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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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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层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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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采集分析方法

平台层评估主要采用人工观察法对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网（https://data.sh.gov.cn/）

上各项功能进行观测并做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采集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6 月。同时，指数

出品方还对平台的回复情况 ( 包括回复时间和回复质量 ) 进行了评估，回复情况采集截止时间

为 202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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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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在平台层各项指标上的得分如图 2 所示。

二、指数分析

■  图 2 上海在平台层各项指标中的得分

2.1 数据发现

数据发现是指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以醒目便捷的方式帮助用户发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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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2.1.1 最新动态

最新动态是指在平台上展示最新数据情况，上海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

的前 10%。

上海平台在首页展现了数据集、API 接口、APP 应用和资讯等方面的最新动态（如图 3）。 

■  图 3 上海平台在首页上展现的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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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数据导引

数据导引是指平台提供了便捷的导引功能，以帮助用户发现所需要的数据集，上海目前

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上海平台在数据资源栏目中提供了目录下载（如图 4-1、图 4-2）。

■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  图 4-1 上海平台的数据资源目录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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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按照主题和部门等方式，上海等平台还按照用户的应用场景进行数据导引（如图 5）。

■  图 4-2 上海平台的资源目录

■  图 5 上海平台的应用场景导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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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平台在搜索功能中提供了高级筛选功能（如图 6）。

上海平台在附件下载中提供了数据预览功能，允许用户在下载前预览数据（如图 7）。

■  图 6 上海平台的高级筛选搜索功能

■  图 7 上海平台的数据预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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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平台还在单个数据集下推荐了与该数据集相关的其他数据集（如图 8）。

■  图 8 上海平台的数据集推荐功能

2.2 数据获取

数据获取是指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提供了便于用户获取目标数据集的功能和服务。

2.2.1 无条件开放数据获取

无条件开放数据获取是指平台提供了便于用户获取无条件开放类数据集的功能和服务，

上海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上海平台提供了差异化的数据获取方式，部分数据集用户无需登录便可获取。

■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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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  图 9 上海平台的数据资源使用申请功能

2.2.2 有条件开放数据申请

有条件开放数据申请是指平台提供了便于用户获取有条件开放类数据集的功能和服务。

对于有条件开放类的数据，平台列明了开放数据集的条件、提供申请渠道，及时回复并公开

了数据申请结果。上海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上海平台已为部分数据资源开设了申请功能，并能对用户提出的使用申请进行及时有效

的回复（如图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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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 上海平台对用户数据资源申请的回复

■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2.2.3 未开放数据请求

未开放数据请求是指对于尚未开放的数据集，平台提供了便于用户提出数据开放请求的

功能和服务。对于用户提出的数据开放请求，平台进行了及时回复，并公开了请求的内容和

回复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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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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上海平台对未开放数据需求的回复

2.3 成果提交展示

成果提交展示是指平台集中展示了用户利用平台上开放的数据所产生的各类数据利用成果。

2.3.1 利用成果提交功能

利用成果提交功能是指平台为利用者开设了上传数据利用成果的功能，上海目前在该项

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上海平台不仅提供了对未开放数据提出需求的功能，而且对用户的数据需求及时进行了

回复（如图 11）。

■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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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 上海平台的典型应用注册功能

上海平台在“典型应用”模块为用户提供了注册应用功能（如图 12）。

2.3.2 利用成果展示

成利用成果展示是指平台具有展示来自多种利用主体的、多种类型的数据成果的功能，上

海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25%。

■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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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2.4 互动反馈

互动反馈是指平台提供了便于用户与平台、数据提供方进行互动反馈的功能和服务。

2.4.1 数据集发布者联系方式

数据集发布者联系方式是指平台提供了数据集发布者的联系方式，上海目前在该项指标

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25%。

2.4.2 用户评价

用户评价是指平台为用户提供了可对单个数据集和利用成果进行评价的功能，并在平台

上公开了评价结果。上海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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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上海平台的数据集用户评价功能

上海平台提供了对数据集和典型应用进行评价的功能，并公开了评价结果（如图 13）。

2.4.3 意见建议

意见建议是指平台为用户提供了提交意见或建议的功能和服务，并对收到的意见建议进行

了及时有效的回复，公开了回复结果。上海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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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上海平台对意见反馈的回复

上海平台对用户提出的意见反馈进行了及时有效的回复（如图 14）。

2.4.4 数据纠错

数据纠错是指平台为用户提供了为数据集纠错的功能和服务，并对收到的数据纠错意见

进行了及时有效的回复，公开了回复结果。上海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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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  图 15 上海平台对数据纠错意见的回复

上海平台对用户提出的数据纠错意见进行了及时有效的回复（如图 15）。

2.5 用户体验

用户体验是指平台为用户使用平台和账户提供了体验良好的功能和服务。

2.5.1 平台互联互通

平台互联互通是指平台提供了其它相关的数据开放平台的链接。上海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

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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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账户体验

账户体验是指平台为用户开设和使用账户提供了便捷的服务。上海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

排名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2.5.3 个性化服务

个性化服务是指平台为用户提供了个性化的功能和服务。上海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

居于在评地区的前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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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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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在该项指标上在全国所处的位置

■  图 16 上海平台的收藏订阅和互动管理功能

上海平台提供了包括收藏订阅和互动管理等个性化功能（如图 16）。

2.5.4 包容性功能

包容性功能是指平台为特殊人群提供的服务功能，上海目前在该项指标上的排名居于在评

地区的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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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