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挖掘与数据化运营实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数据挖掘与数据化运营实战》

13位ISBN编号：9787111426509

10位ISBN编号：7111426509

出版时间：2013-6

出版社：卢辉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06出版)

作者：卢辉

页数：27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数据挖掘与数据化运营实战》

前言

前言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自从2002年第一次接触“数据挖掘”（Data Mining）这个新名词以来，转眼之
间我已经在数据挖掘商业应用相关领域度过了11年。这11年里我既见识了国外数据挖掘商业应用如火
如荼地开展；又经历了从21世纪开始，国内企业在数据挖掘商业应用中的摸索起步，到如今方兴未艾
的局面；更有幸在经历了传统行业的数据挖掘商业应用之后，投身到互联网行业（当今数据分析商业
应用热火朝天、发展最快，并且对数据和数据挖掘的商业应用依赖性最强的行业）的数据挖掘商业实
践中。这11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段时光，从个人生存的角度来说，我找到了谋生和养家糊
口的饭碗—数据挖掘工作；从个人归属的角度来说，我很幸运地碰到了职业与兴趣的重合点。在国内
，“数据挖掘”作为一门复合型应用学科，其在商业领域的实践应用及推广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在此
期间，国内虽然陆续出版了一些相关的书籍，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基于理论或者国外经验来阐述的，少
有针对国内企业相关商业实战的详细介绍和分享，更缺乏从数据分析师的角度对商业实战所进行的总
结和归纳。因此，从商业应用出发，基于大量的商业实战案例而不是基于理论探讨的数据挖掘应用书
籍成为当今图书市场和广大“数据挖掘”学习者的共同需求。同时，在有幸与数据挖掘商业实践相
伴11年之后，我也想稍微放慢些脚步，正如一段长途跋涉之后需要停下脚步，整理一路经历的收获和
感悟一样，我希望将自己一路走来的心得与体会、经验与教训、挫折与成绩整理出来。基于以上原因
，我决定从数据挖掘的商业需求和商业实战出发，结合我10多年来在不同行业（尤其是最近4年在互联
网行业）的大量数据挖掘商业实战项目，将自己这些年来积累的经验和总结分享出来，希望能够起到
抛砖引玉的作用，为对数据挖掘商业实践感兴趣的朋友、爱好者、数据分析师提供点滴的参考和借鉴
。同时，鉴于“数据化运营”在当今大数据时代已经成为众多（以后必将越来越多）现代企业的普遍
经营战略，相信本书所分享的大量有关数据化运营的商业实践项目也可以为企业的管理层、决策层提
供一定程度的参考和借鉴。我相信，本书总结的心得与体会，可以推动自己今后的工作，会成为我的
财富；同时，这些心得与体会对于部分数据分析师来说也可以起到不同程度的参考和借鉴作用；对于
广大对数据挖掘商业应用感兴趣的初学者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宝贵经验。我是从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
这个与“数据挖掘”八竿子打不着的专业转行到数据挖掘商业应用行业的，这与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
数据分析挖掘专业人士的背景有较大差别（国内绝大多数数据分析挖掘专业人士主要来自统计专业、
数学专业或者计算机专业）。我的职业道路很曲折，之所以放弃了自己没兴趣的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
专业，是因为自己喜欢市场营销。有幸在国外学习市场营销专业时了解并亲近了国外市场营销中的核
心和基石—市场营销信息学（Marketing Informatics）。当然，这是国外10多年前的说法，换成行业内
与时俱进的新说法，就是时下耳熟能详的“数据分析挖掘在市场营销领域的商业实践应用”）。说这
么多，其实只是想告诉有缘的对数据挖掘商业实践感兴趣的朋友，“以业务为核心，以思路为重点，
以挖掘技术为辅佐”就是该领域的有效成长之路。很多初学者总以为掌握了某些分析软件，就可以成
为数据分析师。其实，一个成功的数据挖掘商业实践，核心的因素不是技术，而是业务理解和分析思
路。本书自始至终都在力图用大量的事实和案例来证明“以业务为核心，以思路为重点，以挖掘技术
为辅佐”才是数据挖掘商业实践成功的宝典。另外，现代企业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化运营绝不仅仅
是数据分析部门和数据分析师的事情，它需要企业各部门的共同参与，更需要企业决策层的支持和推
动。读者对象对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的商业实践感兴趣的大专院校师生、对其感兴趣的初学者。互联
网行业对数据分析挖掘商业实践感兴趣的运营人员以及其他专业的人士。实施数据化运营的现代企业
的运营人员以及其他专业的人士，尤其是企业的管理者、决策者（数据化运营战略的制定者和推动者
）。各行各业的数据分析师、数据挖掘师。勘误和支持由于作者水平和能力有限，编写时间仓促，不
妥之处在所难免，在此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作者有关数据挖掘商业实践应用的专业博客“数据挖掘人
在旅途”，欢迎读者和数据挖掘商业实践的爱好者不吝赐教。另外，如果您有关于数据挖掘商业实践
的任何话题，也可以发送邮件到邮箱，期待你们的反馈意见。如何阅读本书本书分为19章。第1～4章
为基础和背景部分，主要介绍数据分析挖掘和数据化运营的相关背景、数据化运营中“协调配合”的
本质，以及实践中常见的分析项目类型。第6～13章是数据分析挖掘中的具体技巧和案例分享部分，主
要介绍实践中常见的分析挖掘技术的实用技巧，并对大量的实践案例进行了全程分享展示。第5章，
第14～19章是有关数据分析师的责任、意识、思维的培养和提升的总结与探索，以及一些有效的项目
质控制度和经典的方法论。本书几乎每章都会用至少一个完整翔实的实战案例来进行说明、反复强化
“以业务为核心，以思路为重点，以挖掘技术为辅佐”，希望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这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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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商业实践成功的宝典。致谢首先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杨绣国（Lisa）编辑，没有您
的首倡和持续的鼓励，我不会想到要写这样一本来自实践的书，也不会顺利地完成这本书。写作过程
中，您的帮助让我对“编辑”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编辑就是作者背后的无名英雄。在本书出版之
际，我向Lisa表达我深深的感谢和祝福。同时感谢朱秀英编辑在本书后期编辑过程中付出的辛劳，您
的专业、敬业和细心使得书稿中诸多不完善之处得以修正和提高。作为一名30多岁才从机械工程师转
行，进入数据挖掘及其商业实践的迟到者，我在数据挖掘的道路上一路走来，得到了无数贵人的帮助
和提携。感谢我的启蒙导师，加拿大Dalhousie University的数据挖掘课程教授Tony Schellinck。他风趣
幽默的授课风格，严谨扎实的专业功底，随手拈来的大量亲身经历的商业实战案例，以及对待学生的
耐心和热情，让我作为一名外国学生能有效克服语言和生活环境的挑战，比较顺利地进入数据挖掘的
职业发展道路。感谢回国后给我第一份专业工作机会的前CCG集团（Communication Central Group）
商业智能应用事业部总经理Justin Jencks。中国通Justin在我们一起共事的那段日子里，果敢放手让我尝
试多个跨行业的探索性商业应用项目，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机会，使我迅速熟悉本土市场，积累了不同
行业的实战案例，这些对我的专业成长非常重要。感谢4年前给我机会，让我得以从传统行业进入互
联网行业的阿里巴巴集团ITBU事业部的前商业智能部门总监李红伟（菠萝）。进入互联网行业之后，
我才深深懂得作为一名数据分析师，相比传统行业来说，互联网行业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去尝试不同的
项目，去亲历数不清的“一竿子插到底”的落地应用，去学习面对日新月异的需求和挑战。在本书的
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淘宝网的商品推荐高级算法工程师陈凡和阿里巴巴B2B的数据仓库专家蒿亮热情
而专业的帮助和支持。陈凡友情编写了本书的3.11节，蒿亮友情编写了本书的1.4.1节和13.1节。感谢一
路走来，在项目合作和交流中给我帮助和支持的各位前辈、领导、朋友和伙伴，包括：上海第一医药
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咏晟先生、新华信国际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欧万德先生（Alvin）
、上海联都集团的创始人冯铁军先生、上海通方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步峰女士和总监张国安先
生、鼎和保险公司的张霖霏先生、盛大文学的数据分析经理张仙鹤先生、途牛网高级运营专家焦延伍
先生，以及来自阿里巴巴的数据分析团队的领导和伙伴（资深总监车品觉先生、高级专家范国栋先生
、资深经理张高峰先生、数据分析专家樊宁先生、资深数据分析师曹俊杰先生、数据分析师宫尚宝先
生，等等，尤其要感谢阿里巴巴数据委员会会长车品觉老师在百忙中热情地为本书作推荐序，并在序
言里为广大读者分享了数据分析师当前面临的最新机遇和挑战），以及这个仓促列出的名单之外的更
多前辈、领导、朋友和伙伴。感谢我的父母、姐姐、姐夫和外甥，他们给予了我一贯的支持和鼓励。
我将把深深的感谢给予我的妻子王艳和女儿露璐。露璐虽然只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但是在本书的写
作过程中，她多次主动放弃外出玩耍，帮我改稿，给我提建议，给我鼓励，甚至还为本书设计了一款
封面，在此向露璐同学表达我衷心的感谢！而我的妻子，则将家里的一切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使我
可以将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本书的写作中。谨以此书献给她们！卢辉中国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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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据挖掘与数据化运营实战:思路、方法、技巧与应用》是目前有关数据挖掘在数据化运营实践领域
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著作，也是诸多数据挖掘书籍中为数不多的穿插大量真实的实践应用案例和场景的
著作，更是创造性地针对数据化运营中不同分析挖掘课题类型，推出一一对应的分析思路集锦和相应
的分析技巧集成，为读者提供“菜单化”实战锦囊的著作。作者结合自己数据化运营实践中大量的项
目经验，用通俗易懂的“非技术”语言和大量活泼生动的案例，围绕数据分析挖掘中的思路、方法、
技巧与应用，全方位整理、总结、分享，帮助读者深刻领会和掌握“以业务为核心，以思路为重点，
以分析技术为辅佐”的数据挖掘实践应用宝典。
《数据挖掘与数据化运营实战:思路、方法、技巧与应用》共19章，分为三个部分：基础篇（第1～4章
）系统介绍了数据分析挖掘和数据化运营的相关背景、数据化运营中“协调配合”的核心，以及实践
中常见分析项目类型；实战篇（第6～13章）主要介绍实践中常见的分析挖掘技术的实用技巧，并对大
量的实践案例进行了全程分享展示；思想意识篇（第5章，第14～19章）主要是有关数据分析师的责任
、意识、思维的培养和提升的总结和探索，以及一些有效的项目质控制度和经典的方法论介绍。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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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辉，阿里巴巴商业智能部数据分析专家，从事数据库营销和数据化运营分析多年，曾在不同行业以
商务拓展(BD)经理、项目经理、市场营销部经理、高级咨询顾问、数据分析专家的身份亲历大量的数
据库营销和互联网行业数据化运营应用项目。目前在阿里巴巴主要从事数据化运营的数据挖掘规划、
项目管理、实施，拥有比较丰富的互联网行业数据化运营项目经验。关注数据化运营的规划和数据挖
掘项目的管理。

Page 5



《数据挖掘与数据化运营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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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化运营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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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目标客户的特征分析
3.2　目标客户的预测（响应、分类）模型
3.3　运营群体的活跃度定义
3.4　用户路径分析
3.5　交叉销售模型
3.6　信息质量模型
3.7　服务保障模型
3.8　用户（买家、卖家）分层模型
3.9　卖家（买家）交易模型
3.10　信用风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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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数据化运营是跨专业、跨团队的协调与合作
4.1　数据分析团队与业务团队的分工和定位
4.1.1　提出业务分析需求并且能胜任基本的数据分析
4.1.2　提供业务经验和参考建议
4.1.3　策划和执行精细化运营方案
4.1.4　跟踪运营效果、反馈和总结
4.2　数据化运营是真正的多团队、多专业的协同作业
4.3　实例示范数据化运营中的跨专业、跨团队协调合作
第5章　分析师常见的错误观念和对治的管理策略
5.1　轻视业务论
5.2　技术万能论
5.3　技术尖端论
5.4　建模与应用两段论
5.5　机器万能论
5.6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第6章　数据挖掘项目完整应用案例演示
6.1　项目背景和业务分析需求的提出
6.2　数据分析师参与需求讨论
6.3　制定需求分析框架和分析计划
6.4　抽取样本数据、熟悉数据、数据清洗和摸底
6.5　按计划初步搭建挖掘模型
6.6　与业务方讨论模型的初步结论，提出新的思路和模型优化方案
6.7　按优化方案重新抽取样本并建模，提炼结论并验证模型
6.8　完成分析报告和落地应用建议
6.9　制定具体的落地应用方案和评估方案
6.10　业务方实施落地应用方案并跟踪、评估效果
6.11　落地应用方案在实际效果评估后，不断修正完善
6.12　不同运营方案的评估、总结和反馈
6.13　项目应用后的总结和反思
第7章　数据挖掘建模的优化和限度
7.1　数据挖掘模型的优化要遵循有效、适度的原则
7.2　如何有效地优化模型
7.2.1　从业务思路上优化
7.2.2　从建模的技术思路上优化
7.2.3　从建模的技术技巧上优化
7.3　如何思考优化的限度
7.4　模型效果评价的主要指标体系
7.4.1　评价模型准确度和精度的系列指标
7.4.2　ROC曲线
7.4.3　KS值
7.4.4　Lift值
7.4.5　模型稳定性的评估
第8章　常见的数据处理技巧
8.1　数据的抽取要正确反映业务需求
8.2　数据抽样
8.3　分析数据的规模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8.4　如何处理缺失值和异常值
8.4.1　缺失值的常见处理方法
8.4.2　异常值的判断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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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数据转换
8.5.1　生成衍生变量
8.5.2　改善变量分布的转换
8.5.3　分箱转换
8.5.4　数据的标准化
8.6　筛选有效的输入变量
8.6.1　为什么要筛选有效的输入变量
8.6.2　结合业务经验进行先行筛选
8.6.3　用线性相关性指标进行初步筛选
8.6.4　R平方
8.6.5　卡方检验
8.6.6　IV和WOE
8.6.7　部分建模算法自身的筛选功能
8.6.8　降维的方法
8.6.9　最后的准则
8.7　共线性问题
8.7.1　如何发现共线性
8.7.2　如何处理共线性
第9章　聚类分析的典型应用和技术小窍门
9.1　聚类分析的典型应用场景
9.2　主要聚类算法的分类
9.2.1　划分方法
9.2.2　层次方法
9.2.3　基于密度的方法
9.2.4　基于网格的方法
9.3　聚类分析在实践应用中的重点注意事项
9.3.1　如何处理数据噪声和异常值
9.3.2　数据标准化
9.3.3　聚类变量的少而精
9.4　聚类分析的扩展应用
9.4.1　聚类的核心指标与非聚类的业务指标相辅相成
9.4.2　数据的探索和清理工具
9.4.3　个性化推荐的应用
9.5　聚类分析在实际应用中的优势和缺点
9.6　聚类分析结果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指标
9.6.1　业务专家的评估
9.6.2　聚类技术上的评价指标
9.7　一个典型的聚类分析课题的案例分享
9.7.1　案例背景
9.7.2　基本的数据摸底
9.7.3　基于用户样本的聚类分析的初步结论
第10章　预测响应（分类）模型的典型应用和技术小窍门
10.1　神经网络技术的实践应用和注意事项
10.1.1　神经网络的原理和核心要素
10.1.2　神经网络的应用优势
10.1.3　神经网络技术的缺点和注意事项
10.2　决策树技术的实践应用和注意事项
10.2.1　决策树的原理和核心要素
10.2.2　CHAID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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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CART算法
10.2.4　ID3算法
10.2.5　决策树的应用优势
10.2.6　决策树的缺点和注意事项
10.3　逻辑回归技术的实践应用和注意事项
10.3.1　逻辑回归的原理和核心要素
10.3.2　回归中的变量筛选方法
10.3.3　逻辑回归的应用优势
10.3.4　逻辑回归应用中的注意事项
10.4　多元线性回归技术的实践应用和注意事项
10.4.1　线性回归的原理和核心要素
10.4.2　线性回归的应用优势
10.4.3　线性回归应用中的注意事项
10.5　模型的过拟合及对策
10.6　一个典型的预测响应模型的案例分享
10.6.1　案例背景
10.6.2　基本的数据摸底
10.6.3　建模数据的抽取和清洗
10.6.4　初步的相关性检验和共线性排查
10.6.5　潜在自变量的分布转换
10.6.6　自变量的筛选
10.6.7　响应模型的搭建与优化
10.6.8　冠军模型的确定和主要的分析结论
10.6.9　基于模型和分析结论基础上的运营方案
10.6.10　模型落地应用效果跟踪反馈
第11章　用户特征分析的典型应用和技术小窍门
11.1　用户特征分析所适用的典型业务场景
11.1.1　寻找目标用户
11.1.2　寻找运营的抓手
11.1.3　用户群体细分的依据
11.1.4　新品开发的线索和依据
11.2　用户特征分析的典型分析思路和分析技术
11.2.1　3种划分的区别
11.2.2　RFM
11.2.3　聚类技术的应用
11.2.4　决策树技术的应用
11.2.5　预测（响应）模型中的核心自变量
11.2.6　假设检验的应用
11.3　特征提炼后的评价体系
11.4　用户特征分析与用户预测模型的区别和联系
11.5　用户特征分析案例
第12章　运营效果分析的典型应用和技术小窍门
12.1　为什么要做运营效果分析
12.2　统计技术在数据化运营中最重要最常见的应用
12.2.1　为什么要进行假设检验
12.2.2　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
12.2.3　T检验概述
12.2.4　两组独立样本T检验的假设和检验
12.2.5　两组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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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　配对差值的T检验
12.2.7　配对差值的非参数检验
12.2.8　方差分析概述
12.2.9　单因素方差分析
12.2.10　多个样本组的非参数检验
12.2.11　卡方检验
12.2.12　控制变量的方法
12.2.13　AB Test
第13章　漏斗模型和路径分析
13.1　网络日志和布点
13.1.1　日志布点
13.1.2　日志采集
13.1.3　日志解析
13.1.4　日志分析
13.2　漏斗模型与路径分析的主要区别和联系
13.3　漏斗模型的主要应用场景
13.3.1　运营过程的监控和运营效率的分析与改善
13.3.2　用户关键路径分析
13.3.3　产品优化
13.4　路径分析的主要应用场景
13.5　路径分析的主要算法
13.5.1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13.5.2　基于序列的关联分析
13.5.3　最朴素的遍历方法
13.6　路径分析案例的分享
13.6.1　案例背景
13.6.2　主要的分析技术介绍
13.6.3　分析所用的数据概况
13.6.4　主要的数据结论和业务解说
13.6.5　主要分析结论的落地应用跟踪
第14章　数据分析师对业务团队数据分析能力的培养
14.1　培养业务团队数据分析意识与能力的重要性
14.2　数据分析师在业务团队数据分析意识能力培养中的作用
14.3　数据分析师如何培养业务团队的数据分析意识和能力
14.4　数据分析师培养业务团队数据分析意识能力的案例分享
14.4.1　 案例背景
14.4.2　过程描述
14.4.3　本项目的效果跟踪
第15章　换位思考
15.1　为什么要换位思考
15.2　从业务方的角度换位思考数据分析与挖掘
15.3　从同行的角度换位思考数据分析挖掘的经验教训
第16章　养成数据分析师的品质和思维模式
16.1　态度决定一切
16.1.1　信念
16.1.2　信心
16.1.3　热情
16.1.4　敬畏
16.1.5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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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商业意识是核心
16.2.1　为什么商业意识是核心
16.2.2　如何培养商业意识
16.3　一个基本的方法论
16.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5　20/80原理
16.6　结构化思维
16.7　优秀的数据分析师既要客观，又要主观
第17章　条条大道通罗马
17.1　为什么会条条大道通罗马
17.2　条条大道有侧重
17.3　自觉服从和积极响应
17.3.1　自觉服从
17.3.2　积极响应
17.4　具体示例
第18章　数据挖掘实践的质量保障流程和制度
18.1　一个有效的质量保障流程制度
18.1.1　业务需求的收集
18.1.2　评估小组评估需求的优先级
18.1.3　课题组的成立及前期摸底
18.1.4　向业务方提交正式课题（项目）计划书
18.1.5　数据分析挖掘的课题展开
18.1.6　向业务方提交结论报告及业务落地应用建议
18.1.7　课题（项目）的落地应用和效果监控反馈
18.2　质量保障流程制度的重要性
18.3　如何支持与强化质量保障流程制度
第19章　几个经典的数据挖掘方法论
19.1　SEMMA方法论
19.1.1　数据取样
19.1.2　数据探索
19.1.3　数据调整
19.1.4　模式化
19.1.5　评价
19.2　CRISP-DM方法论
19.2.1　业务理解
19.2.2　数据理解
19.2.3 　数据准备
19.2.4　模型搭建
19.2.5　模型评估
19.2.6　模型发布
19.3　Tom Khabaza的挖掘9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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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据挖掘与数据化运营实战:思路、方法、技巧与应用》编辑推荐：阿里巴巴资深数据分析专家卢辉
撰写，多年数据挖掘应用实践的经验结晶。实战性强，从数据分析师的角度对商业实战进行了总结和
归纳，以大量事实和案例展现了“以业务为核心，以思路为重点，以挖掘技术为辅佐”的数据挖掘商
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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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挺实在的。
2、短信数据
3、章节编排混乱，也没什么实质性案例和场景来说明实践，还是偏传统统计分析方法，除了少数算
法外，没啥数据挖掘的突破，典型的中国式工具书，没底说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但又想出书，神马都
含糊带过，后面好几章都是废话，还不如之前的《电商大数据》，也没有Avinash的清晰明了，看书还
是比较偏爱老外的，逻辑严谨，这书两个字——忽悠！
4、说实话很一般的内容。作者本身貌似就没有很强的理论背景，全篇都是在讲很外在的东西，完全
不涉及到本质的问题。个人感觉像是一本激发学习数据挖掘兴趣的书，完全不适合本身学习数据挖掘
的人来使用。
5、仔细看了一遍，作者思路混乱，内容的编排上面根本没有层次和框架。前面14页讲了一堆形势；第
二章讲数据挖掘概述基础理论和公式混在一起，前者可以从教材上摘抄，后者我认为存粹是凑字数
；... 阅读更多
6、对运营的实战的思考有一些参考价值
7、偏技术层面
8、了解数据化运营常见手段，技术。深入学习还得考自己，书只是引子。

没用的话比较多，案例都是欲言又止。
9、看了好久的书了。理论居多，都是统计学的一些知识。正好最近在看统计学。
10、本身从实际项目出发，说了很多干活，很不错
11、这本书整体还行，具有实战经验
12、在数据运营领域的巨头公司的经验、方法的分享以及总结，价值很高，可以让学习者意识到真正
的分析师是如何工作和思考的，并且能够直接感受到数据分析对业务带来的价值，那都是白花花的软
妹币呀！啊嘿~
13、这是一本我正在认真读的书。每章都力求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确是以理解业务为出发点，以提
升业务决策的科学性为导向而写作的运用技术工具的实战指导书。推荐给想要理解大数据业务的人，
想要在大数据时代高效推进工作的人，哪怕你如我一样，没有统计学基础，也依然是可以从书中获益
颇多。
14、用了一天的时间翻完了这本书，对BI和数据分析有了一些了解。

书中对几个团队的交互做了描述，当然是从数据分析员的角度，主要是业务与数据分析团队，数据分
析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业务，甚至比业务人员更加深入，但是数据分析不能只从技术角度出发，
业务人员的商业直觉也在数据分析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商业意识和业务知识则是无可争议
的核心。
15、有很多很棒的数据运营的理念，但很多商业上的内容可能有所限制，无法完整的讲清楚
16、入门级工具书
17、感觉写的不是很好，好多地方不是很懂。
18、讲真很一般吧全是理论没有案例 觉得这本书写的好的肯定没做过运营
19、上个月看完的，忘记标注了。这其实就是一本介绍分析方法在互联网运营中怎么用的书，但是不
是技术型的，不会讲具体的算法，可以用来进行入门的大致了解。
20、从一个业务主管的角度把电商怎么做大数据挖掘的，讲得很透彻，蛮有启发。（2014年4月）
21、一般~
22、2016（16）值得再读
23、还算结合了一些实例，我觉得这种讲技术技巧的书，要么，从浅到深讲算法、技术，深入研究；
要么，结合很多案例、场景去解决问题。这本就是我说的两者结合，都不够深入。
24、于年三十回家的飞机上，好了我知道马爸爸是阿里巴巴主席了⋯⋯对照看案例和日常的意义在于
知道我前司合作得有多么鸡飞狗跳，以及了解及让对方了解各自的目的和工作思路真是太重要了。
25、虽然废话跟语焉不详的插注颇多，但也是一本不错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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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空洞无物，案例浅尝辄止，常给人以隔靴搔痒之嫌，作者写书的思路混乱，通篇不知所云，建议
就一两个案例进行深入的讲解，解渴！

27、不懂技术，直接跳过技术部分，重点阅读运营章节，例子有点少，作者传统文化根基也颇深厚。#
一刷#
28、正确入门数据挖掘的最佳书籍
29、动不动就讲点佛经什么的 感觉很莫名其妙啊 或许是我境界还不够 这本书里的专业内容还看不太
懂吧
30、作者身在阿里写的都是阿里的例子，但又因为商业机密不能描述全面，挺遗憾的。作为入门书还
是不错的，但是算法以及业务方面还是对初学者不友好。作为实战书深度又不够，看完后也只能泛泛
了解。
31、这本书的方法论提的特别好，例如，作为一个需要跨团队协作的岗位，作者提出数据分析师应该
“以业务为核心，以思路为重点，以分析技术为辅佐”，这个比某些第三方团队一味强调专业方法要
实用的多。在实践操作上，这本书只能是管中窥豹了，因为保密原因，书中的案例都不完整。但整体
还是收获很大。
32、好书，立意好，有深度！
33、入门扫盲书
34、对没有基础的人来说比较专业，但容易理解，涉及很多数学统计方面的知识。
35、还是有干货的，几个项目是作者实战经验的总结，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36、最近看了很多数据挖掘方面的书，感觉这一本是最具实战的一本，看了之后确实能让我对自己的
工作做一些思考，总之，应该对有一些经验的数据分析师比较好
37、学习数据挖掘的第一本书，了解一些概念与方法。优点是有些技术性内容，缺点是扯形而上的东
西就太远了。
38、入门书，对数据化运营的工作内容有了大致了解，例子讲得不深
39、很努力的去看，还是看不懂。我也是有基础的人啊！！！！真的败啦！！！！
40、强调业务理解、商业意识是本书的特点，读完感觉浑身舒服斯基

41、还可以吧，技术方面带过，业务方面有些心得，算是比较独特的一本。适合闲来翻翻。
42、前面有些还行 虽然对数据挖掘原理技术以及案例分析不深 但是还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就是最后
面几章对我来说略扯
43、偏技术层面理论较多，缺少实战案例，理论层面理解起来非科班出身可能较为吃力，但思路逻辑
深入浅出，推荐阅读。
44、买重复了 想看的拿走 自费邮费！
45、翻了前面一些章节，基本上就是为阿里巴巴做广告。动不动就是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说过什
么什么里面有些句法挺奇怪的，什么“把多少多少数据变成DVD堆起来相当于月球地球来回的距离，
单程约24万英里。 ” 这要是中国人写的书，怎么不写38万公里呢？怀疑是很多国外翻译文章拼凑出来
的。有点犹豫是不是要看下去，反正不推荐购买
46、我是数据分析小白一枚，粗略看了一遍，感觉此书的废话有点多，但也有不少干货，经验和案例
还是值得一看，具体的案例和分析方法还需要回头再细读一遍。
47、阿里专家的作品，读过两遍，越发觉得写得好，算法、模型、实战、运营等都有涉及到，是不错
的实战类指导书籍
48、结合运营讲解DM在日常的运用，让概念落地。
49、不错的书
50、鑫哥推荐 拖延三总算是看完 当时还是st的小马仔 现在变成了hf的小马仔 就是一些碎片化的扫盲 还
可以的
51、数据挖掘应用的经典，思路清晰、语言通俗、面面俱到，是企业数据化转型中的必备
52、太偏理论，无实操
53、对新手，想要看操作性的干货太少，了解个概念
54、一本200来页的薄书，竟然卖到五十几块钱，又不是什么名门大家的著作，而只是一本普通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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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不黑啊？
55、满满的SaaS业务场景。基本每个案例都是我见过的场景。虽然章节有点混乱，不妨碍打五星。毕
竟这么贴近工作的书很少
56、来自实践的真知
57、以阿里为例，结合作者工作内容进行方法阐述，实用型书目~
58、书包装的很好，内容待定
59、数据分析从业者，特别是入门的童鞋，可以读一读，收获非常大，如果有项目经验，会有很多同
感。
60、一本书=两杯咖啡的价格，相当于到阿里的数据分析部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很值。
61、全书看似讲的挺全，有理论有案例，但是读下来并没有什么收获，理论是这类书差不多都会说的
内容，没有特色，案例讲的又太过笼统，只建议没有学生和想转行的人看，对互联网行业数据分析与
挖掘做个初步的了解还是可以的。
62、动不动就“涉及商业隐私，就不... ...”。全书干货不多。不建议有统计／数据挖掘基础的人购买
。实例很少，纯浪费钱。
63、非常好的入门教程，以业务为核心，以运营为目标，有经典案例分享，也有具体算法讲解，算法
需要统计学知识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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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非常好的一本书，立足的是电商的实践，每个知识点，每个经验都有启发价值，是做电商挖掘的
一本不可多得的书。本书立足的是解决商业问题基础，方法、模型都是围绕这个目的而来，另外，非
常强调业务理解、商业意识，这个可能是其它纯软件建模类的技术书籍非常欠缺的
2、这本书算是实践说明比较详细的书，尤其是思路上，算法理论，建模过程，建模优化，结论分析
等，但书只提供了说明，没有数据和实践，看完虽有收获，但还是没有实践的过程，需要读者继续深
入思考，总体来说还是一本不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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