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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数据显示：我区大数据发展条例实施 
受高度关注 

 

当前，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资源、重要

生产力、新关键“第五生产要素”。为提高广西大数据发展

法治化水平，引导大数据行业健康发展，我区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出台广西第一部数据领域地方性法规《广西壮族自

治区大数据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助推广西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采用网络舆情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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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从意见征集时间、发布时间、施行时间三个关键

时间节点重点分析《条例》1公布过程中的舆情2反响，研判

当前广西数据领域发展势头。结果显示，数据要素市场化领

域获社会高度关注，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发展应用相

关措施广受认可，舆论对数据收集归集共享开放的关注程度

大幅提升。总体上，社会舆论对广西《条例》重点数据领域

政策实施充满信心，积极评价占比为 98.32%。 

一、广西《条例》引起社会群众广泛关注 

2022 年 11 月 25 日，自治区人大发布《广西壮族自治

区大数据发展条例》，重点数据领域深受舆论高度关注。2022

月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30 日期间，民众对广西实施的

《条例》内容持有较高关注度，总体关注度持续攀升。在意

见征集时间（2022 年 11 月 1 日）、发布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施行时间（2023 年 1 月 1 日）附近均密集出现

舆论声量，其中社会关切最高点出现在《条例》发布之初，

反映民众对广西大数据发展热情较高（图 1）。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条例》（简称：条例）由广西人大发布，意见征集时间段为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7 日，发布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25 日，施行日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 
2 舆情数据主要来源：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30 日互联网主要新闻媒体、论坛、微博、博客等

渠道中与广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条例》话题直接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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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民众对广西《条例》关注度走势 

广西聚焦“一核双引一底四驱”数字化转型发展思路，

在推进公共数据共享开放、提升数据安全治理水平、推动数

据赋能应用发展等方面积极作为，试点推行首席数据官制

度，为加快构建数字广西新格局提供智力支撑。分析发现，

民众重点聚焦“基础设施”“数据资源”“数据市场”“发展

应用”“数据安全”五大数据领域。“数据市场”话题引起舆

论强烈反响，关注声量为 105 万条。广西《条例》的发布助

推“数据资源”“数据安全”关注度较高，其中舆论对“数

据资源”领域的关注度上升幅度较大，由《条例》发布前的

18 万条声量提升至发布后的 25 万条声量，涨幅达 38.31%。

民众对“基础设施”领域出台的措施认可程度较高，认可度

达 96.02%，“数字资源”领域存在较大发展潜力（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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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条例》发布前后3对五大数据领域的关注度及认可程度 

二、与重点省份出台《条例》舆情反响对比 

各地相继加快数据立法步伐，浙江、广东、上海、山东、

福建、贵州等多地纷纷颁布相关数据条例4，其中浙江聚焦

数据资源支撑和治理数字化重点，广东强调做好数据资源开

发利用保护和技术创新，上海对公共数据和个人数据的流

转、开放、共享作了具体规定以及保护数据处理活动中形成

的法定或者约定的财产权益，山东、福建、贵州主要面向公

共数据领域。不少民众将重点省份数据条例对标对表“数据

二十条”，着重围绕“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

“安全治理”四个侧重点展开热议。分析显示，群众讨论“数

据产权”话题尤为激烈，对广东、北京、上海先进省份关注

程度较高，关注声量分别约为 65 万条、60 万条、46 万条。

                                                  
3 以广西《条例》发布时间作为分界点，将意见征集时间起 2022 年 10 月 1 日到发布时间 2022 年 11 月

24 日之间定为《条例》发布前时间，以 2022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3 年 1 月 30 日为《条例》发布后时间。 
4 “数据条例”包括大数据条例、数据条例、数字经济条例，统称为“数据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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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上海数据产权做法（认可度达 86.60%）、对山东数据

收益分配机制（认可度达 99.05%）、对贵州数据安全治理制

度（认可度达 96.28%）、对重庆数据流通交易规则（认可度

达 97.77%）认可程度较高。同时，对广西在防范个人信息

泄露数据安全存在担忧，认可度相比其他重要省份较低，达

83.12%。与国家“数据二十条”中涉及的数据权属相关措

施对比，广西“数据产权”相关措施对“三权分置”界定不

够清晰，条文措施认可程度有待提高。广西公共数据开放应

用仍需加强，由静态沉淀转向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流通

仍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出台的“收益分配”相关措施上，

民众对广西认可程度与其他重点省份差距不大，对条文的认

可程度达 90%以上（图 3）。 

 

图 3  广西与重点省份在不同侧重点上的群众关注度和认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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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舆论重点聚焦广西五大数据领域建设 

（一）建设大数据基础设施认可度较高 

近年来，我区以数字广西和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为引

领，围绕政务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乡

村大数据基础设施进行建设布局，前瞻规划建设 5G、数据

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持

续建设完善智慧融合的传统基础设施和智慧便捷的公共服

务设施，基本建成广西政务服务“一张网”，各领域建设取

得积极进展。大数据分析显示，民众高度关注传统基础设施

数字化升级改造、公共服务设施数字化转型等融合基础设施

建设，关注声量高达 10 万条（图 4）。其次，以物联网、信

息网络、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核心技术的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也备受关注。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从舆论反响看，我区群众对乡村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

覆盖质量抱有极大期盼。同时，舆论对推进数字政府高质量

发展，建设政务云、政务数据中心、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等政

务基础设施相关决策的认可度较高，达 98.83%（图 5）。 

 

图 4  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关注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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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社会认可程度 

（二）推进数据要素资源化备受关注 

广西持续深化数据要素“聚通用”改革，健全数据共享

协调机制，持续提升数据质量，加快推进基础数据库、主题

数据库、专题数据库建设。侧重公共数据集成共享开放，印

发实施《广西公共数据开放管理办法》《广西公共数据资源

开放目录编制指南》《广西公共数据开放分级分类指南》等

文件。通过对比《条例》发布前后关注声量变化发现，《条

例》的发布有效助推了社会群众对“数据收集归集”“数据

开放”“数据共享”三个数据资源化相关话题的关注，声量

上升幅度分别为 98.85%、81.37%、41.74%。在三个数字资

源化相关话题中，“数据收集归集”话题呼声较大，约达 7

万条。此外，舆论对我区数据共享相关措施表示认可，认可

程度高达 95.55%（图 6）。也有不少媒体对“规划和建设自

治区统一的公共数据资源平台”进行报道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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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条例》发布前后广西数据资源化声量变化及认可度情况 

（三）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呼声较高 

广西加快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围绕构建供给、流

通、应用、监管“四位一体”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印发实施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

《广西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建成北

部湾数据交易中心，数据交易生态建设初具规模，“1234”

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新格局有望加快形成。当前，广西数据要

素市场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群众对加快推进数据资产化、

数据价值化持有较高关注。舆情分析发现，社会重点关注数

据流通、数据监管、数据授权运营、数据交易这几方面，在

主要数据要素市场化措施中，积极“建立数据流通体系”“制

定数据市场监管标准”“制定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办法”

“依法开展数据交易活动”获得较高关注程度，关注声量分

别约为 24 万、22 万、6 万、4 万（图 7）。同时，对数据运

营、数据确权、参与数据市场相关措施表示积极认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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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自治区统一公共数据运营平台”“探索建立数据权属登记

制度”“引导市场主体参与建设数据市场”“制定数据交易价

格评估导则”“设立数据交易场所”认可度均超 98%（图 8）。 

 

图 7  加快培育数据市场话题社会关注声量排名 

 

图 8  加快培育数据市场话题社会认可程度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 10 —

（四）加快大数据发展应用深受关切 

广西加快推进大数据发展应用，发展数字核心产业，促

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赋能“桂战疫”疫情精准防控，推动

“全链通办”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推行便民利企数字社会

“微改革”，加快建成运营“智桂通”“桂融会”等一批重大

项目，数字广西建设成效明显。通过舆情分析发现，“推动

数字产业全面发展”获得高度关注，近 4 个月关注声量约达

20 万，其次为“大数据发展应用保障”话题也深受群众关

切，例如财政、税收、金融、人才等，聚焦舆论声量近 6

万条（图 9）。同时，《条例》发布后，“推动数字经济健康

发展”“加强数据交流合作”“加快数字社会建设”关注度上

升幅度较大，分别上升 101.10%、61.21%、45.91%（图 10）。 

 

图 9  民众对广西大数据发展应用关注程度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 11 —

 

图 10  民众对广西大数据发展应用关注增长情况 

（五）建设数据安全制度期待较高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继

颁布，我区贯彻落实国家数据安全观，探索“原始数据不出

域、数据可用不可见”交易范式，筹备召开全区云网系统和

数据安全工作会议，制定出台《加强全区数据安全管理的意

见》《数据安全职责分工方案》等规章制度，加强外包网络

安全管理，持续完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舆情数据显示，

民众对数据销毁处置、安全监督、信息泄露保护方面尤为在

意，对“建立数据销毁处置机制”“建立数据安全监管制度”

“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持有较高关注，关注声量分别约

为 13 万条、5 万条、2 万条。同时，舆论对“建立数据安全

监管制度”和“建立数据销毁处置机制”表示有较大提升空

间，认可程度较低，分别为 73.21%、74.47%，其他话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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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程度均超 90%；对“依法开展数据安全服务活动”措施

大力支持，认可度高达 99.69%（图 11）。 

图 11  民众对广西建设数据安全制度措施的关注及认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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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说明 
 

1.舆论声量：指舆论对某话题的讨论总条数，意为关注

程度。与文中“关注声量”“社会关注声量”“关注程度”“关

注度”“声量”表述含义一致。 

2.舆论声量=敏感声量+中性声量+非敏感声量。其中敏感

声量为对某话题的负面悲观讨论条数，中性解释为对某话题的

中性讨论条数，非敏感解释为对某话题的正面积极讨论条数。 

3.积极评价：指对某话题的正面积极讨论条数占舆论声

量的比重。 

4.认可度：指对某话题非负面讨论条数占舆论声量的比

重。其中非负面讨论条数包含中性讨论条数和正面积极讨论

条数，与文中“认可程度”“社会认可程度”表述含义一致。 

5.声量变化=《条例》发布后舆论声量-《条例》发布前

舆论声量，与文中“声量上升幅度”“关注度上升幅度”“关

注增长”表述含义一致。其中《条例》发布前舆论声量指从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4 日之间的舆论声量，《条

例》发布后舆论声量指从 2022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3 年 1 月

30 日之间的舆论声量。 

 

（执笔人：黎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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