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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研发运营一体化 (Dataops) 能力成熟度模型

u数据驱动时代，企业面对快速激增的业务需求和复杂的数据处理流程，DataOps通过构建高效协同机制，为企

业解决数据需求与数据生产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全新的实践思路。

n DataOps能力模型围绕数据开发流程形成“4+3”

的架构，包括4 个数据研发运营核心环节和 3 项核

心保障职能。

n 2022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依托大数据技术标

准推进委员会牵头成立了DataOps工作组，不断完

善DataOps理念定义，并提出DataOps能力模型

框架。

n DataOps能力框架通过三项核心保障促进企业打造

跨域协同机制，通过四个数据研发运营核心环节引

领企业构建集开发、治理、运营于一体的自动化数

据流水线。 



数据研发运营一体化 (Dataops) 能力成熟度模型的发展

对数据研发管理工作进行标准化，将
数据治理工作融入数据研发过程，形
成闭环。

对数据平台工具提出技术要求，指导企业
建设完善的DataOps数据研发工具链。

研发管理

交付管理 数据运维

价值运营

系统工具组织管理 安全管理

n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依托大数据技术标准推进委员会牵头研制DataOps系列标准，先后完成研发管理、系统工具、

交付管理的标准编制，为企业研发运营一体化能力的建设提供实践思路。 

n 自DataOps系列标准启动评估起，来自金融、通信运营商、

互联网行业的多家企业参与标准评估，研发管理方面，6家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有半数参与评估，运营商中国移动已

通过3个项目评估。系统工具方面，网易（网易数帆）、抖

音（火山引擎）、联想集团率先参与了系统工具的评测。 

构建自动化、标准化的数据测试交付流程，
助力企业提升数据产品交付质量和效率。

通过/报名企业 研发管理 系统工具
交付管理

（预报名）
数据运维

（预报名）

中国农业银行 1 1 1

中国工商银行 1

交通银行（进行中） 1

北京银行 1

浙江移动 2

江苏移动 1

中信建投证券 1

人保信息科技（进行中） 1

网易数帆 1

火山引擎 1

联想 1



数据测试交付面临诸多挑战

u随着数据量和需求量的爆炸性增长，数据交付质量是数据研发的红线，交付效率是数据研发的增量。经过广泛的

行业调研，诸多行业在数据准备、测试周期、技术应用和适应性等方面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准备数据困难 测试覆盖率低 自动化程度低 持续交付能力差

n 业务数据跨越多个业务系
统，系统复杂性高，上下
游环节关联性强，测试数
据准备链路长。

n 受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无法
覆盖所有的测试场景和数据
组合，导致一些潜在的问题
无法暴露。

n 各业务部门手动编写和执
行测试用例，人工错误率
高，难以保障测试质量。

n 缺乏持续部署管道，版本
迭代周期长，难以对业务
需求做出快速响应。

n 手动从生产环境中复制或抽
取数据。导致测试数据的不
完整、时效行差，影响测试
结果的准确性。

n 缺少规范化的测试流程，难
以满足业务、研发、运维等
各方对数据测试的需求。

n 缺乏统一的平台工具支撑，
测试文档、上线审批等过
程高度依赖人工。

n 人工部署过程缺乏有效跟
踪和日志记录监控，导致
团队协同困难，增加排查
难度。



交付管理是DataOps实践的重要环节

u 数据交付质量是确保数据从采集、处理到应用服务的重要基础。建设DataOps体系的企业团队依托交付管理标准指引构建自

动化、标准化的数据测试交付流程，保障数据开发团队高效地进行开发和测试，助力企业提升数据产品交付质量和效率。

 标准化交付流程 多层次数据测试体系

测试与开发环节耦合 自动化发布流水线

构建自动化数据发布流水线，实现自动化的数据
管道构建、测试和部署，提升数据发布的可追溯
性，有效提高数据计算资源利用率和交付效率。

将数据测试环节与设计开发环节耦合，在开发
阶段持续测试，有助于数据标准、质量规则的
贯彻落实，有助于提升数据质量和开发效率。

建立标准化的测试流程规范和高效的协同机制，
促进开发人员、测试人员以及质量管理人员之间
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测试工作的顺利进行。

建立标准化的测试流程规范和高效的协同机制，
促进开发人员、测试人员以及质量管理人员之
间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测试工作的顺利进行。



行业先驱DataOps特色化实践

u 华为终端云通过建设数据测试发布能力，实现在不同环境之间的数据调测及数据对比，调试效率由天级降至小时级。部署发布

实现电子流发布、版本管理、跨站点发布等能力，实现高效发布与流程管控。

华为终端云

数据测试 — 解决痛点：测试能力差，能力弱，需频繁切换环境

能力建设重点：
1、支持数据环境隔离，具备环境快速调试的能力，实现秒级切换环境；

2、支持数据任务静态检查，包括SQL语法检测、门禁检测；

3、支持测试用例的管理、执行及结果查看；

数据发布、部署 — 解决痛点：欠缺敏捷、规范的发布流程

能力建设重点：
1、支持任务快速上下线，上下线需通过电子流审批，实现上下线的流
程管控； 

2、支持跨站点发布与部署能力，发布时可选择不同站点，达到秒级同
步至其他站点； 

3、支持数据任务灰度双跑能力。



行业先驱DataOps特色化实践

u 中国工商银行 DataOps 以建立“标准化、智能化、可度量”的质量体系为目标，精心打磨大数据测试服务，在研发测试环境稳定性、

测试数据完备性、代码质量可靠性、自动化资产积累等方面为全行用户提供全方位赋能支撑。

测试环境稳定性

实现大数据环境故障自动侦测与报警，形成全自动监控机
制。

测试数据完备性

通过沙盒数据恢复、数据模拟等服务，辅助平台化应用快
速构建带数测试环境。

代码质量可靠性

依托全流程自动化测试服务，自动触发测试任务，及时发
现配置错误、批量中断、性能隐患等问题，确保应用数据
加工的准确性与时效性。

自动化资产积累

基于数据血缘辅助平台化应用自动生成大数据集成自动化
测试案例，在环境冒烟、版本交付、补丁发版和投产演练
等关键节点发挥重要作用，提升应用测试质效。

中国工商银行



《DataOps能力成熟度模型第三部分：交付管理》能力框架

DataOps交付管理标准框架

能力域 配置管理 测试管理 部署与发布管理

能力项 版本管理 数据测试 代码测试 部署流水线 发布管理

能力子项

数据版本管理 测试数据准备 代码质量测试 发布对象管理 发布评审

代码版本管理 需求逻辑校验 任务性能测试 自动化部署 环境切换

任务版本管理 数据质量测试 发布方式配置

数据安全测试 发布回滚

发布监控

u DataOps交付管理标准强调构建集管理、协同、技术能力于一体的全方位数据交付能力，为自动化、标准化的数据测试

交付流水线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u 该标准包括 3大能力域（配置管理、测试管理、部署与发布管理），5个能力项，16个能力子项，268条能力要求。

参编单位



交付管理标准核心能力要求

测试管理

配置管理

DataOps
交付管理

部署与交付管理

建设目标：

l 制定完善的版本管理规范和人员权责机制。

l 保障版本管理与数据开发、数据测试环节耦合，
保障企业任务代码版本统一管理和维护。

建设目标：

l 建立数据自动化部署流水线，实现持续部署发布。

l 建立完整的工具链支撑数据发布前的管理工作和
敏捷的数据发布能力。

Ø 版本管理规范
Ø 人员认责机制
Ø 代码分支管理

Ø 权限隔离
Ø 版本隔离
Ø 流程协同

建设目标：

l 规范数据测试流程，保障数据质量、标准、安全
等工作要求的落实。

l 设计代码质量、数据逻辑、数据质量、需求满足
度等多层次数据测试体系。

Ø 代码质量测试
Ø 任务性能测试
Ø 测试数据准备

Ø 数据质量测试
Ø 数据逻辑校验
Ø 数据安全测试

Ø 发布对象管理
Ø 任务性能测试
Ø 测试数据准备

Ø 数据质量测试
Ø 数据逻辑校验
Ø 数据安全测试



交付管理首批评估方法及流程

1.入门级

2.进阶级

3.优秀级

4.卓越级

5.引领级

不具备数据测试交付工具；通过人工测试和部署调试，
初步具有交付管理意识

具备部分的测试交付规范，平台工具可以支持部分测
试和部署功能。

具备完善的数据交付流程和流程管理能力，支持
数据交付全流程的追踪和问题定位能力。

具有规范的数据测试交付流程，覆盖核心业务。并依托平
台工具建设自动化、标准化的数据交付流水线。

在行业内产生重大影响，行业标杆

u 《数据研发运营一体化 (Dataops) 能力成熟度模型第三部分：交付管理》根据企业数据系统平台及管理运营工具满足的能力要求数

量将其分为五个级别：入门级（1级）、进阶级（2级）、优秀级（3级）、卓越级（4级）、引领级（5级）。

受 理 评 估
申 请

评 估 策 划 预 评 估

评 估 结 果
发 布

报 告 评 审

1 2 3

6 5

整体周期约为1-3个月

评估流程

u 交付管理评估流程主要包括受理评估申请、评估策划、预评估、正
式评估、报告评审、评估结果发布等步骤，正式评估1-2个工作日，整
体周期约为1-3个月。

正 式 评 估

4

评估等级划分



报名方式及联系人

助力企业提升数据研发治理效率

交付管理标准首批评估启动！

u 《数据研发运营一体化 (Dataops) 能力成熟度模型第三部分：交付管理》根据企业数据系统平台及管理运营工具满足的能力要求数

量将其分为五个级别：入门级（1级）、进阶级（2级）、优秀级（3级）、卓越级（4级）、引领级（5级）。

标准引领，建设DataOps体系

发挥标准引领的优势。引导企业快

速接纳DataOps文化，指导企业全

面建设数据开发运营一体化能力。

培养与提升数据相关部门专业能力，

发现DataOps能力短板，明确持续

优化的方向，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以评促建，评估咨询一体化

深入产研，开展标准评估

深入产业研讨，开展面向多行业的

DataOps系列标准评估，辐射各行

业数字化转型企业。

以评促建，基于标准评估观察，提

供提升咨询服务，对齐业DataOps

最佳实践，补足DataOps能力，

联系人：尹正  

联系方式：15810811776（微信号同）

邮箱地址：yinzheng@caict.ac.cn



DataOps实践案例集

征集报名！



DataOps服务能力要求

意见征集！



“DataOps教练”人才体系

筹备启动！



DataOps效能评价

启动咨询！



LET DATA O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