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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财务 OLAP分析器的实现  ̈

6 7L}D 稃学 纛 、L} 
Abstract On Lme Analytic]Processing(OLAP)is one of the newest and general technologies of]ate 

years In this paper present the introductioa。f OLAP into accouating ar,aly~is㈣ and  implemeata- 

tion of the financial analysis system 

Firstly．the paper presents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the module’s function．Secondlytthe paper 

tells about the design system implementation Thirdly．the paper lays emphasis on the a~alytical system 

implementation Based。n analysis．there are some restrictiof,s for straightly using the OLAP model to 

realize financial analysis The paper expar~ds the OLAP model I implements the operation of variable 

granularity and analysis tree，and  makes advances in the navigation charts 

Keywol'ds OLAP．Analytical model，Variable granularity，Analysis tree．Design tool，Analytical system 

1．引言 OLAP相关的分析操作。 

仅仅使用报表作 为财务分析 的手段最 易实现 ．但 

分折者使用起来不方便 ．因为分析者需要 的数据分散 

于各卟报表之中，没有 系统 、合理而有效地组织起来。 

如果将 OLAP 墩 术应用于财 务分析 ．不仅 可以 

利用 OLAP的钻取 、切片、漂移、旋转等功能简单而直 

观地引导用 户从多角度、多侧面现察数据，而且通过对 

OLAP功能的增强 ．可以将分析数据统 一管理 ，使用户 

在同一界面下选择分析的重 点．获取所有分析数据 

本文 讲述坦用财务 OLAP分析器的实现 蛤 出其 

系统结构 ，描述主要模块功能 ，阐述设计器实现和分析 

器实现 ，特别是灵活粒度和分析 树的处理 ，并对导航圈 

进行了改进 

2．系统结构 

图 】是整十财务分析器系统的框架，其 中主要部 

分是 OLAP分析器 。 

一 十 完整的 OLAP系统不仅要 能够提 供 OLAP 

的各种分析手段，而且还要提供包括 OLAP系统的初 

始准备 设置和连续操作等管理功能。车系统划分为两 

大独立模块 ：设计器和分析器 设计器完成 系统的韧始 

准备、权限设置、模型创建等功能．而分析器则完成与 

固 1 通用财务分析器系统结构框架 

5．主要模块功能 

图中标注的报表系统实现详见文 [皇]，这里 简要介 

绍OLAP分析系统中设计器和分析器的主要模块功 

能 

5 1 系统设置模块 

本模块是 OLAP设计器 的一部分 ，主 要包括 ：用 

户管理，数据库连接信息设置和元数据管理，完成系统 

的初始设置和韧姑准备 

5．2 模型管理模块 

这里的模型是指多维分析模型 。用户可 以根据分 

)本文得刊八六三“基于躇光系州计算机的大型信息系统”(863一s06一ZD-O7—4)和国家自然科学基盘“保险信息处理与精算数学 

理论和方法 (1ggalOZO／~点项 目的资助。蝌 瑶 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型数据庠和 网络工程 ．孙玉苇 研究员．博士导 

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文信息处理、系统软件、大型数据库与网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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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需要刨建各种分析模型 ．例如 帐务分析模型和分析 

树分析模型 由于在系统设置 中对元数据进千亍了设置， 

用户在创建分析模型时完全可 使用 习惯的术语 ．由 

系统完成术语与元数据的对应 该模块还负责将用户 

定义的分析模型转换成文件的形式保存起来 ，必 要时 

可 修改 删除已建立的模型 。 

5．5 分析榭管理模块 

分析树管理模块 负责创建和构造 分析树。每创建 

一 棵分析树 ．系统赋予 其一个唯一的 d号 系统采用 

TreeView的开王式显示分析树 用户可 用拖拽的方式 

方便、快速地构造一棵分析树。每棵分析树可 作为分 

析模型中的一维 ．但一 个分析模型中只能有一个分析 

树维 在构造分析村的同时对树结点要描述其属性 ， 

如 ：变量属性、计算属性等。村结 点可 l』有零到多十属 

性。必要时可 以修改／删除 已有的分析树。 

5．4 OLAP分析模块 

OLAP分析模块是 整个 系统 中最重要 的模块 ，该 

模块 负责执行各种分析操作 。在进人 OLAP分析模块 

之前 ，用户必须首先定义分析模型 。在进入 OLAP分 

析横块之后 ，用户从 已定义的分析模型 中选择一个分 

析模型 。设计器 与分析器之闻用文件作 为桥梁 ，传递分 

析模 型的结构 

OLAP分析 模块脒要完成各种基本操作外．还可 

实觋灵活的粒度维和分析树维新增的操作功能。对 

于灵活粒度维需要根据设计器 中的定义随时更新模型 

结构并对影响模型结构 的漂移操作进行特殊处理 ，显 

示正确的分析结果 。对于分析树维则需要根据分析树 

的结构、树结点的属性显示相应的分析结果。在分析树 

维上的操 作仅限于钻取操作 ．但是对非分析树维上的 

操作没有限制 。 

我 们将 OLAP的 相关操 作 ．诸如钻 取、旋转 、切 

片、漂移等组台在同一个操作界面下 ，在每个操作时刻 

以菜单是否可操作的形式显式地提醒用户下一步可以 

做哪些操作 ．不可 做哪些操作 。也就是说 由系统 自动 

判断可执行操作 ，这样使得分析 动作更直观而且简单 。 

在分析过程 中．用户可 通过 导航 图随时定位 当 

前所处的位置，决定下一步操作 。如果 分析模型包含了 

灵活粒度维 ．导航 图将随着粒度结构的变化随时更新 。 

如果分析模 型包含了分析 树维，则用户可 直 接在导 

航图上操作 t同时在分析结果显示区显示结果 。这时导 

航 图和分 析结果显示 区在系统 内部存 在一 个对快 关 

系，使得无论 用户在导航 图上操作 还是在分析结果显 

示区内操作都可 达到 同样的 目的。 

5．5 图表分析模块和函数功能模块 

图表分析和函数都是 OLAP的辅助分析功能。用 

图表的方式表达分析结果 比直接用数字表达分析结果 

要生动．直现 在用户分析的过程中 髓时可 将当前 

分析数据 转换成 表表示方式 ．系统提供 丁丰富的图 

表形式供片j户选择 

用户有对需要对 当前数据 进行简单 的加工处理 ． 

例如 ：显示最大／最 小值，求 占片j百分 比、求均 值等等 。 

系统 内部提 供了一些预定义的函数 ．用 户可 直接使 

用。当预定义 的函数中没有满足需求的函数时 ．系统还 

允许用户适当地定 义 一些 自定 义函数。 

4．设计器实现 

设计器宴 现的主要功能是管 理用户、管理 分析 元 

数据、构造分析逻辑模型 ，为分析做 准备 。 

4 1 设置数据库连接信息 

由于本系统采用的是客户机／服务器 结构 ，因此在 

分析之前 ．前端分析程序需要与 后端数据库建立连接。 

系统允许设置 多个连接信息 ，连接到不同的数据库 ，由 

用户在分析之前确定连接哪十数据库 

数据库连 接信息保存在文件 profile．ini中，文件 

格式详见文[3]。 

4 2 管理元数据 

这 里的元数据包括 数据剥 、维 、分析树结 点 

1)数据列管理是将数据列 的英文名与中文 名建立 

对应关系 ．使得 用户在定义多维分析 模型时可 直接 

使用中文名，使定义更加直观。数据 列一般都作为多维 

分析模 型中的粒度。 

2)堆管理就是定义所有可能的维。 

3)由于分析讨 的太部分非计算结 点(非计算结点 

是指所有不是通过 子结点计算而来的结点)都来 自于 

数据库 ，而且分析 树之间的非计算结点也存在交集 ，因 

此将这些非计算结点统一管理起来不仅能够使得分析 

树的定义变 得简单，而且也易于维护这些结点 

非计 算 结点 有两 种 属性 ：selecl属性 和 label属 

性 具有 select属 性的 结点必须 确定相 应 的取数 函 

数 ]。具有 label属性的结点只起到一十标识作用 ，这 

种结点没有相关 的数据 ．在分析树上起到分类的作用 。 

系统为所有这些结点分配一个唯一的 id号。 

4．5 构造分析树 

按分析需求组织构造分析树，分析树结点可 是 

前面 已经定义的结点 ，也 可 是新定义的结点 ，系统为 

每棵分析树分配一个唯一的 d号 ．为每个新 定义 的结 

点分配一个唯一的 d号。对于新 定义的树结点需要定 

义结点 属性 ．可能 的结 点属性包括 ：select属性、label 

属性和 compute属性。select属性和 label属性与上面 

所讲的非计算结点 的属性相 同，compute属 性是指该 

结点的值是 由于结点的值通过计算得到的 ，该属 性必 

须定义 计算表达 式，于结 点在表达 式中用其 d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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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如 1 1 4 2 5 2．表示结点 1的第一个数据 

项的值等于结点 4第_I十数据项的值乘以结 j第二 

十数据项约值。 

4．d 建立多雌分析逻辑模 型 

确定多维分析模型的结构 ，包括 ：模型中有多少十 

维，每一蛀的粒度构成 ，是否有特珠维(是恬粒度维或 

分析树维 ，如果有 灵活粒度维则必额确定粒度变化参 

数丧 ，如果 有分析树维则必须给 出分析树 d号 每⋯ 

十分析模型中最 多只能有 一十特殊维。 

由于系统对维、粒 度、分析树都是统 +管理的 ，匿 

此用户只须通过选择和拖拽操作 即可按分析需要建立 

合适的多维分析模型。 

4．5 定义初始显示 

初始显示是分析的起 点，用户从初始显示开 始进 

行各种分析操作 ：钻取 、切 片、旋转等 在初始显示中需 

要：(1)确定显示 的格式是交叉表还是简单列表 ；(2)确 

定显示的数据列 ；(3)确定显示数据的前提条件 (如 ：时 

间，单位 ) 对每 十多维分析逻辑模型都必须定义初始 

显 示 

设计 器和 分析器 之 间是 通过 报 告 定义文 件 re 

port ini相互联系的 设计器将用 户定义的分析模型 

保存在 report ini中 ，分析器则通过读取该文件 ，用多 

维数组 重新构造分析模型。report ini的格式详 见文 

[33。 

5．分析器实现 

分 析器主要是在原来 OLAP工具的 基础 上作改 

进 ．包括 ：初始显示、灵活粒度操作和分析村操作 。 

5 1 初始显示 

初始显示需要改进的是允许初始显示带有多 十前 

提条件 。实现时 ，在文件 report ini中增加了初始显示 

条件和韧始显示条件取值两项 用户在分析器中打开 
一

个报 告时，系统读 取这两项 的值 ．加^ 到 SELECT 

语句的 WHERE字句中，然后再执行 SELECT语 句 

同时，每个 初始显示条件都以下拉列表框 的形式显示 

蛤 用户 ， 

需要注意的是灵活粒度维中的灵活粒度不允许作 

为初姑显示中的前提条件。 

5 2 灵活粒度操作 

灵活粒度操作宴现的关键是运行中变更粒度结构 

和强制漂移 

1)运行 中变更粒度结构 在 report．ini中 ，对包 

含灵活粒度维的分析模型有两个重要的参数 ： 

袭定粒度变化的数据列=数据刊十数 q，表名 ，列名 1．表名 
刊名 2．⋯⋯，表名 列名 q 

灵活粒度维粒度变化参数表一参数表名称 
(其 中维 i是灵活粒度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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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粒度变化的数据列 灵恬粒度维的粒度变 

化取决于一，r或多 十字段的取值 例如：一级科 目 后 

的科 目划分取决于核算单位和一级科 目 谚参数就是 

列举所 有影响灵恬粒 度变 化的字段 ， 便在分析操作 

中知道何时改变粒度结构= 

· 话粒度维粒度变化参数表 该参数表决定粒 

度如何变化。在参数表中必须包括所有决定粒度变化 

的数据列 例如：某维结构中 ．维 2的粒度 1和维 3的 

粒 度 2决定灵活粒度继 4的粒度变化 ，则参数袭的结 

构必须是(粒度 1，粒度 2，粒度结构 )。 

该参数表可 是应用系统 中已经存在的 ．也可以 

是为分析而建立的 在报告定义中必须给出的是参数 

表的名称。 

系统在运行中通过查询 灵活粒度维粒度变化参数 

表可 以知道粒度变化情况 ．及时 更新灵活粒 度维的粒 

度结构 。变更粒度结构的同时更新导航 图 

2)强制漂牡 由于粒度的灵活变化 ，必然蛤漂 移 

操作带来一定的限制 。在限制有效 性漂移操作 中，仍然 

是决定粒度变化的数据列和灵活粒度维粒度变化参数 

表这两十参数起重要作用 

漂移操作实际上是改变某一列的取值 。如果该 列 

不是决定粒度变化的数据列 ，则是 正常漂移。但如果该 

列是决定粒度变化的数据列 ，则灵活粒度维的粒度 结 

构有可能发生变化 ，是 否发生了变化可以通过 查询 灵 

活粒度维粒度变化参数表得知。如果该漂移操作确 实 

使得粒度结构发生了变化 ，就需要进行强制漂移 ，改变 

粒度结构(即改变多维数组的某些取值 )，重新取数 ，显 

示正确结果 ． 

5 5 分析树 操作 

实现分析树操作 的关键在于显示变量随结点变化 

而变化、中间结点的计算和导航图可操作 

1)显示 变量随鲒点变化而变化 变量是数据的实 

际意义 ，即描述数据 ‘是什么 。在原 OLAP工具 中，维 

和粒度的取值都是对变量的描述 。显示的变量是库表 

中的一十数据列或 一十计算列，粒度取值 无论如何变 

化 ，都不影响变量 但是在分析树维中，变量是与树结 

点相关的，不同的结点可以对应不同的变量 结点的变 

量可 以是子结点的计算结果 ，也可以是数 据库 中某个 

数据 因此 变量成为树结点的一十属性 。 

在分析 纣定义中，每个结点都有属性定义 在属性 

定义中决定结点显示的变量 在对分析树操作时．需要 

获取 当前结点的属性描述 ，然后决定如何 显示变量及 

变量的值 。 

由于有的结点的变量是其子结点的计算结果，只 

有在知道子结点的变量取值后才能计算父结 点的值 ， 

造就 引出了中间结点计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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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中问姑．点计算 中问结点的计算是一个实现的 

难点 ，实现中间结点的计算可 有两种方 法 是在分 

析到某个结 点时临时计算 ，一是在分析z前计 算所有 

结点 

如果采片j临时计算 ．对 于那些计 算结点母次都要 

从叶结 开始 ．_l̂下到上恢次计算 这样使得 一是效率 

高 ，二是容易造成太量的重复计算 = 

如果采用正分析之前计算所有结点 ，并保存计算 

结果，则在分析时效率根高 。因为结点的变量情是现 成 

的，用户等待 6勺时间根短 但是这种方法 的l醯陷在于如 

果改变分析树 的任意一个前提条 件，就必须重新计 算 

所有结点的值 ，这时用户需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在实际实现时综合了 上两种方法 =在选 定 

一 个报告并给出初立}f条什(时间 ，单位等 )后 ．系统将所 

有 标志为 ‘select’的结 点都从库 袁 中获 取其值 ，并 保 

存。在分析操作时 ，对 当前的{ 点临时计尊 ，同时保存 

该结 虹所有下层结点喜々计 尊中l 结果 这样 ，当分析下 

层结 点时就不必重新 T芹 如果 始显示是从l}I』结 

开始 ，就必须计算所有结 采用这种方法 ，需要记录 

当前计算值的前提条什，当 f算前提条件不变时 访 

问 已计算的结止时 ，不颖 重新 计算一直按显 示变 量值； 

@访 问未计算的结 时 ，如果 相邻下层结点 已经 计算 

过则直蕴 利用这崖变量值计算。否则须从下一层尚未 

计算的结 甑开始计算 并保存计算路径 的每个结 的 

计 算结果 ，直到 当前访问的结 氧 以下具体说 明该 算 

法 。 

例如 对杜邦分折法 可以构世如下 ：(时 问维 ，单 

位维 ，分析树维 ) 时间维 (年度 ，季度 ，月份 ) 单位维 

(核算单位 ．基层 ) 分析树维的结构如图 2所示 

假设初始显示结点是销售净利润率 = 

图 2 分析树维的结构 

① 用户选定报告后须 首先确定时问和单位，然后 

系统根据时间 和单位这些前提条件计算 每个标志 为 
‘

select’的结 点数据项 ，即构造并执 行 select语 句，保 

存结果 ，同时记录当前分析 的前提条件 ，即其他维 (除 

分析树维 外的所有维)粒度的取值 

② 由于 销售 净利 润率结 点数据 项标 志为 ‘Icom- 

pute’，说 明该结 点的第一个显示数据项的值 是由下一 

层结点通过计算得到 的 系统找到其下一层结点然后 

计算 。计算公式 ]compute一4—1*5—1表示该结点的 

第一个数据项的值等于结点 4第一个数据项的值乘 以 

结点 5的第一个数据项 的值 。结 果被保存 

③ 当分析销售净利润率 的所有 子孙结 点时 ：a)首 

先比较 当前其他维粒度取值 与结 点中已保存的其他维 

粒度取值 ，如 果相同 ，说 明其他维粒度的取值未发生变 

化。由于 这些结点都已经计算过 ．并且傈存了结果 ．所 

以直接返 回各结点数据项的值即可 _b)如果不 同，说明 

其他维粒度 的取值发生了变化(进 行过 漂移操作 )．则 

要重新计 算该结点 如果结点的数据项标志为 select， 

则根据 当前其他维粒度取值重新构造井执行 select语 

句 ；c)如果结点 的数据项标志为 compute，则检查下一 

层结点的 condition是否与当前一致 ，如果一致则直接 

利用 下一 层结 点数据 项的结果计算该结 点数据 项的 

值 ；d)如 果不一致 ，则需要重新计 算所有下一层结点 ， 

这时_争下一层结点为当前结点 ，回到 a。 

5 4 导航图可操作 

由于分折树上的结 点实际上是枚举结点 ，对于分 

析树的分析操作 ，为 了使用户使用方便 ，应允许用户在 

(下特 第 4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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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接收网络管理应用的数据访问请求 ，通过数据管理 

控制选择适当的数据采集方案 

总体说来 ．rNetDB的功能可 分为采集和管理两 

个部分 ．由应 用接k7封装为面向管理应用的虚拟 网络 

管理数据库 数据采集负责 和底层管理 协议之间的通 

信和采 集到 的 MIB数据 与关 系数据库之问的格 式转 

换 ；进行数据 管理 的主要 目的是提高数据库 的使 用性 

能 数据采集和管理之 问以事件方式交互，实时性能 良 

好 。 

结束语 rNetDB是一个基于关 系数据库的 网络 

管理数据采集和管理模型 它的主要特． 是 ： 

①采用关系数据库管理网络数 据，提高了管理水 

平并使应用接口标准化； 

重 要性 。 目前 ，su rDonⅧn98系 统 已成功 在 CER— 

NET主干网 上试运行近一年 ，表现 出良好的性 能 实 

践证明 ，rNetDB是 行之有效的网络管理系统数据采集 

和管理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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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圈上操作 ，直接跳转到 目的结点。用户操作界面见 

文[33圈 4—7 

用户在该界面下 ，在导航 图上可以选择任意感兴 

趣的结点 ，结点的数据项显示在右边的分析操作 区中。 

同时用户在分析操作 区中可以对结点进行上钴 ，下钻 

及漂移等操作。 
· 在 导航 母上操作 由于在存储分析树时 ，保存 

了 所 有 结 点 各 自结 点 id。结 点 id芏treeview 的 

itemhandle值 ，结点 id在一裸树 中是唯一 的。用 户选 

择任意结 点时，系统可得 知该结点的 Id，根据该 id，在 

可找到对 应结 点的所有信 息，然后将该结点显示 在分 

析操作区中。 

· 在舟析操作 区中操 作 向下钴取实际上是显示 

子结点 ，向上钻取实际上是显示父结点 ，而 漂移操作是 

重新计算结点，与上--4,节 中间结点计算相同．存储分 

析树时 ，对每个结点都保存 了其父结 点和于结点的 d， 

因此对上钴、下钴操作根容 易定位父 结点、子结点。 

· 40 · 

小结 近 几年 来 OLAP U其符舍 人们思维 的多 

维结构越来越成为强有 力的分析工具 ，而且我们 已经 

有了一十 比较完善的 OLAP工具 。 

由于财务分析有其 自身的特 殊性 ，经过分析和探 

讨 ，我 们以原 OLAP工具 为原 型 ，进 一步 设计并实现 

了通用财务分析器 。目前该系统 已在中国人寿保险公 

司几个分公 司使用 ，用 户反 映良好 。当然，系统还有待 

进一步提高稳定性 ，查询优 化和运行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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