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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big date has become the hot pot in every field, and its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value 

appears day by day. But people know little about the concept, specification and cognition of the big dat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understanding to big data, then gives th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 big data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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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数据已成为当前各领域的热点，其商业和技术价值日益显现。然而，人们对大数据的概念、基

本理念和规范等还缺乏有效的认识。文章通过对政府部门在大数据的认识、了解等方面缺失的分析，提

出从基础设施建设、基础数据采集、配置共享数据资源和安全管理等方面加强政府大数据管理和应用能

力的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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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大数据是近年来经济和技术领域内的热点词

汇，是继云计算、物联网之后的又一股技术革命

理念。大数据又称为巨量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

资料量规模巨大，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

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

能帮助决策者更积极决策目的的资讯 [1]。大数据

具有 4V 特点 [2]，即 Volume（大量）、Velocity（高

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大数据

引起重大的时代转型，也促使人们工作、生活、

思维等产生重大变革 [3]。大数据集成信息资源的

能力，将为政府管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转变提供

强大技术支撑。

2 政府现代化治理需拥有的大数据
能力

大数据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和价值，也带来

巨大的变革和风险，对现有政府管理模式形成很

大冲击，并提出全新要求。政府要主动适应大数

据时代，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应格外重视

大数据在政府管理与决策中的作用 [4]，如及时准

确把握和预测区域和产业的实际发展动态，适时

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扭转信息化时代政策

制定和修正滞后周期长的态势，从根本上提升政

府全面治理能力。大数据时代的现代化政府治理，

需有与时代对应的大数据能力。

（1）数据获取与分析能力。即要及时、精准

地获取与分析海量数据。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

用户的检索词、查询领域等，能快速预测和了解

公众的热点需求，提前制定相关的准备措施，满

足预见需求等。

（2）大数据资源保障能力。在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的环境下，政府必须具备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以及快速、准确、可行的决策能力和水平，需要

大数据资源的保障支撑，包括情报信息收集的高

效性、准确性和全面性。

（3）情报方法研究和应用能力。政府决策不

仅需要大数据本身，还需要相关数据情报研究方

法和应用能力作支撑，包括准确可靠的数据统计、

系统科学的分析方法、高效可行的应对能力及灵

活全面的保障措施等。

（4）实时跟踪和预警能力。大数据能实现跟

踪、分析和预警的实时联动反馈，将实时跟踪、

采集、检测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在超出阈值范

围后及时、快速地发出预警信息，并采取应对措施，

实现在快速整合分散信息资源的基础上迅速响应

和高效应对。

（5）未来趋势预测能力。通过大数据分析能

够把握事物发展变化趋势 [2]，大幅提升事物未来

发展趋势预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便于合理制定

未来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战略规划和

政策措施。

3 正视海淀区政府大数据能力与管
理不足

海淀区在信息化、现代化管理和改革中一直

处于领先地位，也较早认识到信息化管理改革的

必要性。例如，采取了数字海淀 2001-2010 的行动，

制定了推进海淀区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规划。

面对未来大数据时代的需求，仍存在明显的不足

和弱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大数据环境的理解存在偏差。各级政

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大数据的基本概念和环境的

理解与认识还存在较大偏差，尚未从本质和内容

上充分弄清什么是大数据，也不知道大数据将给

海淀区带来什么样的变革，更未对一些具体的变

革速度与程度进行过研究和预测。

（2）基础数据准备不充分，数据库建设亟待

完善。首先，一些具备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虽建

有安全生产相关的数据库，但因其数据搜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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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力不足，造成数据库完整性、规范性方面存

在很大缺陷。其次，建筑、交通和通信行业的安

全监管职责在行业管理部门，各部门建立的事故

信息、监管信息等数据库未形成统一标准 [5]，给

数据衔接和兼容造成很大局限。再次，信息主管部

门在协调数据库建设应用、先进信息技术推广和信

息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3）尚未充分认识大数据带来的发展机遇。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将有效推动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物联网、信息安全等技术和产业的快速

发展，也将给人民的工作、生活带来更大的便捷

和快乐。对作为中关村核心区的海淀区，深入分

析这些发展机遇在海淀区及核心区的表现形式，

是针对性制定相关发展管理政策的基础。

（4）急需提升对大数据资源、项目统筹和管

理的能力。目前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但政府对

大数据的资源和项目还缺乏有效的统筹，对大数

据的管理与服务也缺乏深入认识，尚未找准新环

境下的自身位置，对大数据的基础项目、开发和

应用等也还缺乏充分准备。

（5）对大数据的管理规范及宣传存在缺失。

信息安全无小事，特别是“棱镜门—斯诺登事件”

之后，数据安全被提升到全新高度。当前，政府

在大数据方面的管理规范和安全宣传方面存在较

多缺失，不能为大数据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保驾

护航。

4 积极应用大数据方面的建议

大数据在推动政府管理决策科学化、公共服

务个性化和精准化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6]。

为使海淀区在政府现代化治理和中关村核心区建

设方面率先步入大数据时代，积极推动大数据在

区域发展和政府治理中的应用，通过调研，提出

如下建议：

（1）加强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数据信息是大数据时代发展的根本，只有具

有充足的数据信息资源和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

才能提升政府管理和应对效率。区政府作为市政

基础设施建设主体，应加大数据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包括数据信息的采集、传输、存储和处理，

注重采集设备的科学安装、线路安全的铺设、各

建设单位的沟通协作等。注重与已有数字城市、

智慧城市等基础设施的高效对接、互通融合。

（2）加强对基础数据的采集

当今时代，数据信息以 ZB 量级产生和传播。

如何快速采集、检索有效的数据资源，成为大数

据环境下政府决策的必要环节。区政府应加快基

础信息数据采集，特别是人口密集区（城市核心

区、高校聚集区、商业区）的信息，主要包括气象、

交通、人口、资源、商业、教育、科技等领域内

的信息。在增强区域安全方面，应增加急需数据

（如流动人员、交通、气象、物资储备、科技人才、

空气污染等），丰富已处理数据，储备未开发利

用数据。

（3）以市场机制配置大数据资源

政府既是市场监管者，也是市场参与者。大

数据环境下，区县政府应强化自身市场意识，弱

化行政主体地位，以市场主体身份共同参与数据

信息的获取、加工、处理和交流，实现数据信息

的共享。对于涉密数据，政府可采用购买服务等

形式，获取数据支撑。

（4）积极推进部门间相关数据的衔接、共享

区教育、安监、经信、住建、交通、卫生、

环保等具有监管职责的部门应做好数据的采集、

整理和存储工作，建立和完善监管信息数据库。

各部门应统一数据库建设标准，做好监管信息数

据库的衔接。信息化主管部门做好相关协调和保

障工作，建立部门间协调机制，保障区域内安全

生产数据的综合化、高效化应用。加强海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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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工具的开发和利用，进一步释放大数据价值。

（5）以智慧海淀建设为依托，进一步推进政

府信息化公开

进一步深化海淀区两化融合，促进安全生产、

政府工作的信息化程度，在智慧海淀建设过程中，

以移动互联网发展专项等资金提升对海淀大数据

产业发展的支撑力度。加强海淀区海量数据分析

工具的开发和利用，进一步释放大数据价值。政

府主动公布相关数据，有利于提升决策的科学水

准 [7]。在现有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加大力度，着重

做好百姓关注信息的公开，并保障信息的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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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靠性。

（6）推进大数据环境下数据安全管理工作

信息安全和隐私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传统道德和伦理观念已不能有效阻止预防各种数

据信息违法犯罪行为。区县政府部门应强化数据

信息安全防护制度建设，规范工作流程，保障信

息安全；积极沟通合作，有效推进大数据环境下

数据安全法规制定工作，明确公民、企业、市场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坚决划定信息安全红线，

为大数据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

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