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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数据资源如同拼接“七巧板”一样，

自由查询分析，将商业洞察、客户体验、

场景生态与技术运用更好地结合。企

业级技术平台提供了科技业务融合的

一种新思路和一种产生更加结构化“需

求”的新方式——通过新技术平台建设

锤炼数字化人才。

数据治理贯穿数字化转型的全周

期和全流程。2018 年 5 月 21 日，中国

银监会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

指引》中提出全覆盖原则：数据治理应

当覆盖数据的全生命周期，覆盖业务经

营、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流程中的全部

数据，覆盖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覆盖

监管数据，覆盖所有分支机构和附属机

构。从时间周期上看，数据治理涵盖数

字化进程的全周期。从运营流程上看，

数据治理覆盖工作流程中的全部数据。

数据治理做到全周期、全流程两全，久

久为功，方能显数据之“美”。

近年来数据中台创新探索成为行

业的一大方向，银行业也在全面推进数

据治理，打通底层数据。管理层的目

标是让经营精细化贯彻客户旅程周期

的各个环节，面向产品、渠道、流程、

服务、管理等全领域体验，建立动态

的客户旅程体验数字化闭环监测机制，

通过自动化、数字化、及时性的动态数

据。观察前端驱动点所做的转型，并

收到《术说金融》新书之时，恰

逢为期一年的“上海银行业数字化领导

力”课题调研报告完稿之际，因此我对

书中《强化数据和数字资产的价值创

造》一文，体会颇深。整整一年的时

间，课题组走进近 30 家中外资银行上

海分行，面对面访谈 100 多位负责人。

对 56 万字访谈记录进行分析挖掘整理

后发现，“数据”一词提及频率高居

榜首，可见随着“加快建设数字中国”

上升至国家战略，数据资产的价值已被

重新认识。

数据本身并不能直接产生价值，

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良好的数据质量，才

是数据价值实现的基础。此次调研访谈

中关于“数据”关键词的探讨，词频

排名前三的为“分析、治理、管理”，

大大高于后续“中心、系统、平台、建设、

数据库、部门、业务”的出现频率。由

此可见，提升数据分析、数据治理、数

据管理的能力已经开始超越工具本身，

成为“数据创造价值过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

数据分析早已不仅是 IT 部门的事，

商业银行的数字化研发，已不能简单延

续业务提需求、IT 搞开发的“来料加工”

模式。在业务人员中培养“懂业务、懂

数据、懂分析方法”的数字化融合人才，

让业务人员在低代码平台上，将技术平

对业务目标之间的链路是否有效传导，

依据最终结果动态跟踪优化。

“数字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

是数字。作为经营货币和货币信用的特

殊企业，商业银行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海

量的数据和数字，数据和数字业已成为

商业银行的重要资源。在数字化时代，

人们越来越重视可能成为生产要素的

数据和数字，看似孤立的数据和数字已

经开始带来越来越多的商业价值。”正

如孙兆东老师的这本《术说金融》合集，

看似孤立的篇篇文字，却以另一种方式

贯穿在一起。

“30 年写出一本书，其价值不止

是时间”。30 年婚姻被称为“珍珠婚”，

珍珠要经历时间的磨砺，方能散发出迷

人的光泽。书中汇集了孙兆东老师从事

经济金融工作 30 年来 300 多篇所思所

想所悟，正如一粒粒玲珑剔透的珍珠，

令人目不暇接，点点微光汇聚，照亮前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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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联珍珠映前路

（作者系上海新南洋研究院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