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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目前，电信运营商为各种类客户提供丰富多样的

业务，这些业务不仅包括传统的固话、移动通信、互联

网接入和数据通信等领域，还包括云计算、AI、大数

据、物联网和 5G+行业应用等新型信息技术服务。此

外，电信运营商还在积极探索算力网络、网络大模型、

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新业务的应用。为了支撑这些业

务，电信运营商需要建设部署种类繁多、数量较大的

运营支撑系统（OSS）。以某电信运营商为例，截至

2023年，为了支撑全网业务的正常运营，该运营商已

建设了 50余套总部集中OSS系统和 709套省级OSS系
统。然而，这也引发一些问题，如在总部和省分建设

的系统功能部分重复、界面不清，导致运营复杂度高、

投资效率低等。因此，电信运营商急需对运营支撑系

统部署策略提出清晰的评估方法，明确哪些系统适合

在总部集中建设，哪些系统适合在省分建设，以便快

速、便捷地支撑业务需求。这种评估方法能为电信运

营商OSS系统的部署提供决策依据，指导其在实践中

采用更为客观、合理的评价方法进行OSS系统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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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电信运营商运营支撑系统（OSS）建设部署策略研究，总结出3种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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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部署策略分析，为该运营商建设部署演进提供了清晰的路线指引，这不仅能

够快速满足业务需求，还避免了具有类似功能系统的重复建设。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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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

1 电信运营商OSS建设部署现状分析

1.1 OSS部署模式分析

电信运营商在组织架构上通常设置总部和省级

公司，因此在建设部署OSS系统时，可以采取多种策

略。电信运营商OSS系统部署模式如表1所示。

总部集约模式的网络结构采用一级架构，所有建

设集中在一点，为全网提供支撑服务，例如集中客服

支撑系统、数据中心系统等。这种模式具有快速统一

部署、实现服务管理标准化和运营规模化等特点，能

够显著提高管理效率。然而，它往往难以快速响应和

满足省分提出的特色需求。

有限集约模式的网络结构采用二级架构，总部和

部分省分公司的支撑系统共存，总部系统则为不具备

建设条件的省分公司提供服务，业务量大或者有能力

的省分公司自行建设，例如无线网优平台、宽带数字

化运营平台。这种模式的优点是领先的省分公司可

以保持业务创新性、服务敏捷性，同时有助于提升落

后省分公司的运营水平。

省分自建模式是各省分公司根据自己的需要分

别建设各自的业务系统。该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快

速满足本地的个性化需求，提供更加贴近客户需求的

服务。然而，由于需要在 31个省分公司分别进行建

设，造成较大的投资。该模式适用于业务需求差异性

较大，与省分公司其他系统交互频繁的业务场景。

1.2 OSS系统部署缺乏科学的评价方法

电信运营商OSS部署的 3种模式各具优缺点。在

决定采用何种模式时，应根据业务、技术特点进行详

细分析。虽然“总部集约”模式具有显著优势，但其被

采用也应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比如各省业务需求相

同、流程一致，并且集约化平台与省分其他平台在业

务流和数据流上交互较少。因此，在决定某一个业务

支撑平台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建设部署时，应进行详细

的分析和评估。

目前，电信运营商在OSS系统的建设和部署方面

缺乏客观、可量化的分析方法，而且也没有明确的规

划和方法。运营商往往根据当时局部的业务需求进

行OSS系统的建设和部署，缺少整体规划和分析，这不

仅影响了业务的开展，也导致了投资的浪费。

下面将从业务需求符合度和技术实现满足程度 2
个方面，结合多个因素进行评价，运用矩阵数据分析

法得出电信运营商运维系统的部署策略，从而给出一

种客观、科学的评价方法来确定部署策略。

2 OSS系统部署策略研究

OSS系统部署策略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

2.1 提出影响OSS系统部署策略评价指标

采用头脑风暴、专家意见调查等方法，搜集业务

人员、技术人员、相关专家的意见，以获取各种部署策

略的评价指标，分析搜集到的数十个评价指标，将其

主要分为两大类。

a）与业务需求相关指标。如业务需求重合度、业

务功能丰富度、省分需求定制度、与B域集约系统耦合

度、新业务支持灵活度、集中系统对省分效能提升度

等等。

b）与技术实现及建设运营相关的指标。如集中

建设系统架构匹配度、灵活扩展度、系统安全性、系统

兼容性、建设投资节约度、实现难易度、运营团队匹配

度等等。

2.2 确定部署策略影响因素的主要评价指标

选取数百个业务系统，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

这些业务系统的指标进行评分，并给出业务需求指标

和技术实现指标的综合评分。随后，通过 xgboost模型

学习各特征的重要性。特征重要性评价公式为：

V ( )k = ∑t = 1
T

∑
i = 1

N ( t )
I [ ]β ( )t,i = k Hγ ( t,i )

∑
t = 1

T

∑
i = 1

NI ( t )
I [ ]β ( )t,i = k

其中，k表示某节点，T表示所有树的数量，N ( t )表
示第 t棵树非叶子节点数量，β ( )t,i 表示树的第 i个非

叶子节点的划分特征，I是指示函数。Hγ ( t,i )表示第 t棵
树的第 i个非叶子节点上所有样本的二阶导数之和。

在选取特征重要性最高的若干特征后，再进一步

分析特征相关性高的特征组合，并保留高相关性中特

部署模式

总部集
约“1”

有限集约
“1+N”
省分自建
“N”

架构

总部一
点支撑

总部+N
省分

N省分
散建设

实施过程

集中运营
逐步迁移

部省共存
并运营

维持现状
省分运营

适用场景

业务响应敏捷，实现能力快速统一部署
BOM集约贯通，提高集中交付效率

领先省可保持业务创新性、服务敏捷性
拉平落后省分的运营水平

业务需求差异性较大，与省分系统交互
频繁；业务精细化支撑能力强，便于一
线使用

表1 OSS部署模式及适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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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重要性更高的特征。相关性评价公式如下：

r ( )X1,X2 = cov ( )X1,X2
Var (X1)Var (X2)

其 中 ，X1,X2 表 示 待 分 析 的 2 个 特 征 向 量 ，

cov ( )X1,X2 表示X1,X2的协方差，Var (X )表示某特征X

的方差。

经过上述特征选择、相关性分析，对数十个评价

指标进行相应的特征剔除后，最终确定出最重要的特

征。针对电信运营商的OSS系统部署策略影响因素，

最终确定了如图 1所示的 8个特征，其中与业务需求

相关的有 4个、与技术实现相关的也有 4个。未来在

建设新的OSS系统并需要评估是否集约化建设时，可

以大大减少对各项指标的调研工作，专家只需根据这

8个指标的调研材料对这 8个指标进行打分即可，极大

地减少了工作量。同时，通过剔除相关性高的重复指

标，使得整个评价过程更为科学、客观。

2.3 确定部署策略影响因素评价指标的权重

为了确定部署策略影响因素评价指标的权重，选

取数百个业务系统，并由熟悉这些业务系统的专家对

上述 8个指标进行评分，并给出业务需求指标和技术

实现指标的综合评分，这些评分作为学习的样本。

利用最小二乘法的思想，通过对残差平方和的最

小化来估计权重参数，确定最终的单选指标的权重系

数，这些权重系数将作为最终的评价因素权重。

最小二乘法获取最优参数的公式如下：

arg min =∑
i = 1

n ( ŷi - yi)2
其中，ŷi 代表第 i个样本加权求和的结果，ŷi =

∑
k = 1

N

xk × αk，其中，N表示特征数量，xk表示第 k个特征

的专家打分；yi表示第 i个样本的专家综合打分（业务

需求指标综合评分、技术实现指标综合评分），αk表示

第 k个特征的权重，根据业务需求，均为正数，同时不

设置残差项，只利用最小二乘法的残差平方和最小的

思想，通过定义的参数范围搜索，求残差平方和最小

的参数组合。

最终确定的指标权重如表 2所示（设定每项指标

分数为1～5分）。

2.4 获取指标分值并计算

业务需求指标和技术实现指标各影响因素的分

值，由运营商相关的技术专家和业务专家根据指标调

研材料及专家经验，在规定的取值范围内进行打分确

定。业务需求分值和技术实现分值计算公式如下：

业务需求分值=∑
i = 1

4
xi × αi

技术实现分值=∑
i = 1

4
yi × βi

2.5 OSS系统部署策略分析

根据业务需求分值和技术实现分值，确定其在坐

标系中的位置，取 2个指标的中值为坐标原点，即坐标

原点设定为（15，15）。OSS系统部署策略如图2所示。

3 评价方法的应用

以某电信运营商的运营支撑系统为例，运用上述

OSS部署策略评价方法进行分析。

3.1 系统建设现状

该运营商集团现有运营支撑系统在总部采用集

约化模式的系统/能力共有 52套，支撑全网需求统一

的业务的开展。按照不同类别，它们可分为无线网络

图1 集约化评价指标体系

表2 集约化影响指标及分数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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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宽带网络类、智能运维类、调度开通类、客户服务

类等，具体如图3所示。

31个省分公司共有 709个OSS系统，各省分公司

的OSS系统数量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部分省分公

司的平台与集团集约化平台在功能上有重叠现象。

各省分公司OSS系统分布情况如图4所示。

通过对网络运营系统现状分析，该运营商在OSS
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a）网络运营支撑系统数量众多，在总部和省分公

司之间存在功能重叠的系统，进而造成资源浪费。

b）集约化策略不清晰，对使用总部应用的指导不

足，导致省分公司不了解集团的产品现状和计划，不

能准确规划省内的系统演进策略，进而引发了一些重

复开发的问题。

c）集约化系统的推广力度不足，目前约有 40%的

应用在超过 8个省分公司进行了推广。尽管部分应用

具备全国推广条件，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应用推广机

图2 部署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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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省分仍在同步建设/升级省内同类系统。

3.2 OSS系统部署影响因素取值

为了对这些OSS系统进行策略分析，需要针对各

产品平台，按照需求因素和实现因素进行评分，并将

这些评分进行合计，根据分值进行集约化部署分析。

在评分过程中，需求因素和实现因素中的每一项都将

按照 1~5分的标准进行评估。影响指标分值如表 3所
示。

3.3 OSS系统部署分析

根据各产品的需求因素和技术实现因素分值，将

业务需求满足度设为横坐标，技术实现符合度设为纵

坐标，对坐标系中的各系统进行分析。OSS系统部署

模式分布如图5所示。

3.4 部署策略

按照矩阵分析法，对这些运营支撑系统进行系统

部署分析。OSS系统部署策略分析结果如图6所示。

4 总结

该电信运营商依据文中的分析结果，对于适合集

约化建设的系统加大了建设力度，例如资源系统已建

设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资源集约化平台，涵盖了 15个
专业的 461种类型，高达 85亿条资源信息。该平台提

供了 712个资源服务，年调用量超过 2亿次，集约化系

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达到提高运营管理效率、提升

产品名称

无线数字化
运营平台

智能运维机
器人

宽带数字化
运营平台

调度平台

客户服务平
台

运营管理平
台

数据平台

故障管理

资源平台

子产品

规划类平台

建设类平台

优化类平台

业务感知类

智能节能

智能开通

智能巡检

智能割接

宽带数字化运营

IPTV质量监测

调度类

开通类

大客户网管

固网装维

移网投诉

电子运维

运维管理

成本管理

管理门户

数据应用

数据平台

数据采集

智能监控

专业网管

智能排障

重保指挥调度

号线资源系统

资源平台

资源应用

需求因素

业务需求相同

5
4
2
2
5
2
2
2
2
2
5
5
3
4
5
4
2
5
5
1
5
1
5
2
5
2
5
5
2

支撑新业务

5
5
3
3
5
1
3
2
2
2
4
4
2
3
3
4
3
2
4
3
5
5
5
1
5
3
4
5
3

提升省分效能

5
5
4
4
5
2
3
2
4
2
5
5
3
4
3
4
3
5
4
3
5
1
5
1
4
2
3
5
2

与B域集约
系统关联度

3
3
3
2
3
1
1
3
2
4
3
3
2
4
5
3
2
5
3
3
5
1
3
1
3
1
5
4
2

合计

18
17
12
11
18
6
9
9
10
10
17
17
10
15
16
15
10
17
16
10
20
8
18
5
17
8
17
19
9

实现因素

架构适
宜程度

5
5
5
5
5
2
4
2
4
2
5
2
5
4
5
5
5
5
5
1
5
1
5
1
3
5
2
4
3

建设投
入

5
5
3
5
5
3
4
1
4
2
4
3
5
3
4
5
5
5
4
2
5
2
5
1
3
4
2
4
3

建设难
易度

3
4
4
3
5
3
3
3
3
2
4
2
4
2
4
3
3
4
3
1
5
2
5
2
3
4
2
5
2

运营支撑
具备

5
5
5
5
5
2
4
2
5
4
5
2
3
3
4
3
3
4
3
1
5
2
4
1
3
3
1
4
2

合计

18
19
17
18
20
10
15
8
16
10
18
9
17
12
17
16
16
18
15
5
20
7
19
5
12
16
7
17
10

表3 影响指标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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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效率的目的。虽然建设集约化系统具有诸多明

显优点，但它对集约化系统的运营也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尤其在满足省分公司的个性化业务需求和响应

时效方面，需要注意到集约化系统虽然采用一级架

构，一点建设，但仍需要依赖二级研发和多级运营来

保障集约化系统的效果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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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OSS系统部署模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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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OSS系统部署策略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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