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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统计工作是实现企业信息化的根本, 随着对统计工作要求的提高, 统计技术革新面临重大挑战. 以统一

数据平台为核心, 针对统计过程中无法满足客户需求的问题进行变革. 建立了将商业智能功能与数据统计功能

整合为一的智能统计分析系统, 该系统具有统一数据存储、规范指标管理的效果, 可以通过本系统的用户界面对

企业业务完成报表统计、数据查询、应用分析等操作. 该系统已成功投入使用, 服务于统计工作, 减轻工作压力、

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验证了本研究成果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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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tistics work is the fundamental to achieve the enterprise informa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requirement 
to statistics work, technology reformation of statistics is faced with the big challenge. In this paper, it is in allusion to the 
problem which is not satisfied by client in electric power statistics process to transform, with uniform data platform as 
centre. The statistic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s established which is combined with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data statistics. In this system, it can unify data storage and standardize index management. Through the user interface, it 
can accomplish operation, like forms report, data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analysis. It is proved availability of this 
research result with this system coming into service to statistics work that work pressure is lightened, work efficiency 
and quality is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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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企业信息化飞速发展, 信息系统在企业中的

应用越来越广泛[1]. 统计工作是实现企业信息化的根

本, 是加强企业信息管理、做好分析调度的一项基础

性工作[2]. 统计信息管理系统有力地支撑了统计工作

的进行. 随着对统计工作扁平化、精细化要求的提高, 
企业各级统计工作任务范畴拓展, 统计制度报表内容

不断丰富, 统计数据精细度和工作量不断增加, 同时

企业对统计工作时效性、准确性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企业各级统计工作面临着任务重、压力大的问题. 在
新形势的驱动下,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统计工作, 减轻 

 
① 收稿时间:2014-11-13;收到修改稿时间:2014-12-17 

 

 
 
工作压力、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深入变革已成为当

务之急[3]. 统计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大大解决了上述

问题, 促进了企业的信息化建设.  
本文通过对统计信息管理系统革新的研究, 以统

一数据平台为核心, 建立了面向业务系统的智能统计

分析系统, 该系统可以实现一处填报、同步共享的统

计应用模式, 规范了统计指标管理, 统一了信息资源

存储, 使指标数据应用实现自动化、明细化、集约化, 
达到减少统计工作任务, 提高企业各级的工作效率和

质量, 为企业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数据保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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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统计分析系统的研究 
1.1 智能统计分析技术的发展 
  在各企事业单位中, 信息化系统从无到有, 从简

单到复杂, 从低效到高效, 从机械到智能, 逐步发展

进步. 信息管理系统[4-6]在查询需求、决策需求、智能

需求的发展过程中, 数据量也逐渐递增, 随着处理信

息量的不断加大, 企业需要多角度处理海量数据并从

中获取支持决策的信息, 面向事务处理的操作型数据

库就显得力不从心, 面向主题集成大量数据的数据仓

库技术产生. 数据仓库因其面向主题性、集成性、稳

定性和时变性, 不仅在数据的集成、存储上效果好, 在
从操作系统中提取信息和支持系统操作者的前端工具

上更是充分地利用了严谨的逻辑思维和统计学知识, 
以及先进的信息技术, 使企业的信息利用更有价值.  
  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  BI) [7]是基于数

据仓库的基础上, 进行的查询、分析、挖据, 以发现有

价值的数据信息, 可以从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中发掘有

用的知识, 并用于决策以增加商业利润, 是一个从数

据到信息到知识的处理过程, 使企业各级决策者获得

知识, 促使他们做出更加合理的决策. 目前突出的问

题在于数据分析、知识发现能力效率低, 或者缺乏知

识发现, 很难在决策支持方面发挥 BI 应有的作用, 需
要加大力度进行进一步研究.  
  统一资源库[8]伴随着统计信息管理技术的不断发

展而提出[l1], 主要体现在数据仓库、知识库方面的应

用和发展. 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资源平台, 对各种不

同标准类型的资源提供统一的存取、检索和管理, 实
现资源的共享和流动, 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不同业务之

间的优势互补, 规范了资源的开发, 减少资源库的重

复建设. 数据资源库的研究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政务、商务、军务、科学探索等领域中进行了深入

的应用, 用于决策支持的第三方工具及产品的开发速

度很快,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取得了

长足进展.但是目前的数据资源库研究与开发还存在

着理论研究薄弱、软件研究比模型研究差的问题. 数
据资源库开发小组往往由计算机专业人员组成是造成

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较少有管理科学、决策科学、

行为科学、统计科学方面的专业人员参与, 学科之间

的渗透、融合不够. 当前尽管有些企业开发了数据资

源库系统, 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由于系统缺乏灵

活性, 在资源的共享、全局的查询、系统性能等方面

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基于以上原因, 研究一种符合企

业业务发展、管理要求的[l3]统一资源库是非常必要的.  
1.2 当前统计信息管理系统中存在的问题 
  从 2003 年至今, 规划计划信息管理系统[9]作为统

计业务的支持系统采用一级部署、四级应用的模式, 
系统围绕各类统计报表开展各项统计工作; 采取逐级

报送、审核的方式完成各层级的统计任务.  
  由于统计范畴地不断扩大, 统计需求的不断增加, 
一些问题突显出来[10]:  
  (1) 逐级报送、审核的方式, 无法满足精细化管理

需要上级单位以下级单位为基础, 各级单位逐级审

核、汇总上报数据, 支撑各级单位统计工作, 企业总部

无法全面了解统计工作进展及质量, 难以实现统计工

作的精细化管理和效率进一步提高.  
  (2) 传统统计报表管理模式, 数据唯一性难以保

障数据以统计报表的形式进行存储、报送, 数据在各

级单位存储多份, 容易出现数据不一致的情况, 统计

数据的唯一性和权威性难以保证, 不利于统计数据质

量控制和工作水平的提高.  
  (3) 各级单位统计工作缺乏统一管理 
  当前模式下的统计信息是各级单位对管辖范围内

的数据进行维护、取数、计算生成的, 上下级间的基

础数据缺乏沟通, 出现错误难以判断和解决, 难以保

证统计工作质量.  
  (4) 缺少数据、指标的多维展示 

已有的统计信息管理系统缺乏对业务数据、指标

信息的个性化展示, 无法满足不同用户对不同维度指

标的展示, 通过 BI 产品虽然可以满足这部分需求, 但
其建设成本巨大, 集成效果不佳.  

 
2  智能统计分析系统的方案设计与实现 
2.1 智能统计分析系统的方案设计 

智能统计分析系统的核心是统一数据平台, 在其

上构建了多维数据模型、报表数据模型、分析预测模

型等的模型层完成数据获取, 然后通过包含多维表达

式(multi-dimensional expressions, MDX)解析执行、分

布式计算、任务调度、预测分析、指标加载等功能的

引擎层和支持多维数据查询、报表、指标填报等服务

的服务层为技术支持, 终通过多维展示、数据查询、

企业报表等形式在展现层进行数据展示. 整体框架如

图 1 所示. 统一数据平台包含了业务系统中的基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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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指标信息, 通过完善的指标体系管理, 根据不同

的业务需求, 为指标设置各自指标维度, 方便对基础

信息和指标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图 1  智能统计分析系统构架 

 
  统一数据平台是智能统计分析系统中统一的资源

平台, 要建立统一的资源平台, 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资

源进行统一化管理, 方便不同系统之间交流资源、共

享资源, 就应该制定统一的资源标准, 采用统一的数

据交换, 实现统一的资源存取. 简化系统工作流程, 
将底层数据信息填报到统一数据平台, 直接对统一数

据平台中的数据信息进行应用, 方便用户操作.  
为解决上下级数据统一的问题, 建立统计唯一数

据存储, 通过一处填报、审核入库的方式进行数据报

送, 防止因逐级报送、审核的方式而存在多级单位拥

有同一汇总信息的现象, 通过加锁控制权限的手段, 
保证了统一数据平台中的数据唯一性, 避免了数据的

重复统计. 在统一数据平台中对统计基础信息及指标

信息进行统一管理, 使可以通过统一的数据口径直接

获取数据并使用, 对统一的指标进行统计报表, 对统

一的数据查询结果进行应用分析. 如图 2 所示.  
 
 
 
 

 
图 2  统一各单位数据存储 

 
  为了解决各业务部门间数据统一的问题, 以统一

集成数据标准、规范集成数据来源、严格控制接入数

据质量为依托, 为统一企业不同部门间维护的数据制

定统一的标准, 通过审核机制对数据的质量严格把关, 
使数据来源规范化填报. 不同部门可以通过统一数据

平台中唯一的数据源进行指标查询与应用, 实现不同

部门、不同专业之间的数据共享与融合. 如图 3 所示.  

 
图 3  数据共享与融合 

 
2.2 智能统计分析系统的实现 
  通过对系统工作流程的研究, 将原有的逐级汇总

上报机制, 改为上级审核即入库、各级单位同步应用

的模式. 直接将业务系统数据进行填报, 由上级单位

审核, 通过严格的权限管理对审核机制进行控制, 审
核通过的数据直接进入统一数据平台, 审核未通过的

则退回下级重新填报, 用户可以通过用户界面直接调

用后台的多种服务, 启动相应的分析引擎, 由数据处

理模型对统一数据平台中的基础信息和指标信息进行

处理, 后直接展示到用户界面. 如图 4 所示.  

 
图 4  联网直报流程 

 
  针对统一数据存储的建立, 规范数据只能由填报

该数据的单位进行修改, 通过从下至上逐级加锁控

制、从上至下逐级解锁放权的权限控制模式, 建立起

严密的权限机制, 实现逐级控制管理, 全面保障数据

的质量.  
  针对数据共享与融合的思路, 各层级单位不同部

门分责对不同专业数据进行填报、审核, 各部门专责

对上报的本专业数据进行审核, 审核通过的数据会报

送到统一数据平台之中, 达到统一数据存储源头、提

高数据的权威性和正确性的目的, 实现了各层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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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融合与共享, 促进各部门协同数据 填报, 提高统计信息数据的质量和时效. 如图 5 所示.  

 

 

 

 

 

 

 

 
图 5  统计工作任务流程图 

 
如图 6 所示, 传统的统计管理系统, 可以将数据

源通过业务系统数据填报和数据统计进行汇总, 需要

通过专门的 BI 产品进行数据抽取、转换、装载等方式, 
将数据源信息传送到数据仓库, 对数据仓库中的数据

信息进行数据查询、统计报表和应用分析, 将汇总结

果展示在用户界面. 相比与传统的数据报送模式, 智
能统计分析系统将原有的数据统计、BI 产品功能两部

分整合为一, 基于统一数据平台, 无需数据抽取、数据

仓库等 BI 的相关功能, 即可实现数据的多维查询、统

计分析, 简化了用户操作, 使 BI 应用更加便捷.  
 
 
 
 
 
 
 

 
 
 

 
图 6  传统数据报送模式与智能统计分析系统工作流

程对比 
   

通过解决系统整体架构、统一存储数据源的建立

及指标库数据共享与融合这些问题, 建立的智能统计

分析系统以统一数据平台为核心, 在模型层进行数据

处理, 通过调用服务层的服务来启动引擎层中相应的

功能, 终以多种形式在展现层展示给用户. 统一数

据平台的建立, 使得用户可以通过指标体系管理完成

增加指标属性信息, 设置指标取数关系、计算关系、

校验关系和汇总关系, 还可以根据指标属性值的不同, 
对不同的指标设置不同的前景色加以区分. 另外, 还
可以根据用户的业务需求, 为指标设置各自的指标维

度 , 便于用户进行指标的统计和分析 . 系统还具有

EXCEL 模板的导入导出功能, 即导出的模板不需要任

何修改, 导入系统的模板可以立刻使用, 与导出前的

模板具有同样的效果和性能, 且无失真, 这大大提高

了系统的运维效率和质量. 用户还可以根据各自的需

求, 通过统一数据平台中的信息构建不同的多维数据

模型, 进行报表统计、数据查询、预测分析等功能, 并
将结果进行多维展现, 有效的帮助用户了解业务信息.  

 
3  结论 
  本文以统一数据平台为核心, 建立了基于统一数

据平台技术的智能统计分析系统. 用户可以直接通过

本系统的用户界面对企业业务完成报表统计、数据查

询、应用分析等操作, 与传统 BI 产品相比, 省去了数

据抽取、清洗、转换及数据仓库构建等环节, 大大方

便了用户使用. 此外, 该系统还完善了统计指标, 实
现了一处填报、同步共享的统计应用模式, 统计指标

的规范化、标准化、唯一化管理和指标数据的自动化、

明细化、集约化应用, 通过对统一数据平台的应用, 进
行多维数据的查询、填报、展现, 为企业信息化建设

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保障.  
  目前, 统计管理信息系统系统已经投入正常使用, 
系统的业务构建平台能结合企业业务现状, 便捷的构

建系统管理、指标体系、数据填报、数据查询等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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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业务功能模块, 快速搭建业务应用, 及时满足用

户需求, 为企业信息化建设提供了保障. 建立了健全、

科学、高效的统计分析体系,为发展业务流程逐步优化, 
管理精益化水平显著提高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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