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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数据创新提升政府管理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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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研究大数据及其重要应用，分析了大 数 据 对 政 府 管 理 决 策 创 新 的 重 要 作 用，包 括 在 决 策 主 体、决 策

方法和决策过程的创新。总结了美国、英国和德国等政 府 运 用 大 数 据 创 新 管 理 的 经 验，并 提 出 我 国 运 用 大 数 据 的

技术创新成果服务政府决策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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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快速发展，大数据

蕴藏的巨大价值正在日益显现，大数据不仅能够产

生巨大的产业空间，同时也正在产生巨大的社会价

值。运用大数据的技术创新成果服务政府决策，将

会在决策主体、决策方法和决策过程等方面发生革

命性的改变，从而大大提高管理者的决策效率。
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研究报告显示，有效应用

大数据可使政府部门大大降低管理成本、大幅提升

生产力和工作效能。美国医疗管理部门曾经测算，
大数据可使美国每年获得３　０００多亿美元的潜在价

值，可节省医 疗 卫 生 开 支 超 过８％。大 数 据 也 可 能

使欧盟 减 少 行 政 开 支 达１５％～２０％，并 在 未 来１０

年，每年将会创造１　５００～３　０００亿欧元新价值〔１〕。

１　大数据及其技术创新

关于“大数据”，专家认为，大数据的“大”是指数

据量一般在１０ＴＢ规 模 左 右 的 大 型 数 据 集；多 个 用

户和多个数据集集聚形成ＰＢ级的数据量；同时，这

些数据又来自众多种类的数据源，并以实时、迭代的

方式实现〔２〕，可形象地表述为“大数据＝海量数据＋
复杂类型的数据”〔３〕。大数据主要具有４个创新特

征，即：大量化、多样化、快速化和价值化〔４〕。
大数据前沿技术的研究，最初是在不同领域采

用不同的分析算法，包括机器学习、统计学、图形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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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工智能、数据库系统等，这些技术现在已逐步

发展成强大而复杂的大数据专用工具。目前众多大

数据关 键 技 术 研 发 都 已 取 得 重 要 进 展，尤 其 是 在

Ｈａｄｏｏｐ、Ｓｐａｒｋ、Ｅｌａｓｔｉｃｓｅａｒｃｈ和Ａｐａｃｈｅ　Ｋｙｌｉｎ等关

键技术的研发上进展显著〔５〕。

Ｈａｄｏｏｐ是大 数 据 平 台 中 最 基 础、最 重 要 的 系

统，正在朝着多类型存储介质和异构集群的方向迈

进。Ｓｐａｒｋ作为开 源 大 数 据 项 目，目 前 已 支 持 四 种

以上语言的接口，当今主流的互联网公司都已部署

Ｓｐａｒｋ平台并运行 相 关 业 务。Ｅｌａｓｔｉｃｓｅａｒｃｈ作 为 可

伸缩开源全文搜索和分析引擎，已经能够快速存储、
搜索和分析海量数据，其应用也日益广泛，并已应用

于Ｇｉｔｈｕｂ（用 Ｇｉｔ做 版 本 控 制 的 项 目 托 管 平 台）、

ＳｔａｃｋＯｖｅｒｆｌｏｗ（一个与程序相关的ＩＴ技术问答 网

站）和维基百科等。Ａｐａｃｈｅ　Ｋｙｌｉｎ是一个开源的分

布式分析引擎，可提供 Ｈａｄｏｏｐ之上结构化查询 语

言（ＳＱＬ）的 查 询 接 口 及 多 维 分 析（ＯＬＡＰ）能 力，并

能够支持超大规模的数据分析。

２　大数据对政府管理决策的创新

２．１　大数据在某些方面可使管理决策主体由“管理

者和专家”转变为“全部数据”
随着社会化媒体和大数据应用的不断深入，“全

部数据”即“大数据”，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数据所隐

藏的知识，通过数据分析挖掘，可以反映数据的内在

规律，因而，大数据在某些方面正在直接参与管理、
参与决策。

Ｇｏｏｇｌｅ翻译的进化过程，就是典型的分析决策

主体的进化过程。早期参与Ｇｏｏｇｌｅ翻译 的 语 言 专

家翻译的准确度和使用率，后来逐渐落后于计算机

工程师完全采用大数据方法对语言进行的翻译，从

而最终导致Ｇｏｏｇｌｅ翻译彻底放弃了使用语言专家

进行的翻译〔６〕。

２．２　大数据可使管理决策方法由“经验决策”转变

为“数据决策”〔７〕

大数据使决策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凡事

不问原因，只看数据呈现出的结果，通过对大数据进

行的相关性分析，就可以直接推算出结论，从而直接

做出对事件的判断和决策。
美国空军就是通过大数据来管理在全球范围内

美国空军在天空、太空和虚拟空间内执行的飞行、甚
至是战斗任务。美国空军还通过大数据管理车队调

度、规划预算、节约成本等复杂任务，使其一年仅在

空军车辆采购需求一项，就可节约１５０万美元〔８〕。

２．３　大数据可使管理决策过程从“事后诸葛”向“事
前预测”转变〔９〕

全球复杂网络专家巴拉巴西通认为：人类行为

的９３％都是可以预测的。当前人类生活的数字化、
公式化以及模型化，使我们发现其实人们的行为是

十分相似的〔１０〕。大 数 据 使 管 理 者 的 决 策 思 维 超 越

出了眼前的事实，并能对未来做出判断。
洛杉矶警局通过案件数据分析和算法预测，可

对犯罪行为进行预测并实施干预。该警局与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合作，采集分析了８０年来洛杉矶发生

的１３００万起犯罪案件，通过大数据分析软件对犯罪

行为的大规模研究，成功降低了相关区域３３％的盗

窃犯罪，降低了２１％的暴力犯罪，也降低了１２％的

财产类犯罪〔１１〕。

３　世 界 各 国 政 府 运 用 大 数 据 的 创 新 管 理

经验

３．１　美国从国家战略层面部署大数据研发和政府

管理应用

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于２０１２年３月发布

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并专门成立了“大数据

高级指导小组”。该计划旨在通过对海量和复杂的

数字信息进行收集和整理，以增强联邦政府利用大

数据支撑政府分析和决策的能力，并进一步提升政

府对社会经济发展态势的预测能力。美国６个联邦

部门和机构，包括：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

院、国防部、能源部、国防部高级研究局和地质勘探

局等，宣布将投资２亿美元，用于大数据分析工具的

研发，从而提高政府对大数据访问、组织和提取有价

值信息的能力。同时，奥巴马政府还计划与工业界、
大学研究界、非营利性机构与管理者一起利用大数

据所创造的机会〔１２〕。
为 了 提 高 政 府 的 数 据 管 理 能 力 和 数 据 开 放 能

力，美国政 府 不 但 推 出ＤＡＴＡ．ＧＯＶ（网 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ｄａｔａ．ｇｏｖ／），开放涵盖其约５０个细分门类的

４０余万项原始数据和地理数据，２０１５年１月美国又

宣布将在内华达州里诺工业园区建立全球最大的数

据中心，据称该数据中心将耗资１０亿美元，整个工

程将耗时５－１０年时间。在城市管理方面，美国拉

斯维加斯市政府开发出了一套实时公共事业网络模

型，该套模型通过采取智能数据的方式，包含了该市

地上和地下的所有公共设施，并已经在监测城市地

下设施具体 位 置 和 运 转 状 况 等 方 面 得 到 了 具 体 的

应用〔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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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英国积极推动大数据在政府管理、公共服务和

各行业的应用

２０１２年５月，英国支持建立了世界上首个开放

式数 据 研 究 所 ＯＤＩ（Ｔｈｅ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ＤＩ
利用互联网技术将全球人们提供的数据汇总到一个

平台，融合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

数据，从而为英国政府利用这些数据，挖掘这些数据

的商业和学术研究潜力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英 国 还 建 立 了 政 府 政 务 公 开 网 站

ｄａｔａ．ｇｏｖ．ｕｋ，该网站 被 称 为“英 国 数 据 银 行”，专 门

用于发布政府的一些公开政务信息，通过这一举措，
希望能够进一步支持科技、商业和农业等领域对大

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１４〕。

３．３　德国重点关注数据保护和完善相关立法

德国早在２００９年 就 对 现 行 的《联 邦 数 据 保 护

法》进行了修改并已正式发布生效。该法案旨在防

止因个人信息泄露而导致的侵犯隐私行为，对个人

数据的合法获取、处理和使用等情况也做出了十分

明确的规定，其约束范围包括了互联网等电子通信

领域。德国还在政府内部设立了“联邦数据保护与

信息自由专员”，专门对政府机构在个人数据保护方

面的行为进行监督。德国还在联邦层面之外的各州

设立了数据保护专员，对各州政府机构的行为也进

行相应的监督〔１５〕。
在政府管理方面，德国基于其较为先进的信息

化水平，建设了可应用于政府管理的大型基础数据

库和地方数据库，德国的一些州政府还建立了“中央

数据库”，数据覆盖人口结构分布、地理数据信息、矿
藏资源信息等，充分发挥政府运用数据资源服务公

众和服务决策的作用。

３．４　其他国家也从本国需求出发加强大数据管理

创新

韩国积极建设开放大数据中心，挖掘大数据经

济价值。例如，韩国观光公社通过与百度合作，利用

百度关于旅游交通的移动数量数据来吸引更多的中

国游客。澳 大 利 亚 政 府 发 布 了 公 共 服 务 大 数 据 战

略，该战略以六大“大数据原则”为支撑，希望能够通

过大数 据 分 析 系 统，不 断 提 升 政 府 的 公 共 服 务 质

量〔１６〕，保护公民隐私。法国政府推出公开信息线上

共享平台ｄａｔａ．ｇｏｕｖ．ｆｒ，覆盖了法国国家财政支出、
空气质量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资源等。法国里昂市还

利用ＩＢＭ公司为该市开发的名为“决策支持系统优

化器”（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ｒ）系 统，
实现了基于实时交通报告来监测和预测拥堵〔１７〕。

４　对我国运用大数据服务政府管理的启示

４．１　借鉴国 外 先 进 经 验，推 动 我 国 大 数 据 战 略 的

实施

当前，信息技术发达国家都相继制定了大数据

发展战略，内容涵盖了具体的实施政策和行动计划，
并已取得初步成效。发达国家在运用大数据技术创

新服务政府管理方面，有很多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
我国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

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提出了要规划“大数据

战略”中长期路线图与实施重点、目标和路径。我们

应注重学习国外在开放性、智能性、价值性、应用性

和保障性等方面的经验，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不断走向现代化。

４．２　挖掘大数据创新应用，提升我国政府的服务管

理能力

大数据的创新应用，为政府管理提供了一种全

新的思路。随着大数据分析应用对政府管理决策影

响力的不断增强，依据数据进行决策并从中获取价

值，将成为政府管理的一种新的方式。建议我国政

府管理部门能够重视运用大数据技术创新成果，挖

掘大数据潜在价值，从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保护环

境、社会治理、公 共 服 务 等 全 方 位 提 升 政 府 服 务 能

力，进一步提高我国运用大数据创新应用，服务政府

管理的能力。

４．３　鼓励开发大数据应用新技术，拓展政府服务管

理范围

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政府的管理决策能力，需

要在大数据基础设施、大数据的分析决策技术、以及

大数据与各行业的融合技术等方面加强研发。尤其

是要加强大数据分析决策技术的开发，如基于人工

智能、机器学习、模式识别、数据挖掘、统计学和数据

库等技术的研发等。我国应持续支持更多的大数据

应用新技术开发，并将创新成果有效应用于政府管

理决策，不断拓展大数据应用领域，使大数据能够为

政府医疗健康、食品卫生、道路交通、地质灾害、社会

舆情、信息安全和国土安全等更多领域，提供全方位

的决策依据和服务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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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不断完善知识创新体系，
注重协同创新，从根本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
从而加快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由单一的企业、市场

或政府都是无法实现的，而必须将创新提升到一定

的文化层面，在社会上营造一种创新驱动的氛围，继
而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

增长。营造适合创新驱动的人文环境需要注意以下

几个环节：提高创新意识，继承和弘扬创新文化，明

确政府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作用，建立公平的

竞争市场机制，提供健全的法律法规制度、良好的政

策保障以及舆论支持，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营造一

个自由、安全、可靠的运营环境，激发和保护创新的

热情和积极性，实现创新成果的高效转换，赢得丰厚

的创新收益。

５．３　推动金融创新，完善创新资金支持体系

绝大部分的创新行为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
对于创新型企业来说，如果缺乏相适应的金融体系

作为支撑，就很难继续发展壮大下去，所以建立一个

有利于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金融体系就显得尤

为重要。该金融体系是建立在低风险、高效率的基

础之上的，利用金融组织创新、服务创新以及产品创

新，不断拓宽金融市场发展的广度，加深金融市场发

展的深度；通过放松管制和简化管理程序，给予金融

机构以及各大中小企业更大的创新和发展空间；放

宽准入标准，增加进入渠道，积极鼓励、引导并规范

民营企业的市场运营；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的改革，
建立健全相应的激励机制和决策机制，保障创新驱

动战略的科学运营；同时，加强相应的监管制度，完善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严厉打击垄断行为，健全市场运营

体系。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政策上都应该一视

同仁，国有企业做好带头作用，积极开展和参与各项创

新活动，调动自身的创新积极性；民营企业应在做好本

职工作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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