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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政府数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刘枬  薛世麟  王大海

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重庆  400074

摘要：[ 目的 / 意义 ] 现有研究在 OGD 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欠缺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难以反映和诠释其推动作用。

[ 方法 / 过程 ] 使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测算全国 19 个主要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使用生产函数法测算了各个城

市历年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了 OGD 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局限 ] 考虑到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有欠

缺，数据可能未涵盖全面，同时部分变量的缺失和测算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结果 / 结论 ] 政府数据的开放可以显著促

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通过创新水平和优化要素配置效率的中介效应占据了开放政府数据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总效应的

5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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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Existing research lacks empirical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GD and economic growth, making it difficult to reflect and interpret its driving role. [Methods/Processes] This 

article used the DEA Malmquist index method to measur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19 major cities in China, and used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method to measure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each city over the yea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GD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as studied. [Limitations] Considering the lack of mechanisms that affect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data may not be comprehensive, and the absence and measurement of some variables have certain limitations. 

[Results/Conclus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openness of government data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novation level and optimization of fact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accounts for more 

than 50% of the total effect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on promot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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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从美、英等西方国家在 2009 年前后以开

放数据的形式向社会提供政府数据以来，开放

政府数据（以下简称 OGD）运动在世界各国迅

速传播。2015 年，中国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

动纲要》明确提出数据的开放共享是国家大数

据战略的核心和重要任务之一，强调积极推进

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开发

利用，从而释放社会和经济效益。2021 年 3 月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优先推动高价值数据

集向社会开放、鼓励第三方深化对公共数据的

挖掘利用等目标。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

谁掌握数据，谁就拥有了先发优势，正如麦肯

锡在其报告 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

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中说数据已经

成为除劳动力、资本以外的重要生产要素 [1]。

全要素生产率是考虑了技术水平、创新能

力、管理效率和要素配置的综合生产率，其对

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得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支

持 [2]。但是针对其发展的关键与基础——数据

要素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及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却鲜有研究，可供直接参

考的成果很少。OGD 这一实践使得作为数据资

源中质量最优、数量最多的政府数据得到了一

定程度的开发与应用，为进一步理解上述问题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是当前关于 OGD

的研究多数集中于理论阶段，对经济增长和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偏少，缺乏对两者

影响机制的分析，难以评估 OGD 对经济发展的

实际贡献，这是本研究发起的初衷。

1　理论研究与研究假设

1.1　政府数据的开放及其作用

政府数据开放可理解为数字时代政府提供

的新型公共服务 [3]，其中政府扮演数据供应商

角色，社会主体扮演数据使用者角色。Attard 等 [4]

的研究指出，开放政府数据对于提升政府透明

度、释放社会和商业价值、参与治理有着积极

的意义。作为公共产品，政府数据兼具生产要

素和治理要素二重性 [5]，不仅可以给企业带来

巨大的价值潜力，还可以带动政府高效利用数

据进行治理，更好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6]。然而，

为了充分利用 OGD 的经济价值和商业机会，需

要合适的数据交易模式，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

政府数据交易平台，通过维护企业用户社区、

建立便捷交互系统以及安全可靠的数据源等平

台核心体制 [7]，让政府在基础数据供给、保障

数据共享、维护数据公平、发展包容性数据经

济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8]，实现数据要素价值转

化、释放数据价值，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1.2　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与促进经济增长的

机制

数据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是数据要素开

发利用的两个前提条件 [9]。原始数据由于其碎

片化、虚拟性等特征，不能直接提供有价值的

信息，需要经过收集、存储、清理、分析等环

节，才能作为数据要素投入最终产品的生产 [10]，

因此，数据的价值除了由使用价值贡献外，还

来源于一系列人类劳动 [11]。按照蔡继明等 [12] 的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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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数据要素的价值一部分来自属于公众的

共有数据，另一部分来自生产数据时的劳动投

入，体现了数据的原始价值和劳动价值。数据

在经济活动中的价值体现在经济效益的实现和

经济增长的促进上。数据要素促进经济增长的

作用机制包括两条路径：驱动创新与技术进步、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13]。研究表明，数据要素可

以优化企业的决策流程，提升企业的学习能力，

促进企业的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其蕴含的高

价值信息被分析获取后能够降低企业运营时面

临的不确定性，优化传统生产要素的配比 [14]。

也有研究指出，政府数据开放带来的数据要素的

供给将直接推动经济增长，通过公开数据而带来

的政府治理效率提升则是间接的推动力量 [15]。

为了衡量数据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徐

翔等 [16] 建立了包含数据资本、ICT 资本和传统

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研究了数据要素对经济增

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蔡继明等 [12] 认为数

据要素可通过单个企业数据的初始存量、前期收

集处理数据所投入的劳动，以及当期在收集处理

数据所投入的劳动等三种途径，提高企业的劳动

生产力。因此，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适宜的反映数

据作用效果的指标。

1.3　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

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技术进步、管理提升、

制度改善等非生产要素投入而提高的生产率水

平，是研究经济增长源泉和评价增长质量的重

要指标，一般使用狭义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表达

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 [17]。近年来，全要素生产

率常被研究者用来分析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等

背景下的经济增长。他们的研究表明，数字经

济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

进而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 [18]。从微观

层面来看，数字技术创新有助于改善企业的资

源配置，提高创新效率，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 [19]。从宏观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及数

字技术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高流动性以及低

成本传播性，这使得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有效促

进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还可以通过空间

溢出效应牵引邻近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

高 [20]。

既有研究表明，数据要素可以推动宏观层

面的资源配置优化和有效利用，从而助力数字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考虑开放政府

数据是否也能改善资源错配，以推优化动资源

配置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经济运行中各类经

济主体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缺乏市场竞

争、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的客观存在，都会

使得要素配置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而开放政

府数据可能在这几个方面有显著的改进作用。

开放政府数据能够大幅地提高信息搜集的效率，

有效改善要素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

减小供求缺口，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匹配效率，

缓解要素的扭曲配置。

1.4　研究假设

OGD 可以被视为直接推动区域全要素生产

率提高的技术冲击。在某种程度上，生产活动

中使用的数据元素越多，可用于社会分析和挖

掘的场景就越多，从而增加了数据要素的价值。

因此，本文提出：

H1：OGD 可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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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开放的政府数据可以通过两条

主要途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创新水平和

优化要素配置效率。先前的研究表明，数据要

素可以促进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优化，有助于

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OGD 是否也能

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来增强资源匹配，支持经济

发展，值得探索。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H2：OGD 可以通过提高创新水平来促进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H3：开放的政府数据可以通过提高要素配

置效率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　研究设计

2.1　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的全要素生

产率测算

本文选取各个城市的年度实际国民生产总

值作为产出变量，均以 2011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

进行平减处理。

物质资本存量：永续盘存法是当前国内大

量研究文献中常见的一种物质资本存量计算方

法，本文参考张军等 [21] 的具体步骤对 2011—

2020 年间各城市物质资本存量进行估计。永续

盘存法的具体形式为：

K K Iit i t it� � ��( )( )1 1 �                （1）

其中，Kit 和 Ki(t–1) 分别表示第 i 个城市在 t

年和 t–1 年的不变价物质资本存量；lit 是第 i 个

城市在 t 年的不变价物质资本投资额；δ是折旧

率，取 9.6%。

劳动力投入：本文采用各个城市的“全社

会就业人数”为变量来衡量每年的劳动力投入

水平。

以 t 和 t+1 时期决策单元的前沿技术为比较

参考，我们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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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方程表示第 i个城市在 t时期的生产率。

M 表示 Malmquist 指数的计算，E 表示 DEA 模

型得出的效率结果。在本研究中，选择 CCR 模

型，并将上一节的投入产出变量用作原始数据，

使用 Dearun 软件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2.2　双层差异分析（DID）模型的设计与解释

本文充分利用了 OGD 的实施所导致的

在时间和城市两个层面的差异，并采用多

时间点 DID 模型分析和检验了 OGD 对总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此，基线回归模型

设置如下：

TFP OGD Xit it i t it� � � � � �� � � � � �0 1 2     (3)
其中 TFPit 为解释变量，表示采用 DEA-

Malmquist 指数法计算的第 i 个城市的全要素生

产率；OGDit 为 OGD 的虚拟变量，以开放政府

数据平台启动后一年的值为 1，其他为 0；X 代

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其他一系列控制变量，

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实际 GDP 的自然对

数）、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率）、政府干预程度（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地区 GDP 的比重）；μ表示

城市固定效应，消除城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

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影响；λ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以消除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ε表示为误差项；α0 为常数项，α1 为被解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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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α2 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在进行基本回归检验后，我们采用逐步法

来检验创新水平和因素分配效率对 OGD 对总因

素生产力的影响的中介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建

立以下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检验 OGD 对总因

素生产力的中介效应：

    Inn it it i t itOGD� � � � � �� � � � � �3 4 5X                            

Con it it i t itOGD� � � � � �� � � � � �6 7 8X       (4)

    TFP  Inn 

           X

it it it

it i

OGD� � � �

� � �

� � �
� � � �

9 10 11

12 13Con tt it� �
          

其中，Inn 代表创新水平，Con 代表因素分

配效率。其他变量具有与基线回归模型中相同

的含义。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为保证实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本研究将使

用基线回归模型来检验在 OGD 实施前，样本城市

的总因子生产率的变化是否符合平行趋势假设。

考虑到开放政府数据实施前四年和后四年

的数据较少，参考类似研究中的常见做法，将

前四年的数据合并到模型的时点第 -4 期，将后

四年的数据合并到时点第 4 期，以便更好地观

测到不同时间的影响效果。图 1 所示的平行趋

势检验结果表明，在开放政府数据实施前的各

期，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

图 1　平行趋势试验结果
注：图中的小圆圈表示估计的系数，虚线表示估计的系数的 95% 置信区间

表 1 为多时间段 DID 模型的基线回归结果。

基线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当将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在列（1）中时，OGD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然而，在第（2）列添加控制变量时，OGD 的

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0.0484。这表

明，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OGD 显著促进了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第（3）栏中，OGD 对

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为 0.0537，在控制了

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后，在 5% 水平

上具有显著性。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值有所提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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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根据客观统计回归，OGD 的系数变化呈现

合理的趋势。从经济方面来看，根据第（3）栏

的结果，与没有实施 OGD（0.0537/1.085）的时

期相比，实施 OGD 一年后全要素生产率总体提

高了约 4.95%。这表明，公开的政府数据确实

对促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作用。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TFP TFP TFP

OGD
-0.029 6 0.048 4* 0.053 7**

（-0.020 2） （-0.024 8） （-0.025）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常数项 1.094*** 1.710*** 1.372***

（-0.000 958） （-0.255） （-0.41）

R² 0.045 0.260 0.409

注：标准误差在系数 *、* * 和 * * * 中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水平。下表中的内容相同

3.2　稳健性试验

（1）更改被解释变量

为了排除被解释变量的测算模型可能对研

究结果产生的干扰，本文又分别使用了 DEA 方

法中 CCR 模型全局参比、超效率 CCR 模型相

邻参比、超效率 CCR 模型全局参比来测算全要

素生产率并更换原本的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

检验，以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回归结果如

表 2 所示，第（1）列中 CCR 全局参比的全要

素生产率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第（2）

列中超效率 CCR 相邻参比的全要素生产率回

归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第（3）列中超

效率 CCR 全局参比的全要素生产率回归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显然，更换了被解释变量

后的回归结果依然保持了与基准回归中类似正

向显著性。上述结果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较

为稳健。   

表 2　替换所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CCR 全局参比 超效率 CCR 相邻参比 超效率 CCR 全局参比

OGD
0.055 6** 0.051 7** 0.052 4**

（0.024 9） （0.025 5） （0.025）

 控制变量 （0.005 01） （0.005 11） （0.005 02）

城市固定效应 -0.123** -0.113* -0.130**

年份固定效应 （0.061 6） （0.062 9） （0.061 8）

  常数项 1.242*** 1.340*** 1.286***

（0.409） （0.418） （0.411）

R² 0.416 0.406 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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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变实施时间

本文参照 Ferrara 等 [22] 的做法，通过改变开

放政府数据的实施时间来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

将实施时间向前推进 1~3 年，构建了 3 个“伪开

放政府数据变量”，然后纳入基线回归模型进行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将开放政府数据虚拟变

量提前 1~3 年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均不

显著。上述结果进一步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稳健。

表 3　改变实施时间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TFP TFP TFP

提前 1 年 提前 2 年 提前 3 年

OGD -0.005 54 -0.024 9 0.007 69

（0.025 1） （0.025 5） （0.02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1.324*** 1.307*** 1.324***

（0.416） （0.415） （0.416）

R² 0.392 0.396 0.392

（3）安慰剂检测

为了排除实证结果并非偶然性事件所致，

参考魏志华等 [23] 的做法，本文使用多次重复随

机生成开放政府数据开展的城市和开展的时间

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研究结果如图 2 所示，

在随机过程下，估计的系数集中在零附近，且大

图 2　安慰剂试验的结果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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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回归结果在 5% 水平上不显著。此外，基

线回归系数 0.0537 超出安慰剂检验的 98% 置信

区间范围，表明基线回归对总因素生产力的改

善影响是罕见事件，基线回归的结果得到安慰

剂检验的支持。因此，OGD 对总要素生产力的

促进作用并不是偶然的，本研究的研究结论是

稳健的。

3.3　作用机制检验

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式式（4）和逐步法，

从“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两个角度，检

验假设二和假设三提出的开放政府数据影响全

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制。

为明确 OGD 对总要素生产力的影响机制，

进一步考察了 OGD 对区域创新水平和资源配置

效率的影响。从表 4 可以看出，显然，第（1）

列的创新水平（Inn）的回归系数在 5% 水平上

显著为正，第（2）列的因子分配效率（Con）

的回归系数在 5% 水平上也显著为正。这些结

果表明，开放的政府数据显著提高了区域创新

水平，优化了因子分配效率。以 TFP 为因变量，

开放政府数据（OGD）、创新水平（Inn）、因

子分配效率（Con）作为回归检验的自变量（3），

开放政府数据（OGD）的回归系数在 5%（0.025 2）

上仍然显著，说明创新水平（Inn）和因子分配

效率（Con）的中介作用只是部分，这两种机

制可以解释 OGD 对总要素生产力促进效应的

50% 以上。

表 4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Inn Con TFP

OGD 0.049 0** 0.028 8 ** 0.0252**

（0.555 8） （0.511） （0.025 2）

Inn 0.495***

（0.365）

Con 0.146***

（0.39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4.674*** -6.38*** 1.545***

（9.119） （8.385） （0.445）

R² 0.900 0.983 0.418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我国开放政府数据的发展十分迅速，截止

2022 年已有超过 50% 的城市向社会开放了政府

数据，以期能够对政府治理、社会建设、经济

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学界也对此展开了充分的

讨论，普遍认为这一举措或许能够突破当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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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一些发展难题，引领数字时代的发展方向。

本文立足于开放政府数据对经济领域的深刻影

响，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以国内 19 个主要城

市为样本使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测算其全

要素生产率，最后借助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这一

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异分析模型实证分析

了开放政府数据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主

要结论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OGD 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高。以 DEA-Malmquist 指数法测算的全要素

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开

放政府数据确实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高。这一研究结论在经过更换被解释变量、

改变实施时间、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依

然得到了支持。

（2）OGD 能够通过提升创新水平和优化

要素配置效率的中介效应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

高。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创新和要素配

置效率能够解释开放政府数据对全要素生产率

一半以上的促进作用。

4.2　实践启示

在全力加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宏伟蓝图

中，各级政府应深刻认识到政府数据对于驱动

数字经济发展与塑造数字政府新生态的不可替

代价值。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生产要素，已并肩

土地与资本，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

关键力量。无论是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还是

数字政府的高效构建，均深深植根于数据的支

撑体系之中。充分挖掘并释放政府数据的生产

要素与治理要素双重属性，不仅能够为数据要

素市场的培育注入强劲动力，更能在提升政府

决策的科学性、精准性以及管理服务效率方面

发挥决定性作用，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中，主管部门

应重点关注城市创新水平以及优化要素配置效

率。通过开放政府数据，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

会催生出一系列新兴产业和业态，如大数据、

人工智能、云计算等。这些新兴产业不仅具有

巨大的市场潜力，还能够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

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精准资源配置

可以帮助企业更准确地了解市场需求和行业动

态，从而进行更加精准的资源配置。企业可以

根据政府提供的数据调整生产计划、研发方向

和销售策略，减少资源浪费和盲目投资。还可

以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有助于区域间形成比较

优势，促进区域间的分工协作。通过数据引导

创新要素流向效率更高的地区，可以实现区域

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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