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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数字化挑战



全球化中的数字化挑战（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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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复杂性带来流程和IT系统的负责度明显提升

语言多样性
l 不同国家语言差异，在IT系统中如何适配
l 如何支持多字符集

IT基础设施
l 网络联通：各区域的相互连通性，怎么保障低时延
l IT系统部署节点选择（体验、成本、管理如何平衡）

安全&合规
l 懂各国安全合规标准
l 海外员工信息安全如何

控制

全球化中的数字化挑战(2/2)01

l 销售模式
l 供应链模式
l 财务核算（多税法、多币种等）

IT运维/服务全球化7*24
l 服务人员能力
l 全球7*24f服务保障
l 生产环境变更管理



02 数字化规划
深入理解业务全球化的路径，统一规划数字化实现路径



2.1 全球化下的业务模式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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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流程和数字化规划优先次序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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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流程和数字化规划重点关注点02

对标行业最佳实践，统一做全球化模式下的流程和数字化规划

l 核心业务系统（CRM、ERP等）
u 1.遵循全球ONE System
u 2.评估业务方案的适配性
u 3.技术可满足性：访问性能、多语

言等

l 安全和合规：在合规的基础上做安全 l IT基础设施：连通性和稳定性

l 统一管控&个性灵活
l 用同一套技术架构满足满足高度个性化的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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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GDPR）
GDPR 是一项要求企业实
施适当的保护措施和流程，
从而有效保护欧盟公民的
个人数据和隐私的法案。

虽然GDPR看似只影响欧
盟境内的企业，但是，实
际上，该条例的影响力辐
射全球，任何为欧盟公民
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企业都
受该条例的管制。

美国（ 加利福尼
亚消费者隐私法）

该法案的保护客体为加州
自然人居民的个人信息。
对个人信息的定义是指
“能够识别、关联、描述
以及能够与特定消费者或
家庭关联或合理关联的信
息。”适用于在加州开展
业务而收集消费者个人信
息的营利性企业。

日本（个人信息
保护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
法宗旨；法律的概要及基
本方针；个人信息的利用；
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督制度。
涵盖了个人数据的利用，
保存，以及向境外提供数
据的规范。

新加坡（个人数
据保护法案）
该法案是一项用于在新加
坡保护公民的个人数据不
受机构的侵犯，并确保公
民在个人数据受到侵害时
可寻求法律保护的法案，
其中包括在国际间传输个
人数据以进行处理的情况。
PDPA 会监管个人数据的
收集、使用、披露和保护
情况。

合规：不同地区数据安全监管相关法规



中国 欧盟 日本 美国 新加坡

敏感个人信息

强调了处理敏感
个人信息，应当
取得个人单独同
意

处理特殊类别

（种族，健康等），
需要进行评估
具体情况

强调精神上的疾病

以及医疗记录等属
于敏感信息

除消费者个人外，
还引入了家人和家

庭数据的概念

儿童的个人信息被
视为敏感信息，
重点保护

数据本地化存储

国家机关处理的个人
信息，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运营者，以及当
处理个人信息达到规
定数量的主体

无本地化存储
的要求，部分
需要满足数据
跨境转移的要
求

通用的个人信息
存储没有强制要
求，个别如医药领

域另有要求

对本地化存储没
有强制要求

通用个人信息存
储没有强制要求

数据跨境传输

通过国家网信部门

的评估认证，与境
外接收方约定权
利和义务

数据接收方位
于通过欧委会
数据保护水平
评估的地区，
并对数据采取
适当保障措施

日本与欧洲多国
有数据传输白名
单，跨境传输可
行性与便利性较
好

数据传输被视为
售卖个人信息的
一部分，消费者
有权拒绝数据被
分享至第三方

通过法律，合同
等手段约束机构
传输限制的责任
和义务

资料来源：https://www.mpaypass.com.cn/news/202010/27104917.html

合规：不同地区数据安全监管的主要差异

https://www.mpaypass.com.cn/news/202010/27104917.html


03 实施推进



3.1 紧跟业务全球化节奏，快速迭代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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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落地抓手：标准化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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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标准化

服务标准化

流程标准化



谢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