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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和“大数据”正在广泛的渗入到各行各业，而其在衡器行业的应用却

相对较少，尤其是在客户和产品管理方面亟需利用大数据的方法来帮助深入挖掘其价值。

本文通过浅析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传统衡器行业如何借助云称重技术，来完成大量称重

数据的云端存储，并利用大数据的挖掘技术来最终实现对衡器行业深层次的整合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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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数据一词，最早出现于 20世纪 90年代，当时的数据仓库之父 Bill Inmon，经常

提及 Big Data。2011 年 5 月，在“云计算相遇大数据”为主题的 EMC World 2011 会

议中，EMC 抛出了 Big Data 概念。所以，很多人认为，2011 年是大数据元年。 

举个例子来解释大数据的发展，很多年前，我们还是那种手写的电话本，几十页，

每页上面写上名字、工作单位、电话号码。后来出现了移动电话，我们的联系人可能就

扩充到了几百人，但也还是一些基本的通信信息。再后来有了 QQ，认识的不认识的就可

能上了近千人，我们不光是有了他的联系方式，还能看到他的留言和照片等等。到了现

在，微信发展起来了，目前已经有了 6个多亿的用户，我们随便摇一摇、搜一搜、扫一

扫就多了几个新朋友或者又加了一个公众号。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大数据发展的

例子。 

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人类产生的数据量正在呈指数级增长。这意味着

人类在最近两年产生的数据量相当于之前产生的全部数据量。大量新数据源的出现则导

致了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爆发式的增长。这些由我们创造的数据早已经远远超越了

目前人力所能处理的范畴。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数据，逐渐成为一个新的领域，于是大

数据时代的概念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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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数据时代 

最近“互联网+”这个概念很火爆，国务院已经把“互联网+”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而“互联网+”就是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对传统行业进行一次大创新、

大改造，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衡器行业。因此，“互联网+”的时代也就是大数据时代。 

这其中包含三个概念——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 

2.1 大数据 

对于大数据目前尚没有统一的定义，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数据量很大、数据形式多样

化的非结构化数据。我们一般认为具备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数据体量巨大。就如同我们的通讯录一样，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庞大。 

二是数据类型繁多。数据也由结构化数据向非结构化数据转变。就像我们以前通讯

录里只有一个名字和电话，而现在我们可能不仅要关心他的名字、电话这种结构化数据，

同时可能还需要关注他的实时动态也就是像 QQ 空间和朋友圈这种非结构化的数据。 

三是价值密度低。价值密度的高低与数据总量的大小成反比。朋友圈里面每天都是

铺天盖地的消息，真正有价值的却越来越少，要获取这些价值如同“大海捞针”。 

四是处理速度快。这就是要求我们快速及时的从这种海量的数据中得到所需的价值。 

综合一下大数据的特点就是大量、多样、有价值和需要快速处理的信息。 

2.2  云计算 

为了治理这些“臃肿”的数据，人们提出了"云计算"的概念。“云计算”是一个很

时尚的概念，它既不是一种技术，也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商业模式的体现方式。准

确说，“云计算”仅仅描述了一类棘手的问题。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还是更多的

体现在企业的云服务上面。简单来说，“云计算”就是我们如何从大数据中快速准确的

获取我们所需的价值。 

因为大数据中处理有价值信息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云计算就是将计算能力作为一

种独立的类似于水电煤的基础设施，并将其应用到大数据上，并结合应用场景，就能够

产生出创新的商业模式，从而能提升整体社会的生产效率。 

2.3  物联网 

“物联网”的出现已经有了几年的时间，也逐渐的由概念向实践应用转换。目前对

物联网的定义也比较多，其实用最简单的理解就是“物物相联信息互通”，也就是利用

传感技术从物品中获取大量数据并通过云计算提取我们所需要的价值。 

我们衡器行业所生产和销售的衡器及其称重元件就是用于“物联网”中的“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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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它的质量属性。所以衡器作为“物”的触角成为了“物联网”的基本元素。如何实

现衡器行业的“互联网+”，就是我们目前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3 月初，业界在宁波举办了关于衡器行业发展和物联网方面的论坛，算是为衡器行

业进入“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吹响了号角。 

三、大数据时代客户的信息来源和渠道变迁对企业营销模式的影响 

大数据时代最大的特点是数据量巨大、信息渠道增多。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客户获

取信息的来源和渠道多样化，这对我们传统行业的营销模式是一个巨大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正在改变和颠覆着传统行业。从诺基亚、摩托罗拉等企业的

没落中我们必须吸取教训。或许下一个被颠覆的就是我们衡器行业，比如说小米现在已

经在开始做体重秤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究其根源，就是客户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化、也更加透明化。比如说衡器行业，

以前的营销基本靠业务员跑市场、老客户推荐和经销商三大主要模式，现在，很多潜在

客户会在网上进行搜索比较然后一家一家去电话咨询和考察。而业内很多企业连官网都

不健全或者是基本无更新，更不用说通过互联网去营销了。 

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拥有庞大的用户量和数据量的互联网公司，也在最近几年

相继建立了大数据研究中心，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以及用户行为的跟踪和研究，从

而能够帮助企业自身或客户在营销策略、广告投放等领域，提供更精准和可靠的方案策

略。各大公司间利用大数据进行整合营销的案例，在今后或许也已将成为常态。而那些

掌握着大量用户消费行为或网络产品的使用行为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已经率先流行使用

大数据分析工具了。 

对于传统衡器行业来说，大数据其实在不知不觉中早已存在积累多年。对于自己手

头上熟悉的客户，一般大概了解他什么时候需要更换传感器，什么时候会需要你去售后

服务等等。但是这往往都是经验判断，缺乏数据客观分析，极有可能会做出错误的推断，

甚至，不该备货的大量备货，不该采购的却浪费采购，而需要升级维修的，往往又准备

不足。这其实也是大多数制造型企业利润率不高，业绩提升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在大数据时代，衡器行业应该及早的布局大数据产品和服务，并结合自身的业

务渠道进行拓展，积极去适应和把握大数据时代给我们传统行业带来的机遇和冲击。 

四、如何更好的利用大数据时代的海量数据管理客户和产品 

现在我们许多企业都收集了大量的客户数据存储于企业的数据库中，通过深入分析

和挖掘隐藏于这些数据中的有用信息可以很好的实现企业的客户关系和产品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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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部分企业都面临着如何更有效地管理数据库中不断增长的海量数据以及如何将这

些数据转化成有用的知识的难题，发展运用数据的挖掘技术可以很好地帮助企业解决这

个问题。 

对于传统的衡器行业来说，客户是唯一一种越用越多越值钱的资产，管理好各自手

上现有客户，将他们变成老客户，是企业利益保障的根基。经过我们多年的调查和分析，

在现有掌握的衡器企业数据来看，我们发现以下特点： 

一般企业 5%的用户购买了自己企业总销售额的 45%，甚至更高比例。换句话说，每

家衡器企业都有自己的金牌客户，你获得的金牌客户数越多你活的也就越滋润。 

另外我们还发现有 10%的用户购买了 62%，20%的用户消费了 78%，基本符合 20/80

原则； 

一个新客户的成本大概为老客户成本的 3-10 倍； 

新客户的产品营销成功率小于 15%，而在合理的生命周期内老客户则达到 50%左右； 

每年客户保有率增加 5%利润增加 25%-85%。 

以上结论正是我们借助于大数据分析工具而得来的。具体如何获取这些数据，获取

后又如何利用好这些数据，将是未来衡器行业需要深入实践的地方，总的来说可以概括

为用户生命周期管理、用户忠诚度、用户价值分析、产品销售规律、二次销售挖掘、产

品销售深度分析等几个方面展开分析并做出最适合自己企业应用的大数据分析工具，来

辅助企业完成最后管理客户和产品的实际需求。 

五、kgCMS 云称重 

5.1  云称重的概念 

云称重是我公司首次提出的概念，此概念的提出是基于我公司对衡器行业多年摸索

而得出的新的结论，是衡器行业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实现方法。 

云称重就是使用最新的云计算技术将大量的称重数据安全高效的存储于云端，以满

足越来越频繁的移动交互和通过高效的计算挖掘我们所需要的价值。 

云称重所处理的大数据在衡器行业里面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传统的称重数据、传

感器数据、和控制信号数据以外，其实更加重要的是要包含更多的客户关系信息和设备

状态信息。 

云称重最核心的功能就是方便我们衡器厂家更好的管理客户以及客户所使用的衡

器并进一步深入的挖掘客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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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云称重的现状 

云称重的现状主要为下面三点特性：模式的落后性、数据的无用性、平台的未普及

性。 

模式的落后性：目前对称重数据的管理是比较单一的，有的虽然也组成网络，并通

过数据库来存放这些历史数据，但效率太低。 

数据的无用性：现在所有的称重数据仅仅是为了获取重量信息，根本没有进行深度

的挖掘来为广大的衡器厂商提供作为客户管理、产品销售的决策依据。 

平台的未普及性：目前国内的衡器厂商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建立起自己的云称重

平台。 

5.3  云称重的实现难点 

云称重主要难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传统难改、数据怕丢、人才匮乏。 

传统难改：传统制造业主对待新鲜实物，总是难以转变观念。 

数据怕丢：把自己的称重计量数据放在云端，万一数据丢失和暴露，会不会给自己

造成比较大的损失。 

人才匮乏：衡器厂去实现这种信息化技术力量还有待提高，技术储备人才欠缺。 

5.4  云称重的实现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公司的云称重系统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实现，主要表现在： 

系统由云 OA 和云称重两大部分组成，分别提供给设备制造商即衡器厂家和设备用

户即衡器用户使用； 

两部分在云端独立运行，但是又是一个可以根据权限，进行云端管理，并且有机结

合的统一系统； 

云 OA 包含客户管理系统 OMS、设备管理系统 EMS、技术文档库 TBL、免费企业 OA

四大核心功能； 

云称重包括免费称重管理系统 WMS、人员管理系统 OMS、设备管理系统 EMS、服务呼

叫中心 SCC 四大核心功能； 

云 OA 免费提供给设备制造商即衡器厂家使用，而设备制造商可将云称重免费提供

给设备用户即客户，通过设备建立起设备制造商和设备用户之间的唯一关系。设备制造

商可通过设备用户在使用云称重中获取设备的实时状态信息，从而来更好的维护和发展

我们的客户关系； 

整个系统免费使用、终身维护； 



6 
 

云称重实现智能化，无需安装，注册即可使用； 

整个系统可单独放置于设备制造商即衡器厂的私有服务器上。 

六、结束语 

云称重系统最大的意义就是将无处不在的称重数据存于云端，借助云计算这把利器，

更加深入的挖掘其中价值。 

传统行业发展到今天最大的障碍其实也就是每时每刻产生的大量信息还是在非常

低效率的流转，我们行业的大数据如果不借助云计算这把利器，同样也无法获得更大的

发展。 

希望衡器行业意识到这点，只有积极拥抱云称重，积极部署各自的云服务，才能更

好的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才能让衡器行业在低利润高风险的今天，探索并挖掘出新

的利润增长点，实现衡器行业的“互联网+”。 

总的来说，云称重技术在衡器行业的推广和发展会是一个比较艰辛和漫长的过程，

在未来云称重技术发展的道路上，森赛公司将非常愿意把先进的技术和服务与广大同仁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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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kgCMS 之云称重管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