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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企业运营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左丽君　朱荣华

　　

[摘要]随着大数据产业快速发展,数据价值日益凸显,企业运营面临重大转型机遇.本文基于实地调研数

据,对大数据环境下企业运营模式创新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从数字化转型和价值创造两个维度出发,对企

业运营模式创新体系进行了分析,通过构建数据驱动的价值链体系提出了基于大数据的企业运营模式创新

框架.研究表明,企业运用大数据技术重构业务流程,能够有效提升经营效率,增强市场竞争优势.针对企

业运营过程中的痛点问题,本文提出了数据赋能、场景创新、生态协同等解决方案,以期为企业开展数字化转

型提供可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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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大数据技术正深刻改

变着企业运营方式，企业面临着数据量激增和市场

环境复杂多变等诸多挑战，传统的运营模式已难以适应当前

市场的需要。 通过对国内外知名企业的调研，发现数据驱

动已成为企业运营创新的重要方向，企业通过建立数据资产

体系、重构业务流程、创新运营模式，能够有效提升核心竞

争力。 基于此，深入研究大数据背景下企业运营模式创新

具有重要意义。

大数据环境下企业运营现状

(一)企业运营面临的机遇

数字化转型升级带来广阔前景，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兴

技术蓬勃发展。 企业通过数据沉淀和挖掘及分析，可以在

产品研发、生产流程、供应链协同等方面实现突破，提升自

身数据采集和处理能力，更精准把握市场动态和消费者需求

变化，实现精细化运营。 基于数据分析的智能决策支持系

统逐步完善，有效帮助企业提升了运营效率，降低了成本。

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加速发展，企业可充分利用外部数据资

源，拓展业务边界。 平台经济兴起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借

助开放平台，企业可汇聚各类资源，构建数字化生态圈。

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融合应用，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

生新业态新模式，数字化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为企业数字化

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二)企业运营存在的问题

部分企业数据资源分散，标准不一致，难以形成数据资

产闭环；各业务系统间数据壁垒明显，无法实现数据高效流

转和价值挖掘；数据分析能力不足，缺乏专业人才和工具支

撑，导致数据应用停留在表层；信息系统建设滞后，核心业

务系统老旧，难以适应数字化转型需求；数据治理机制不完

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影响决策可靠性。 此外，技术架

构升级改造投入大见效慢，企业对数字化转型存在顾虑，组

织结构僵化，跨部门协作效率低下，创新动力不足。 数字

化人才储备不足，既懂业务又精通数据分析的复合型人才稀

缺，产业链协同不够紧密，上下游企业数字化水平参差不

齐，这些都制约了企业整体效能的提升。

企业运营模式创新路径

(一)数据资产价值挖掘

企业可以：构建统一的数据采集体系，实现全域数据整

合和标准化处理，建立数据资产目录和数据地图，形成完整

的数据资产体系。 基于分布式计算框架，对结构化和非结

构化数据进行深度清洗和处理，提升数据质量。 运用知识

图谱技术构建数据关联关系，挖掘数据价值，围绕核心业务

场景建立数据标准规范。 规范数据采集和处理流程，通过

元数据管理平台实现数据血缘分析，确保数据可溯源，基于

时序数据库技术存储海量运营数据，确保其支持实时分析和

历史查询。 基于数据湖和数据仓库技术，搭建企业级数据

中台，打通数据孤岛，实现数据共享和价值最大化。 运用

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预测模型，实现销售预测和库存优化及设

备预测性维护等智能应用。 基于深度学习技术开发智能推

荐引擎，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分析用户评论和反馈，洞察用户需求。 通过数据可视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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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发智能驾驶舱实现业务运营全景监控，建立数据服务目

录，将数据能力组件化封装，支持快速调用。 采用数据分

级分类机制，对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确保数据开发利用

过程中的隐私保护。

(二)业务流程重构优化

企业可以：以数据为驱动，对传统业务流程进行全面梳

理和优化重组，实现业务运营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１)在供应链环节部署智能传感设备，实时采集设备运

行数据，构建供应链数字孪生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实

现原材料需求预测优化采购计划。 基于机器视觉技术开发

智能检测系统，提升产品质检效率。 运用智能算法优化生

产流程，提升产能利用率，搭建智能仓储系统，实现货物自

动分拣和配送路径优化。 建立供应商评估模型，实现供应

商动态筛选和绩效考核。

(２)在营销服务环节基于用户行为数据构建精准营销模

型，实现千人千面推荐。 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开发智能

客服机器人，提供全天候在线服务，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分析

用户需求特征指导产品创新设计。 建立持续集成和持续交

付流程，加快创新迭代速度，通过业务流程重构释放数字化

红利提升企业运营效能。

数据驱动的价值链体系

(一)价值链重构框架

企业可以：基于大数据技术构建新型价值链体系，通过

数据赋能实现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升级。 (１)在价值链上游打

造供应商数字化协同平台，实现供应商资源在线管理和评

估。 建立原材料需求预测模型，根据生产计划自动生成采

购订单。 构建供应链可视化平台，实时监控原材料库存和

在途状态。 建立供应商绩效评估体系，优化供应商结构。

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可信数据网络实现供应链信息共享和协

同，有效降低供应链运营成本。

(２)在生产制造环节部署智能传感设备全面采集设备运

行数据和工艺参数，建立生产过程数字孪生系统，实现生产

全流程可视化监控。 基于人工智能算法开发智能排产系

统，根据订单需求和产能状况动态优化生产计划，提升产能

利用率。 运用机器视觉技术开发智能检测系统，实现产品

质量全检和缺陷自动识别，显著提升产品合格率。 搭建设

备预测性维护平台，通过对设备状态数据分析预测潜在故障

实现设备预防性维护。

(３)在仓储物流环节构建智能仓储管理系统，运用自动

化立体仓库和智能机器人实现货物自动存取。 基于深度学

习算法优化仓储布局和拣选路径，提升作业效率，搭建智慧

物流配送平台，实现配送路径智能规划和实时调度，提高配

送及时率。 在营销服务环节打造全渠道数字化营销平台，

通过数据分析洞察用户需求特征，实现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服

务。 建立产品创新数据平台，整合市场需求和用户反馈等

多维数据，指导产品快速迭代优化，缩短创新周期。

(二)协同发展机制

企业可以：构建开放共享的数字化协同平台，推动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深度合作。 (１)搭建产业互联网平台，汇聚设

备和技术及人才等创新要素，促进资源高效配置。 建立统

一的数据交换标准和接口规范，实现跨企业数据互通共享。

打造供应链协同平台，支持采购计划共享和库存可视及物流

协同等场景应用。

(２)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可信数据网络，保障数据交易

安全和价值确权，推进算力资源共享。 建设行业级计算中

心，降低企业数字化成本。 建立产业数据资产交易机制，

盘活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数据价值。 设立产业创新联盟，

整合产学研资源，推动关键技术突破。 制定数据共享激励

机制，调动各方参与积极性，通过生态协同促进产业集群创

新发展提升整体竞争力。

企业运营创新实践探索

(一)场景化应用实践

数据驱动下的场景化应用实践正在重塑商业运营模式，

通过对消费者行为轨迹、交易数据、社交偏好等全方位信息

进行实时捕捉与分析，通过视觉识别技术分析顾客在店内的

行为轨迹结合热力图展示驻留区域，企业可优化空间布局与

动线设计。 通过在供应链场景中基于物联网传感器采集实

时数据，对库存水平进行动态监测与预警，企业可建立需求

预测模型指导采购决策，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企业还可以

在营销场景中依托大数据分析平台，对营销活动效果进行实

时追踪与评估，通过多维度数据交叉分析，找出最优营销时

间窗口与渠道组合。

(二)数字化平台建设

数字化平台建设需围绕数据价值挖掘展开，企业可以：

搭建统一的数据汇聚与分析平台，通过分布式计算框架处理

海量数据，建立数据标准化体系，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与价

值转化。

在技术架构层面采用微服务架构提升系统灵活性，支持

业务快速迭代与创新。 基于容器技术实现应用服务标准化

封装与敏捷部署，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构建统一身份认证

体系与权限管理中心，确保数据访问合规性。 搭建可视化

数据分析工具，支持业务人员进行自助式数据探索与分析。

建立数据资产目录，对数据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形成数据全

生命周期管理体系。 在应用层面基于业务中台整合企业核

心能力，将共性业务组件化与服务化，支持快速组合与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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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数字化平台建设核心指标体系

平台功能模块 技术架构要素 应用服务指标 数据价值衡量

数据汇聚分析平台 分布式计算框架 数据处理量:３５０TB/日 跨部门数据共享率:９２％

微服务架构体系 容器编排平台 服务部署时间:１５分钟 资源利用率:８５％

统一认证中心 身份认证框架 认证响应时长:０．５秒 访问合规率:９９％

可视化分析工具 数据分析引擎 并发分析数:５００用户 数据探索效率:８８％

业务能力中台 微服务组件库 复用组件数:２００个 研发效率提升:７５％

　　(三)数字生态圈构建

数字生态圈的构建需打破传统封闭运营模式，企业可

以：通过开放平台与标准化接口实现资源共享与能力协同，

建立产业链协同平台。 打通上下游企业信息系统，实现订

单、库存、物流等关键数据实时共享，提升供应链运转效

率。 构建统一支付结算体系，降低合作方交易成本，建立

数据交换标准与规范，支持跨企业数据安全流转与价值变

现。 开放核心业务能力，吸引第三方开发者接入，形成创

新应用生态。 通过区块链等分布式技术构建可信任的多方

协作环境实现数据确权与利益分配。 建立生态伙伴激励机

制，设立创新基金扶持优质项目，举办创新大赛发掘潜力团

队，打造良性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 通过产业联盟等方式

建立利益共同体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

企业运营模式优化策略

(１)组织架构重塑需推进扁平化改革。 企业可以设立数

字化转型专项工作组，统筹推进各项创新举措落地实施。

工作组由企业高层直接分管，下设数据治理、技术创新、业

务创新三个专业子组。 企业还需要打破传统科层制架构限

制，在业务部门设立数字化转型联络专员负责跨部门协作与

资源调配，建立敏捷响应机制；构建开放协作的工作环境，

打造创新实验室与创客空间，鼓励员工自主创新；设立创新

项目孵化基金，为创新团队提供资源支持，建立容错机制，

激发创新活力。 (２)数字化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围绕数据价值

挖掘。 企业需构建分布式计算平台与数据湖架构，支撑海

量异构数据处理与分析，采用实时计算引擎处理流式数据，

满足业务实时性需求；部署机器学习平台，提供算法模型训

练与部署环境，支持智能化应用开发，搭建低代码开发平

台，提供可视化组件与模板，降低应用开发门槛；对数据进

行分类分级，实现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搭建统一身份认证

与权限控制体系，确保数据合规使用。 (３)人才团队建设需

建立分层分类的培养体系。 企业可针对不同岗位制定专项

培训计划，设立数字化人才评估标准，建立人才地图，明确

各类岗位所需技能要求；引入专业认证体系，开展技能等级

评定，为员工制定职业发展路径；建立内部讲师制度，发掘

技术骨干，开展经验分享与技能传授。 企业还可以搭建在

线学习平台，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支持员工自主学习；组

织技能竞赛与创新大赛，营造学习氛围，激发员工成长动

力；建立导师制，为新员工配备专业导师；加速培养周期，

设立轮岗制度，让员工在不同岗位积累经验，培养复合型人

才；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将创新成果与薪酬待遇挂钩，设立

创新激励基金，对优秀创新项目进行奖励，形成良性发展

机制。

结束语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运营模式创新已成为提升企业竞

争力的关键所在。 通过构建数据驱动的运营体系，企业能

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经营效率。 研究发现，成功实

现运营创新的企业普遍具备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灵活的组

织结构和开放的生态理念。 未来，企业应当持续深化数据

应用，加强技术创新，推动组织变革，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

生态。 企业可进一步加大数字化投入，培养复合型人才，

完善创新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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