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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

调研背景

• 普华永道今年3月发布第二期全球首席数据官调研，结果显示，在全球最大的2,500家上市企

业中，首席数据官数量攀升。

• 为深入了解中国企业现状，我们同样选取了国内市值最大的2,500家上市企业为样本，对其最

新年报开展分析，更好地理解各企业在数据工作方面的管理重心。

• 同时，我们也邀请了86家国内领先企业参与中国首席数据官调研，旨在重点探究中国首席数

据官在岗位设置、工作议程、团队能力打造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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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2,500家最大的上市企业中，首席数据官或类似管理岗的渗透率仅为1.3%，远低于全

球27%的水平，首席数据官的推广任重道远；其中，金融行业和通讯、媒体与科技行业的

首席数据官或类似管理岗的数量位居前两位，也与这几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成熟度有

关。

• 全球企业在年报中更倾向于在数据保护的语境下提及数据，与之相比，中国企业更加倾向

于在数据创新的语境下提及数据，说明中国企业在利用数据驱动增长方面有更全面的思考

和计划，数据驱动成为数字化转型的趋势。

• 企业调研显示，首席数据官这一概念较新，七成以上的岗位设置不足3年；企业通常会设置

职能类似的数据管理岗，管理者多为数字化部门内部提拔，兼职管理。

• 目前，数据相关工作大多由IT、战略、运营、总裁办等职能部门管理，数据部门并未发挥应

有的主力作用，数据部门的组织发展还任重道远。

• 制定数据战略、确保数据合规和安全是首席数据官最重要的工作议程，数据资产化作为新

兴的议题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数据工作推进不畅，认为华为

和阿里在数据工作方面做得最好。

• 对业务有充分的理解，并能将其融入数据战略规划中，能用数据赋能业务是首席数据官最

应具备的核心能力。

• 首席数据官面临的最大挑战包括人才培养和运作机制不到位、部门间责权分工不明、整体

数据战略和目标不明确。

• 首席数据官团队通常小而精，20人以下的小团队约占7成，从用户出发、鼓励创新是首席数

据官团队最为推崇的文化特质，而不是一味推崇技术。

• 受访者普遍认为，数据应用应该聚焦价值场景，优先聚焦用户洞察、营销销售、用户运营

等与用户相关的一线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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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51.5%)

金融

27.0%

全球

1.3%

中国

2,500 2,500

首席数据官渗透率（全球 vs 中国） 设有首席数据官或类似管理岗企业的行业分布

总计
33家

通讯、媒体与科技
6
(18.2%)

制造
5
(15.2%)

能源矿业
4

(12.1%)

其他服务业
1

(3.0%)

普华永道思略特分析

• 金融服务业因面临更严格的监管而必须有

效使用数据进行报告、确保合规，因此该

行业的首席数据官数量或类似管理岗的数

量保持领先。

• 通讯、媒体与科技行业因为握有大量的数

据并且对数据应用依赖高，因此也设立了

相应的数据管理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年报中明确提出设立首席数据官的两家企

业均来自该行业。

首席数据官及类似管理岗在国内2,500家企业中的渗透率仅
为1.3%，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金融企业占到其中半数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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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往往更倾向于在数据创新的语境下提及数据，优先做好
数据资源管理，而数据资产由于概念较新，极少被企业提及

近一半的中国企业（49%）在数据创新语境下提到了数据，

表明企业更倾向于向公众披露将如何利用数据发掘创新

机会

仅不到4%的中国企业在资产的语境下提及数据，说明大

多数企业还未充分认识到数据资产的重要价值

虽然只有约20%的中国企业在数据保护语境下提及数据，

但我们认为，这只是因为企业还未明确如何披露相关工作

已依法依规开展

数据保护

数据保护

521
数据创新

1,234

数据资产

95

79

381

67

60

数据创新

数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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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看，金融行业企业提及数据的占比大幅领先，通讯、
媒体与科技企业紧随其后

不同语境下提及数据的企业行业占比

数据保护 数据创新 数据资产 全部提及

金融

其他服务业

汽车

医疗大健康

74%

17%

14%

14%

TMT 40%

能源矿业 11%

制造 10%

消费品与零售 13%

金融 15%

TMT 5%

消费品与零售 2%

其他服务业 1%

医疗大健康 1%

能源矿业 1%

制造 1%

汽车 0%

TMT 71%

金融 67%

汽车 53%

消费品与零售 51%

制造 42%

能源矿业 40%

医疗大健康 39%

其他服务业 39%

金融 19%

TMT 7%

医疗大健康 4%

消费品与零售 3%

其他服务业 2%

汽车 1%

制造 1%

能源矿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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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首席数据官的现状，我们还开展了问卷
调研，共有来自不同行业的86位受访者参与

问题：贵司/单位所属行业为： 问题：贵司/单位的员工数量为： 问题：贵司/单位的企业性质为：

7%
22%

14%

10%

6%7%

34%

制造 医疗大健康

汽车

消费品与零售

能源通讯、媒体与科技

金融

14%

17%

38%

8%
22%

合资企业

外资企业

央国企

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民营企业

3% 7% 7%

14%

69%

101-501人

1-100人 1,001-2,000人

501-1,000人

2,00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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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的受访企业设立了首席数据官，但七成以上设置不满三年；
内部提拔的数据负责人占比约八成，但主要通过兼职方式管理

Q.贵司/单位是否设立了首席数据官职位？ 贵司的首席数据官岗位设置了多长时间？ 贵司/单位的首席数据官或类似管理岗是专职还是兼职？

否

计划中

56%

21%

23%

24%

24%

35%

29%

贵司/单位的首席数据官或类似管理岗是专职还是兼职？

79%

21%

40%

60%

专职

兼职

外部聘用

内部提拔

2-3年 3年以上

1-2年 不足1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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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和其他职能部门仍旧承担着管理各项数据工作的主要责任

问题：贵司/单位以下职能由哪个部门负责，向谁汇报？

数据战略与治理 数据安全与合规 数据生态与交易 数据资产与运营 数据估值与核算

数据中台与架构 数据建模与分析 数据产品与服务管理 数据人才培养

55%

24%

21%

39%

41%

20%

37%

35%

28%

59%

23%

18%

32%

59%

9%

62%

16%

22%
54%

20%

26%

55%

24%

21%

35%

43%

11% IT

其他

数据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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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数据应用与流通合规、制定数据战略、确保数据安全落地是
首席数据官最重要的工作议程，但数据资产化工作还未受重视

问题：贵司的首席数据官有哪些工作议程？

2%

6%

5%

5%

7%

12%

8%

10%

9%

9%

12%

14%

9%

14%

15%

21%

19%

19%

30%

30%

26%

27%

35%

31%

37%

50%

17%

35%

27%

37%

37%

36%

34%

36%

21%

12%

52%

34%

31%

20%

20%

21%

17%

14%

20%

6%

3%响应《数据安全法》的相关监管要求，确保各项数据应用和交易的合规

制定数据战略并确保数据战略与企业整体战略相一致，加快推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制定数据访问和控制模型的相关定义、政策和授权机制，确保数据安全落地

主导数据平台/数据技术解决方案的选择、部署和维护，形成数据基础能力

制定数据质量的定义和评价指标，管理三方数据预算，为数据运营提供支持

推广基于数据分析的精细化运营和科学决策，协助企业降本增效

主导数据应用场景的识别和开发，搭建业财一体化的数据解决方案

协调不同业务和职能部门开展变革，打造数据赋能增长的企业文化

培养精通业务和数据的员工，为企业持续提供人才

定义不同数据资产的留存计划，监督并推进数据资产化和变现步伐

优先级最高优先级最低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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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访者看来华为、阿里在数据工作方面做得最好，是行业标杆，
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所属企业的数据工作进展不畅

问题：请填写您认为业内数据工作做得最好的企业（提名前三的企业）

14

13

7

阿里

华为

建设银行

问题：如何评价贵司/单位在数据方面的工作进展？

23% 58% 9% 6%3%

非常理想

理想一般较不理想

非常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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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和运作机制不到位、部门间责权分工不清、整体数据
战略和目标不明，是推进数据工作的主要挑战

问题：贵司/单位在推进数据工作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6%

5%

9%

8%

7%

13%

7%

7%

12%

14%

16%

13%

12%

12%

8%

13%

16%

22%

12%

8%

14%

15%

8%

20%

19%

19%

15%

15%

29%

28%

33%

28%

28%

42%

41%

41%

43%

48%

34%

37%

38%

45%

49%

42%

29%

27%

21%

29%

23%

27%

30%

23%

23%

17%

23%

14%

20%

14%

10%

29%

23%

26%

13%

16%

12%

8%

15%

14%

17%

7%

13%

7%

10%

7%

缺乏既懂业务又懂数据的人才以及相配套的激励机制

缺乏各业务部门或职能部门间的针对数据应用与管理的权责定义

缺乏清晰的企业层面数据战略和业务目标

缺乏明确的岗位职责和工作边界定义

缺乏清晰的数据应用场景和商业案例

缺乏高质量、能应用的数据来搭建数据中台和数据资产管理

缺乏明确的考核评估机制来正确反映工作成果和自身价值

缺乏明确的评估机制来平衡中短期内在数据方面的投入和回报

缺乏有效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机制来统筹推进和监督

缺乏来自企业高层的支持和资源投入

缺乏保障数据安全或鼓励数据创新的企业文化

缺乏政府对于数据安全及应用的明确政策指导

缺乏有效的数据资产评估方法和框架来确认数据资产价值

缺乏围绕数据应用场景进行数据建模与数据产品开发的协作机制与流程

缺乏明确的、合格的外部合作伙伴，难以建立健全数据生态体系

优先级最高优先级最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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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九成的受访者认为，首席数据官应该对业务有充分的理解，
并能将其融入数据战略规划中，能够用数据赋能业务发展

问题：您认为首席数据官应该具备哪些核心能力？

86%数据战略规划与业务理解能力

60%数据价值创新和业务模式创新能力

59%数据安全和数据保护能力

59%数据治理和数据分析能力

55%内外部统筹协调能力

49%变革管理和文化建设能力

43%数据应用和场景开发能力

42%数据资产价值评估和变现能力

41%数据系统和中台架构设计搭建能力

36%市场洞察和预判能力

33%业务流程化和信息化设计能力

22%用户体验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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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数据官团队通常规模不大，最推崇用户出发、鼓励创新的
文化，而不是一味追求技术领先，实用主义居多

问题：贵司/单位的首席数据官团队共有多少人？ 问题：您认为首席数据官团队的文化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35%

10%
19%

19%

9%

8%

38%以用户为中心

29%鼓励创新

23%敏捷迭代

23%安全第一

21%协作为先

12%注重体验

9%灵活部署

7%善于倾听

3%技术至上

100人以上

51-100人

21-50人

11-20人

1-5人

6-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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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普遍认为，数据应用应该聚焦价值场景，优先聚焦客户
洞察、销售营销、用户运营等紧贴客户的一线场景

问题：您认为贵司/单位所在行业的数据应用需求应优先聚焦在哪些场景？

客户洞察

营销销售

用户运营

财务管理

渠道运营

产品运营

产品研发

生产制造

售后服务

72%

64%

60%

48%

47%

43%

42%

1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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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针对首席数据官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任命专职的首席数据官全面主持企业的数据工作01 授权首席数据官全权负责企业数据战略制定和执行

支持首席数据官打破组织和职能上的孤岛，协同作战 赋能首席数据官推进数据资产入表进程试点和探索

支持首席数据官加快数据应用价值场景落地和推广

02

03 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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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张立钧

普华永道中国区域经济及金融业主管合伙人

james.chang@cn.pwc.com

万彬

普华永道中国首席数据官

tony.wan@cn.pwc.com

蒋逸明

普华永道思略特中国数字化增长业务合伙人

steven.jiang@strategyand.cn.pwc.com

单小虎

普华永道思略特中国主管合伙人

tiger.shan@strategyand.cn.pwc.com

王建平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行业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

jianping.j.wang@cn.pwc.com

杨通鹏

普华永道中国数字化与科技咨询服务业务总监

tongpeng.t.yang@cn.pwc.com

黄启佳

普华永道中国数字化与科技咨询服务主管合伙人

horatio.kk.wong@cn.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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