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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作者在Twitter等硅谷独角兽企业有多年大数据平台架构与开发经验，同时又在国内有数年数据中台建设经验，本书在内容上对这两方面的经验进行了充分比较和深度融合。
 
（2）本书得到了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前院长、FaceBook和Twitter前工程总监、明略科技副总裁等多位国内外学术界和企业界专家的一致好评。
 
（3）从云原生角度切入，全面讲解云原生数据中台的架构、技术选型、落地方法论、实施路径和行业案例。
 


 
【免费视频课】数字化能力与平台构建，搭配图书学习效果更佳！
 


 
获取方式：
 
1、微信关注“华章计算机”
 
2、在后台回复关键词：舞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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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部从云原生角度讲解数据中台的业务价值、产品形态、架构设计、技术选型、落地方法论、实施路径和行业案例的著作，得到了国内外企业界和学术界的技术专家一致好评。
 


 
本书的作者曾在硅谷的Twitter等企业从事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工作多年，随后又成功创办了国内领先的以云原生数据中台为核心技术和产品的企业。他们将在硅谷的大数据平台建设经验与在国内的数据中台建设经验进行深度融合，并系统阐述了云原生架构对数据中台的必要性及其相关实践，对国内企业的中台建设和运营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全书共18章，分为四个部分：
 
第1部分（第1~4章） 数据中台与硅谷大数据平台
 
首先，从起源、定义、能力、应用场景、建设目标、建设方法论总纲等角度对数据中台做了全面的介绍；其次，讲解了数据中台如何驱动数字化转型；Z后，通过对硅谷的Twitter等独角兽企业的数据平台和国内的数据中台进行对比，给出了这两种架构之间的异同点。核心内容是让读者透彻理解数据中台对于业务的价值。
 
第二部分（第5~8章） 数据中台架构与方法论
 
结合硅谷的数据平台的架构方法，讲解了数据中台的架构方法和9大原则、数据中台建设的全套准备工作和系统方法论，以及云原生架构与数据中台的融合。
 
第三部分（第9~15章）数据中台技术选型与核心内容
 
首先，全方位地介绍了建设数据中台时如何进行技术选型，然后重点讲解了数据湖、数据仓库、数据资产管理、数据流水线管理、数据中台应用开发、数据门户等数据中台建设的核心内容。
 
第四部分（第16~18章）数据中台案例分析
 
通过游戏、零售、物联网3个领域的案例讲解了数据中台的搭建、实现与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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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ger Chen  投资人/前FaceBook、Twitter工程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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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d Aghdaie  前Ask.com VP of Analytics, Head of Data & AI, Electronic Arts  
 


 


 
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不仅能够为企业赋能，而且可能成为资产，为企业创造直接价值，这不但是国家鼓励的战略方向，也是国际上区块链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本书以中台架构为立足点，实际上给出了一套创建数据资产的完整思路和技术架构，弥足珍贵。
 
 ——孟岩  Solv协议联合创始人/优证链通联合创始人/前CSDN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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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三位作者是老朋友，曾被初稿震撼到，料定本书必定会成为数据中台领域的经典之作。它详细介绍了数据中台的建设方法论和架构方法、数据中台与数字化转型，以及国内与硅谷公司的数据中台实践案例等，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指导意义。
 
 ——黄哲铿  中通快递集团研发创新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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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序言

        

        
            数据中台的概念从刚刚提出时的火热到最近的降温，似乎已经加速走过了Gartner技术成熟度曲线的一半周期：从出现，到受吹捧，到遭质疑，再到进入低谷。数据中台将逐渐消失，还是在成熟后成为像数据仓库一样的数据基础架构？最终的答案当然要由市场给出，但我们想在本书中基于我们的经验与思考，介绍数据中台出现的根本原因、它在实现数据价值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它的建设方式。
对于数据的价值，在大数据概念普及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应该是普遍认可的。我一直都在从事与数据相关的工作和研究，1996年在武汉大学跟随何炎祥老师做分布式数据挖掘方面的研究，2000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做流式数据引擎相关的探索，2005年加入Ask.com做分布式操作系统的数据存储工作。2008年大数据概念出现，我在Ask.com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使用开源的Hadoop（而不是我们内部的分布式操作系统）替代日益昂贵、不堪重负的Oracle数据仓库，虽然我们的内部系统比Hadoop快一个数量级。替换了Oracle之后，我们还基于Hadoop平台开发了一系列数据驱动的产品，满足了不断增长的数据产品需求。2011年，我加入Twitter并负责大数据流水线的建设，我在实践中看到公司如何从数据中获取价值，实现整个企业的数据驱动。与此同时，我也与硅谷其他公司同行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些使我坚定了自己的认识：未来的企业一定是数据驱动的企业，未来的大数据一定会和Word、Excel、数据库一样，成为企业运营人员的必备技能。
虽然数据的价值得到普遍认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也是大部分CEO的共识，但业界对一个关键问题的看法还远没有达成一致：数据中台是不是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合理的数据基础架构？在我们与国内企业交流的时候，很多企业的CEO、CIO仍对数据中台到底应该是什么形态有不少疑问。与之不同的是，硅谷的大多数知名独角兽公司有与数据中台架构相似的数据基础架构，即数据平台（Data Platform），并以此作为企业数字化运营的基础。这些数据平台虽然没有被称为中台，但却包含了我们通常认为中台需要承载的任务：打通企业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形成统一的数据开发和使用规范，在企业各个部门之间实现数据能力的抽象、共享和复用。因此，本书试图找到这些数据平台的架构与国内普遍认可的数据中台架构之间的通用理念，并从对业务的实际需求层面探讨这些架构设计理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与传统技术中间件不一样，数据中台虽然也是承接底层数据和上层业务的中间层，但它的价值更多体现在与业务结合的能力矩阵，而不是简单的数据标准化和报表工具上。各个业务部门可以使用不同的技术中间件，这样虽然效率可能低一些，但是同样可以满足业务的要求。然而，分割的数据层无法对核心业务流程进行全局还原和支持，无法实现数据驱动的全局决策和产品研发。与传统的数据仓库受事前建模的限制不一样，数据中台一般使用数据湖来存储可以反映全局业务情况的原始数据，能够对核心业务流程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加快对市场的认识和反应，降低产品研发和试错的成本，缩短时间。因此，定义好业务能力矩阵，让业务部门看到数据中台实现从0到1的关键数据能力，将大数据平台从成本中心变成利润中心，应该是每个企业建设数据中台的目标。
除了确定对于业务的价值之外，建设数据中台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技术架构的选择及设计。我在Twitter架构师委员会担任负责大数据平台的架构师期间，每个星期都会参加由CTO组织的产品架构评审和讨论会。这些会议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对各种前沿技术的讨论，也不是架构设计中的技术难点攻关，而是技术架构对业务的重大影响。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快速发展的业务因为早期架构设计的问题而难以迭代，或者企业的发展受限于IT部门的效率。而一个高效的架构能够解放业务部门的生产力，真正赋能业务人员去完成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任务。其实数据中台这个概念会在国内出现，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架构的问题。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在设计大数据平台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了消除数据孤岛、应用孤岛，统一数据规范，那么还需要单独建设一个数据中台吗？
因此，我们在本书中讨论了云原生架构对于数据中台的必要性。数据中台的一个天然特性是支持多元异构的数据以及处理这些数据的工具。虽然很多时候孤岛的产生有组织架构的原因，但是缺乏统一的数据平台，无法快速支持不同部门对数据的不同需求，这些也是产生孤岛的重要原因—因为业务部门需要不断建设独立的系统以满足眼前的紧迫需求。在Twitter的大数据平台建设过程中，公司规模从300人发展到4000人，集群规模从80台服务器扩展到8000台服务器，利用云原生架构我们快速满足了各个部门对不同数据的需求，并极大简化了统一数据规范的工作。各个业务部门可以快速自主地在平台上开发自己的数据应用，很少需要额外的系统支持，从而大大降低了出现孤岛的可能性。随着云平台及容器技术的不断成熟，我们认为云原生架构一定是未来数据平台建设的必然选择。
当然，选择一个合适的技术架构只是数据中台建设的开始，明确了最终目标也不能保证实施一定会成功，我们还需要清晰的实施路径和可落实的方法论。例如：建设数据中台是否需要改变组织架构？如何进行顶层设计以及管理实施迭代？我们认为，虽然数据中台是一个复杂的项目，但是其建设流程是非常明确和可控制的。与业务中台建设一般需要与业务组织架构对齐不同，数据中台建设很少要求对现有业务流程进行大的改动，它的目的是深刻理解当前的业务流程，提出优化建议并提供能力支持。因此，数据中台落地应该采取业务驱动、快速落地、小步快跑的方式，而不是一开始就做一把大而全的“万能钥匙”。在这个过程中，使用合适的指标体系衡量数据中台的投入产出比，以及提供合适的工具赋能业务部门，有助于数据中台得到业务部门的支持和认可，顺利完成中台的实施。在本书中，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业界的一些成功实践对数据中台建设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帮助。
1995年，我作为一名程序员参与了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分行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建设，此后25年，我有幸在国内和美国硅谷见证了IT技术为企业带来的运营效率的巨大提升。虽然一直在一线，参与了很多有挑战的技术工作，但是让我收获最大的还是作为企业技术管理者和数据负责人，与CEO、CMO、CIO一起探讨如何用数据为企业产生价值，以及作为架构师来推动OA、数据仓库、ERP、CRM、大数据、人工智能在企业的各种复杂场景中的落地。对这两个方面进行交叉审视，可以发现技术架构和业
务能力间的独特连接：二者看似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在深层次上业务能力永远是技术架构的推动力、决策者和买单方。从这个角度来讲，数据库的出现解决了交易的问题，数据仓库的出现解决了关系型数据高维度的深度分析问题，大数据的出现解决了海量异构数据的存储和分析问题，而数据中台的出现是为了解决业务打通和提供全局数据能力的问题。数据库、数据仓库、大数据已经成为企业IT架构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认为，无论数据中台这个名称是否会继续存在，它所涉及的问题都是企业的数据基础架构必须解决的。因此，本书重点讨论了对于业务需求和架构设计而言数据中台这个概念出现的必然性，也深入介绍了架构选择与业务需求之间的联系，试图为正在解决这些问题的企业和机构提供一些架构设计和落地方案上的参考。
本书是智领云团队协作的结晶，除了署名的三位作者之外，产品经理王龙飞、王纯、黄艳以及设计师龚清、市场部刘丹等也在本书的内容组织、图片设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外，非常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编辑杨福川和罗词亮，他们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和反馈，让我们得以顺利完成本书的写作。
希望本书能在应对数字化转型挑战方面为读者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感谢大家的支持。

彭锋
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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