部门担心数据共享会影响本部

门的利益或数据安全，因此在数据共享方面设置障碍；另一方面，数据需求部门由于无法及时获取准确、

全面的数据，导致工作的开展受到限制，无法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这种数据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矛盾，

严重制约了企业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协同创新。 

4. 数据治理工作思路 

4.1. 做好企业的战略规划和方案设计 

数据治理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支撑，其战略规划与方案设计需兼顾企业业务目标、技术能力与合规

要求。数据要素价值释放需求的提升，数据治理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赋能”，需以全局视角构

建战略框架，并通过分阶段实施实现数据资产的持续增值。首先需确定数据治理的基本原则和目标，然

后再制定数据治理战略框架和方案设计。数据治理的战略目标需与能源企业核心业务深度融合，一是以

解决业务痛点为核心、以关键业务为突破口充分利用业务部门的需求，比如数据一数多源、重复填报等

问题，推动高层领导支持实现渐进式落地模式，结合业务影响度、实施难度，优先治理高价值领域；二

是通过有效的平台工具构建数据分级、分类隐私计算等充分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可视化。 

4.2. 数据治理工作目标 

通过体系化的数据治理工作，实现数据编码唯一、数据源唯一、数据统一采集、统一出口、数据可

追溯，并可为其他业务应用快速提供数据共享服务，真正实现“数据一个源、业务一条线”。一是标准先

行，统一数据编码、统一数据结构、统一数据规范、统一数据来源，按照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DCMM)认
证的标准和流程，开展数据治理工作的标准化管控。二是做好顶层设计，按照数据“平台化、资产化、服

务化、可视化”的原则，建设公司级数据治理体系，搭建“厚平台、薄应用”的数据架构。三是以解决基

层单位痛点难点为出发点，做好数据治理和数据运营工作，打通数据孤岛，解决重复填报问题，挖掘数

据价值，形成数据流转的良性循环。 

4.3. 数据治理整体架构 

 
Figure 1. Overall architecture diagram of data governance system 
图 1. 数据治理体系整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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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数据治理包含数据采集、数据治理和数据构建。如(图 1 为数据治理体系整体架构图)数据采集

是对各类内外部数据进行收集，包含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数据治理是从元数据管理、数据治理

(数据入湖、标准化、清洗转换、服务共享)、数仓搭建、数据服务等全过程的数据治理工作，最终形成数

据资产，为数据构建提供数据共享服务；数据构建是通过数据的建模、分析、计算、统计，进行数据挖

掘，为大屏、PC 端、移动端提供数据分析展现，实现数据可视化。 
同时，可通过 1 + M + N 的部署方式，建立上下级之间的数据联邦和平级之间的多级隐私计算，实现

企业/集团各级对数据的整体需求。 

5. 数据治理的主要内容 

5.1. 建立标准体系 

包括指标定义规范、中台搭建规范、业务系统基础信息编码规范等，其中指标定义规范包含：指标

类型、指标编码、指标周期、指标状态、业务板块、业务类型；中台搭建规范主要为命名规范，包含：数

据库结构同步服务命名、数据库数据复制服务命名、数据交换及整合服务命名、元数据采集服务命名、

实体模型管理命名、逻辑模型管理命名、数据源管理命名等；基础信息编码规范包含：单位类型、单位

编码、机组编码、风机编码、光伏编码、机组状态、煤种类型等。 
通过建立核心业务域的数据标准、数据目录和编码体系，开展数据标准化编码，并通过数据管理工

具有效落地。 

5.2. 数据入湖 

各类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统一存储，汇聚至数据湖中，为数据标准化、数据治理和数据服务

提供数据来源。中台搭建：部署数据采集工具、数据治理工具、中台数据库、数据构建分析工具，形成大

数据平台的基础环境，为数据资产化提供基础平台支撑。 

5.3. 数据治理整合 

支撑从数据到服务的全过程，包含数据接入、数据清洗、模型设计、模型开发、数据服务等，实现从

数据的采集、标准化、转换、共享服务全过程的服务。 

5.4. 数据服务 

基于数据服务总线为相关业务系统开放数据服务，通过统一配置、统一监管、统一跟踪和统一管理，

为业务部门提供口径一致、准确可靠的数据场景模型。依托数据中台，完成业务部门报表、数据的自动

生成，通过使用符合规范的数据层级，大幅降低报表制作时长，增强报表数据的复用性和可维护性。 

5.5. 数据展示 

基于业务系统、门户展示和移动平台，建立数据模型和数据服务，按业务类型进行数据汇总分析展

示，进行各部门和各级用户的数据看板建设和部署，开展领导驾驶舱建设和部署，优化数据可视化工作，

提升生产运营管控穿透力。 

6. 数据治理成果 

通过以上的数据治理工作，极大地提升了数据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了数据管理水平和数据服务效能，

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信息流通和业务协同；创新构建“三级数据联邦、多级隐私计算、纵向贯通、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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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共享”的数据架构，确保数据的高效流通与协同管理，实现数据能采不填，一次填报多次复用，最大

限度为企业减负。建成的全景数据展示平台和数据门户，实现数据的可查询、可下钻、可分析，并可按

业务类型进行数据智能化呈现，监控关键业务环节和指标；打通系统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业务数据明细

与工业视频的联动，以多维、直观的方式实现数据可视化，促进公司快速响应业务变化，推动各类创新

应用的实施，助力各级管理者全面感知安全生产管理的状态和趋势，让数据说话、为企业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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