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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城市管理提供了一条应用技术的新思路，部分起步较早的发达国家凭借良好的技术

基础，较快地整合已有的基础地理信息、行业信息，迅速推进了数字化社区、数字化城市警务、数字化道

路交通管理等行业应用。国内这些应用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各地纷纷设立大数据管理

机构，承担起城市数据的收集、汇总和管理工作，力求打造出城市运行发展的管理平台。

1 从各地发展经验看，大数据管理机构作为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主要发挥数据整合作用，为优化政务

服务、提高行政效率提供技术基础；同时对数据经济的发展进行管理和引导。

打通数据壁垒。传统的信息多头交叉管理，使得“信息孤岛”现象不可避免。为解决这个问题，各地

在大数据管理机构设立过程中，基本上是以政务信息富集的部门作为班底来组建，以实现公共数据资源统

筹管理。如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以构建全市数据资源共享体系为重要目标，山东省大数据局将解决部门信息

“孤岛”和信息“烟囱”问题作为重要任务，江西省大数据中心直接在省信息中心挂牌成立，都体现了这

一趋势。

提高数据效能。大数据管理机构的设立，可实现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将原本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数据归

口管理，建立相对统一全面的公共数据资源库，本质上优化了信息传递的流程和方式，提高了信息流转效

率。如福建省大数据管理局的职责包括运用大数据改进政法治理方式、运用大数据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浙

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则致力于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在便民服务方面做好

“一张网”“一个端”。

挖掘数据价值。随着信息社会深入发展和计算方法不断创新，由数量巨大、结构复杂、类型众多的数

据构成的数据海洋，基于云计算等数据处理与应用方式，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服务能力和庞大的信息产业市

场。目前这一市场还没有明确的主管机构，相关产业多数处在工信部门管理之下。大数据管理机构出现后，

一些地方将相关职责分割到了这一新设机构。如贵州省将经信委承担的有关数据资源管理、大数据应用和

产业发展（除电子信息制造业外）、信息化（除“两化融合”外）等职责，整合划入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沈阳市大数据管理局也承担了指导大数据产业发展的职能。

2 在大数据管理、大数据市场都方兴未艾的当下，大数据管理机构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有的地方在其

职能定位、责任分工都还处于摸索阶段，必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找出不足并加

以解决，才能让这一新设机构发挥其应有作用。

赋权尚未到位。大多数大数据管理机构都是作为同级政府组成部门，还有的是作为经信部门的隶属机

构，而且没有赋予大数据管理机构相对于其他部门数据的共享权限，如此一来，除了原来的政务数据外，

并不能实际获得各部门最新数据，这样就难以发挥出数据统筹高效利用的优势和初衷。

研究尚需深入。有些地方将大数据管理机构的职能设置等同于传统部门，并没有考虑到信息时代、大

数据时代扁平化、对象化的特点。虽然短时间内机构运转不会受到影响，但长久来看可能会出现对大数据

业务管理浮于表面、难以深入、难以产生实质效果的局面。



安全有待重视。当下大数据市场还没有较为完备的规则和边界。在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主体在盈利冲动驱使下，必然会通过越来越多的手段将手里的数据资源变现，而这些变现手段有一部

分会威胁到公民权利和大数据市场的长远发展。而各地大数据管理机构的职能范围，很少包含这一重要使

命，即使提到也并没有作为工作重点。

开发需要全面。在信息时代，信息或者说大数据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其重要性相当于农耕时

代的盐铁、工业时代的煤炭石油，是当下生产力的代表性因素，具备影响国民经济命脉的巨大潜力。这一

重要生产资料必须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其采集、加工、流通的全过程，必须在国家的监督管理之下，按

照既定的合法途径进行。

3 大数据管理机构目前虽然只是一些先行地区的试点探索，但是在大数据时代的大潮下，必然会逐步

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标配”，对其功能定位应大胆探索、科学求证。

应成为城市数据的整合者。大数据管理机构作为专司数据管理的职能部门，理应担负起牵头抓总的责

任，打造出真正完备统一的数据中心样本。对于一些较为敏感但又很重要的部门，可让其参与到大数据管

理机构的信息安全建设中来。在充分赋权的前提下，大数据管理机构针对服务对象中的法人和公民，以及

城市地理数据、建筑数据、红线数据等城市自身数据，分别制定统一标准。各职能部门根据标准将自身掌

握的数据汇总到大数据管理机构，并将服务对象数据变化实时反馈到统一的数据系统中。

应成为“放管服”改革的助力者。统一的数据中心建成后，将带来质的飞跃。在服务对象和城市数据

信息统一管理的前提下，不再需要申请主体作为信息传递者，只需要各部门从统一的大数据中心实时调用

数据。如此，各地政府大力推广的“一次办结”“不见面审批”等政务服务创新将成为基本要求。而各职

能部门摆脱了数据管理传递的束缚，只需实时跟踪并上传更新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对象数据。客观上自然而

然地实现了由审批管理向过程服务的转变，从而极大优化城市的营商环境，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应成为信息安全的守护者。从管理成本上讲，将原本多个系统的安全保障成本集中到一个系统中，相

当于将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统筹运用，必将大大提高信息安全保障能力。至于有些部门涉及的敏感机密信

息管理，可根据各部门职能分工对信息数据进行分级分类调用、根据各职能部门需求灵活建立子系统等方

式，在确保职能部门对信息数据需求的前提下，大大降低信息泄露危险，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应成为智慧价值的发掘者。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发掘”。会同地方立法部门，共同研究公民企业等

各类主体数据价值开发应用的规范和边界，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引导市场对数据价值的合理发掘和使用，

使数据资源在道德和法律框架内，合理高效地发挥价值。确立数据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定位，引导市

场主体将大数据价值的开发应用行为统一到国家战略意图中来，确保大数据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同心同向，

不断助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更高层次的高质量发展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