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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评估指标体系

开放数林指数评估指标体系共包括准备度、平台层、数据层、利用层四个维度及下属多

级指标（见图 1-1、图 1-2）：

准备度是“数根”，是数据开放的基础，包括法规政策效力与内容、组织与实施、标准

规范制定等三个一级指标。

平台层是“数干”，是数据开放的枢纽，包括数据发现、数据获取、成果提交展示、互动反馈、

用户体验等五个一级指标。

数据层是“数叶”，是数据开放的核心，包括数据数量、数据质量、数据规范、开放范

围等四个一级指标。

利用层是“数果”，是数据开放的成效，包括利用促进、有效成果数量、成果质量、利

用多样性等四个一级指标。

一、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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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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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 准备度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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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采集分析方法

准备度评估主要对数据开放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年度计划与工作方案、标准规范、

新闻报道等资料进行了文本分析。搜索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两种：一是在百度搜索引擎以关键

词检索相关法规与政策文本、标准规范、年度工作计划、地方党政领导讲话的新闻报道以及

数据开放主管部门的信息；二是在地方政府门户网站以及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通过人工观察

和关键词检索采集相关数据。

此外，为确保采集信息准确，避免遗漏，部分指标采取报告出品方自主采集和向各地征

集相结合的方式。各地征集结果经过报告出品方验证后纳入数据范围。本次评估的数据采集

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3 指数计算方法

基于上海市在各项评估指标上的实际表现从低到高按照 0-5 分共 6 档分值进行评分，其

中 5 分为最高分，相应数据缺失或完全不符合标准则分值为 0。对于连续型统计数值类数据

则使用极差归一法将各地统计数据结果换算为 0-5 分之间的数值作为该项得分。

报告对应各项评估指标，以处于全国前 10%、前 25%、前 40%、前 70% 和后 30% 五个

等级来展示上海市在该项指标上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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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准备度各项指标上的得分如图 2 所示。

二、指数分析

■  图 2 上海在准备度各项指标上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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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2.1 法规政策效力与内容

法规政策是指对政府数据开放各个重要方面做出规范性要求的法律、行政法规、 行政规章、

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各种规范性文件，是推进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制基

础和重要依据。报告对法规政策的效力和具体内容进行了综合评估，其中，法规政策效力是

指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所具有的约束力，表现在等级和专门性两方面；内容是指法规政策中

对数据要求、开放方式、开发利用、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保障机制等方面作出的要求。

在法规政策的效力上，上海在 2019 年 8 月出台了《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

属于地方政府规章。

2.1.1 数据要求

数据要求是指对数据开放的范围、类型、质量等方面作出了要求，上海目前在该项指标

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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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开放类型的要求上，上海提出了制定分级分类规则，如表 1 所示。

2.1.2 开放方式

开放方式是指对开放数据的获取方式作出了要求 , 上海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

地区的前 10%。 

■  表 1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中对数据分级分类的要求

■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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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数据开放方式的要求上，上海提出应当对不同开放类型的数据采用差异化的数据获

取方式，如表 2 所示。

2.1.3 开发利用

开发利用是指对培育数据开放生态体系，促进开放数据的开发利用做出了要求，上海目

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  表 2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中对数据获取方式的要求

■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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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开放数据进行开发利用的要求上，上海对数据开放环境和成果示范展示作出了规定，

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2.1.4 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

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是指对数据开放前、中、后全周期的安全管理做出了要求，上海目

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  表 3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中对优化数据开放环境的要求

■  表 4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中对成果进行示范展示的要求

■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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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开放数据进行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的要求上 ,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中对

预警机制、应急管理和违法违规行为处理作出了明确规定，如表 5 和表 6 所示。

■  表 5《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中对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的要求

■  表 6《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中对违法违规行为处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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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2.1.5 保障机制

保障机制是指对数据开放工作的部门职责和人力资金等方面的保障支撑作出了要求，上

海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在对保障机制的要求上，上海提出应当加强数据开放工作的组织保障和资金保障，如表 7

和表 8 所示。

■  表 7《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中对组织保障的要求

■  表 8《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中对资金保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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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2.2 组织与实施

本指标是指开放数据的组织保障与推进实施，包括主管部门、领导重视、公布实施细则

与年度工作计划三部分。

2.2.1 主管部门

主管部门是指数据开放工作的主管部门所处的相对行政层级，上海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

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后 30%。

2.2.2 领导重视

领导重视是指地方党政高层领导在公开讲话中明确支持政府数据开放工作，并作出了具

体要求，上海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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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自 2018 年 1 月以来，上海市高层领导就政府数据开放作了较为全面丰富的公开讲话，

如表 9 所示。

2.2.3 实施细则与计划

实施细则与计划是指制定并向社会公开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实施细则或年度计划，上海

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上海近年来连续制定和公开了专门针对政府数据开放的年度工作计划。

■  表 9 地方领导讲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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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2.3 标准规范制定

标准规范制定是指为政府数据开放制定了标准规范和操作指南，包含针对数据和平台两

个层面的内容，上海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25%。

上海已制定了专门针对数据开放的技术规范《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分级分类指南（试行）》，

对数据开放的范围和分类分级等方面作出了规定。

定制地方开放数林指数分析报告可在公众号“复旦 DMG”下方留言或者回复关键词

“地方报告”，也可发送邮件到 dmglab@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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