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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

要着力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

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

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挥积极作

用。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

途径，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

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

理和服务。

——2016年10月9日，习近平主持第三十六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讲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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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大数据是“钻石矿”

要进一步推进“互联网+”行动，广泛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不同领域融合发展，催生更多的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推出更加符合市场需要的新产品和新服务。

——2016年6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

大数据等新一代互联网技术深刻改变了世界，也让各国站在科技革

命的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曾屡次与世界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今天要

把握这一历史机遇，抢占先机，赢得未来。

——2016年5月25日， 李克强总理在贵阳出席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上的演讲

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
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
革。”。
——2017年3月5日， 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
作报告，这是“大数据”第四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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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政策

10余年来陆续有多部政策推出。

2004年4月，中办发
〔2004〕34号《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
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

2007年4月，国务院颁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6年9月，国务院颁
布《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管理暂行办法》

2016年12月，国务院
印发“互联网+政务服
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

2017年5月，国务院印
发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
享实施方案的通知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充分发挥信息资源开发
利用在信息化建设中的
重要作用，推进经济结
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条例指出，行政机关应
当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此外，《条例》还详细
规定了信息公开的方式、
程序、监督和保障措施。

为加快推动政务信息系
统互联和公共数据共享，
充分发挥政务信息资源
共享在深化改革、转变
职能、创新管理中的重
要作用

为解决网上政务服务平
台不互通、数据不共享
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
强全国一体化的“互联
网+政务服务”技术和
服务体系整体设计，不
断提升各地区各部门网
上政务服务水平。

从全局上和根本上解决
长期以来困扰我国政务
信息化建设的“各自为
政、条块分割、烟囱林
立、信息孤岛”问题。
更好推动政务信息系统
整合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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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标准化进程

GB/T 21061-2007  国家电子政务网络技术和运行管理规范
GB/T 21062.1-2007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1部分：总体框架
GB/T 21062.2-2007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2部分：技术要求
GB/T 21062.3-2007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3部分：数据接口规范
GB/T 21062.4-2007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4部分：技术管理要求
GB/T 21063.1-2007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1部分：总体框架
GB/T 21063.2-2007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2部分：技术要求
GB/T 21063.3-2007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3部分：核心元数据
GB/T 21063.4-2007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4部分：政务信息资源分类
GB/T 21063.6-2007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6部分：技术管理要求
GB/T 21064-2007 电子政务系统总体设计要求

林业、食药监、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安、交通、卫计委、烟草专卖局等部门
也发布了相关行业标准。

对接电子政务国家标准体系

完善各行业标准建设

国家层面统筹推进

2017年5月，中央网信办、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十三
五”信息化标准工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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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第二十七章：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第一节　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全面推进重点领域大数据高效采集、有效整合.
——加快建设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
——制定政府数据共享开放目录，依法推进数据资源向社
会开放。
第二节　促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
——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的创新应用，探索与传统产业协
同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完善大数据产业链。
——加快海量数据采集、存储、清洗、分析发掘、可视化、
安全与隐私保护等领域关键技术攻关。
——促进大数据软硬件产品发展。
——完善大数据产业公共服务支撑体系和生态体系，加强
标准体系和质量技术基础建设。



7

全国多片区布局综合试验区

跨区域类

区域示范类

基础设施统筹发展类

跨区域类：京津冀、珠三角
p 注重数据要素流通

p 支撑跨区域公共服务、社会治
理和产业转移

p 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区域示范类：上海、河南、重庆、沈阳
p 引领区域发展，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p 注重数据资源统筹，加强大数据产业集聚

p 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实现经济提质增效

基础设施统筹发展类：内蒙古

p发挥能源等优势，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强
化绿色集约发展

p加强与东、中部地区合作，实现跨越发展

先导试验

先导试验：贵州
p 强化基础设施统筹

p 开展系统性试验

p 有效打破数据资源壁垒

p 2016年2月25日，三部委批复贵州建设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p 2016年10月8日，三部委批准7个区域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批复
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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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方纷纷制订各自大数据发展政策规划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统计，截止到2017年1月底，共有16个省、21个
市发布了大数据发展规划

省市 文件名称

北京 北京市大数据和云计算发展
行动计划 

上海 上海市大数据发展实施意见

江苏 江苏省大数据发展行动计划

浙江 浙江省促进大数据发展实施
计划

广东 广东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
计划

山东 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意见

安徽 “十三五”软件和大数据产
业规划

广西 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方案

省市 文件名称

广州 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
见

深圳 深圳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计划

青岛 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指导意
见

宁波 关于推进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
见

南京 南京促进大数据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

武汉 武汉大数据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郑州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计划

南宁 南宁市大数据建设发展规划

省市 文件名称

沈阳 沈阳市促进大数据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

哈尔
滨

促进大数据发展若干政策
（试行）

合肥 合肥市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淮南 大数据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

东莞 东莞市大数据发展实施方案

兰州 促进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见

赣州 加快大数据发展实施意见

盐城 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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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项目建设快速增长，政府占大头

•2015年1月-2016年7月，公开招标项目：1276个，项目平均额度：300万，采购总金额约：38亿元

•2016年上半年与2015年全年相当

•广东、北京、贵州、江苏采购数前四，占采购数50%

•平台和服务各占约60%和30%

•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分别占43%、38%和18%

数据来源：中国招标信息网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整理，2016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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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大数据的建设驱动力

资源统筹
ü 构建统一数据平台
ü 整合分散资源
ü 完善国家基础信息
ü 互联网信息整合

政府战略转型 业务转变 数据应用变革

应用整合应用创新

大
数据
创新
应用

大数据
扩展应用

自助式服务

政府内部应用
报表呈现与KPI监控

支持宏观调控科学化

推进商务服务便捷化

促进安全保障高效化

推动政府治理精准化

应用上收应用拓展

透
明
管
控

科
学
运
营

价
值
创
造

拥抱物
联网

拥抱云
计算

拥抱互
联网

p 国家数据战略要求实现政府业务转变和数据应用变革，进而驱动政务大数据建设和云化大数据服务能力提供

p 政务大数据实现政府内外部全面、海量数据的加工，以灵活、高效的方式提供真实准确的数据服务

10

云化大数据服务能力

ü 多数据源（业务平台、无
线、日志、网元、互联网
等）

ü 多类型（结构化、非结构
化、低价值密度等）

ü 易扩展松耦合的架构
ü 平台开发和自助服务
ü 个性到共性的方便转换
ü 应用场景的主动推送

ü 真实准确的数据基础
ü 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
ü 可靠的信息安全保障

ü 数据采集和处理满足纲要
要求

ü 数据服务响应满足实时秒
级，准实时分钟级

ü 快速高效转储归档机制

ü PB级高价值密度数据的数
据采集和管理

ü 海量实时、批量低价值密
度数据的采集和管理

真

大

快

活

全

资
源
统
筹

资
源
共
享

加快民生服务普惠化

政
府
治
理

公
共
服
务

资源共享
ü 建设数据共享平台
ü 形成数据交换平台
ü 搭建数据开放平台

政府治理
ü 宏观调控大数据
ü 建设信用大数据
ü 社会治理大数据

公共服务
ü 医疗健康大数据
ü 社会保障大数据
ü 教育文化大数据
ü 交通旅游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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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政务大数据建设模式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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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大数据建设步骤——①数据采集

2、属地化数据管理困难
信息系统纵强横弱。区域机构难以留存数据，难以建设区域统一的数据平台。基
层数据难以形成体系。
例如：天津滨海新区爆炸案发生后，滨海新区不能第一时间调取爆炸区相关数据

数据采集问题

1、基层数据采集困难
——需求太多：上级需求单位多、采集压力大
——标准太乱：采集口径不同、采集标准不统一
——管理太少：没有管理规范，没有数据留存要求，存在数据造假

“顶上千根线，下面一根针”
例如一个居委会，往往需要应对
公安、民政、统计、劳保等各个
部门的采集需求。在管理不规范
的情况下，很难保证数据采集的
质量。

3、历史珍贵数据不够重视
4、实时数据获取困难

推动基层跨部门
共享校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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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大数据建设步骤—— ②数据开放
政策制约 基础制约

p 政府数据开放缺乏统一政策文件，无

规可循。

p 政府开放数据，助力社会创新的机制

缺乏，动力不足。

p 政府数据开放的信息资源基础弱，数

字化不足，水平不一。

p 缺乏集中统一的政府数据开放的技术

渠道。。

健全内部机制 发挥外在动力

p 发布机制——初期采用有限的“白名单”，

逐步向“黑名单”发展

p 公示机制——第三方评估发布结果及排名

p KPI机制——增加在电子政务考核中占比

p 数据资产化管理机制——全生命周期

p 需求反馈机制——企业需求+民众需

求，支持政府与企业“资源置换”

p 社会资本参与机制——政府采购服务、

/数据、政企交换数据、社会众包等，

p 支持数据创新——支持数据大赛，跨

部门、领域数据融合项目作为重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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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数据开放主要问题

不愿开

不敢开

不能开

不会开

信息资源是独家垄断资源——开放后担心部门权利削弱、经济利益受
损，并可能暴露部门业务问题。

尚缺乏保障数据开放的配套制度——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强制性规定，
与政府信息公开、保密法、档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衔接不到位，各地对
政府数据开放的范围和潜在风险存在“后顾之忧”。

数据基础不牢——公共部门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数据资源采集、管理、加
工和开发利用的体系，很多信息资源缺乏数字化，数据资源多头采集、重
复建设、成本高昂，很多数据无人维护、不具有可持续性，数据的质量和
准确性也存在问题，有哪些数据资源也不清楚。

开放质量不高，可利用性差——网站的建设和维护问题，网站数据的质量
问题（可机读性差，数据更新频率不高，数据互动性差等）
网站缺乏标准化——增加使用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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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大数据建设步骤—— ③数据共享
政策制约 基础制约

p 政府数据共享缺乏全国统筹机制，协

同不足。

p 政府共享数据，保护部门利益的本位

思想较重。

p 数据共享的交换机制导致数据不落地

难以满足大数据对多维度数据的需求。

p 缺乏中心交换的政府数据共享的技术

渠道，没有数据融合的统一平台。

1、数据分级/分类机制：制定数据分级分类管理机制，对不涉及秘密和敏感内

容的信息要在政府内部全面共享；不宜全面共享的数据应根据各部门履职需要

及数据不同级别，按需定向共享。

2、负责人制度：指定部门数据共享专职负责人，审核可以共享的数据，制定数

据需求和共享计划

核心：完全共享数据应由统一平
台来管理，尽量扩大全面共享数
据范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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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开放共享成为各地方发展大数据的首要工作

各地纷纷加速数据共享、开放和流通，激活大数据产业新动能

p截止到2017年1月底，16个省、

21个市发布了大数据发展规划

p80%以上的省市提出开展数据共

享开放平台建设，强调政府数据的

统筹协调管理

p进一步完善统一的人口、法人、

和空间地理等基础信息资源库

p制定优化《政府数据资源共享与

开放目录》和大数据开发利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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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大数据建设步骤—— ④统筹汇聚
引导数据中心、信息平台和各类数据库统筹集约化建设，实现全市级大数据平台

信息平台
控
制
增
量

互
通
存
量

统一

级联

数据中心

绿色

p 向云服务迁移，采用
“租建结合方式”

p 绿色集约型数据中心

p 建立数据中心资源审
计监管平台

p 统一的信息服务平台

p 联通现有各级平台，
形成“多级连接、逻
辑集中”的服务平台

p 严格控制增量审批

p 建设基础数据资源

p 融合社会数据资源

p 采集互联网数据资源

p 数据应反垄断法

数据资源
基
数
据
息

互
联
网

共享

校核

1、由于数据关联分析的价值难以预估，跨部门的数据融合缺乏动力
2、增量评审是推动抓手，新建信息化系统将以数据汇聚作为评审条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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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技术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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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政务服务”深化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应用

1.运用大数据，实现政务信息资源有效利用

（1）精细化管理与清洗比对

（2）智能化分析与深度挖掘

（3）推动数据引进和数据开放

2.充分利用政务云，实现集约建设、共享利用

利用政务云平台资源，推动政务服务平台集约化建设。

（1）政务云建设

（2）政务云使用

（3）政务云管理及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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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1、新的政务大数据系统如何对接、兼容电子政务共享交换系统？

如何应用基础数据库？

• 2、系统架构：大集中、大索引、混合式？

• 3、是否需要引入外部数据？如何引入？

• 4、面向不同领域的具体政务应用，是否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和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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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大数据及政务云应用技术白皮书》

• 我国政务大数据及政务云发展政策
• 国内外政务大数据及政务云应用现状
• 政务大数据应用面临的主要问题
• 政务云应用面临的主要问题
• 可行的技术架构和方案（多种）
• 各领域政务大数据及政务云应用优秀案例（数据开放、数据共享、

网上办事大厅、交通、公安、社保……）

白皮书主要内容（初步）

当前工作：

（1）征集编委：面向各企业优秀技术人员征集编委，希望大家贡献智慧，实际参与工作均可
署名

（2）征集审稿专家：政府相关使用部门领导，资深行业专家，企业有丰富经验的领导
（3）征集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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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大数据建设标准体系》

数据采集

存储/计算

数据治理

数据分析

可视化

数据开
放平台

面向政务应
用特色的产
品标准

面向特定应
用行业领域
的解决方案
标准

数据共
享平台

网上办
事大厅

交通 公安 人社 ……

基础能力版

专项升级版

当前工作
• （1）征集每项具体标准牵头单位、参与单位；
• （2）欢迎标准完成后企业报名参与测试
• （3）已完成基准能力测试、MPP厂商默认通过《存储/计算》单项；
• （4）相关成果将在全国各地举办推广活动

数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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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韩涵
hanhan@ritt.cn
13811249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