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据分析生命周期

【导读案例】

数据分析的五大思维方式

数据可视化的价值在于呈现数据背后的规律,从而帮助使用者提高决策效率与能力。
对用户数据的分析是进行可视化系统建设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首先,要知道什么叫数

据分析。其实从数据到信息的这个过程就是数据分析。数据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有价

值的是从数据中提取出来的信息。其次,要搞清楚数据分析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解决现

实中的某个问题或者满足现实中的某个需求。
在这个从数据到信息的过程中,有一些固定的思路,或者称之为思维方式。
第一大思维:对照,俗称对比。单独看一个数据是不会有感觉的,必须与另一个数据

做对比才能找到感觉(见图3-1)。在图中单独看图3-1(a)无感觉,而图3-1(b)经过对比

就会发现两天的销量实际上差了一大截。

图3-1 对比

对照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思路,在现实中的应用非常广泛。例如,选款测算、监控

店铺数据等,这些过程就是在做“对照”。分析人员拿到数据后,如果数据是独立的,无法

进行对比的话,就无法判断,即无法从数据中读取有用的信息。
第二大思维:拆分。分析这个词的字面理解,就是拆解和分析,可见拆分在数据分析

中的重要性。当某个维度可以对比的时候,我们选择对比。在对比后发现问题需要找出

原因的时候,或者根本就无法对比的时候,就用到拆分了。
下面来看这样一个场景:运营小美经过对比店铺的数据,发现今天的销售额只有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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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50%,这个时候,再怎么对比销售额这个维度,已经没有意义了。这时需要对销售额

这个维度做分解,拆分指标。
销售额=成交用户数×客单价

其中,成交用户数又等于访客数×转化率。例如,图3-2(a)是一个指标公式的拆解,
图3-2(b)是对流量的组成成分做的简单分解(还可以分得更细更全)。拆分后的结果相

对于拆分前会清晰许多,便于分析查找细节。可见,拆分是分析人员必备的思维之一。

图3-2 拆分

第三大思维:降维。读者是否有面对一大堆维度的数据却束手无策的经历? 当数据

维度太多的时候,不可能每个维度都拿来分析,可以从一些有关联的指标中筛选出代表的

维度(见表3-1)。

表3-1 关联指标的维度

日期 浏览量 访客数 访问深度 销售额 销售量 订单数 成交用户量 客单价 转化率

2015/2/1 2584 957 2.7 9045 96 80 67 135 7%

2015/2/2 2625 1450 2.5 9570 125 104 67 110 6%

2015/2/3 2572 1286 2.0 12780 130 108 90 142 7%

2015/2/4 4125 1650 2.5 16345 143 119 99 155 6%

2015/2/5 3699 1233 3.0 8362 107 89 74 113 6%

2015/2/6 4115 1286 3.2 14040 130 108 90 166 7%

  这么多的维度不必每个都分析。我们知道成交用户数÷访客数=转化率,当存在这

种维度可以通过其他两个维度经过计算转化出来的时候,就可以降维。
成交用户数、访客数和转化率,只要三选二即可。另外,成交用户数×客单价=销售

额,这三个也可以三择二。我们一般只关心对自己有用的数据,当有某些维度的数据与我

们的分析无关时,就可以筛选掉,达到“降维”的目的。
第四大思维:增维。增维和降维是对应的,有降必有增。在当前的维度不能很好地

解释我们的问题时,就需要对数据做一个运算,增加一个指标(见表3-2)。
我们发现一个搜索指数和一个宝贝数,这两个指标一个代表需求,一个代表竞争,有

很多人把搜索指数÷宝贝数=倍数,用倍数来代表一个词的竞争度,这种做法就是在增

维。增加的维度也称为“辅助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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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增加指标

序

号
关键词 搜索人气 搜索指数 占比 点击指数

商城

点击占比
点击率

当前

宝贝数

1 毛呢外套 242165 1119253 58.81% 512673 30.76% 45.08% 2448482

2 毛呢外套(女) 33285 144688 7.29% 80240 48.88% 54.79% 2448368

3 韩版毛呢外套 7460 29714 1.45% 15070 21.385% 50.04% 1035325

4 小香风毛呢外套 6400 22543 1.09% 11.143 22.34% 48.72% 60.258

5 斗篷毛呢外套 5463 23443 1.14% 11.328 19.87% 19.87% 108.816

  增维和降维是必须对数据的意义有充分的了解后,为了方便进行分析,有目的地对数

据进行转换运算。
第五大思维:假说。当我们迷茫的时候,可以应用“假说”。假说是统计学中的专业

名词,俗称假设。当我们不知道结果或者有几种选择的时候,那么就可以召唤“假说”,先
假设有了结果,然后运用逆向思维。

从结果到原因,要有怎么样的因,才能产生这种结果。这有点儿寻根的味道。那么,
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满足了多少因,还需要多少因。如果是在多选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

这种方法来找到最佳路径(决策)。
当然,“假说”的威力不仅如此。“假说”可是一匹天马(行空),除了结果可以假设,过

程也可以被假设。
资料来源:公众号零一.数字冰雹大数据可视化.2013-3-2.

阅读上文,请思考、分析并简单记录。
(1)请回顾,文中介绍的数据分析的五大思维方式是指什么?
答:  

 
 
 

(2)试分析,这五大思维方式在运用时有顺序要求吗? 为什么?
答:  

 
 
 

(3)请思考,列举并描述一个运用这五大思维方式(或者之一)来进行数据分析的

例子。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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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简单描述你所知道的上一周发生的国际、国内或者身边的大事。
答:  

 
 
 

3.1 大数据分析生命周期概述

从组织上讲,采用大数据会改变商业分析的途径。大数据分析的生命周期从大数据

项目商业案例的创立开始,到保证分析结果部署在组织中并最大化地创造价值时结束。
在数据识别、获取、过滤、提取、清理和聚合过程中有许多步骤,这些都是在数据分析之前

所必需的。
由于被处理数据的容量、速率和多样性的特点,大数据分析不同于传统的数据分析。

为了处理大数据分析需求的多样性,需要一步步地使用采集、处理、分析和重用数据等方

法。大数据分析生命周期可以组织和管理与大数据分析相关的任务和活动。从大数据的采

用和规划的角度来看,除了生命周期以外,还必须考虑数据分析团队的培训、教育、工具和人

员配备的问题。生命周期的执行需要组织重视培养或者雇佣新的具有相关能力的人。
大数据分析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9个阶段(见图3-3)。

图3-3 大数据分析生命周期的9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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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商业案例评估

在分析阶段中,每一个大数据分析生命周期都必须起始于一个被很好定义的商业案

例,它有着清晰的执行分析的理由、动机和目标,并且应该在着手分析之前就被创建、评估

和改进。
商业分析案例的评估能够帮助决策者了解需要使用哪些商业资源,需要面临哪些挑

战。另外,在这个环节中详细区分关键绩效指标,能够更好地明确分析结果的评估标准和

评估路线。如果关键绩效指标不容易获取,则需要努力使这个分析项目变得SMART,即

Specific(具体的)、Measurable(可衡量的)、Attainable(可实现的)、Relevant(相关的)和

Timely(及时的)。
基于商业案例中记录的商业需求,可以确定所定位的商业问题是否是真正的大数据

问题。为此,这个商务问题必须直接与一个或多个大数据的特点相关。
同样还要注意的是,本阶段的另一个结果是确定执行这个分析项目的基本预算。任

何如工具、硬件、培训等需要购买的东西都要提前确定,以保证可以对预期投入和最终实

现目标所产生的收益进行衡量。比起能够反复使用前期投入的后期迭代,大数据分析生

命周期的初始迭代需要在大数据技术、产品和训练上有更多的前期投入。

3.3 数 据 标 识

数据标识阶段主要用来标识分析项目所需要的数据集和所需的资源。标识种类众多

的数据资源可能会提高找到隐藏模式和相互关系的可能性。例如,为了提供洞察能力,尽
可能多地标识出各种类型的相关数据资源非常有用,尤其是当我们探索的目标并不是那

么明确的时候。
根据分析项目的业务范围和业务问题的性质,我们需要的数据集和它的数据源可能

是企业内部和/或企业外部的。在内部数据集的情况下,如数据集市和操作系统等一系列

可供使用的内部资源数据集,往往靠预定义的数据集规范来进行收集和匹配。在外部数

据集的情况下,如数据市场和公开可用的数据集这样的一系列可能的第三方数据集会被

收集。一些外部数据的形式则会内嵌到博客和一些基于内容的网站中,这些数据需要通

过自动化工具来获取。

3.4 数据获取与过滤

在数据获取和过滤阶段,前一阶段标识的数据已经从所有的数据资源中获取,这些数

据接下来会被归类并进行自动过滤,以去掉被污染的数据和对分析对象毫无价值的数据。
根据数据集的类型,数据可能会是档案文件,如购入的第三方数据;可能需要API集

成,如微博、微信上的数据。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得到的数据常常是并不相关的数据,特别

是外部的非结构化数据,这些数据会在过滤程序中被丢弃。



45   

被定义为“坏”数据的,是其包括遗失或毫无意义的值或是无效的数据类型。但是,被
一种分析过程过滤掉的数据集还有可能对于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分析过程具有价值。因

此,在执行过滤前存储一份原文件备份是个不错的选择。为了节省存储空间,可以对原文

件备份进行压缩。
内部数据或外部数据在生成或进入企业边界后都需要继续保存。为了满足批处理分

析的要求,数据必须在分析之前存储在磁盘中,而在实时分析之后,数据需要再存储到磁

盘中。
元数据会通过自动操作添加到内部和外部的数据资源中来改善分类和查询(见图3-4)。

扩充的元数据例子主要包括数据集的大小和结构、资源信息、日期、创建或收集的时间、特
定语言的信息等。确保元数据能够被机器读取并传送到数据分析的下一个阶段是至关重

要的,它能够帮助我们在大数据分析的生命周期中保留数据的起源信息,保证数据的精确

性和高质量。

图3-4 元数据从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中添加到数据中

3.5 数 据 提 取

为分析而输入的一些数据可能会与大数据解决方案产生格式上的不兼容,这样的数

据往往来自于外部资源。数据提取阶段主要是要提取不同的数据,并将其转换为大数据

解决方案中可用于数据分析的格式。
需要提取和转换的程度取决于分析的类型和大数据解决方案的能力。例如,如果相

关的大数据解决方案已经能够直接加工文件,那么从有限的文本数据(如网络服务器日志

文件)中提取需要的域,可能就不必要了。类似地,如果大数据解决方案可以直接以本地

格式读取文稿的话,对于需要总览整个文稿的文本分析而言,文本的提取过程就会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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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
图3-5显示了从没有更多转换需求的XML文档中对注释和内嵌用户ID的提取。

图3-5 从XML文档中提取注释和用户编号

图3-6显示了从单个JSON字段中提取用户的经纬度坐标。为了满足大数据解决方

案的需求,将数据分为两个不同的域,这就需要做进一步的数据转换。

图3-6 从单个JSON文件中提取用户编号和相关信息

3.6 数据验证与清理

无效数据会歪曲和伪造分析的结果。和传统的企业数据那种数据结构被提前定义

好、数据也被提前校验的方式不同,大数据分析的数据输入往往没有任何的参考和验证来

进行结构化操作,其复杂性会进一步使数据集的验证约束变得困难。
数据验证和清理阶段是为了整合验证规则并移除已知的无效数据。大数据经常会从

不同的数据集中接收到冗余的数据,这些冗余数据往往会为了整合验证字段、填充无效数

据而被用来探索有联系的数据集。数据验证会检验具有内在联系的数据集,填充遗失的

有效数据。
对于批处理分析,数据验证与抽取可以通过离线ETL(抽取/转换/加载)来执行。对

于实时分析,则需要一个更加复杂的在内存中的系统来对从资源中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
在确认问题数据的准确性和质量时,来源信息往往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有的时候,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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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无效的数据(见图3-7)可能在其他隐藏模式和趋势中具有价值,在新的模式中可能

有意义。

图3-7 无效数据的存在造成了一个峰值

3.7 数据聚合与表示

数据可以在多个数据集中传播,这要求这些数据集通过相同的域被连接在一起,就像

日期和ID。在其他情况下,相同的数据域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数据集中,如出生日期。
无论哪种方式都需要对数据进行核对的方法或者需要确定表示正确值的数据集。

数据聚合和表示阶段是专门为了将多个数据集进行聚合,从而获得一个统一的视图。
在这个阶段会因为以下情况变得复杂。

(1)数据结构———数据格式相同时,数据模型可能不同。
(2)语义———在两个不同的数据集中,具有不同标记的值可能表示同样的内容,如

“姓”和“姓氏”。
通过大数据解决方案处理的大量数据能够使数据聚合变成一个时间和劳动密集型的

操作。调和这些差异需要可以自动执行的无须人工干预的复杂逻辑。
在此阶段,需要考虑未来的数据分析需求,以帮助数据的可重用性。是否需要对数据

进行聚合,了解同样的数据能以不同形式来存储十分重要。一种形式可能比另一种更适

合特定的分析类型。例如,如果需要访问个别数据字段,以BLOB(BinaryLargeObject,
二进制大对象)存储的数据就会变得没有多大的用处。

BLOB是一个可以存储二进制文件的容器。在计算机中,BLOB常常是数据库中用

来存储二进制文件的字段类型。BLOB是一个大文件,典型的BLOB是一张图片或一个

声音文件,由于它们的尺寸,必须使用特殊的方式来处理(例如上传、下载或者存放到一个

数据库)。在 MySQL中,BLOB是一个类型系列,例如TinyBlob等。
由大数据解决方案进行标准化的数据结构可以作为一个标准的共同特征被用于一系

列的分析技术和项目。这可能需要建立一个像非结构化数据库一样的中央标准分析仓库

(见图3-8)。

图3-8 使用ID域聚集两个数据域的简单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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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展示了存储在两种不同格式中的相同数据块。数据集A包含所需的数据块,
但是由于它是BLOB的一部分而不容易访问。数据集B包含相同的以列为基础来存储

的数据块,使得每个字段都被单独查询到。

图3-9 数据集A和B能通过大数据解决方案结合

起来创建一个标准化的数据结构

3.8 数 据 分 析

数据分析阶段致力于执行实际的分析任务,通常会涉及一种或多种类型的数据分析。
在这个阶段,数据可以自然迭代,尤其在数据分析是探索性分析的情况下,分析过程会一

直重复,直到发现适当的模式或者相关性。
根据所需的分析结果的类型,这个阶段可以被尽可能地简化为查询数据集以实现用

于比较的聚合。另一方面,它可以像结合数据挖掘和复杂统计分析技术来发现各种模式

和异常,或是生成一个统计或是数学模型来描述变量关系一样具有挑战性。
数据分析可以分为验证分析和探索分析两类,后者常常与数据挖掘相联系。
验证性数据分析是一种演绎方法,即先提出被调查现象的原因,被提出的原因或者假

说称为一个假设。接下来使用数据分析以验证和反驳这个假设,并为这些具体的问题提

供明确的答案。我们常常会使用数据采样技术,意料之外的发现或异常经常会被忽略,因
为预定的原因是一个假设。

探索性数据分析是一种与数据挖掘紧密结合的归纳法。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假想的或

是预定的假设产生。相反,数据会通过分析探索来发展一种对于现象起因的理解。尽管

它可能无法提供明确的答案,但这种方法会提供一个大致的方向以便发现模式或异常。

3.9 数据可视化

如果只有分析师才能解释数据分析结果,那么分析海量数据并发现有用的见解的能

力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数据可视化阶段致力于使用数据可视化技术和工具,并通过图形

表示有效的分析结果(见图3-10)。为了从分析中获取价值并在随后拥有向下一阶段提

供反馈的能力,商务用户必须充分理解数据分析的结果。
完成数据可视化阶段得到的结果能够为用户提供执行可视化分析的能力,这能够让

用户去发现一些未曾预估到的问题的答案。相同的结果可能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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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数据分析仪表盘

现,这会影响最终结果的解释。因此,重要的是保证商务域在相应环境中使用最合适的可

视化技术。
另一个必须要记住的方面是:为了让用户了解最终的积累或者汇总结果是如何产生

的,提供一种相对简单的统计方法也是至关重要的。

3.10 分析结果的使用

大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用来为商业使用者提供商业决策支持,例如使用图表之类的工

具,可以为使用者提供更多使用这些分析结果的机会。在分析结果的使用阶段,致力于确

定如何以及在哪里处理分析数据能保证产出更大的价值。
基于要解决的分析问题本身的性质,分析结果很可能会产生对被分析的数据内部一

些模式和关系有着新的看法的“模型”。这个模型可能看起来会比较像一些数据公式和规

则的集合,它们可以用来改进商业进程的逻辑和应用系统的逻辑,也可以作为新的系统或

者软件的基础。
在这个阶段常常会被探索的领域主要有以下几种。
(1)企业系统的输入。数据分析的结果可以自动或者手动输入到企业系统中,用来

改进系统的行为模式。例如,在线商店可以通过处理用户关系分析结果来改进产品推荐

方式。新的模型可以在现有的企业系统或是在新系统的基础上改善操作逻辑。
(2)商务进程优化。在数据分析过程中识别出的模式、关系和异常能够用来改善商

务进程。例如,作为供应链的一部分整合运输线路。模型也有机会能够改善商务流程

逻辑。
(3)警报。数据分析的结果可以作为现有警报的输入或者是新警报的基础。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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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创建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短信的警报来提醒用户采取纠正措施。

作  业

1.大数据分析的生命周期中,在数据(  )过程中有许多步骤,这些都是在数据分

析之前所必需的。

A.识别、获取、过滤、提取、清理和聚合

B.打印、计算、过滤、提取、清理和聚合

C.统计、计算、过滤、存储、清理和聚合

D.存储、提取、统计、计算、分析和打印

2.由于被处理数据的容量、速率和多样性的特点,大数据分析不同于传统的数据分

析。数据分析生命周期可以(  )与大数据分析相关的任务和活动。

A.收集和整理 B.组织和管理

C.分析和处理 D.打印和存储

3.每一个大数据分析生命周期都必须起始于一个被很好定义的(  ),它应该在着

手分析任务之前被创建、评估和改进,并且有着清晰的执行分析的理由、动机和目标。

A.商业计划 B.社会目标

C.营利方针 D.商业案例

4.在大数据分析商业案例的评估中,如果关键绩效指标不容易获取,则需要努力使

这个分析项目变得SMART,即(  )。

A.实际的、大胆的、有价值的、可分析的

B.有风险的、有机会的、能实现的、有价值的

C.具体的、可衡量的、可实现的、相关的、及时的

D.有理想的、有价值的、有前途的、能实现的

5.大数据分析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9个阶段,但以下(  )不是其中的阶段之一。

A.商业案例评估 B.数值计算

C.数据获取与过滤 D.数据提取

6.大数据分析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9个阶段,但以下(  )不是其中的阶段之一。

A.数据删减 B.数据聚合与表示

C.数据分析 D.数据可视化

7.大数据分析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9个阶段,但以下(  )不是其中的阶段之一。

A.数据标识 B.数据验证与清理

C.分析结果的使用 D.数据打印

8.数据标识阶段主要是用来标识分析项目所需要的数据集和所需的资源。标识种

类众多的数据资源可能会提高找到(  )的可能性。

A.数据获取和数据打印 B.算法分析和打印模式

C.隐藏模式和相互关系 D.隐藏价值和潜在商机

9.在数据获取和过滤阶段,从所有的数据资源中获取到的所需要的数据接下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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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并进行自动过滤,以去除掉所有被污染的数据和对于分析对象毫无价值的数据。

A.整理 B.归类 C.打印 D.处理

10.数据提取阶段主要是要提取不同的数据,并将其转换为大数据解决方案中可用

于(  )的格式。需要提取和转换的程度取决于分析的类型和大数据解决方案的能力。

A.数据分析 B.打印输出 C.数据存储 D.数据整合

11.大数据分析的数据输入中,数据验证和清理阶段是为了(  )并移除任何已知

的无效数据。

A.完善数据结构 B.建立存储结构

C.整合验证规则 D.充实合理数据

12.数据聚合和表示阶段是专门为了将(  )进行聚合,从而获得一个统一的视图。

A.关键数据集 B.离散数据

C.单个数据集 D.多个数据集

13.数据分析阶段致力于执行实际的分析任务,通常会涉及一种或多种类型的数据

分析。在这个阶段,尤其是在探索性分析的情况下,分析过程会(  )。

A.重复进行,直到数据被清零

B.循环进行,直到人为终止

C.自然迭代,直到适当的模式或者相关性被发现

D.一次完成,分析结果被打印和存储

14.数据可视化阶段致力于由使用者使用(  )技术和工具,并通过图形表示有效

的分析结果。

A.图形设计 B.数据可视化 C.Photoshop D.数字媒体

15.大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用来为商业使用者提供商业决策支持,为使用者提供更多

使用这些分析结果的机会。分析结果的使用阶段致力于确定(  )分析数据能保证产出

更大的价值。

A.如何以及在哪里处理 B.怎样以及什么时候

C.是否以及怎样 D.如何打印以及存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