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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大数据产业已经成为城市和地区竞争的焦点，有人把它比作 21 世纪的石油和

金矿。大数据产业具有无污染、生态友好、低投入高附加值等特点。进入 2015 年之后，大数

据产业从产业萌芽期进入了成长期。日前国务院出台了大数据纲要，是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的

第一份权威性、系统性文件，将实现公共数据资源合理适度向社会开放。广州、成都、贵阳等

兄弟城市都在抢抓大数据发展机遇。加快开发大数据金矿，是杭州推进一号工程和两区创建应

有之义，有利于杭州市打造“数据强市”，有助于推进杭州 “全球互联网创业之城”建设，

将杭州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创业创新中心。 

风起“云”涌 

大数据产业空间大。杭州是全国 5 个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示范城市之一。信息经济增

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超过 20%，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占比超过 8%，全市共有从事云计算基础服

务和大数据行业应用的入库企业 80 余家。根据”三年行动计划”，到 2017 年，杭州市将培

育 2 至 3 家国际知名百亿级云计算和大数据龙头企业，打造 200 家中小型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

企业，带动信息技术业新增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亿元。云计算和大数据在安防、医疗、金融、

工控、电商等行业信息化应用有巨大应用空间，可以推动各产业跨界融合发展，提升政府管理

期浸务水平。 

大数据特色小镇发展决。涌现一批像云栖小镇、杭州云谷等大数据发展平台空间。目前，

云栖小镇已引进包括传统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 274 家，其中涉云企业 215 家，产业覆盖 APP 开

发、游戏、互联网金融、移动互联网、数据挖掘等各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数据云计算产业

的良好生态圈。 

大数据产业集聚优势明显。云集了阿里巴巴、网易、海康威视、华三盈信等行业龙头，形

成了阿里云、华数为代表的云服务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华三为代表的云工程和云月浸务提供商

，还有海量的云应用企业完整的大数据产业链。其中，以阿里云为代表的云计算  

企业已成为全国云计算产业的引领者。阿里巴巴拥有近 1000 万家网商业务平台，有着其

他国内互联网企业所不具备的先天数据优势。 

政务数据应用走在前列。杭州形成以云平台建设为主体的模式来打造电子政务云，由浙大

网新、华数以及阿里云合作共建，为国内首个电子政务云。大数据已经广泛渗透并深入应用到

杭州的政府管理服务领域。在国内率先建成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在国内首次运用大数据

模拟研究城市风道给杭城降温，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运行稳定的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城乡

社区卫生服务信息系统基本建立，广泛使用社会治安动态监控系统、智能卡口系统、移动警务

平台等。 

正视问题 

公共数据应用规则和非标准化问题。目前，杭州政务云初步建立，处在“消除数据孤岛”

的阶段。在真正公开政府数据之前还要完成数据公开目录设计以及数据清洗、脱敏等工作。而

如何设计数据公开目录哪些数据先公开，哪些后公开，设定这些规则是一个难题。较统计局标

准化数据不同，大数据主要通过城市的政务信息化、社会信息化、产业信息化的全面推进，提

取结构多样的海量业务数据、过程数据、行为数据，并进行汇总、加工、分析、挖掘，其中包

括一些非标准化的文字数据，需要进行标准化的清洗、脱敏等工作。 

数据安全问题和隐私问题。在数据分享、数据开放的大背景下，不仅政府机构之间、企业

集团不同模块之间的数据库实现共享，甚至可能在不同企业之间也会形成共享的数据库。这就

意味着，一旦某个数据库出现安全漏洞，个人隐私信息或企业商业秘密的泄露将可能是全方位

的。部分公共数据涉及国家安全和保密方面。因此，数据分享、数据开放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使

信息安全压力日益增强，信息泄露带来的危害空前巨大。厘清安全、隐私权与大数据共享的边

界，对隐私权、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形成有效监管是相关部门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大数据市场化运作不足。公共数据价值仍是待挖掘的金矿。以公交大数据为例，杭州主城

区内，每 10 个人中，有 7 个人选择公交出行。根据用户每天的上下班固定线路，可以知道其

住在哪里、在哪里上班，由此就育畔 J 定出职业特点；一些人会在每周固定的某一天乘坐公交

车，就大概知道用户的车在哪一天是限号；既可以通过人群密度、固定乘车线路等信息的分析

，知道目前的线路设置是否合理等。这些信息具有巨大商业化应用价值。按照简单估值，仅杭

州公交大数据价值就在 30 亿元以上。公交大数据已经成为不少大数据开发公司眼中的“香悖

悖”。兜兜公交、酷米客公交、到站提醒、彩虹公交、爱帮公交、百度、腾讯、高德等纷纷布

局公交大数据。除公交外，再如开放医疗数据、病例数据等许多领域都存在巨大商业价值和社

会价值。现在的企业大多只基于自己长期积累的数据做一些大数据业务，阿里巴巴设立的蚂蚁

金服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利用天猫、淘宝的数据扶持自己的业务，但仅仅依靠淘宝、天猫的

数据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大量政务大数据辛院。 

更上“云”端 

成立大数据管理局，推进数据开发和规则制定。建议杭州成立政务数据资源共享开放专门

管理机构，如大数据管理局，推进政务数据资源归集、共享、开放和应用，挖掘玫府数据公开

的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根据大数据规划纲要，2018 年底前，要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

平台，率先在信用、交通、医疗等重要领域实现公共数据资源合理适度向社会开放。国内不少

兄弟省市开始建立全新的政府职能机关，如大数据管理局、大数据管理中心。新生职能机构承

担着组织制定数据收集、管理、开放、交易、应用等标准规范、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推进大数

据产业发展等方面的职责。如广州、成都、沈阳、佛山等市已经试水，上海、贵阳等市处在加

决研究阶段。 

有序开发、合理开放，促进大数据产业发展。建议借助政务大数据的开放，培育一批在数

据应用上创造出全新的商业模式的大企业，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 1983 年，美国

将卫星定位系统从军用转为向公众开放，结果带动了一批创新企业的发展，创造就业岗位约

300 万个。再如贵州通过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成功吸引一批创业者和创业项目入黔。大数据

的开放，将会带来巨大商业拥昌。在医疗领域，通过利用医疗服务的 EHRs 数据、医院与医保

的结算与费用数据、医学研究的学术、社会、政府数据、医疗厂商的医药、医械、临床实验数

据、居民的行为与健康管理数据、政府的人口与公共卫生数据、公共社会经济生活中网络产生

的数据等方面，为医疗行业的药品研发、疾病治疗、公共卫生管理、居民健康管理、健康危险

因素分析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在金融领域，大数据将有助于推动金融和银行产业中的数据聚合

，基于产业整体数据挖掘价值，推动产业的发展，推动业务模式的创新，实现金融风险管理、

消费智能、智能运营等。在电信、零售等领域，大数据可以实现精准营销，提升客户价值，推

动各行业发展。 

以大数据交易为重点，加快推进大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建议杭州加快筹建大数据交易所，

抢占大数据产业制高点，争夺大数据交易规则话语权，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在推动“互联网十

”的发展过程中，数据起着基础性资源的作用。数据交易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数据的

信息化，可以理解为采集数据；其次是数据的资产化，把数据变成类似商品实物的资产；最后

才是数据的资本化。将大数据资本化，形成产业的首要问题是要先建立数据定价机制。运营中

的大数据交易所普遍采用撮合定价的方式。不少国内外城市和企业在推动大数据交易，促进

B2B 大数据交易所的发展。比如北京，去年在国内成立首个面向数据交易的产业组织一中关村

大数据交易产业联盟，启动中关村数海大数据交易平台，定位大数据的交易服务平台。贵阳今

年 4 月大数据交易所正式挂牌运营，完成首批大数据交易，建立大数据清洗基地。今年 7 月武

汉成立了长江大数据交易听黝。 

引入 PPP 模式，加强大数据基础投入建设。建议大力借助民营资本资源，推动大数据基础

设施建设走在前列。大数据的应用离不开互联网、物联网、云平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数

据的开放需要进行数据收集、清洗、脱敏，甚至还要按照需求加工，这些都要花费成本。数据

开放不能完全依靠财政支出，可以引入民营资本的力量。如美国芝加哥在“路灯杆装上传感器

”基础设施建设上引入了思科、英特尔、高通、斑马技术、摩托罗拉以及施耐德等公司的技术

和资金支持。目前国内 PPP 投资模式已经得到广泛认可，政府层面做好合理引导，通过 PPP 模

式将有利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