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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PS权威指南》

内容概要

ODPS（Open Data Processing Service）是阿里巴巴自主研发的海量数据处理和分析的服务平台，主要应
用于数据分析、海量数据统计、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和商业智能等领域。目前，ODPS不仅在阿里内
部得到广泛应用，享有很好的口碑，正逐步走向第三方开放市场。
本书是学习和掌握ODPS的权威指南，作者来自阿里ODPS团队。全书共13章，主要内容包括：ODPS
入门、整体架构、数据通道、MapReduce编程、SQL查询分析、安全，以及基于真实数据的各种场景
分析实战。本书基于很多范例解析，通过在各种应用场景下的示例来说明如何通过ODPS完成各种需
求，以期引导读者从零开始轻松掌握和使用ODPS。同时，本书不局限于示例分析，也致力于提供更
多关于大数据处理的编程思想和经验分享。书中所有示例代码都可以在作者提供的网站上免费下载。
本书是学习和掌握ODPS的权威指南，作者来自阿里ODPS团队。
本书包括以下重要内容：
ODPS概览及其基本知识；
如何高效地使用ODPS SQL；
MapReduce编程和进阶应用；
ODPS机器学习算法；
ODPS权限、资源和数据管理；
深入了解ODPS体系结构和高级机制。
书中所有示例代码都可以通过https://github.com/duckrun/odps_book免费下载。
本书适合想要了解和使用ODPS的读者阅读学习，对于从事大数据存储和应用以及分布式计算的专业
人士来说，也是很好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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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阿里移动算法推荐比赛有那么一点儿用指南。。。
2、深入浅出，浅显易懂
3、差不多是ODPS 的第一首资料
4、基本上还算一本不错的入门，虽然细节方面谈的不多，底层也不够深入，但毕竟是少有的ODPS书
籍，且覆盖面很全，例子也还行
5、详细的实战入门；给出的案例场景都很不错。
6、之前一直在hadoop生态下工作，来阿里开始使用odps，也读了本书。最大的感触是，绝大多数的
数据处理工作，原来都是可用sql完成的。比如mapjoin可cover大多数需要distributed cache的情况
，distributed by sort by可让你轻松定义partition方式和reducer中排序方式，group by中自动应用
了combiner（目测），再加上row_number()（窗口函数），UDF等元素，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7、感觉这本书已过时，过时是因为好几年前的书，很多新的内容都没收录，但里面讲述的内容都是
可用的，对于阿里内部员工而言，内部文档更详细，更新也更及时。 
8、感觉内容组织非常混乱，看完一遍下来讲的是什么完全没印象；部分章节内容已经落伍，已经通
过sql实现的功能为何还要讲如何用hadoop MR实现？每章讲一点就开始讲工具怎么安装，分析代码。
应用场景太多，不是每个读者都需要，集中放在最后两三章内容就够了。真正odps自己的东西讲的太
少。
9、不是很详细，可以阅读，看看以后哪些场景，自己可以利用odps平台去做。感慨一下，odps的功能
，我们仅用到他的10%都不到。对于了解odps能应用到哪些场景，这本书，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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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谈起ODPS，还得从阿里金融的故事说起。一直以来，阿里金融始终是ODPS的第一客户，见证
了ODPS一路的成长历程。几年的坚持和信任，我们一起走了过来，而且越走越好。2010年初，集群规
模只有几十台，为了完成阿里金融的信贷产品的模型计算，每天增量同步1TB左右的数据，执行几十
个模型计算，运行时间在18小时左右。当时问题较多，实际上是24小时人肉运维，大家都习惯了凌晨
下班，一起解决各种问题。期间的痛自不必说，但一点点的进步，都让人充满喜悦。2011年初，集群
规模达到100多台，数据规模达到数百TB，模型计算任务量是原来的10倍左右，而运行时间却不到原
来的1/3。集群能力完成计算任务游刃有余，大家第一次体会到一种说不清的舒畅。2012年，ODPS集
群规模达到1500台，阿里金融数仓的所有数据计算都运行在上面，数据规模达到数PB，运行任务数千
个。用户体验也得到不断改善。2013年，ODPS单集群规模达到5000台，阿里金融的数据仓库专家们，
不再需要考虑集群方面的问题（如升级、扩容、运维等），可以专注于自己的业务，包括数据采集
、ETL和数据仓库构建、BI分析和报表，通过分布式编程模型生成特征、衍生指标，通过统计和机器
学习构建风险控制模型，把分析建模后的结果数据导出到线上系统服务，其中涉及数据安全性、正确
性，平台稳定性和易用性等诸多方面。阿里小贷推出了“3-1-0”服务条款：3分钟申请、1秒钟获贷
和0人工审批，其背后实质上是“准入资质评估、个性化授信和风险监控”，而这一切离不开海量数
据计算的支撑！基于ODPS，阿里金融可以充分挖掘大数据的价值，实现数据化运营，在大促期间创
下了30分钟贷款5亿的纪录！有了强大的存储和计算支持，各种创新业务不断开花结果。BI团队也逐渐
把业务迁移到ODPS上，和使用SAS相比，性能上有了很大提升。阿里金融不但锤炼了ODPS，其成功
也为ODPS赢得了口碑。在阿里巴巴集团内，淘宝、支付宝、阿里妈妈的业务都开始运行在ODPS集群
。此外，外部的一些独立软件开发商也在使用ODPS。回首走过的路，我们充满感恩，尤其感谢阿里
金融的一路陪伴。这些年的辛苦耕耘，这些年的积累和沉淀，我们也更有信心！ODPS作为一个海量
数据处理平台，涉及很多前沿技术领域，包括分布式、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本书的定位是帮助ODPS
用户快速了解如何使用ODPS解决其实际问题，在内容介绍上是以用户应用场景为中心，对功能和技
术的介绍都是围绕并服务于这一中心。作者假设用户是带着如何使用ODPS解决自身的大数据问题来
阅读本书，期望这本书能够帮助用户解决实际问题。⋯致谢感谢所有为本书付出努力的同事们！要感
谢的人太多，在此不一一列出（见本书后记）。但我却不能不特别提到阿里巴巴研究员张东晖先生，
如果没有他的指导、帮助和鼓励，就不会有这本书。最后，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带给你美好的ODPS编
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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