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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政府数据研究 ：概念辨析 、

关键因素及其互动关系
＊

部 遙

［ 摘 要
］
开放政府数据是近年 来 国 内 外电子政务和信 息管理领域的 热 点研究 方 向 。 政府所采集 和保存

的数据 与公众的 生产社会生活 息息相 关 。 在 大数据 时代 ，
政府 向社会公众开放其 所保有 的数

据
，
供社会进行增值利 用 和创新应 用

，
将创 造 巨 大 的公共价值 ， 推动 经济增 长和社会发展 。 本

文对国 内 外有关 开放政府数据 的研究 文献进行 了 系 统梳理和 总结 ，
包括开放政府数据的 意义

与概念辨析 、开放政府数据的 关键 因素及其互动关 系 等 内 容 ， 并在此基础 上初 步构建 了 分析框

架 ，提 出 了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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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开放政府数据的兴起个人隐私或其他特别限制 ，
所有的政府数据都应开放 ，

随着政府信 息化水平 的不断提升 ， 政府部 门在履开放是原则 ， 不开放是例外
；
②一手 ： 开放从源头采集

行职责过程 中已 生成 、采集和保存了海量的数据 ，
成 为到的

一手数据
，
而不是被修改或 加工 过 的数据 ； ③及

社会主要的数据保有者 。 政府所保存的这些数据与公时 ： 在第一时 间开放和更新数据 ； ④可 获取 ： 数据 可被

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 大数据往往建立在开放数据获取 ，
并尽可能 的扩大用户 范围 和利 用种类 ； ⑤可机

的基础上
［ ＂

， 大数据应用 需要整合和利用来 自 政府 、企读 ： 数据可被计算机 自 动 抓取和处理 ；⑥非歧视性 ： 数

业
、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种来源 的数据 ， 而政府数据是据对所有人都平等开放 ， 不需要特别登记 ； ⑦非私有 ：

大数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 ， 开放政府数任何实体都不得排除他人使用数据 的权力 ； ⑧免于授

据供社会利用 是实现大数据战略 的重要前提 ，
在大数权 ： 数据不受版权 、专利 、商标或贸易 保密规则 的约束

据时代
，
政府 向社会公众开放其所保有 的数据 ，供社会或已 得到授权使用 （ 除非涉及国 家安全 、

商业机密
、
个

进行增值利用和创新应用 ， 为其生产 、生活和经济社会人隐私或特别限制 ） 。

［

５
］

由 此可见
， 与

“

政府信息公开
”

活动服务 ，
将创造 巨大 的公共价值 ，

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侧重于
“

信息
”

层面 的公开相 比 ，

“

开放政府数据
”

将开

会发展
，
提升 国家整体竞争力 。

［
２

］放对象深人到 了
“

数据
”

层面 。

二 、 相关概念辨析其次
，
在开放 目 的上 ，

政府信息公开更强调公众知
“

开放政府数据
”

和
“

政府信息公开
”

这两个概念既情的权利
，
其重心在于

“

知
”

，
侧重于信息公开 的政治和

有联系 ，也有 区别 。 首先
，
在开放 的层面上 ，

“

数据
”

与行政价值 ，
而开放政府数据更强调公众利用数据 的权

“

信息
”

之间 的存在差异 。

“

数据
”

是第一手的原始记利
， 重心在于

“

用
”

，
侧重于数据被开发利 用后所产生 的

录 ， 未经加工与解读 ， 不具有 明确 意义 ，
而

“

信息
”

是经经济与社会价值 。

［
６

］

传统的政府数 据
“

发布
”

也不等 同

过连接 、 加工或解读之后 被赋予 了意义的 数据 。

［
３

］ ［
４

］

开于政府数据
“

开放＇政府在 网站上
“

发布
”

的政府数据

放政府工作组提 出
，
政府数据在满足 以下八项条件时 一般是经过加 工 的 、不完 整 的 、非 机读 的 ，

无法被再次

可称为
“

开放
”

：①完整 ： 除非涉及 国家安全 、商业机密 、
利用的 ， 这些也不属于

“

开放
”

的数据 。

＊ 基金项 目 ： ２０ １ ４ 国 家 自 然科学 基金 面上项 目

“

大数据背 景下 开放政府数据 的 因 素与 机理研究 ： 系统 动 力 学建模与 政策仿 真
”

（ 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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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 在实施过程中 ， 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重点在有重要作用 〇

［
１ １

］

需要有清晰的政府数据开放执行战略 ，

于政府
一方

，信息公开本身即 是 目标 ，
而开放政府数据将开放数据融人 日 常工作流程 ，

［

１ ２
］ 加强对政府雇 员 的

则 同时注重政府和用 户两个方面 ，
以及两者间 的互动 ，培训 。

［
１３ ］ ［ １ ４ ］

开放政府数据需 拥有一套完善 的保 障体

开放数据本身不是 目 的 ， 使数据得到利用才是 目 的 。

［

７
］系

，
包括跨部 门工作组 、

跨部 门 网络化合作关系 和政策

综上所述 ，

“

政府信息公开
”

为
“

政府数据开放
”

在执行机制 。

［
１５ ］

开放数据的许可机制 ，协作机制 和法律问

法律层面奠定 了基础 ，
是政府数据开放的前提 ，

而开放责机制等也共同构成了 开放数据的运行机制 。

［
１６ ］

政府数据则是政府信息公开在大数据时代的延伸 和跃数据再利用 收益模式也将直接影响 开放数据实

进 ，在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 了新的水平 。践。

［

１７
］

西方 国家政府信息增值开发利用有两种主要模

此外
，

“

开放政府数据
”

与
“

政府信息资 源再利 用
”

式 ： 以美国为代表 的宽松开放模式 ，
鼓励私营部 门进行

和
“

增值利用
”

等概念也有一定差异 。 后两者所指 的社增值开发 ，
对増值利用不加限制

，
促进了公众对政府信

会对政府信息资源 的利用 ，

一般须事先得 到政府授权息资源 的深人利用 与开发 ， 政府通过税收方式获得数

和许可 ，
对于政府信息资源的利用仍是有条件的 、有特据的经济 回报

；

以欧盟为代表的保守模式
，

“

把政府信

定对象的 和有限度 的
［ ８ ］

，
而

“

开放
”

的政府数据则无需息卖给开发商
”

，便于政府机构对开发主体进行规范监

授权即可利用 ，
利用 时不再受限 。 而且 ，

“

政府信息资源督 ，通过对增值开发收取费用来减少财政支 出 ，有利于

再利用
”

和
“

公共部 门 信息 资源增值利用
”

所指 的利 用政府机构 回 收成本 ，
但容易导致公共信息 的部门垄断 、

对象仍是
“

信息
”

，而非
“

数据
”

。信息交易价格歧视与不公平竞争 ， 影 响信息市场规模

以上概念之间的辨析见 图 １
， 从左向右表示从

“

知的扩大 。

［
１ ８

］ １
｜９

］

情
”

到
“

受限利用
”

到
“

自 由 利用
”

，
从下至上表示从

“

信２ ． 数据管理

息
”

层深人到
“

数据
”

层 。 由 图可见 ， 传统 的政府信息公数据管理是开放政府数据的重要基础 。 开放数据

开强调的是对信息层 的公开 ， 而开放政府数据则要求的类型包括结构化 的数据 、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

将开放深人到 数据层 ；
政府数据发布虽然也涉及 到数数据

［
２°

］

，
可分 为 可 下 载格 式 （ 如 ＰＤＦ

，

Ｅｘｃｅ ｌ
，ＣＳＶ ，

据层 ，但其主要 目 的并不在于推动社会对数据 的利用 ；ＫＭ Ｌ
，
ＸＭＬ 等 ） 和关联数据 （ ＲＥＳＴｆｕｌＡＰＩ ｓ 和 ＳＰＡＲＱＬ

政府信息资源增值利用虽 然强调 了 利 用 ，
但是这 种利搜索界面等 ） 。

［

２ １
］

采用关联数据标准来开放政府数据 ，

用是有限制条件的 ； 而
“

开放政府数据
”

则强调对数据可 以提高 政府数据 的透 明 度 ，提 升政 府数据的 利 用

的 自 由利用 。率 。

［

２２
］ ［

２３
］

Ｂｅｍｅｒｓ
－ Ｌ ｅｅ 对开放数据的格式建立了 五星

ｊＴｚｒｌ标准 ， 开放的程度按星级 由低至高 。

一星 ： 通过开放授

数据层

｜
权协议在 网络 上 开放数据 ， 可采取任何数据格式 ；

二

政府信息公开 政府信息资源星 ： 以 可机读 、结构化格式开放数据 （ 如采用 Ｅｘｃｅｌ 格式
＾ｍｍＵ而非表扫描的表格 图片 ）

；
三星 ：

以 非专属 的格式开放
ｍ（ 如 ＣＳＶ 格式而不是 Ｅｘ ｃｅｌ 格式 ） ；

四星 ： 所有以上形

图 １ 相关概念辨析式 ，再加上使用 Ｗ３ Ｃ 的开放标准标识数据
， 使用 户可

此外
，

“

开放政府数据
”

与
“

开放政府
”

、

“

开放数链接到数据的网上地址 ；
五星 ： 所有 以上形式 ，再加上

据
”

、

“

公共数据
”

等相关概念之 间也存在一定差异 。 将 自 己 的 数 据与 他人 的 数 据关 联
，

以 提供 数 据 的
“

开放政府
”

是一种治理理念与政策
，

“

开放数据
”

的对背景 。

［

Ｍ
］

象可包括政府 、
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种部门 的数据 。

［

９
］数据 的原始性和完整性是开放数据成熟度的重要

“

公共数据
”

不仅包括政府数据 ，
还包括政府部 门 以 外指标 。

［
２ ５

］ 数据的可获得性 、可用性 、质量 、关联和整合数

的公共事业部门 的信息和数据 ，
例如 图 书馆 、 档案馆等据 、可 比性和兼容性 、元数据等因素也都对开放政府数

所搜集
、整理或者保管 的信息 。

［
１ °

］据的效果具有重要影响 。

［

２ ６
］

目 前 ，
数据结构差 、 数据库

三
、 影 响开放政府数据 的关键 因素分散 、关联数据低质及数据标准缺失 等问题阻碍着政

近年来
，
开放政府数据 已 成为 国 内 外 电子政务和府数据开放的实践 。

［

２７
］

政府数据往往分散在各政府层

信息管理领域的热点 问题和研究方 向 。 学界主要从数级 、 由不 同组织发布
［ ２８ ］

， 缺少语义信息 、缺少语义互操

据提供方 、数据利用 方 、 内 外部环境 、 收益与 风险等方作性 ，
形成信息孤岛 。

［

２９
］

面展开研究 。Ｄａｗｅｓ 指 出 数 据管 理应 遵循 两大 原则
“

管 护
”

（
一

）数据开放方（ Ｓ ｔｅｗａｒｄｓ ｈ ｉ
ｐ ） 和

“

实用
”

（ Ｕｓｅｆｕｌ
ｎｅ ｓｓ

） ，

“

管护
”

原则将保

作为政府数据的提供方 ，
政府开放数据 的管理机管政府信息视为政府部门 受委托的责任 ，

要求政府认

制 、数据管理 、平 台建设等 因素都直接影响开放政府数真地处理信息 ，
包括数据采集决策与 方法 、数据定 义

、

据的效果 。质量与整合 、信息 与系统安全 、保密 、记录和 储存等方

１ ． 管理机制面 。

“

实用
”

原则 则将政府信 息视为有价值的 资产 ，
要

首先 ，政府部 门 的支持和 内部流程对开放数据具求积极利用信息 不 断创新 ， 创造社会和 经济价值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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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政府数据实践中 ， 保管与使 用 的原则应 同时作用力将直接影响政府数据开放 的效果 。

［
４６ ］

政府开放数据

并相互制衡 。

［

３°
］的复杂性与非技术背景 的公民对数据的理解能力之间

３ ． 平台建设构成一对矛盾 。

［
４７

］

开放数据 的简便性 、用 户数据搜索 、

开放政府数据需建立可持续 的数据开放平 台 ，
包下载和分 析能 力都将影 响到 开放数据对于利 用 者的

括面 向 公众 的 通 用平 台 和 面 向 特别 机构 的 专 业平价值 。

［
４８

：

台 。

［
３ｎ

这些平台需要同时在技术层面 和组织层面将数 （
三

）
环境影响 因 素

据开放
，
将一系列技术 、分析技能及信息架构进行无缝数据开放方 和数据利 用方都处在各种环境之 中 ，

隙整合 。 需要能同时支持面向公众的通用平 台和面 向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
这些 因 素包括政策法规环境 、政

专业机构 的拥有大规模数据集的专业平台 。 开放数据治环境 、社会经济环境 、技术环境和组织环境等 。

门 户 的评估需包括部 门类型 、信息类型 和信息 搜索战首先 ， 政策法规政府对于政府数据开放具有重要

略 。

［
３ ２

］

已有许多研究对世界各 国 的开放数据平台 进行作用 。

［
４９ １

政府需通过必要的法律法规 ，
并发布政策和内

比较分析 ，
包括数据维度 、开放形式 、栏 目 功能 、推广方部规章来推动政府数据 的开放 。

［ ５°
］

与此同 时 ， 隐 私保

式 、分享机制等方面，
３ １ ［

３４
］护 、 国家安全方 面 的 立法也构成对政府数据 开放 的

４ ． 需求 出发制约 。

［
５ １

］

开放政府数据的 目 标在于促成社会和市场对于政政治领导 的支 持有 利于 推进政 府数据开放 。

［
５ ２

］

府数据的开发利用 。 因此政府在开放数据时应从用户Ｈ ｕ
ｉ

ｊ

ｂｏｏｍ 和 Ｂ ｒｏｅ ｋ 总结 了五个 国 家推 动政府数据开放

需求 出发 ，及时 获取用户 反馈 ， 否则将影响数据开放 的的十大因素
，
政治领袖 的推动作用排在第二位。

［

５３
］ 经济

效果 。

［

３ ５
］ 政府应从供给导 向转 向需求导 向 ，从政府 自身环境也有利于推 动政府 数据开放 ，

［
Ｍ ］

而不确定的 经济

视角 出 发盲 目 地开放数据 ，
转 变为从公众视 角 出 发有影响则会阻碍政府数据开放 。

［

５ ５
］

新兴技术也是推 动政

针对性地开放数据 。

［
３ ６

］

例如 ，美 国 Ｄａ
ｔ
ａ ，

ｇ
ｏｖ 平台在建设府数据开放政策的关键 因 素 ， 安全 系统 、语义技术对政

中 即 强调 以 用户 为中心 ，
关注用 户体验 。

［

３ ７
１府数据开放都具有影响 。

［

５ ６
］

（
二

）
数据 利 用 方组织环境是政府数据开放面 临的 一大挑战

１
５ ７

］

， 封

目 前 ，
从数据利用者视角 出 发 的研究 ，

主要探讨了闭的政府文化阻碍 了 政府数据开放 ，
而改变组织文化

数据利用者的类 型 、 利用方式和利用 能力对开放数据又极其复杂 。

［
５８ １

开放政府数据 的效果受到政府部 门 开

实际效果的影响 。放意愿的影响 。

［
５ ９

］

首先
，
对可能导致错误解读的顾虑会

１ ． 利用者类型影响政府开放数据的意愿 。

［
６ 〇

］

其次 ， 原本作为政府收人

数据的 利用者具有多种类型 ， 按利用先后 ， 可分为来源 的收费数据 ，免费公开后将导致政府财政收人的
一手用户和二手用 户 ；

［
３Ｓ

］ 按专业背 景 ，
可 分为学者 、记减少。 此外 ，

数据资 产的开放还决定着官员们 的政治

者 、编程者和普通公 民等 ；

［￣
按利用方式 ， 可分为数据地位 。

［ ６ ２
］

开发者和市民
［ ４〇

］

，
两者间相互依赖 ，

数据开发者是政府 （
四

） 收益与 风险

数据开发利用的主体
，
在政府 和市 民 间 起到 了 中 间人开放政府数据本 身不会直接带来价值 ， 只 有 当它

的作用 。

［
４ １

１

８时 〇１ 分析 了公众 、组织 、
社 区

、
科研群体 、政创造 了公共价值时才真正具有意义 。

［

６３
１

开放政府数据

府 、私营部门 以及特殊弱 势群体等 不同 类型 的用户特既可能带来收益 ， 也可能造成风险 ：

点 。

［
４２

］

还有研究发现 ， 不同年龄 、
教育水平 、地域 、家庭 Ｉ

． 经济收益

情况和健康状况的人群在数据需求上也存在差异 。

：

４３
］经合组织在报告 中 指 出 ， 免费开放数据会对经济

２ ． 利用方式产生推动力 ，
数据免 费所带来的额外收益要超过 出 售

不同类 型 的用 户利用政府数据的方式也各不相数据所获得的收益 ■／
＂＾
政府技术研究 中 心的报告也指

同 。
Ｄａｖ ｉ ｅｓ 提 出 了公民使用政府数据的五个用途 ： ①用出开放政府数据的经济价值包括对 当前或未来收人 的

于事实 ，
即 以单个数字或值的形式来获知事实 ；

②用于影响 、资产价值 、债务 、津贴或其他财富 。

［
６５ ］

信息 ， 即将数据转换成可视化形式 ；③用 于界面 ，
即开２ ． 社会收益

发新的界面 ，
以互动方式获取数据 ，并探索

一个或更多数据开放能 为公众参与决策带来便 利 ，
通过政府

数据集的聚合 ，
如地图混搭应用 和交互式 网站 ；④用 于数据开放

，
数据转换为信息 ，信息再转 变成知 识 ， 公民

数据
，
即共享那些一定程度上被扩大 、整 合或处理过 的可利用这些知识作出 决策并采取行动 。

％ １

政府数据开

数据
；⑤用于服务 ， 即数据的使用 以 自 动 服务 的方式隐放所产生的社会价值改善 了公 民 的生活质量

，
将被动

藏在
“

场景背 后
”

，
比 如 前 往 政 府机 构 的 路径 请求沟通模式转变为更为积极的公众参与 〇

［ ６７ ］

此外 ， 开放政

等 。

Ｗ
还有研究指出 ，通过整 合政府开放数据和社会数府数据的社会 价值还 包括其对家庭或社 区关系 、 社会

据
，
可实现决策制定过程 中的公民参与 。

１

４５
１流动状态和社会认可等方面的影 响 。

［
６８ ］

３ ． 利用能力３ ． 政治收益

数据利用方的数据搜索能 力 、理解 能力 和利 用能政府数据开放提高 了政府的参与 度 、透明 度
、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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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责任 Ｊ
６ ９

］

政府数据开放将新 的参与方和 不同利益引学模型 ， 为研究政府数据开放中 的各种复杂关系提供

入政府决策制定 的过程中 ， 扩大信息公开 ， 改善政府治了新视角 。

［
８ ３

］

这一框架从
“

环境
”

和
“

动态
”

的视角 出

理
，

［
７ °

：

并推动政府与公民 的合作 ０

？
开放政府数据的发 ０ 政府数据开放的参与 者和利益相关方共 同构成了

政治价值还包括个人或群体对政府行动或政策 的影响环境 ，并对信息 的获取 、理解 和使用产生影响 ， 而数据

能力
、
个人或组织在政治事务 中 的角色及对政党的影开放的参与者 、信息 、技术和利益之间 的动态关系 构成

响等方面 。

［ ７２
］了对政府数据开放 的挑战 。 在此基础 上 ，

该研究指 出

４ ． 其他收益政府以多种形式开放大量数据 ，将提髙数据的利用率 ，

政府技术研究 中 心构建了一个全面的开放政府数创造公共价值
，
并反过来推动政府转型

，
推动政府开放

据公共价值分析框架 ， 除了 以上所提到 的价值外 ， 还列更多数据
；
反之

，
如果政府开放数据不足或不当 ，

数据

出 了其他四种公共价值 ：① 战略价值 ，
个人或群体的经无法得到充分利用 ， 用户将失去对开放数据的兴趣

，
最

济或政治优势 、 机遇 、 目 标 、创新 与资源等 ； ②生活质终也使政府失去开放数据的动力 ，
陷入恶性循环 。

量 ， 对个人和家庭的健康 、安全 、满意度和 总体财 富的四 、 总结与启示

影响 ；③理想价值 ，
对信仰 、精神或民族认同 的影响

；
④基于对 以上国 内外研究中所发现的关键因素进行

管理价值 ，有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和合法性 。

［
７３

］的梳理与总结
，
本文初步 构建了一个开放政府数据的

５ ． 风险系统动力学模型 。 如 图 ２ 所示
，
开放政府数据 的参与

然而
，
开放政府数据也存在风险 。 个人隐私信息者和利益相关者构成一个复杂动态的

“

生态 系统
”

， 从

泄露 、国家安全数据泄密 、
数据 的质量问题等都可能带数据的生成 、开放 、利用 、产生效果

，
再到反馈是一个动

来巨 大损失 ＱＦｅｍ ｅｉｎｄｅ 等指 出 了 隐私泄露对政府数据态循环的过程 ，
涉 及到政府 、 利 用者 、社会等多重利益

开放的影响
，

￣
政府 、私有部门和公众社会 间共享数据相关方和影响因素 。

都可能涉及到私人的 和敏感的个人信息 。 此外
，
低质首先

，
在数据开放者方面 ，

政府数据管理机制 、 数

量或错误的数据还可能导 致错误 的结果 ， 进而严重影据管理能力和平台建设决定着政府数据开放 的程度与

响商业决策和政策制定的质量 。

［
７５

］质量
；
而在数据利用方面 ，

在政府数据开放之后 ，数据

三 、 关键 因素 间的互动关 系利用者的利用方式和利用能力将直接影响数据利用 的

学界还对以上开放政府数据各影响 因素之间 的关收益和风险 ， 最终决定开放数据的实 际效果 。 数据开

系进行了研究
， 并从纵横两个维度构建框架与模型 。放和利用的全过程又受到社会经济 、政治 、政策 、组织 、

（

一

）
纵向 维度技术等多种 内外部环境 因素 的影响 ，

各 因素之间还存

开放政府数据在时 间维 度上 ， 可 分为 不同 阶段 。 在着多种互动关系 和 因果反馈 。 在创造价值 的 过程

Ｋａ ｌａｍ
ｐ
ｏ ｋｉ ｓ 等建立了数据开放 的 四阶段模型 ：①政府数中 ，政府 、数据利用者 、普通 公众和外部环境 的作用缺

据聚合 ； ②政府数据整合
；
③政府数据和非政府官方数

一不可
，
共同 构成一个

“

生态系统
”

，决定着开放数据的

据的整合
；④政府数据 、

非政府的官方数据和社会数据成效 ［

８４
］

Ｑ

整合 。

［
７６

］

Ｚｕ ｉ
ｄｅ ｒｗ

ｉ

ｊ

ｋ 等则 将政府数据开放分为五个过^
程 ： 生成数据 、开放数据 、寻找 数据

、
利用数据

、
讨论并

反馈数据 。

［
７ ７ ］

Ｋａ ｓｃｈ ｅ ｓｋ
ｙ 和 Ｓｅｌｍ

ｉ 分析 了关联数据价值＿
链的五个环节 ： 数据展现 、数据完善 、数据再利用 、数据

开放和数据运作 。

？

１／／
（
二

）横向 维度（ ／／

开放政府数据涉及到多重利 益相关者 ， 受到多维ｊ
＞
／

度因素 的影响 。 许多研究都构建了 开放政府数据 的分

析框架或评估模型 。 Ｈ ａｒｒｉ ｓｏｎ 和 Ｐａｒｄｏ 认为开放政府数Ｊｙ
／

据工作是
一个包含行动者 、组织 、基础设施 以及关键资用户 对政府数据 的需

源的相互依赖的社会生态 系统 。

？
Ａ ｌｅｘｏｐ

ｏｕ ｌｏｓ 等人构

建的价值评估方法则包括数据用户 和数据提供方两个图 ２ 各Ｓ素 Ｉ

？

司的 系 纟充动态模型

价值模 型 ， 和效率 、
效能 以 及未来行 为 三个 价值 维

一项对我国开放政府数据现状开展的评估发现 ，

度 。

［
８
°

］

Ｓ〇ｌａｒ 等建立的成熟度模型包括
“

组织架构 和法 我们开放政府数据的 主要 问题表现在数据数量少 ， 价

律
”

、

“

技术
’ ，

和
“

公民和企业
”

三个一级指标 。

［

８ １
］

Ｖｅｌ
ｊ
ｋ －值低

，
可机读 比例低 ， 静态数据多

；
数据授权协议条款

ｏｖ
ｉ
ｃ 提出 的评价体系则包括基础数据 集 、数据开放程

含糊 ；缺乏便捷的数据获取渠道
；
缺乏高质量的数据应

度 、透明度 、参与程度 、协作程度五个指标 。

［ ８２
］用

；

缺乏便捷 、有效 、公开的互动交流等方面 。

［

８ ５

另
一项

（三 ） 纵横维度兼具 ： 系统动态 的视角最新研究比较了纽约 和上海政府开放数据的有用性 、

Ｈｅ ｌｂ
ｉ
ｇ 等结合纵横两个维度 ，构建了一个系统动力易用性和利用效果 ， 研究发现纽约市 和上海市开放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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