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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公共数据高质量“聚用”问题与 

对策研究 
 

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区积极推动公

共数据开放，实现开放数据总量快速提升，为数字经济发展

奠定坚实的数据支撑。但在公共数据开放与利用过程中，我

区仍存在开放理念待强化、数据质量待提升、应用成效待深

化等问题。有必要以需求侧的实际场景数据需求为牵引，依

托隐私计算、数据沙箱、区块链等技术深入推动公共数据安

全有序开放，不断提升公共数据开放质量，激发数据创新融

合应用，助力数字广西建设迈上新台阶。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          2022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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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区公共数据开放取得显著成效 
（一）公共数据“聚”的量质提升明显 
我区统一建设了广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简称“平台”），

用于汇聚各部门各地市可开放的公共数据，并实现量质齐提

升。从开放数据总量看，截止 2022 年 6 月，平台接入 88 个

自治区级部门，14 个市、86 个县（区）共 616 个单位，汇

聚公共数据资源目录 6339 个、接口资源 561 个、库表资源

5992 个、结构化数据 5.49 亿条、开放文件 3.66 万个。与 2021
年末相比，公共数据资源目录、接口、库表等数量的增速都

超过 12%（图 1）。从开放数据可用性看，用于数据分析和应

用的结构化数据占比从 2021 年末的 82.96%提升至 2022 年 6
月的 96.89%，半年增速超过 13%，表明我区公共数据在开放

数量增加的同时，也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从第三方评估结果

看，《中国开放数林指数》系列报告显示1，自平台上线以来，

我区数据层指数和综合指数呈增长态势，其中数据层指数从

2020 年的 17.6 增至 2021 年的 21.23，表明我区在数据数量、

数据质量、数据规范、开放范围等方面取得良好成效（图 2）。 

 
图 1 广西公共数据开放数量及增速 

                                                        
1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 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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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开放数林指数（广西）相关指数趋势 

（二）公共数据“用”的成果丰富多样 

公共数据开放的目的在于挖掘数据资源价值，促进数据

资源的社会化利用。目前我区通过举办广西公共数据应用开

放大赛等推动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取得积极成效。一方面，公

共数据应用成果数取得新飞跃。平台上“应用成果”专区数

据显示，目前已形成爱南宁、乐游南宁、爱广西等 140 个创

新应用成果，涉及移动应用、web 应用、分析报告、小程序、

创新方案等，覆盖了城建住房、生活服务、财税金融等 16

个领域（图 3）。另一方面，公共数据使用量取得新突破。赛

事举办和应用增加带动公共数据使用量快速提升，截至 2022

年 6 月，平台累计访问量超过 1099 万次，文件资源被下载

逾 11.49 万次，接口资源被调用近 119.9 万次，相比 2021 年

末，平台累计访问量增长了 292.5%，文件资源累计下载量增

长了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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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领域公共数据应用成果数量分布 

（三）公共数据“评”的成效名列前茅 

在国家权威机构开展的相关测评中，我区公共数据开放

水平位居前列。2022 年 1 月，复旦大学和国家信息中心数字

中国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显示，

我区“开放数林”指数为 32.44，在全国省级政府数据开放

综合排名中位居第十位，在西部省份中排名第三位。对比各

地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数据汇聚情况，广西开放数据总量

位列全国第八。其中，我区开放目录数量在全国排名第四，

西部第一；开放数据量仅次于四川省，位列西部第二。 

二、我区公共数据高质量“聚用”面临问题分析 

（一）开放理念有待强化 

我区一些公共数据拥有部门的开放理念尚未达成共识，

开放主动性不强，存在“不敢开、不愿开、不会开”的现象。

一是出于风险考虑而不敢开放数据。随着《数据安全法》《个

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生效实施，我区有关公共数据拥有部

门因为担心在数据开放、使用与分析过程中存在敏感数据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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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风险而不敢开放数据。二是出于路径依赖而不愿开放数据。

我区少数政府部门习惯于因循固有工作模式，私有化理念仍

然存在，各部门对数据开放后的数据存储、数据安全、数据

确权等权责问题无法清晰界定，导致没有“硬性要求”就不

愿开放数据。三是出于管理边界不清晰而不会开放数据。各

部门原有政务信息系统主要建在部门内部，采集的数据格式

不统一、标准不一致，加上数据资源相关管理规则不明确，

数据管理人员进行数据整合、清洗、比对等工作短时间内难

以完成。数据资源普查结果显示，全区 80%以上部门的数据

资源仍存在底数不清，导致数据开放工作无法有效推进。 

（二）汇聚质量有待提升 

我区公共数据虽然汇聚数量快速提升，但仍面临“质量

不高、鲜活度低、形式开放”等问题。一是开放数据的质量

不够高。从数据完整性看，截止 2022 年 6 月，开放方式为

“数据集”的数据目录中，信息项为空或仅有 1 条的占比为

4.44%，信息项的完整率需要继续提升。从数据可用性看，

虽然结构化数据集占比率已达到 96.58%，但仍有 1.85%的目

录资源可继续整理为库表、接口等结构化类型资源。从数据

规范性看，存在少数数据目录未按照目录编制要求对信息项

用中文命名或未标明具体年份时间信息等。二是开放数据鲜

活度不够高。通过对数据目录中的“数据集”、“文件集”的

更新情况进行分析，截止 2022 年 6 月，约 9.39%的非 API

（接口）数据目录没有按照更新频率更新数据，其中超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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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未更新数据的比例达 0.41%（图 4）。由于数据的更新不及

时使得数据鲜活度下降、数据可开发利用价值逐渐降低。三

是部分数据存在“形式开放”现象。我区开放数据的总量虽

然较大，但涉及核心业务办理、社会公众迫切需求的数据较

少，实用性较强的公共数据开放程度不足，优化营商环境急

需的水、电、气等数据汇聚几乎仍是空白，数据集和数据质

量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 

 
图 4 不同更新频率下超时未更新目录数与总目录数的占比 

（三）数据应用有待深化 

我区基于开放数据形成的成果数量虽然较多，但精品应

用少，利用水平、成果展示、促进措施等仍待完善。一是我

区公共数据利用水平不高。《中国开放数林指数》相关报告

显示，2021 年，我区公共数据开放利用层指数仅为 3.60，全

国排名第 12 位，与部分先进省市存在较大差距（图 5）。二

是我区各地市数据利用成果展示差异较大。对各地市平台上

的应用成果数进行统计，贺州市表现抢眼，该市平台上展示

了 15 项应用成果，而百色市平台上尚未对有效成果进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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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城建住房、生活服务、财税金融等领域，市场监管、

商业服务、资源能源等领域的应用数还很有限。四是数据开

发利用的促进措施还不完善。目前仅在自治区层面举办了一

届公共数据开放大赛，常态化的公共数据开发应用激励措施

尚未形成。 

 
图 5 对标省市的中国开放数林指数的应用层指数 

 
图 6 广西各地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展示成果数分布 

三、对策建议 

（一）深化公共数据开放理念，激发“聚”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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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制度等方面持续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宣传工作，深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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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统一的公共数据资源平台，使用隐私计算、数据沙箱、区

块链等技术构建可信的计算环境，降低敏感公共数据开放风

险，促进数据拥有部门敢于开放数据。二是以新方法加强公

共数据开放宣传。强化公共数据开放服务社会民生发展理念，

在政府网站、微信、微博、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平台上加

强对公共数据开放宣传，支持在各数据拥有部门开展公共数

据开放讲座，让公共数据开放深入各部门，提高公共数据开

放意愿。三是以新制度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培训。完善公共数

据开放相关政策和标准，加快出台我区数据条例，推动定期

开展全区性的数据开放和数据治理培训。支持各单位成立数

据要素使用小组，组织开展数据开放专班教育，深化数据开

放意识，提高公共数据开放工作能力。 

（二）深化公共数据督查机制，提高“聚”的质量 

建立完善公共数据开放的长效督查机制，以监管促进各

级各部门提升公共数据开放的种类、数量和质量。一是不断

优化公共数据开放目录。进一步完善数据治理和审核机制，

加强对当前数据开放目录的梳理和清洗，推动利用新技术用

活开放目录中的文件、表格等“死数据”，实现文件、表格、

图像等非结构化数据向库表、接口等结构化数据转化。二是

持续强化对高价值数据监管。宣传数据更新意识，推动各部

门按照更新频率及时更新数据。优化完善数据开放平台功能，

告警提示超时未更新的数据目录等。三是持续完善数据开放

评价体系。更新和完善我区数据开放评价指标体系，持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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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公共数据开放水平动态评估，对出现异常的指标及时进行

回溯分析，定期发布公共数据开放指数报告，以评促改推动

提高公共数据质量。 

（三）深化公共数据应用驱动，提升“用”的成效 

完善公共数据供需流程，以应用需求驱动公共数据高质

量开放，提升数据使用效能。一是强化应用创新，拓展应用

场景。持续举办公共数据开放大赛，以赛促用，培育公共数

据应用新场景；以用促聚，推动各类公共数据开放。持续开

展应用场景调研，以新场景为牵引，不断依托新技术将高价

值数据开放给社会使用。二是完善专题数据，促进数据融合。

根据应用场景，分阶段建设不同领域行业数据专区，以及疫

情防控、热点专题等数据专区，面向政府和社会提供数据服

务。鼓励企业深入开展特定领域的数据汇聚融合、清洗加工、

挖掘分析等。建设重点领域大数据联合实验室试点，打通产

学研用资源，积极探索多源数据融合，形成数据应用场景落

地。鼓励公共数据使用单位展示优秀应用成果，提升成果影

响力。三是探索数据交易，释放数据价值。完善公共数据开

放利用配套制度，探索开展数据交易，引导公共服务企业参

与数据开放，鼓励企业依法依规对自有不涉密数据进行开放

共享和商业化运营，推动政府数据、企业数据、社会数据和互

联网数据深度融合创新，以数据流通充分释放公共数据价值。 

 

（执笔人：杨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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