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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数据中台：信息化的下一站

经过几年的沉淀和酝酿，数据中台已经成为新的风口。大家

好奇它的过去，希望一窥它的全貌，憧憬它的未来，“让数据用

起来”是驱动数据中台发展的原动力和大家为之奋斗的目标。本

书的重点在于揭示数据中台全貌并分享实战经验，本章则尝试从

多个视角梳理数据中台产生的大背景，希望与读者一同感受气势

磅礴的时代大潮交汇在数据中台这个点的始末，并抛砖引玉，提

炼数据中台应该成为共识的几个认知，展望数据中台应该有的发

展阶段，让读者自己形成对数据中台的构想，做好准备与我们共

同开启数据中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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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据中台产生的大背景

1.1.1　新的时代浪潮

时光机回到公元 2019 年 9 月，中国 IT 界正在掀起一股新的

汹涌大浪，“中台”这股技术之浪正在席卷 IT 界的每个角落，并

经由 IT 工厂人员和各界媒体传导至各个行业。数据中台在 DT

时代的大背景下尤为引人注意，一些先知先觉的企业在讨论和探

索数字化转型，谈论有关“数据中台”的概念，有人认为这是新

一波的厂商向甲方企业收“智商税”的概念泡沫，有人认为这是

给予 CIO 影响力的权柄，也有人认为这是企业应对“危”与“机”

的快速创新利器。利用数据进行创新，看似机遇近在眼前，但各

种问题又充斥在每个相关人士的心中。

“什么是数据中台？”

“数据中台有什么用？”

“什么样的企业适合建数据中台？”

“应该怎样保证数据中台的效果？”

“怎么才能说服我企业的董事长和 CEO 同意立项数据中台？”

“如何才能保证企业数据不被滥用，又能被开发出价值？”

“在我的行业里，有没有可以参考的成功的数据中台案例？”

“需要多长时间和多少钱才能建起来？建完之后，如何运营

才能创造出价值呢？有没有持续优化成本的办法？”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那么数据中台之浪，又

成于哪一朵微澜之间呢？

本书的作者们都是在数据领域里摸爬滚打十余年的老数据

人，我们将与各位读者一起穿透时光的迷雾，去追溯数据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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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源，回顾 25 年的 IT 到 DT 的演进史，畅谈“数据创新与数据

中台”的实践心路，用不太出彩甚至有点干巴的技术文笔，梳理

“让数据用起来”的数据中台机制，回答“数据中台百问”，为在

数据创新之路上的读者们贡献一点力量。

1.1.2　从 IT 到 DT，中国信息化演进之路

1996 年 8 月，爱特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1998 年 2 月，

爱特信推出搜狐；2000 年 7 月，搜狐公司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

挂牌上市。

1997 年 6 月，网易公司成立；2000 年 6 月，网易公司正式

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1998 年 12 月，新浪公司成立；2000 年 4 月，新浪公司成功

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而在 1998 年至 2000 年间陆续成立的腾讯、阿里、百度在十

年之后接过中国互联网的大旗，形成了以 BAT 为首的新一轮互

联网化浪潮。

2015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 一中

提出：“制定‘互联网 +’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

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019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 二中提

出：“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围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

一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03/16/content_2835101.htm
二　 http://www.gov.cn/premier/2019-03/16/content_53743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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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

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 +’，

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深化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

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

从 1995 年到 2015 年的 20 年间，互联网科技改变了众多面

向个体用户端“2C”的生产关系，通过构建线上平台，方便了人

们的衣食住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体验。而在同样的时间里，在

企业内部有一群为了企业生产力而奋战的技术人士，他们利用 IT

技术提升企业内部的生产力。2014 年，马云先生正式提出“ DT

（Data Technology）”的概念，“人类正从 IT 时代走向 DT 时代”。

他认为，IT 时代是以自我控制、自我管理为主，而 DT 时代是以

服务大众、激发生产力为主。这两者之间看起来似乎是技术的差

异，但实际上是思想观念层面的差异。

同样也是在这一年年初，阿里内部的数据平台事业部正在大

刀阔斧地建立整个集团的数据资产，笔者们也很有幸深度参与其

中，构建了多笔数据资产，此为题外话。

2015 年，“互联网 +”行动计划的提出，让企业内部 IT 与

企业外部互联网思维产生火花，云和 SaaS 形态的应用开始出现，

从 IT 到 DT 正式有了广泛的落地实践。

1995 年到 2015 年，互联网科技在中国从萌芽到提出“互联

网 +”行动计划，用了 20 年时间。从 2015 年“互联网 +”提出

到 2019 年“智能 +”提出，用时仅 4 年。我们惊叹于这演进的

速度之快，就像一个常常被提及的例子：“从整个地球史来看，

人类科技进化速度的陡峭曲线，可以类比成一个猿人扔起一根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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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掉下来的时候骨头已经变成了火箭。”

1.1.3　 外太空与黑土地，阿里与华为对中国数字化进程的

贡献

1. 外太空视角——阿里以数据为核心，推动数字产业化

回溯“数据中台”这个在中国被创新和实践落地的产物，就

不得不去看它发端的企业——阿里巴巴。

笔者们认为阿里的贡献巨大，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基于内部海量数据应用的数据中台实践经验，以及对

以新零售、新金融等互联网技术和思维为核心的数据赋能业务的

创新尝试，唤醒行业全面跟进和尝试“中台”理念。

2014 年阿里从芬兰 Supercell 公司接触到中台概念后，在集

团内部积极践行，开创了“大中台、小前台”的组织机制和业务

机制，通过高效、统一的后方系统来支持前端的机动部队，提高

作战效率，减少冗余投入。2018 年，中台概念开始逐渐深入互

联网企业。

  2018 年 9 月，腾讯宣布新成立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

（CSIG）和技术委员会，后者将负责打造技术中台。

  2018 年 11 月，阿里云事业群升级为阿里云与智能事业

群，并开始对外输出中台能力。

  2018 年 11 月，美团被曝正在打通大众点评、摩拜等各业

务间的数据，构建数据中台。

  2018 年 12 月，百度调整组织架构，高级副总裁王海

峰同时负责基础技术体系（TG）和 AI 技术平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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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此后，王海峰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打造技术中台

是百度调整组织架构的战略方向之一。

  2018 年 12 月，京东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组织架

构调整，增设中台部门。京东商城 CEO 徐雷还在企业年

会上强调：要将中台提升为“永不停歇”的超级引擎。

第二，持续对政府、对社会拓宽基于数据的宏伟认知，并积

极实践基于数据创新的城市大脑。

比如，持续提倡：“未来，数据将会是生产资料，计算是生

产力，互联网是生产关系，智能时代是基于这些改变而随之发生

的巨大的社会变革。未来 30 年，智能技术将深入到社会的方方

面面，改变传统制造业，改变服务业，改变教育、医疗，所有的

生活会因数据、计算而改变。IT 让 20% 的人受益，而 DT 时代

和 AI 时代的数据技术会让 80% 的人受益，这就是这个世界未来

巨大的机会所在。并进一步落地为城市大脑、ET（Evolutionary 

Technology）系列。”

2016 年 10 月，云栖大会上城市大脑首次亮相。

2017 年 3 月，云栖大会深圳峰会推出 ET 工业大脑和 ET 医

疗大脑。

2017 年 6 月，云栖大会上海峰会推出 ET 环境大脑。

就像 ET 命名本身的科幻性隐喻，阿里所倡导的数据理念和实

践犹如外太空的智慧传递，广泛而又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

2. 黑土地的尝试——华为扎根产业，领衔产业数字化转型

华为是推动中国信息化进程的另一个时代巨人，华为在 CT

（通信技术）领域成长为国际知名企业，进而转入 IT（信息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