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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趋势洞察：传统架构下的湖仓分体引发数据孤岛，造成实施、运维和成本问题。湖
仓一体架构在数据和查询层面形成一体化架构，突破实时性和并发度、集群规模受
限、非结构化数据无法整合、建模路径冗长、数据一致性弱等瓶颈。同时，平台融
合 AI 自主学习和自适应能力，增强用数人员的分析和决策能力。

行业界定：大数据分析平台逐渐由产品态转向集成态，行业边界模糊。在技术架构
上，主要包含数据采集与存储、计算、分析与决策三个层级。在 OLAP 之上融合了
深度学习等技术，在提升数据分析深度和广度的同时，也极大增加了数据服务在业
务侧的低门槛和友好性，满足用户运用数据分析驱动业务发展的需求。

市场情况：尽管行业边界泛化，市场参与者众多，但按照部署模式、架构分类及能
力补给，可分为以下五类：1）以云上数据湖方案为主的公有云厂商；2）以本地化
大数据分析平台为主的传统软件服务商；3）提供轻量化数仓架构的数据库/数仓厂
商；4）为数据应用层提供服务能力的软件供应商；5）提升数据应用能力的人工智
能厂商。行业市场整体呈现竞合状态。

架构选型：搭建平台前用户首先需要明确自身的数据体量和业务场景需求。在明确
大数据分析平台需要具备的基本功能后，再决定平台搭建过程中使用的大数据处理
框架和工具。在分层架构中，数据分析层的组件选型和整体搭建十分关键，尤其是
存储引擎的选型直接决定了离线、在线、实时三大场景的支撑和算力效率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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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界定
驱动业务的全场景数据分析平台，提供实时、多维的数据分
析和智能决策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大数据分析平台技术框架及核心组件

大数据分析平台，是企业用户在大数据环境下用于分析与决策的平台。按技术架构划分，主要包含数据收集与存储、数据
计算、数据分析与决策三个层级。从服务边界来看，大数据分析平台概念小于数据中台，强调平台的数据分析与决策能力，
弱化了数据本身的规划、治理与服务；在 OLAP 之上，又融合了深度学习等技术，在提升数据分析深度和广度的同时，也
极大增加了数据服务在业务侧的低门槛和友好性。企业通过构建大数据分析平台，聚拢各业务系统数据，打通全渠道组织
各业务维度，用数据分析驱动业务，满足企业级宽表实时分析、实时 BI 报表分析、用户行为分析、自助分析、 AI 智能分
析等全方位需求。

数据收集与
存储层

数据计算层

数据应用层

企业内部结构化数据 企业内部非结构化数据 企业外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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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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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沿革（一）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及绘制。

平台技术架构持续更新迭代，由离线处理向实时分析演进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及绘制。

架构剖析 架构剖析

• 基于 Hadoop 分析架构的流程原理：
各类结构化数据通过采集管道进入 Kafka，Spark 实时消费

Kafka 的数据，写入集群内的 HDFS，RDS 数据库中的数据通过
Spark 每天一次全量扫表同步至 HDFS。HDFS 存储汇总用户数据，
对数据库数据定期执行 snapshot。
• 基于 Hadoop 分析架构的优缺点：
优点：借助 Hadoop 集群的高并发能力，实现百 TB 到 PB 级

数据的离线计算和处理，同时数据存储在 HDFS 上，存储成本低。
缺点：数据定期入库，数据计算的时效性通常是 T+1。

• 数据库结合 AP 分析引擎架构的流程原理：
将平台架构引入 TP 引擎结合 AP 引擎实现实时分析平台，各类

结构化数据同步至分析引擎后便可进行交互分析。
• 数据库结合 AP 分析引擎架构的优缺点：
优点：舍弃了传统离线大数据架构，实现实时批量计算，在 GB

到100TB 级别的计算有了很大提升，BI 人员无需等待 T+1的离线
计算后得到最终结果，大幅提升数据资产的商业价值。
缺点：在处理百 PB 级以上数据时，ClickHouse 架构的扩展能

力、复杂场景计算和存储成本相对 Hadoop 方案较弱。

基于Hadoop的分析架构 数据库结合AP分析引擎架构
（以ClickHouse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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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沿革（二）
平台技术架构持续更新迭代，产品在云上落地和升级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架构剖析 架构剖析

• 基于云上数据湖的分析架构的流程原理：
可理解为借助云原生存储引擎，基于传统 Hadoop 方案的云上

落地和升级，保留自建 HDFS 集群的分布式存储可靠性和高吞吐
能力，借助数据湖降低传统方案的运维和存储成本。
• 基于云上数据湖的分析架构的优缺点：
优点：对大数据平台的使用者做了区分和定义，针对不同的使

用场景，数据的使用方式，分析复杂度和时效性也会有不同。
缺点：数据湖方案本身并没有解决传统方案的所有痛点。

• 基于云原生结构化存储引擎的分析架构的流程原理：
将类似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融合，在线库和分析库隔离，不

依赖在线库数据；全量数据支持高效批量计算，分析结果集支持即
席查询，支持实时写入实时流计算。
• 基于云原生结构化存储引擎的分析架构的优点：
优点：在具备宽表合并高吞吐低成本存储的同时，可以提供 TB

级别数据即席查询和分析的能力，无需过度依赖额外的计算引擎，
实现高效实时分析能力。

基于云上数据湖的分析架构 基于云原生结构化存储引擎的分析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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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应用
流批一体：统一开发、统一计算、逻辑一致、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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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流计算+交互式分析双引擎架构，流计算负责基础数据，交互式分析引擎是中心，流计算引擎对数据进行实时 ETL 工
作，与离线相比，降低了 ETL 过程的 latency。交互式分析引擎自带存储，通过计算存储的协同化，实现高写入 TPS、高
查询 QPS 和低查询 latency，从而做到全链路的实时化和 SQL 化，实现用批的方式做到实时分析和按需分析，并能快速
响应业务变化，两者配合实现1+1>2的效果。流批一体实现了建立一套统一的系统，由同一个开发团队开发，同时支持流
式计算和批量计算，提供一致的编程环境，降低开发和运维成本，减少资源浪费，提高数据口径的一致性。

流批一体的技术趋势及行业应用 流批一体的技术框架

行业应用
目前已在工业、农业、能源、金融、零售、
教育、传媒等行业落地应用，极大推动了实
时计算，提升数据价值，节省计算资源。

分析应用层面
的工具生态

广义的流批一体包含存储一体（湖仓一体）、
计算一体（即狭义流批一体）、分析应用一
体（数据同步、数据血缘等生态），目前分
析应用部分还处于相对早期阶段，不论是成
熟型厂商还是新兴型厂商都在积极探索。

数据存储层面
的湖仓一体

将数据仓库的便捷管理、高质量数据特性与数
据湖的可探索、高灵活性相融合，完成数据仓
库到湖仓一体的转变，实现对未知数据先统一
存储再灵活探索的能力，在数据架构层面更进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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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产品（一）
商业智能 BI：通过数据整合分析实现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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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智能（BI，Business Intelligence）是大数据分析最典型应用领域，是由数据库、数据仓库、数据湖、湖仓一体、
ETL、OLAP、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组成的一套完整解决方案。随着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商业智能的
洞察和分析能力进一步提升，数据分析和可视化的门槛不断降低，企业实现不同层级的拖拽式自助分析和多种类型的图表
展示，并在统一平台进行整合和共享，获得不同层级的数据洞察，最终用于商业决策。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在商业智能中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BI 的技术发展趋势 BI 的行业应用及典型企业

协作 BI
商业智能与社交媒体和网络技术等协作工具
融合，允许共享报告，增加涉众和专家互动，
提升商业决策质量

自助式 BI
业务人员可独立分析数据，生成定制报告，
不再依赖 IT 部门或数据分析师

BI 与新技术
融合

商业智能与流程自动化 RPA 和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深度融合

一站式平台化
商业智能趋于集成数据仓库提供存储功能，
集成 python 及 R 语言提供数据挖掘，延伸
范围越来越广

BI SaaS化 云上落地是商业智能最大的技术发展趋势

互联网
服务 金融

消费品
与零售 政务

行业应用

交通运输 其他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06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