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凯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16年1月7日

大数据产业与政策展望



提纲

1. 产业观察

2. 政策展望

3. 我院工作



2013-2014年：沸腾 buzzing

http://blog.xiqiao.info/category/programmers/page/2

又是一场炒作？



2015年-国外再热炒?

Advanced Analytics and Data Science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Analytics

Enterpri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Memory Computing Technology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Q: Why Gartner retired the big data hype cycle？

A: Big Data Isn’t Obsolete. It’s Normal.



产业体系-数据资源+产品技术+应
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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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服务

（一）数据资源提供商

数海、数据堂、九次方大数据、贵阳大
数据交易所……

任何企业都可成为数据公司

（二）产品技术提供商

基础软件

硬件

技
术
服
务
运
维
支
持

华为、联想、浪潮、曙光

星环、明略、拓尔思 、亚信、科大
讯飞、爱数……

开源厂商和传统闭源厂商

（三）应用服务提供商

政府应用
神州数码、易华录……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行业应用
船讯网、荣之联、随手房、春雨

医生、华大基因……

企业应用
亿赞普、百分点、秒针……

各种数据共享、开放和交易平台机构

数据拥有者

新浪微博大数据、微信大数据、四维
图新、慈铭体检、大众点评、恒生电

子、考拉征信……

应用软件

西安美林数据、龙信数据、用友、
金蝶、东软……



数据“结构性短缺”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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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封闭
流动不畅

固态

数据保护

“凝重冰”

气态产权不清
流动无序

“缥缈雾”

数据开放

理想状态：“奔流水”

液态

我国数据资源两大问题：企业线上数据产权不清，流动无序。政府及公共机

构数据封闭使用，流动不畅。

——数据资源权益不清

——个人数据外泄严重

——跨境数据流动问题凸显

——政府及公共机构数据开放程度低

——企业稳定获取公共数据困难

——公共信息资源的价值难以释放



纠结-数据的责权利如何界定？

权 利 责

政府 事业单位 国企 其他企业和个人

关系国家安全的数据

关系商业秘密的数据

关系个人隐私的数据

不含以上内容的数据

我国确认数据权利归属面临的困难
1、——数据归属单位不清。和国外不同，我国大量公共信息资源实际掌握在公
共部门手中，公共部门为数据的采集、软硬件系统、运维付出了一定的成本，
甚至为政府部门维护数据库。

按照网信办的内部指导意见，我国公共信息资源责任的主体包括4类：1）负有
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部门、2）市政公用企事业单位、3）
公共服务事业单位、4）经政府部门授权实施公共服务的企业单位。

2、——缺乏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
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公共数据的边界不清晰



规则缺失制约数据流通交易

序号 单位名称 进展情况 备注

1 北京数据交易所（筹）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牵头筹建，近期将向北京市政府汇
报筹建方案。

划拨现有闲置交易所改制。

2 上海数据交易所（筹）
1、经营范围：商业公司互联网数据产品（一期）。
2、业务模式：使用权交易；多源数据聚合；实时在

线交易。

2015年内成立上海数据交易中心，2016

年筹建上海数据交易所。

3 广州数据交易所（筹） 广州市大数据管理局牵头筹建。
一期成立广州数据交易中心，省政府报批
流程中。

5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
1、业务指导单位：贵阳市大数据办、贵阳市经信委；
2、经营范围：政府数据、金融数据、征信数据；
3、业务模式：产权交易；线下交易为主。

1、存在问题：政府数据占到总量的60%

以上；直接参与数据加工与定价；数据产
权争议；个人隐私保护争议。
2、组建形式：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参股。

6 长江大数据交易所

1、业务指导单位：武汉市经信委；
2、经营范围：数据产品（含政府数据产品）、模型
算法。
3、业务模式：倡导使用权交易。

组建形式：武汉光谷知识产权交易所参股。

7 陕西大数据交易所
1、业务指导单位：陕西省工信厅、西安西咸新区；
2、经营范围：政府数据、工业数据、个人数据等。

-
其它正在筹建的数据交

易机构

8、徐州大数据交易所（已成立）；9、江苏省大数据交易中心（即将成立）；10、重庆大数据交
易所（重庆市经信委）；11、沈阳大数据交易中心（沈阳市大数据管理局）；12、哈尔滨大数据
交易中心；13、青岛航运数据交易所；14、河南数据交易机构；15、其它省市和地区（如济宁、
东莞、新疆中亚商品交易中心等）



大数据技术还在快速演进中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面向企业应用的商业
智能提出，面向数据
仓库的数据分析

（OLAP）技术兴起

分布式技术提出

谷歌提出分布式文件系
统、分布式数据库和分
布式计算框架，奠定大

数据技术基础

实时计算技术提出

流计算、图计算、交互
式分析、内存计算等技

术不断演进

开源Apache 
Hadoop逐渐兴起，
大幅推动互联网大

数据应用

Spark、Flink等新
一代融合大数据平

台，SQL on 
Hadoop兴起

前大数据时代

SQL/ACID NoSQL/CAP SQL/NewSQL



大数据技术创新格局

Hadoop、Hive、Storm、Spark、
Flink等大数据开源技术

Apache Hadoop
Cassandra (NoSQL)
Apache Thrift(跨语言框架）
Apache Hive(Hadoop分析)
RocksDB(Flash DB)
Presto (SQL on Hadoop)
Open Compute(数据中心)
Apache Storm(实时计算）
Open Academy(培训项目)
Apache  Spark
Apache Flink…

分布式系统+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系
列论文

领域 论文数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347
算法与理论 319
人机交互与可视化 237
自然语言处理 216
数据管理与挖掘 212
机器识别 202
信息检索和Web 158
软件系统 119
分布式系统与并行计算 110
安全与隐私 157
…

输出：原创论文 输出：开源+技术服务 输出：商用产品

阵营一
理论原创地

阵营二
技术制高点

阵营三
产业先锋队

Hadoop/Spark两大商用技术平台
和一体机

传统数据库数据仓库软件

Hadoop/Spark发行版的混
搭解决方案

影响 影响

国
际
格
局

我
国 ？ ？ 我国大部分企业处于该阵营的跟随

者，但比较分散，尚未形成实力



应用—互联网和政府两头热

政
府
热

——大互联网企业纷纷把大数据作为战略： 中国互联网前十强全部有

“大数据战略”：百度大脑、阿里“从IT到DT”、腾讯“大数据连

接的未来”、京东大脑、小米“大数据不赚钱就破产”……

——大批创业公司也以互联网大数据为创投方向：秒针系统、百分点、

闪银奇异、宜信、上海拍拍贷、北京云知声……

——23个省出台了74个与大数据相关的政策和规划。上海、贵州、重庆、

天津等省市出台大数据发展规划，

——全国已建大数据产业园区超过10个。

——呈现中央高度重视、地方积极部署的良好局面。

政府大数据产业 布局拉开序幕

行业：大数据应用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快速渗透，各行业渗透程度不一

互
联
网
企
业
热



应用：以银行业为例

2

3

4

1
历史数据查询

客户行为分析

客户精准营销

风险管理监控

☛ 完成基础平台搭建
☛ 初步完成数据积累
☛ 完成技术路线落地
☛ 应用效果初步体现

☛ 更多的数据积累
☛ 引入数据分析挖掘
☛ 初步建立应用方向
☛ 确定数据服务对象
☛ 确定数据服务方式

☛ 确定营销对象
☛ 确定营销渠道
☛ 确定营销方式
☛ 利用数据分析结果
☛ 营销效果分析

☛ 风险预警
☛ 风险防控
☛ 舆情分析
☛ 口碑分析
☛ 信用核查

决策
Prescriptive

预测
Predictive

描述
Descriptive

呈现
Reporting

内部数据 外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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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把信息技术的运用作为推动增长新引擎

习总书记指出“世界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

基于信息网络技术融合而成的新兴产业将以新经济引领新常态。

“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

“提速降费”两个文件
——技术基础领域

“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两个文件
——数据资源领域

“互联网+”、“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两个文件，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三个文件
——应用创新领域

2015年，国务院围绕信息通信出台9个文件



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施网络强国和大数据战略，实施互联网+行
动计划，实施《中国制造2025》等举措

“国家大数据战略”是一个核心

网络强国战略

国家大数据战略

互联网+行动计划

中国制造2025



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建设数

据强国

政府数据

开放共享

健全据安

全保障体

系

推动产业

创新发展

三位一体建设数据强国

“产业”是根基 “安全”是保障

“开放”是条件



产业发展是《行动纲要》重要内容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全面推动我国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加快建设数据强国

加快政府数据开放
推动资源整合
提升治理能力

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培育新业态
助力经济转型

健全安全保障体系
强化安全支撑
提高管理水平

政
府
数
据
资
源
共
享
开
放
工
程

国
家
大
数
据
资
源
统
筹
发
展
工
程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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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大
数
据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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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治
理
大
数
据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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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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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大
数
据
工
程

工
业
和
新
兴
产
业
大
数
据
工
程

现
代
农
业
大
数
据
工
程

一个目标

三大内容

十项工程

大
数
据
关
键
技
术
及
产
品
研
发
与
产
业
化
工
程

大
数
据
产
业
支
撑
能
力
提
升
工
程

网
络
和
大
数
据
安
全
保
障
工
程

完善组织实施机制 加快法规制度建设 健全市场发展机制

建立标准规范体系 加大财政金融支持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七条措施

五个主要目标：

一是打造精准治理、多方协作
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二是建立运行平稳、安全高效
的经济运行新机制

三是构建以人为本、惠及全民
的民生服务新体系

四是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创新驱动新格局

五是培育高端智能、新兴繁荣
的产业发展新生态



工信部大数据产业十三五规划考虑：4个重点方向

夯实核心能力 深化行业应用繁荣产业生态

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
协同开展原始创新，积
极参加国际大数据开源
活动，大力培育本土开
源生态，强化技术自主

供给能力

推动基于大数据的创新
创业，形成资源-产品-
服务良性发展的产业生

态

我国应用空间巨大，
在有优势的行业深化用
引领，在应用中凝练科
学工程问题，牵引技术

与产业发展

应用需求牵引推动技术发展

完善技术标准、规范数据交易、人才、投融资等

完善产业发展环境



工信部大数据产业十三五规划考虑：8+5举措

1. 建立统筹协调机制

2. 健全相关政策法规

3.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4. 完善投融资政策

5. 建设复合型人才队伍

1. 大数据核心产品超越工程

2. 大数据资源共享流通工程

3. 大数据产业支撑平台工程

4. 大数据支撑创新创业工程

5. 电信互联网大数据引领工程

6. 工业大数据创新示范工程

7. 大数据安全体系加固工程

8. 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工程

实施8个推动工程
出台5项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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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府智库行业平台

工信部

• 大数据产业十三五规划

网信办

• 政府数据开放标准

• 数据资源管理体系研究

发改委

• 国务院大数据行动纲要

• 行动纲要落实工作

科技部

•大数据重大工程实施方案

面向大数据国家重大决策需求

面向大数据产业发展关键问题

促进技术与产品成熟 推动数据资源流动

大数据平台基准测试标准

基准测试活动与测试服务

国内第一个大数据交易规则

推动大数据资源合作

大数据人才培训

1+N课程体系（筹备）
人才认证



大数据行业标准

数据中心联盟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

性能

容错

安全

10种典型负载
的吞吐量

加密
身份认证
权限管理

节点失效
备份恢复



大数据测试活动

全球首次在统一的测试平台上（16台节点）进行测试
国内第一个工业级大数据基准测试活动，4家国内顶级大数据商业发行版厂商

国内第一个多个任务负载的大数据基准测试活动，覆盖性能、容错性、安全与运维
国内外第一次对大数据公有云服务进行测试（优刻得）

第一轮（2015年5-7月）



数据流通交易相关研究

人民银行、信息产业部《关于商业银行与电信企业共享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有关问
题的指导意见》（银发〔2006〕112 号）

第一条 ……遵循“由易到难，逐步推进”的工作原则。可从共享企业和个人欠缴电信费
用信息起步，逐步扩大信息共享范围。……

《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
（工信部2013年第24号令）

第十条 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
提供者及其工作人员对在提供服务过程中
收集、使用的用户个人信息应当严格保密，
不得泄露、篡改或者毁损，不得出售或者
非法向他人提供。

《征信业管理条例》
（国务院2013年第631号令）

第十三条 采集个人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
本人同意，未经本人同意不得采集。但是，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信息除外。

需要进一步更紧密衔接



数据流通交易相关研究

• 征信条例授权征信机构：依法采集个人信息

• 人大决定和工信部24号令：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 刑法修正案禁止：违反国家规定，将个人信息，出售或非法提供给他人

数据源 数据需求方

明确告知用户

取得用户同意

仅用于征信目的

提出了一套技术方案（规范）和推进机制去执行合规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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