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7

  第 27 卷 第 6 期
  2022 年 12 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27  No.6   
Dec.  2022

收稿日期：2022-09-06
基金项目：湖南省自科基金资助项目“湖南省高技能人才需求预测及人才开发政策模拟研究”（2020JJ7040）；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的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20C0605）
作者简介：钟 葳（1983—），女，广东河源人，湘潭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治理；

作者简介：梁丽芝（1965—），女，广东高州人，湘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作者简介：张 运（1982—），男，湖南桃江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风险管理与金融统计。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2.06.007

基于用户技术接受模型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研究

——以深圳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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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用户使用视角出发，基于用户技术接受模型，以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例，设计 14 个

观察指标，研究政府开放数据的有用性和易用性。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具有开放有序、回应及时

和激励正向三大特色，同时存在创设数据场景不丰富、获取数据资源途径单一、利用成果数量少及质

量不高、平台用户评价不积极及参与度低等不足。据此，提出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提升用户数字素养、

构建政府部门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机制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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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Government Open Data Platform Based on User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A Case Study on Shenzhen City

ZHONG Wei1, LIANG Lizhi1, ZHANG Yun2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2. College of Busines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s, this study takes Shenzhen Government Open Data Platform as its 
example based on the user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nd 14 indicators for observation are designed to study 
the usefulness and accessibility of government open data.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Shenzhen Government Open 
Data Platform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 open and orderly, timely responsive and positively encourag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some shortcomings, such as insufficient data creation scenarios, single access to data 
resources, low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utilization results, inactive platform user evaluation and low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ose fact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ie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taking users’ needs as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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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tion, improving users’ digital literacy, andbuilding an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atrans-departmental and trans-hierarchic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Keywords：open platform for government data;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usefulness; accessibility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框架

大数据时代，数据已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

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当前，在物联网、

区块链、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各级政府

与公共企事业单位在履职与生产经营过程中收集

了大量的数据资源，以助力其更好地提供公共服

务。随着公众对数据的需求日益增加，数据资源

仅仅在政府部门之间共享是不够的，其需要更充

分地向社会开放，为社会所利用，以创造更大的

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2015 年，国务院印发的《国

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

要求稳步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2017 年，国务

院再次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务信息系

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建

立数据开放网站，以实现数据的统一规范、安全

可控与互联互通。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开始意

识到数据开放平台建设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建

立数字政府的标配。复旦大学中国开放数林指数

网站显示，全国地级及以上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数

量增长显著，从 2017 年的 0 个增长到 2020 年的

142 个，截至 2021 年 10 月，累计达到 193 个，其

中，省级平台 20 个，市级平台 173 个 [1]。数据开

放平台的显著增长表明我国政府在数据开放方面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学界也兴起了“政府数据开放”研究的热潮，

诸多学者在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的内容、影响

因素、现实困境与实施路径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研究成果。在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的构成内

容方面，国外学者重点从理论层面进行界定。

如 Brown 等人从生态系统的角度阐述了政府数

据开放平台的构成要素，认为政府数据开放平

台是一个由所有者、参与者与核心技术构成的

生态系统 [2]；Ruijer 等人强调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

服务属性，并认为服务质量的好坏取决于系统组

成、流程、技能与人员 [3]；Danneels 等人认为政府

数据开放平台主要由政府数据、应用程序等综合

要素组成 [4]。国内学者则从实际案例出发，探讨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的主要内容。如黄明峰等

人以贵阳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例，认为其建设包

括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资源建设、平台建设

与应用服务建设 4 个层面 [5]；陈涛等人分析了武

汉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具体实践，认为政府数据

开放平台的主要模块包括数据云平台、数据公开网、

电子地图、标准化体系与数据开发利用 [6]。朱晓峰

等人认为，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是政府数据开放的组

成要素，是平台、数据、用户、机构中的一个核心

要素，4 项要素之间彼此联系共同协作 [7]。

无论是从政府主体角度出发，还是从用户需

求角度出发，或是从政府与用户互动角度来看，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均具有重要的功能价值，这

得到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一致认可。当前国内

外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数据资源建设、法制安全保障等方面均受到

掣肘，主要表现在：一是数据资源建设难以满

足现实要求。高质量、开放式数据的收集困难、

更新周期长、管理薄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数据

开放平台的利用 [8]。二是平台互动反馈功能不

够友好。如有些平台搜索与浏览功能有待进一

步优化，有些平台互动交流界面便捷性较差，

有些平台反馈途径比较单一，这些均严重影响

了平台的互动效果 [9-10]。三是数据跨部门共享困

难重重。受到技术障碍、标准缺失、软件兼容等

因素的影响，加上部门之间的权责不明等问题，

平台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存在较大阻力 [11]。四是政

府法规与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有待健全。目前仅有

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显然无法满足政府数据

开放平台建设的制度需求。同时，政府数据开放

平台“为谁建设”“用户需求为何”“民众满意

度怎样”“公民参与和监督是否实现”“数据权

利保障程度如何”等价值理性层面的问题也较少

得到关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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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的现实困境，诸多

学者根据实际情况，借鉴成功经验，提出了一系

列改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的路径。一是加强

制度建设，既要从宏观上进行统筹安排，又要从

微观上进行制度配给，为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

提供支持与保障 [13]。我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的建设以及数据开放项目的开展是上级政府高位

推动的结果，政策制度环境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14]。二是加强数据资源建设，为开放平台建设

提供数据支持。要加强开放数据的生产、使用与管

理，加强数据标准建设，为不同部门数据的兼容提

供技术支持 [15]。三是优化平台管理，为部门间数

据共享提供保障。要明晰各部门的职责，使其各司

其责，共同推进数据开放平台的规划运行 [16]。四

是加强人才培养，为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提供智力

支持。加强开放平台技术人才培养，完善人才培

养知识体系，建立政校企合作，推动大数据人才

培养 [17]。五是加强风险防范，为数据开放平台建

设提供安全保障。一方面，要建立风险防控机制，

预防数据安全与风险问题；另一方面，要探索数据

安全控制机制，建立安全可控的数据处理体系 [15]。

既有研究从“是什么”“怎么样”“怎么办”

等角度分析了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问题，积累

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

供给侧的研究，较少从用户需求出发分析开放平

台建设问题。技术接受模型将用户使用态度、行

为意向等因素纳入模型当中，分析用户意愿对开

放平台建设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

意义。目前学界主要聚焦于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

共享，关于面向外部用户的政府数据开放的研究

较少。基于此，本文基于用户技术接受模型，从

数据的易用性和可用性两个维度评价政府数据开

放平台，探讨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提升路径。

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由 Davis 于 1989 年提出。该模型借助理性

行为理论来分析影响用户接纳与使用信息系统的

因素，并认为感知的有用性和易用性是用户对计

算机广泛接受的最主要因素。只有当用户感知信

息系统是有用的，并且是易用的，其才会改变对

新出现系统的态度，并将这种态度的改变转化为

实际行动。

政府开放数据的有用性体现在用户对数据有

用与否的认知，即用户认为利用该数据可产生正

向价值，比如提升工作业绩或知识水平、降低交

易成本等。政府开放数据的易用性体现在用户对

使用该数据的便利性的认知，即用户使用政府开

放数据越方便，则该政府开放数据的易用性越好。

本文结合用户技术接受模型和开放工作组关

于政府开放数据的八大原则，即完整、一手、及

时、可获得性、可机器处理、非歧视性、非私人、

无须授权，并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复

旦大学联合国家信息中心数字中国研究院发布的

《2021 年上半年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中

的评估指标，共设计了 14 个观察指标，用以衡量

政府开放数据的有用性和易用性。政府开放数据

有用性的指标包括：开放数据的完整性、更新数

据的时效性、元数据的完整性、API 描述的规范性

和数据格式的多样性；政府开放数据易用性的指

标包括：检索便利性、资源分类、授权许可、身

份限制、可视化、互动反馈、获取资源途径多样

性、个性化账户和社会数据提交功能。以深圳市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例，利用上述 14 个观察指标

总结分析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特色和不足，

进而提出改进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政策建议。具

体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二、样本选取与分析

（一）样本选取——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本文选取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作为样

本，对政府开放数据有用性和易用性进行分析。

深圳市属于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是我国的国际经

济、金融、贸易、科技创新中心，其具有经济优

势，在数据开放共享领域一直先行示范，是比较

合适的案例样本。深圳市政府数据服务网（https://
opendata.sz.gov.cn/）于 2016 年 11 月正式上线运行，

是深圳市政府在互联网上发布和提供政府数据服

务的综合平台。开放平台由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

管理局主办，深圳市大数据资源管理中心建设运

图 1 技术接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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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维护，市、区各相关部门负责数据资源的提供、

更新和维护，向社会提供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

可开放的、可机器读取的政府数据，为个人、企

事业单位和科研机构等开展政府数据资源的社会

化开发利用提供数据支撑，推动整个社会对政府

数据进行社会化增值。同时，开放平台面向社会

提供数据开放申请服务，建立数据需求端和供给

侧的“桥梁”。

通过访问深圳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对评价指

标中需要用到的政府开放平台数据的有用性、易

用性数据进行实时梳理（数据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5 月）。本文梳理数据的方式主要有：搜集网站信

息，比如网站数据更新时效性、元数据、数据分类、

数据格式等；整理网站统计信息，比如网站介绍、

开放情况等；总结网站使用体验信息，比如用户

和游客的使用权限信息，对数据进行评价、评论

及对网站建议反馈等功能的使用和体验总结等。

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相关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相关情况

评价指标 观察指标 相 关 情 况

有用性

易用性

开放数据的完整性

更新数据的时效性

元数据的完整性

API 描述的规范性

数据格式的多样性

检索便利性

资源分类

授权许可

身份限制

可视化

互动反馈

获取资源途径多样性

个性化账户

社会数据提交功能

数据开放部门 48 个，开放目录总量 2919 个

2022 年 5 月更新数据集 143 个

元数据包含 26 项

7 项基本信息

CSV/XLS/JSON/XML/RDF，关联数据

全站可筛选，筛选类别 6 种，筛选类别与检索框不可结合操作

分类方式 6 种，为领域、行业、主题、服务、区 / 部门、场景

无需授权

游客可免登录下载小于等于 100 条数据，登录方式 3 种

有开放统计及各种辅助图表，数据集可视化

及时，留言反馈 1~3 个工作日回复

有 web，无移动 App，无微信公众号

订阅、收藏

个人用户可提交社会数据

（二）样本分析——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的特色、不足及优化路径

1. 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特色

通过分析评价指标体系中有关政府开放平台

数据的有用性、易用性两个维度的数据，发现深

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具有开放有序、回应及时

和激励正向三大特色，具体表现在：

（1）开放有序：分级分类开放政府数据

深圳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用户提供可直接获

取无条件开放类数据集。截至 2022 年 5 月，深圳

市数据开放部门 48 个，开放目录总量 2919 个，

数据开放的分类方式有 6 种，具体为领域、行业、

主题、服务、区 / 部门和场景。对于开放属性标注

为“有条件开放”“条件开放”或“依申请开放”

等类型的数据集，用户可通过平台向数据提供方

提出数据开放申请，并在数据提供方审核同意后

获取相关数据。目前只有极少数地方政府的数据

开放平台实际开通了这一功能，深圳市先行先试，

在平台对外公开用户申请有条件开放数据的结果。

如一大四学生，因为论文研究需要，申请开放深

圳市 2001—2020 年月平均气温、降水量、日照数

和相对湿度等相关数据。其在平台申请后，深圳

市气象局给予回复，给其提供了所需数据。

（2）回应及时：关切用户数据纠错、诉求和

反馈

用户在使用深圳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过程中，若

发现平台中数据存在问题或错误，可向平台反馈，

这有利于不断提高开放数据的质量。从平台回复

用户数据开放申请的效率来看，数据提供方基本

会在 1~3 个工作日给予回复。在互动界面，用户

除了可以提出数据申请外，还可以留言反馈，提

出数据纠错。如深圳某公司在平台提出关于其公

司名称的数据纠错申请，平台 1 个工作日就给出

回复。此外，平台每月会对在线受理反馈情况进

行统计，包括收到用户提出的数据使用申请数量、

申请需特定审核的开放数据数量、已处理数据数

量、申请未开放的数据数量、已回复数量、收到

建议和数据纠错数量等，并且统计了每月办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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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数据来看，深圳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能及时

回应用户包括数据纠错在内的诉求和反馈。

（3）激励正向：利用成果与数据提供部门的

开放数据建立关联

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及时展示了数据利

用的成果，包括 4 种类型：移动 App，如预约挂

号和“我的都市天气”App，预约挂号是一款针对

全国各地患者推出的挂号预约服务平台，用户可

根据自己的状况选择预约指定医院挂号陪诊服务，

极大提升了就医效率；微信小程序，如腾讯乘车码、

小区罗盘、智慧通勤等 5 款微信小程序，小区罗

盘小程序是基于大数据的居住小区品质评测工具，

可提供全方位的小区及周边生活服务质量的专业

评价，帮助居民高效快速找到满足自身需求的居

住空间，同时为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提供方

向指引；web 应用，如“星眼”，该平台通过机

器视觉技术提炼影像中的地理特征信息，并输出

到数据中台，作为大数据分析的基础数据；研究

报告，如高校、研究机构、社会团体等主体利用

开放数据产生的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成果。此外，

平台还展示了数据利用成果的来源信息，从而在

开放数据和利用成果之间建立关联。利用成果来

源信息主要包括以下 3 类：数据集来源，数据提

供部门，利用者名称。这正向激励了数据提供部

门和数据利用方的积极性，增强了平台数据开放

的有用性。

（4）工具实用：提供基本数据工具帮助用户

分析挖掘利用数据

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除了按照国家数据

开放的要求提供原始数据外，还通过提供基本工

具帮助用户对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和利用。平台

从便利用户的角度出发，特别是针对非专业的初

级数据使用者，在平台页面设置画像选项，用户

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获得个性化、定制化的数据

分析工具，对所需原始数据进行精细化的统计分

析，并将分析结果以柱状图、曲线图等可视化形

式呈现出来，让数据使用者更清晰地观察数据的

发展变化情况。例如在数据画像这个栏目中，平

台提供可视化分析工具，让数据使用者可通过

曲线图和柱状图知晓数据下载 top10、市级数据

top10、关注热度词云等。全局图谱则按领域、部门、

主题构建了网络图，用户根据节点的大小和网络

线条的粗细可大致判断关联节点的关系和数据资

源总量。

2. 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不足

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还存在创设数据场

景不丰富、获取数据资源途径单一和利用成果数

量少质量不高、平台用户评价不积极参与度低等

不足，具体表现在：

（1）创设数据场景不丰富

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提供了按主题、部门

类别进行数据导引的功能，甚至还提供按场景进

行数据导引，目前已创设的场景包括金融、医疗、

交通、生态、科技和教育；但是站在用户有用性

和易用性角度，其数据场景实际体验感不强，平

台所创设的场景不丰富，用户个性被淹没。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用户需求呈现多样化趋势，标

准化的平台设计和导引已不能满足用户需求，提

供个性化的订制服务，才能更好地迎合用户需求。

（2）获取数据资源途径单一

2022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51 亿，网民使用手机

上网的比例达 99.6%，使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

脑、电视和平板电脑上网的比例分别为 33.3%、

32.6%、26.7% 和 27.6%。目前，深圳市政府数据

开放平台仅有 web 平台，没有开发移动 App 和微

信公众号，用户获取数据资源途径比较单一。而

随着手机便携性和智能化的不断提升，很多原来

只能在电脑上使用的应用都可移植到手机端，手

机用户群已超过了传统的电脑用户群，而开放平

台仅有 Web 平台，不利于用户使用体验，也不利

于数据资源的分享传播。

（3）利用成果数量少、质量不高

虽然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及时展示了数

据利用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大多局限于本地和单

一领域，跨地域跨领域的高质量深度利用成果寥

寥无几。未来平台需重点考虑如何使数据开放的

成果向跨地域跨领域的纵深方向发展，如何更正

向激励用户浏览平台的积极性，促进其更充分利

用政府开放数据开展科学研究、应用开发、创新

创业等活动，以实现开放数据的增值。

（4）平台用户评价不积极、参与度低

在深圳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可以针对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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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等多维度进行评论打分，

但是用户参与度却很低，大部分数据集都存在无

用户打分评价的情况。例如，在数据集高速公路

ETC 入深圳数据一栏中，该数源单位是市交通运

输局，数据下载量有 799 次，但打分评价者寥寥

无几。另外，平台向数据使用者征集建议调查问

卷，用户参与度也很低。如 2021 年深圳市政府

数据开放平台互动及时性满意度调查问卷，参与

者仅有 41 人，这与平台数据统计的用户访问量

和下载量严重不匹配。平台用户参与度低、评价

不积极，不利于平台对数据来源单位、数据质量

进行评估。

3. 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优化路径

从政府开放平台数据的有用性和易用性两个

维度，立足于需求侧角度，针对深圳市政府数据

开放平台之不足，可通过以下路径进行优化：

（1）创设场景精准对接用户需求

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虽然提供了按主

题、部门类别进行数据导引的功能，甚至还提供

按场景进行数据导引的功能，但是通过输入关键

词的自定义场景创设才更具人性化，更贴合用户

需求。如用户需要给孩子办理小学入学，其通过

在平台输入该场景，即可知道需要哪些数据，如

何办理。这样，才能有效帮助用户更好地搜寻数

据，促进数据的融合利用，为用户快速决策带来

便利，从而提高用户在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获取数

据的积极性。

（2）丰富获取数据资源的途径

平台应充分利用各类社交软件，如国内的微

博、微信，国外的推特，开发政府数据开放的

App 和公众号。这样不仅能实现用户与政府平台

的实时交流，也搭建了用户间的交流渠道。平台

还应注重反馈时效性，对于用户提交的建议、评

论及数据请求等，做到及时处理，维持用户的参

与热情，以支撑平台的持续发展。公开用户对数

据集和利用成果的评价，对用户的意见建议和数

据纠错进行及时有效回复并公开相关信息，提供

权益申诉功能并对用户的权益申诉进行及时有效

回复。另外，对于老年人群体，他们缺乏数字技能，

无法获得其需要的公共数据和服务，平台应配备

专门的工作人员，如网格员，针对老年人等弱势

群体，提供专门的人工查询服务。

（3）创设“开放数据 + 创新创业”的数据生

态环境

在政府数据开放全过程中，政府应起到掌舵作

用，创设“开放数据 + 创新创业”的数据生态环

境，打造开放数据、数据应用、项目孵化三位一

体的政府大数据开放格局。从“开放数据”和“创

新创业”两个角度，连接创新网络，包括政府部

门、企业、创业孵化园、商业资本、公益性基金、

科研机构等，集聚人、资本和数据，使公共数据

资源通过创新创业实现增值。上海 SODA 大赛在

拓展创新创业方面率先垂范，引入包括赛事管理、

选手组队、技术培训等功能的竞赛平台合作方，

成为数据人才的聚集地，向企业输送数据人才 [18]。

政府应鼓励用户利用开放的公共数据，开展科学

研究、咨询服务、应用开发、创新创业等活动，

使其研究成果实现跨地域跨领域利用，实现开放

数据的高质量增值。

（4）培养公众知数据、用数据、评数据的数

据意识

用户对平台数据评价不积极、参与度低，原因

之一是用户本身数据意识不强。为了培养公众知

数据、用数据、评数据的数据意识，平台可为用

户提供有关专业术语的解答，在政府数据开放平

台开设“数据知识学习专栏”，利用 Flash 动画、

抖音短视频等趣味形式为社会公众普及数据知识，

扫除使用障碍，增强用户的体验感和满意度，让

用户切实享受到数据红利。

三、政策建议

综上，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具有开放有

序、回应及时和激励正向三大特色，与此同时，

也存在创设数据场景不丰富、获取数据资源途径

单一、利用成果数量少及质量不高等不足，为使

各类社会主体尤其是相对弱势的组织和个体也能

平等获得和利用公共数据，共享数据开放红利，

应营造普惠包容、万木争荣的数据开放生态。

（一）坚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各地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文件中，大多涉及编制

数据开放目录清单、制定数据开放标准、数据安

全和隐私保护、数据分级分类开放和数据开放绩

效评估等。坚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是政府数据开

放的核心，政府数据开放工作做得好不好，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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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权应该属于用户，常态的政府数据开放必

须对接用户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一蹴而就，

只有待政府数据开放形成一个完善的产品，用户

导向的工作思维才可能实现。政府部门亟需掌握

需求行为的变化规律，推动数据开放真正实现从

政府供给导向到公众需求导向转变。只有这样，

政府数据开放的价值才会在用户身上得到体现，

民众才能从政府数据开放中获得所需求的信息。

传统公共管理理论提出“科层制政府”概念，新

公共管理理论强调“企业家政府”理念，在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当下，“服务型政府”

是政府治理的核心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是其

基本要求。因此，坚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政府

数据开放理念是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价值遵循，

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均应坚持用户需求导向理念。

（二）提升用户数字素养

用户数字素养的提升是实现开放数据增值

的基础。“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一词

发轫于美国。1997 年，保罗 • 吉尔斯特（Paul 
Gilster）在其《数字素养》一书中，基于综合视

角提出了数字素养的概念，即数字时代搜索、理

解和利用数字化信息以及解决问题的技能。中央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的《提升全民数字

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 2022—2035》指出，数字素

养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

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

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

全民数字素养提升已成为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基础

性条件，而具备数据思维和数字生产创新能力尤

为重要。数据思维能力指能利用数据发现问题、

找到根因，进行精准研判或对未来进行预测；数

字生产能力指能输出数字产品、数字内容或其他

数字解决方案；数字创新能力指能提出自己独特

的观点，或在基础技术、开放平台、商业模式等

方面具备独特的竞争力。对于普通用户尤其是老

年人群体而言，数字素养并不会随着这些群体使

用网络或者计算机而自动获得，故需着力培育用

户的数字素养，使每位用户都能获取所需的数字

技能，缩小数字鸿沟，这将是实现数据增值的基

础性条件。

（三）构建激励约束机制

激励约束机制是提升开放数据质量的动力。目

前，需求侧数字资源高质量需求与供给侧低效劣

质供给的冲突，以及数字资源供给的分散和数据

资源开放的不完全与不彻底，叠加影响着数字资

源的供给质量。开放的数据用户不需要，用户需

要的数据不开放。数据就是权力，谁掌握关键数

据，谁就掌握权力。因此，从各自利益出发，每

个部门都希望将高价值数据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以提升自身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增强与其他部

门的博弈能力 [19]。另外，数据的公开还意味着权

力被监督，这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开放高价值数据

的阻力。因此，应让相关部门意识到开放数据是

双赢的过程，构建数据开放激励约束机制，制定

数据开放绩效考核标准，并且让数据的使用者来

评价政府开放数据的质量和效率，如在每条开放

数据下设置用户评价，用户可以就数据的数量、

质量和更新速度等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与部门及

个人的绩效奖金挂钩，倒逼政府部门提升开放数

据的质量 [20]。

（四）构建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机制

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机制是开放数据的助推

器。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在处

理复杂系统问题时，仅靠部门单兵作战、单边

突进的传统机构运行方式显然已力不从心。进

入数字治理时代，党政机构职能逐步从以科层

制为核心转向以平台为中心，更多着眼于整体

性治理。政府是社会数据资源的主要掌控者，

据统计，超过 80% 的数据资源掌握在政府部门

手中。这些数量庞大的数据信息并不是掌握在

某一个单独的政府部门手中，而是分散在不同

层级的不同部门内。因此，数据开放也要依赖

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合作，通过跨部门的数据

开放共享、流程再造和业务协同，打通和整合

党政机关各项职能，使党政机关的管理和服务

从“碎片化”转变为“一体化”，实现各机关

部门协同高效运作，从而摆脱开放的数据用户

不需要、用户需要的数据不开放的窘境。

大数据时代，随着公众对数据的需求日益增

加，政府部门应立足系统性和整体性思维，通过

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合作，利用政府数据开放平

台有序分级开放信息资源数据，切实提升用户的

使用感和满意度，积极推动地方政府数据开放，

以有效提升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和公共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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