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不我待”—— 颠覆式的概念层出不穷

互联网+教育

教育大数据

教育信息化2.0

人工智能

微服务

生态云

IoT无感知

数据

• 业务松散，数据来源不清晰

• 不同领域的数据难以汇总决策

• 数据质量差，权威和可信度缺失

• 缺乏专业系统化的深度分析

• 难以开放共享，也不敢开放共享

数据
治理



数据治理已经成为智慧校园成败的关键

数据
死循环

数据质差量少

系统体验不好

建设使用效果差

持续建设缺乏动力



数据治理是一种包含制度、人员、措施等维度的常态化综合管理体系，旨在将数据以资产化的方

式，对其获取、处理以及使用过程进行系统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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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

数据
开放

数据
采集

数据治理=管理制度+落地规范+治理工具+（3-5年）持续运维



如何整合与
管理数据

如何评价与
监控数据

如何反映数
据变迁

如何开放和
使用数据

如何发掘数
据的含义

数据治理需要什么样的工具

开阳
大数据清洗与整合

天权
全量数据标准管控

玉衡
全量数据质量监控

天璇
全量数据关系管理

天枢
全量开放数据平台

瑶光
全量数据可视化

天玑
全量数据挖掘

全量数据中心



贴源层（数据湖）

主题层（主数据）

分析层

应用层

四层数据架构

异构数据源

DCI

数据可视化分析

 

数据质量监控

数据关系管理

开放数据平台

数据标准管控

数据挖掘

全量数据中心

• 进的来

• 管得住

• 出的去

• 用得上



数据整合、清洗与管理的常态化运行，需要有可视、可控、柔性的工具作

为基础。

开阳
大数据清洗与整合

天权
全量数据标准管控

天璇
全量数据关系管理



教务系统

 

学工系统

人事系统

宿管系统图书馆系统

财务系统

 反馈运行进度

调度执行引擎

全量数据
中心

 管理平台

 执行引擎群

数据整合——掌握全局数据流向



贴源层，尽可能“原汁原味”的贴近异构异源的结构化和

非结构化数据，也被一部分人形象的叫做数据湖（Data 

Lake）,需要有兼顾大数据和常规数据处理能力的整合工

具如DCI

全量数据中心不止于数据仓库

主题层往往保存着需要交换的主数据，必须严格的规范数

量与标准，需要复杂且有技巧的整合与清洗设计，不仅如

此，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业务，软件的柔性也非常重要。

分析层与应用层主要用于对外发布和使用数据，因此对数

据安全的考量尤其重要

贴源层（数据湖）

主题层（主数据）

分析层

应用层

四层数据架构



可落地的数据标准及管控



关于标准的疑问

• 是否都按照标准执行了？

• 标准的使用情况如何？

• 是否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标准检测







对数据质量进行体系化、量化的有效追踪和管理是数据治理工作成败的关

键因素之一。

玉衡
全量数据质量监控



人事 教务 科研 学工 资产

数据质量监控快速评估工具 数据质量报表

数据质量测量
执行引擎

数据质量测量
结果数据库

质量问题追踪管理

脏数据

…

质量责任人 信息中心 数据质量分析员

数据层

业务层

应用层

用户层

数据质量监控
作业管理

院校领导

数据质量元规则库

业务规则库

EDQAF数据质量管理体系

数据源管理

测量－监控－追踪－清洗－提升



维度 EDQAF编号 EDQAF标准描述 输出＊

完备性

EDQAF-14 将数据集中重复记录占总记录的比例
与数据集以前的实例做比较

重复数据记录列表，定义相似重复判定
规则

EDQAF-12  确保所有不可为空的字段都被填充 所有包含空（没有被填充）字段的数据
记录

一致性 EDQAF-36 数值字段计算结果的一致性 幅度超过阈值后，输出所有参与求和、
求平均的数据记录。

及时性 EDQAF-26、6 数据实际和计划可交付、可用时间的
比较

如果有更新，输出添加、更新的数据记
录（此处不是脏数据）

有效性 EDQAF-27
将传入数据的值与既定的域(字典表、
范围或数据规则)中的有效值作比较。
 

不符合记录占比超过阈值后，输出所有
无效的数据记录。

EDQAF元规则示例



EDQAF元规则示例

维度 EDQAF编号 EDQAF标准描述 输出

完整性

EDQAF-3
评估列属性和数据在整个数据
库中相同数据类型的字段内数
据格式的一致性

如果格式不同的数据记录数比例超出阈
值则生成EDQAF3监控报警消息，并输
出所有不同的数据记录，含参照和被检
测的。

EDQAF-41 有效性检查，跨表，详细结果

如果值不同的数据记录数比例超出阈值
则生成EDQAF41监控报警消息，并输出
所有不同的数据记录，含参照和被检测
的。

EDQAF-39  父子参照 “孤儿”记录的父记录数据量占比超出
阈值后，生成EDQAF39监控报警消息，
和对应的父记录

EDQAF-40  子父参照
无子记录的父记录数据量占比超出阈值
后生成EDQAF40监控报警消息，和对应
的父记录



可能是中国第一份系统化高校数据质量报告



17个部门的数据参与检测

各部门中最多提交了34张表，
704个字段，最少1张表，6个
字段。

多少都是数据



完备性规则最多821条，占75.8%
有效性规则第二多111条，占
10.2%

目前（3.20）规则共1083条







• 数据质量直接影响数据治理的成败。质量的优化是一个螺

旋上升过程，是一个持续运维的项目，一般需要至少3年

的持续投入。





天枢
全量开放数据平台

数据开放共享的意义在于把高校的数据以服务的形式，像水、电、煤一样

输送给有需要的业务部门、应用系统、开发者、学生和教工团体。

DaaS（数据即服务）



• 数据中心建好后，如何推送数据的？如何同步更新系统中的数据？

• 非IT技术背景的教工、学生如何知道有哪些数据？

• 没有IT系统管理的数据如何采集汇总？

• 大量的接口如何有效的监控和管理？

高校数据资产开放共享



开放数据平台简要架构



DaaS（数据即服务）——高校数据服务业态的一次“供给侧改革“

数据管理员

配置
接口

数据用户
“点菜吃饭“

数据管理员

数据
分类

数据用户
“自助餐“

配置
接口















如果数据治理是高校信息化建设的坚实地基，如何选择上层应用作为强有

力的抓手，发现数据的价值则尤为重要。

？



诊断改进综合校情 一表通

数据
流向

“5+N”——数据治理的方法论

业务
导向

…全量数据中心

5. 数据可视化与数据挖掘

3. 数据质量监测与检测

2. 数据标准管理与关系管控

1. 数据整合与清洗

4. 数据资产开放共享



综合校情分析

瑶光
全量数据可视化

天玑
全量数据挖掘



综合校情分析的思考

• 从校务到师生画像，综合分析是一个自顶向下的系统化工作，想到一点做一点，

碎片化的无序进行很难保证长期的成效。

• 由于数据及工具比较复杂，目前高校的校情分析建设实际上往往以信息中心出点

子，企业出人力的软件开发的方式来进行，业务专业性方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 比较合理的做法是承建方拥有专业的数据分析师，配合学校各业务部门进行全面

的梳理和分析来进行。













全量数据一表通

共享数据中心
（已治理）

个人数据中心 采集数据库
（待治理）

互联网数据库

采集表单库

自定义表单表单填报 权限管理

部门用户老师／学生 数据需求者 系统管理员 超级管理员

最基本的功能是老师个人数据填报。产品实施阶段需要为老师建
立个人数据库，如果数据中心有的数据则通过ETL作业抽取，也有
一部分是校外数据（互联网）。“采集数据库”保存所有通过表
单采集上来的数据，部分数据人工填报，可能存在不一致情况，
需要进行治理。

开放数据平台

数据浏览



科研秘书通过“数据门户”查看可用数据



设计表单，例如补充采集教工“微信号“



创建数据填报活动



相应人员收到通知，登陆系统填表后，送审



根据自定义规则动态校验数据，并进行审批



可下载或回写采集到的数据



目标管理与过程诊断改进







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