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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在金融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下，带来服务产品的多样化。同时业务的发展

和变化使得各类信息数据量急剧增加，给数据的传输和存储带来了许多新的问

题，同时也对企业的管理信息和数据服务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银行业务系统繁

多，信息数据随着业务系统的独立呈现数据孤岛的状况，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

高效的数据管理平台的支撑，各应用系统的数据获取方式大部分还是采取独立从

源系统获取的方式，这很容易造成众多的竖井式数据架构出现。此外，随着业务

的发展，外部监管机构、银行管理层和业务部门对决策信息的依赖程度在不断提

高，经常会有一些突发的数据统计和分析需求。这些决策类的信息需求一般是跨

多个业务系统，若仅通过手工方式来实现，是难以满足这些需求的时效性要求。 

本课题的研究是基于以上现有金融行业业务系统的弊端，结合具体银行项目

实施案例分析其信息系统需求，在 ODS 的设计原理基础上建立银行统一数据管

理平台，建设全行统一的数据视图，解决银行的各种数据问题。针对银行信息系

统的现状问题，阐述统一数据管理平台建设的必要性。详细描述了基于 ODS 设

计理念的统一数据管理平台的总体架构和数据层次模型划分，以及各个数据层次

对应的数据存储周期和历史数据中心的数据保存策略。研究 ETL 体系架构设计，

设计与数据模型相结合的标准化 ETL 数据处理流程。介绍了元数据管理的功能

和数据质量检核机制，使整个统一数据管理平台管理更具高效性和严谨性。 后

探讨统一数据平台的建设对银行综合报表应用的集成和优化作用。 

 

关键词：ODS； ETL；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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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In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competition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business make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data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nd 

bring up new problems about the data transmission and storage. It also brings up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enterprise'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and data services. There are 

many banking systems, and information data prensents as islands of data because of 

the separateness of the business systems. As the absence of a unified, efficient 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most data acquisition methods of each system are the way that 

accesses data from the source system independently. In addition, as business 

development, external regulators, bank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department improve 

the dependence on the decision-making information, and always bring up some 

unexpected data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needs. The decision-making information 

generally exist multiple business systems. If achieving the information manually, i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se timeliness requests of requirements. 

Based on the above drawbacks and combined with specific case of Bank project, 

this dissertation would study of this topic analyze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design the banking unified 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based on 

the design principle of the ODS, and solve the bank’s various data issues. This 

dissertation analyzes the status of the banking information system, and brings up the 

necessit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This 

dissertation details the overall architecture and the division of data hierarchical model 

of the unified 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based on the design principle of the ODS. It 

also details data storage period and data retention policy of historical data of each data 

level. Researched of ETL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bring up standard data processing 

combined with data model. Also described the function of metadata management and 

mechanism of data quality validation, and make the unified 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more efficient and rigor. Finally, the effects of the integr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Bank Comprehensive Report by unified data platform are discussed.  

Keywords: ODS; ETL; Data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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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飞速发展，金融业的竞争日益激烈，信息技术带来了多样

化的服务产品，然而如何通过对企业已存在的大量数据中挖掘出企业经营管理者

及业务分析人员所需要的信息，以支持决策分析是企业信息技术发展的当务之

急。目前，信息化管理已成为银行业的必由之路。各银行已转变了经营理念和管

理策略，逐渐趋向决策管理信息化。在此形势下，数据仓库的建设在国内商业银

行中逐步得到了重视。从本世纪初，对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来说，

数据的物理大集中已初步实现，银行数据整合的主题逐步转变成围绕管理主题的

数据深加工。截至 2005 年，各家商业银行基本完成数据处理中心的建设和业务

数据集中处理[1]。从而支持企业的联机分析处理、数据挖掘和决策管理。 

数据仓库的建立是基于 DB-DW 两层体系结构，由于商业银行数据量的规模

差异，以及对数据处理层次需求的不同，原有的两层结构并不能很好地满足所有

银行的数据处理要求。 针对这种情况，Bill Inmon 又提出了 ODS（Operational Data 

Store）的概念，形成 DB-ODS-DW 三层体系结构[2]。ODS 作为数据仓库的可选

部件，是建设城市商业银行数据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将其定位成统一的数

据存储和交换平台。作为数据存储平台，ODS 统一存储了经过简单标准化、规

范化和模型化后的各个业务源系统中的原始数据。作为数据交换平台，ODS 将

作为各个系统间统一的数据交换和分发平台，ODS 存储业务系统的源数据，业

务系统之间的数据需求以及各个主题应用的数据集市统一从 ODS 获取数据。建

立一个规整有效的 ODS 平台，构建面向分析应用的数据模型，按照主题重新进

行组织、集成，保存高质量的数据存储，形成良好的银行信息体系架构。同时

ODS 相对 DW（Data Warehouse）的硬件设备投资较小，并且可以在短时间内见

成效，满足内外监管部门的数据需求[3]。 

课题源自某商业银行的统一数据管理平台项目建设。该平台是基于 ODS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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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定位为提供全行性的统一的数据交换和存储平台，为时效性要求大于 T+1

的应用提供数据支持，并形成历史数据中心。随着银行业务的快速发展，信息系

统不断增多，业务数据量的规模也在急速膨胀，信息集成问题逐渐暴露。诸如各

类业务数据随其源系统之间的孤立而呈现分散的现状、分析决策支持效率较低，

传统的数据加工模式难以保证数据需求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较复杂数据服务响应

慢，增加了各系统的应用负担和网络传输压力等等。建设适合的数据存储和交换

平台，改变银行信息系统孤立的现状，为银行业务发展和管理提供支撑的信息共

享平台，是解决信息集成问题的必由之路[4]。 

建设统一数据管理平台主要意义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统一数据管理平台是典型的数据整合实践，通过对业务数据的标准化和

模型化，整合和覆盖了大部分的业务系统细节，可以建立全局性的业务

视图，提供统一的数据存储和交换平台。通过统一数据管理平台的建设

可以大大降低不同系统间的数据搬迁、冗余、和交叉验证，减少数据物

理不一致的概率，基本消除数据的逻辑不一致[5]。同时，可以大量减少

重复的技术和人力投入，进而大幅降低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的长期投资； 

2. 通过统一数据管理平台建设，详细梳理各个主要业务系统的业务数据和

元数据。以此建设全行性的统一的元数据管理平台和数据质量监控平

台。元数据管理和数据质量监控是两个系统性、连续性的工作，是一个

不断充实、不断完善的过程。一旦形成了完善的元数据管理和数据质量

监控机制，无疑会大大促进规范化的企业级数据治理，进而大大增强银

行的核心竞争力[6]； 

3. 通过统一数据管理平台的建设，实现跨系统的、全行性的数据集中，这

为满足突发性、多变性的业务需求提供了数据基础，可以满足目前银行

业务管理部门提出的绝大部分信息提取的需求，并且为分析型应用的开

发奠定基础； 

4. 在建设过程中通过对全行统一的展现平台的选型和二次开发，基于统一

数据管理平台实现对数据结果的统一展现。并实现全行信息应用开发平

台和使用的标准化，同时可以进一步规范全行性的 IT 架构，有利于加强

业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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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分析银行统一数据管理平台系统的需求现状，分别从数据质量、数据接

口、数据管理以及报表展示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研究系统建设的可行

性，进而研究统一数据管理平台整体架构，包括逻辑架构、数据架构解

析； 

2. 介绍统一数据管理平台的数据模型和数据存储，研究数据抽取、转换、加

载（ETL），包括标准化的数据处理策略、作业调度设计、监控设计和接

口设计； 

3. 元数据管理和数据质量检核的控制，通过统一数据管理平台的建设 终形

成全行统一的元数据定义； 

4. 综合报表系统的分析与应用。 

1.3 本文的结构安排 

本文共分为七章，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章 绪论。介绍课题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 系统分析与总体设计。分析信息系统的需求现状、系统可行性、

解决的技术方案，以及系统总体架构设计。 

第三章 数据模型设计。研究统一数据管理平台的数据模型设计。 

第四章 ETL 体系设计。重点介绍 ETL 体系设计。 

第五章 元数据管理及数据质量控制。描述元数据管理和数据质量检核的

平台功能和流程设计。 

第六章 综合报表应用的集成与优化。基于统一数据管理平台上综合报表

应用的集成和优化。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基于 ODS的银行统一数据管理平台的研究与设计 

4 
 

第二章 系统分析与总体设计 

本课题的研究是基于银行目前的数据存储弊端，分析业务系统的 IT 架构和

数据情况，在不调整原有业务系统架构的基础上，根据银行业务主题和监管需求

对数据重新统一定义和组织，形成全行统一数据视图，并建设有效的数据管理机

制，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时效性。 

2.1 系统的主要目标 

1. 建立全行的数据中心，统一为全行的目标系统提供数据，屏蔽目标系统

对源系统的直接数据需求，建立统一、层次合理的数据模型，集中管理

全行操作型应用系统的源数据[7] ； 

2. 快速提供系统之间的批量数据，满足后续拓展应用系统的数据需求，合

理分配数据加工功能，保证数据处理的高效性、准确性； 

3. 建立标准化的数据采集、数据整合、数据转换清洗的 ETL 体系，以及

ETL 调度和监控平台，提供统一的数据批量分发机制和平台； 

4. 项目将形成完善有效的数据治理机制，包括数据质量管理、元数据管

理、数据标准化管理等内容，为全行提供准确、全面、可靠的数据资

源，使全行的数据处于整体有序管理的状态； 

5. 统一数据管理平台承接源系统批量报表、基础性业务管理报表和即时性

分析应用，提供重要性和时效性较高的报表和分析应用。 

2.2 系统需求及现状 

2.2.1 系统需求概述 

在 80 年代直到 90 年代初联机事务处理成为数据库应用的主流[8]。但随着技

术的发展和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传统的联机事务处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银行经

营管理中新的战略要求，决策管理层需要对企业自身经营信息及整个行业动态信

息进行分析，以做出适应未来发展战略决策[9]。而这些决策的制定需要对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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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业务系统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对这种数据的统计分析处理，称之为联机分

析处理[10]。因此，势必需要通过联机分析处理技术从各类原始数据中根据业务

监管和管理决策需求，在统一的数据处理平台上，对数据进行深层次分析，转化

为面向业务管理者和高层决策者可理解的各项维度信息指标。  

针对银行的信息系统与管理理念分析，银行的信息系统主要包括核心系统、

信贷系统、反洗钱应用系统等数十个业务应用系统和管理系统。并且随着银行业

务的拓展，信用卡、网上银行、交通卡、国际支付结算业务等业务的陆续推行上

线，以及银行营业网点不断地增加，银行日常业务数据交易量正日益膨胀。银行

管理者急需从各系统产生的大量数据中提取整合出有价值的经营信息，从而更高

效地进行客户结构分析、产品结构分析、资产负债分析、员工绩效考核及风险管

理与防控。因此统一数据管理平台的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 

2.2.2 系统现状分析 

1. 数据质量分析 

银行的业务数据主要来自核心系统，与其它业务系统的关联绝大部分是在数

据交换需求上。并且这些业务信息系统皆由不同软件公司研发，因此每个源系统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数据质量问题，影响着分析与决策。 

数据质量缺陷主要体现在： 

(1) 每个源系统对数据定义没有标准化，数据结构缺乏统一性，造成数据存

储粒度无法满足业务部门的分析统计要求，开发人员需要付出大量精力

在数据的标准化转化工作中，严重影响了数据的时效性，降低工作效率； 

(2) 由于银行的业务发展需要，核心业务系统的不断改造更新，存在着许多

早期业务数据内容的不完整，数据值的缺失和不准确等问题；数据迁移

造成的新旧数据格式差异；后期各项银行业务的研发带来的数据冗余等。 

数据质量是风险管理工作的基础，是成功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必要条件[11]。

因此改善提升银行的数据质量问题是银行工作中的迫切任务。 

2. 数据接口分析 

基于业务系统传统联机事务处理的模式下，对于各类业务系统产生的数据缺

少统一的全行分发数据接口。数据传输效率低，新系统研发时需要单独对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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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进行数据处理层的应用开发，缺乏统一的数据处理流程机制。数据架构的拓展

性较差，不足以有效地支持银行即将实施的绩效考核系统，以及未来发展中需要

建设的客户关系管理、整体风险管理等主题应用。 

3. 数据管理分析 

目前银行的各个业务信息系统使用独立的传统关系型数据库进行业务数据

的管理。通过数据库查询工具，使用 SQL（关系数据语言）对业务数据进行查

询存储等操作。然而随着银行业务的拓展，应用系统的增多和数据量的不断增加，

以数据库技术为基础的数据管理已经无法处理经营管理所需要的大量数据，很好

地支持数据的管理分析。主要表现在： 

(1) 各个业务系统单独配备数据库和存储空间，这种方式势必会造成硬件存

储投资和软件管理成本随系统的增加而不断增加； 

(2) 由于业务系统要求快速响应的特点，其历史数据不宜保留过长，尤其是

核心业务系统通常采用磁带备份保留历史数据，各个系统缺乏统一的数

据存储平台，不便于早期数据的查询； 

(3) 数据库对信息检索的响应能力不足，难以处理跨系统、跨业务、跨时间

等复杂信息集成问题。数据的拼接整合需要依靠人工处理，不利于保证

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增加了管理和营销的难度，也加大了技术人员

的工作量。 

通过统一数据管理平台的建设，整合归集各业务系统的数据，实现跨系统、

全行性的数据集中，满足突发性、多变性的业务需求，有效管理分散在多个业务

应用系统的管理数据，为分析型应用的开发奠定基础。 

4. 数据展示分析 

目前银行的报表数据展示平台较为分散，存在着核心报表平台、信贷报表平

台、1104 监管报表平台、风险报表等。缺乏统一的报表数据展示平台，常常存

在对其相应业务部门在同一业务需求上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数据重复统计、对

分散在各报表平台上的关联信息指标查询不便捷等问题，不利于业务部门、管理

决策部门及时获取所需信息，以支持经营管理和科学决策。 

2.3 建议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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