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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VUCA时代，市场变化加速。企业需要更加敏捷而准确的数智化决策，这些决策应当是分钟级的而非
天级的，应当是基于全量数据的而非局部数据的，应当是基于准确数据的而非基于“脏数据”的，应
当是业务人员和数据分析人员任意发起的而非是通过复杂流程和多部门配合才能实现的。

传统的数仓或者湖仓分离架构让数智融合和企业敏捷决策变得困难：数据孤岛存在，决策无法基于全
量数据；数据来回流转，成本高、周期长、时效差。基于存储-缓存-计算分离，湖-仓-AI数据统一元
数据管理的Serverless，可在数据量、成本、效率、敏捷方面取得最优解。

开源为数智生态贡献重要力量，但这不预示所有企业需通过开源产品自建数智平台。实际上，大多
企业聚焦自己核心业务，选择性能稳定、无须运维、数智融合、端到端自动化与智能化的商业化数
智平台，ROI会更高。当然，平台应与主流开源产品具有良好继承性，如此，更加灵活开放，企业
的IT人才补给成本也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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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量和非结构化数据占比上升
统一管理，统一查询使用，成为新的挑战
全球数据量以59%以上的年增长率快速增长，其中80%是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中国数据量的上升较全球更为迅速。
数据量和非结构化数据的上升，使得基于对象存储的数据湖越来越为普及。此时，如何使用统一管理，统一查询使用，成
为新的挑战。

来源：中国电信招股说明书，艾瑞咨询研究院整理及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2015-2030年中国数据量规模及全球占比 企业内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占比及使用情况

在企业的数据中，结构化数据
仅占20%，其余80%都是以文
件、语音、图片等形式存在的
非结构化数据。且非结构化数
据的增速远远高于结构化数据，
随着时间的推移,非结构化数据
所占的比例将会越来越高。

企业长期以来，受技术影响，
对结构化数据的利用率均高
于对非结构化数据的利用率。
但实际上，非结构化数据的
体量与其包含的信息量都更
多，是企业未得到充分利用
的宝贵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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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多源异构成为常态
数据从“汇聚才可被用”到“链接即可被用”
在传统数仓中，多源数据经ETL过程并集中入仓，方可被使用。该方式有许多不足：第一，因有复杂的ETL过程及大量数
据的传输，数据实时性难以保障，因此分析常必须T+1才可完成；第二，数据的全量存储和存储成本之间难以取舍，因此
必须提前抉择保留哪些数据，随着数据种类的逐渐增多，这很难做到；第三，对于异常值的下钻、回溯等，无法回溯到最
为原始的数据。随着应用场景的增多，数据库的种类也逐渐丰富，如更适应物联网场景的时序数据库、更适应知识谱图应
用的图数据库，等等。
综上，多源异构、分布存储、现用现传、统一查询与应用的架构，逐渐被敏捷型企业认可。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数据仓库vs数据湖vs湖仓一体 数据库的多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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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仓库vs湖仓一体 数据湖vs湖仓一体

“湖仓一体”作为数据处理统
一底座，提供实时处理多引擎、
多数据类型能力，避免数据移
动建模，降低数据处理的成本。

“湖仓一体”弥补Hadoop下
数据湖实时数据处理的缺失，
降低事后数据治理难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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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5V价值有待进一步释放
可从平台性工具入手，进而解决思维和技能的问题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大数据5V特性

大数据产业作为以数据生成、采集、存储、加工、分析、服务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全链条技术、工具和平台，孕
育数据要素市场主体，深度参与数据要素全生命周期活动，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的关键支撑，是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重要
内容。目前，大数据产业仍存在数据壁垒突出、碎片化问题严重等瓶颈约束，大数据容量大、类型多、速度快、精度准、
价值高的5V特性未能得到充分释放。这其中既有思维、技能的要素，又有工具的要素，三者也并非割裂存在，一般来说，
性能稳定、简单易用的全链条平台工具有助于消除思维的“不敢”和技能的“不会”，化解掉5V特性释放的原始阻力，使
得大数据更加普适化。

大数据
5V特征

数量（Volume）
l TB级
l 记录/日志
l 事务
l 表&文件

种类（Variety）

速度（Velocity）
l 批处理
l 实时
l 多进程
l 数据流

价值（Value)
l 统计学
l 事件性
l 相关性
l 假设性

l 结构化
l 非结构化
l 多因素
l 概率性

真实性（Veracity）

l 可信性
l 真伪性
l 来源&信誉
l 有效性
l 可审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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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从微服务走向Serverless
从PaaS到FaaS，基础设施被更深层次地托管和“屏蔽”
当前，微服务的生态和实践已经比较成熟，其设计方法、开发框架、CI/CD工具、基础设施管理工具等，都可以帮助企业
顺利实施，然而其仍有许多不足：（1）粒度仍然比较大。（2）开发仍有较高门槛。（3）微服务基础设施管理、高可用
和弹性仍然很难保证。（4）基础设施的成本依然较高。而Serverless中，开发者不再需要将时间和资源花费在服务器调
配、维护、更新、扩展和容量规划上，这些任务都由平台处理，开发者只需要专注于编写应用程序的业务逻辑。如果再结
合低零代码，则“编写应用程序”的难度也大为降低，企业内的技术人员更加贴近业务。

来源：《华为serverless核心技术与实践》，艾瑞咨询研究院整理及绘制。
。

来源： 《华为serverless核心技术与实践》 ，艾瑞咨询研究院整理及绘制。

微服务中，大量运维仍未被托管

微服务 开发/DevOps

Kubernetes集群 DevOps

虚拟机 基础设施运维团队

计算，存储，网络 云供应商

典型的serverless架构

HTTP请求

API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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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器

Io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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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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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实例

容器

FaaS平台

def handler(event,context)

函数编程模型

event context

云存储 消息队列 消息队列

身份认证 API网关 …….

BaaS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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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需要大规模准确数据哺育
人工智能应用引发数据治理需求
企业在部署AI应用时，数据资源的优劣极大程度决定了AI应用的落地效果。因此，为推进AI应用的高质量落地，开展针对
性的数据治理工作为首要且必要的环节。而对于企业本身已搭建的传统数据治理体系，目前多停留在对于结构性数据的治
理优化，在数据质量、数据字段丰富度、数据分布和数据实时性等维度尚难满足AI应用对数据的高质量要求。为保证AI应
用的高质效落地，企业仍需进行面向人工智能应用的二次数据治理工作。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AI应用对数据治理需求
AI应用的数据要求

数
据
治
理
的
需
求
传
导

基于AI应用的数据治理需求

数据规模

挖掘企业内外部信息，纳入结构化数据、
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提升与
AI模型相关的数据积累。数据训练规模
扩张，数据类型异构，数据噪声指数级
增加，对此建立针对性的数据治理体系

特征工程

AI模型需纳入实时数据，构建批流一
体的数据聚合计算模式

传统数据治理多以人为面向对象，基于有限数据容量进行聚
合类信息展示，AI可接纳数据量远远大于人所接纳的数据量
和信息量，且可用高质量数据越多，模型质量和准确性越好。

AI应用，尤其是知识图谱搭建，需要大量半结构化和非结构
化数据支持来开展工作。因此AI应用在结构化数据基础上，
将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纳入数据源并支持上层分析应用。

AI模型对数据高度敏感，其质量优劣极大程度影响AI模型的
应 用 效果， 因此AI 数 据 源需极力规避 “garbage in，
garbage out”的问题发生，多维度的质量检查成为必修课。

AI模型对实时性要求高，大部分应用需基于实时数据实现分
析、推荐和预警等目的，支持AI应用的数据源更强调具备实
时性接入能力。

接入实时性数据

多个数据源下的数据
内容不一致等问题；
缺失值、缺失字段；
错误值、异常样本；

数据融合&质量优化

融合结构化数据、半结
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
据，进行以AI应用为目
的特征工程

接入多源异构数据源

数据类型

数据质量

数据实时性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38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