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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迎来了大数据时代。数据已成为

一项新兴的国家战略性资源，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引起全球各

国政府极大的关注。大数据给我国政府工作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政府

拥有海量的社会公共信息资源，通过整合、共享和开放，促进电子政务信息资

源的开发和利用，能够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政府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

服务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我国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尚不完善，制约了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水平的提高，无法支持政府深入开展

大数据分析和应用。 

本文主要探讨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应如何完善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

享机制，以促进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利用。全文首先说明了选题背景和

研究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提出研究的目标、内容、思

路和方法，在介绍我国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发展状况之后，结合相关案例阐

述当前我国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对其产生原因进行

了深刻剖析，再进一步介绍国外发达国家实施政府数据开放的主要做法和厦门

市在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建设方面的相关实践，最后，从管理机制、运

行机制、保障机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等方面入手，就完善大数

据时代我国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提出了一些建议，以供相关部门参考和

借鉴。 

 

 

关键词：大数据；电子政务；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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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uman has ushered in the era of big data. Data, which contains a huge 

economic value and social value, has become an emerging national strategic 

resource, causing th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Big data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our government work. On the one hand, the 

government has huge amounts of public information resource, by integrating, 

sharing, and open, e-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can be promoted, which helps accelerating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 function and 

enhancing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social management and public service 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of variou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asons, China's 

e-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mechanism is not perfect, restricted the 

level of e-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and unabl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further carrying out big data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how China should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e-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to promote e-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and utiliza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paper first explained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summarized the related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target, contents, idea and method, after introducing 

the state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e-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expounded all kinds of problems of China's e-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in the era of big data combining with related cases, and deeply analyze their 

causes, and then further introduce the main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in the foreign developed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related practice 

about construction of e-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mechanism in 

Xiamen, finally, from the aspects of management mechanism, operating mechanism, 

safeguard mechanism, supervisory mechanism, incentive mechanism, restraint 

mechanism and so on,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regarding to improving China's 

e-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mechanism in the era of big data, as 

reference for the related departments. 

 
Keywords: Big Data; E-Government; Resource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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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1 

一、导论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近十年来，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

通信技术的相继出现和飞速发展，给全球带来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这些技术的广泛运用，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明

显的变化之一是无时不刻产生的海量数据所引发的信息爆炸，让我们迈入了大

数据时代。当前，大数据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能够有力地推动生产力

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被称为现如今的新“石油”，其蕴含的战略价值得到

了多数发达国家的重视。2012 年 3 月，美国政府发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

划》，率先将大数据提升为国家战略。此后，法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英

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出台大数据相关政策，确立本国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目标。

我国政府对大数据的发展也十分重视，2014 年 3 月，“大数据”首次写入我国

《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提及这一“热词”。2015 年 9 月，国

务院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强调全面推进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加快

把我国建设成数据强国。2016 年 3 月，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纲要全文提

到“大数据”20 次，并明确指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

享，促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极大地丰富了政府数据的来源和应用范围，也为

深入挖掘政府数据潜在的巨大价值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政府数据开放共享逐渐

成为全球共识。2009 年 5 月，美国政府发布《开放透明政府备忘录》，同年，

联邦政府数据开放门户网站 Data.gov 正式启用，至今已有 400 多个政府部门利

用该网站提供服务，向公众开放的政府数据集达十几万个。紧随其后，英国、

法国、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等 40 多个国家相继建立了政府数据开

放网站平台。2011 年 9 月，美国、英国、挪威、墨西哥、巴西、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南非等 8 个国家共同签署《开放数据声明》，成立“开放政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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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截止 2014 年底，该联盟会员已经发展为 63 个会员国。①可见，随着大数据时代

的到来，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已是全球范围内大势所趋。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

的国家，也是一个数据资源大国，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有利于我们充分挖

掘数据潜在的利用价值，享受大数据带来的红利。据统计，我国目前有超过 80%

的社会信息资源由各级政府部门掌握。然而，由于我国政府组织架构上存在的

条块分割，不同层级和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导致“信息孤岛”大量存在②，大部

分社会信息资源至今仍“沉睡”在政府机关内部，并未得到有效利用。为此，

近年我国来不断从政策上加强对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引导，北京、上海、广东、

贵州等地也陆续在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方面展开积极探索。但从总体来看，

政府纵向和横向部门之间的数据通道尚未打通，统一的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平台仍在搭建，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目前仍然远远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 

大数据的出现为政府转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供了

重要手段。借助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大量数据的获

取、储存、分析和利用变得非常方便，政府实施决策不再依靠经验和直觉，而

是转变为基于数据和分析。因此，尽快建立开放的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对实现大数据治国至关重要。但是如何科学筹划平台的建设工作，建成后如何

确保平台高效、安全和稳定运行，无疑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共享机制来支撑和保

障。目前，国内针对大数据环境下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方面的研究和理

论相对比较匮乏。在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和发

展情况，围绕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所涉及多个层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为

当下各级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的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提供具体操作上

可行性的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1.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对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的研究起步较早、时间较长，形成的学

                                                        
① 开放政府联盟（OGP，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②“信息孤岛”，指相互之间在功能上没有关联互助、信息不能共享互换以及信息与业务流程和应用相互

脱节的计算机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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