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大数据与决策研究  

2024 年第 23 期（总第 243 期） 

 

                                       

 

视频类公共数据资源赋能我区社会治理 
对策建议研究 

 

编者按：视频类公共数据（以下简称“视频数据”）作

为一种重要的数据资源，在公共安全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

作用，是数字广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区视频数据建设

已有一定成效，并进行了一定的应用探索。但也面临着视频

数据质量、技术、应用以及机制等方面的挑战。本文针对我

区视频数据相关现状、发挥视频数据价值面临的挑战进行研

究，最后给出对策建议。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           2024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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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区视频数据汇聚、共享和应用现状 

（一）我区视频数据汇聚已有“前期基础” 

据自治区视频共享交换平台统计，截至 2024 年 5 月，

我区目前共有视频监控数量超过 25 万，视频监控覆盖范围

包括全区所有 14 个设区市，覆盖自治区、市、县、乡、村

五级，包含党政机关、城市广场、旅游景区、车站机场等场

所和地点，其中超过 95%的视频监控由政法和公安两个部门

建设，在社会治安防控、城市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视频数据为我区后续开展视频数据深化应用提供了坚

实基础。 

（二）我区视频数据共享已有“共享平台” 

2024 年 1 月，自治区视频共享交换平台已初步建成并开

展试运行，自治区视频共享交换平台是承载全区视频数据汇

聚和共享的总平台，为全区有关部门提供视频图像调阅功

能，通过自治区视频共享交换平台可以直接为全区有关单位

提供视频图像调阅服务，节省重复建设视频图像监控点位和

平台的费用和时间，通过自治区视频共享交换平台，我区视

频数据共享已有平台支撑。 

（三）我区视频数据应用已有“初步场景” 

我区目前对视频数据已开展初步应用，政法部门会在节

假日时对重点场所进行场景布控，分析车流人流信息，在相

关事故发生后进行报警并现场处置，文旅部门通过监控旅游

景区信息，分析旅游人数和信息等场景等，还包括车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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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行人信息分析和地图点位分析等通用应用场景。基于

这些应用功能，我区视频数据在初步应用上已有初步场景。 

二、发挥我区视频数据价值面临的挑战 

（一）质量不高：我区视频数据质量有待提高 

视频数据发挥作用离不开视频本身的质量支撑，目前我

区视频数据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视频播放质量还可

以进一步提高。据国家视频共享交换平台考核结果反馈，截

至 2024 年 4 月，我区视频监控已覆盖全区所有十四个设区

市，含区、市、县、乡、村五级，全区视频监控平均在线率

约为 80%，平均可播放率约为 70%，视频点位的播放质量还

可以进一步提高；二是视频数据信息还不够准确，视频监控

附带的资源目录信息还不够齐全，有些视频点位的地理经纬

度、摄像头名称、维护单位都未填写，重要数据字段信息不

齐全，给后续视频数据开发使用带来困难；三是时常出现视

频点位前端离线和无人维护处理，导致视频监控无法播放的

情况，这对我区后续发挥视频数据价值带来一定挑战。 

（二）技术不新：我区视频数据技术水平不足 

视频数据发挥更大价值离不开技术支撑，目前我区视频

数据相关技术支撑水平应用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一是技

术应用层次待升级。当前我区视频监控系统的技术应用仍较

为初级，主要依赖于传统图像分析方法，缺乏深度处理与智

能识别能力。这种技术局限性限制了视频数据在复杂场景下

的有效应用，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智能化应用需求；二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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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技术融合不足。与先进地区相比，我区尚未充分融入人工

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于视频数据分析之中。例

如，浙江的“慧眼智治”项目通过集成人工智能，实现了视

频监控智能化，能自主识别快递分拣，装货的违规行为并即

时通知监管部门，显著提升了监管效能；三是底层算力支撑

不足。高清视频监控分析依赖底层算力，算力资源配置不均

和总体算力短缺会影响实时监控分析和大规模视频处理的

效率与准确性，目前我区目前尚未建设视频监控分析专用算

力基础设施，影响了其他结合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机器学

习、大模型的训练应用。 

（三）应用不足：我区视频数据应用场景未充分发掘 

一是应用场景较为传统。当前我区视频数据的应用主要

集中在车辆追踪、行人行为分析及场所事件监控等传统领

域，应用范畴相对狭窄，这种局限性阻碍了数据价值的多元

化拓展，限制了其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深度应用；二

是创新应用案例匮乏。对比其他地区的创新实践，如上海市

松山区通过视频监控智能识别垃圾乱堆放情况，并迅速启动

清理流程，有效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和城市清洁度，显著减

轻了人工巡查压力。这表明，我区在利用视频数据推动社会

城市治理、公共服务优化等方面仍有较大探索空间；三是未

充分挖掘潜在领域应用。视频数据在城乡社会治理、智能交

通优化、民生服务改善、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等多个领域蕴

含巨大应用潜力。同时，视频数据在基于客流量分析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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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也有较大的应用场景。目前尚未与有关部门开展视

频数据与业务需求结合的应用，同时在商业领域的应用尚处

于空白阶段，急需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推动视频数据

在更广阔的政府政务活动和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实现

其潜在价值的最大化。 

（四）机制未建：我区视频数据相关制度机制尚未建立 

可确权，可流通，可交易是数据要素的重要属性，我区

视频数据的确权、流通和交易机制都尚未建立，视频数据开

展确权、流通和交易还没有相关制度机制支撑，目前视频数

据作为一种数据还处于“沉睡状态”，无法产生数据价值。

一是未建立视频数据确权机制，视频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

和管理权界定不明，这直接阻碍了数据资源的有效管理和高

效利用。没有明确的权属关系，数据的收集、处理与应用便

失去了法律与规则的坚实支撑，增加了数据滥用和隐私泄露

的风险；二是未建立视频数据流通机制。当前我区在视频数

据的流通方面缺乏规范的流程与平台支持。数据流通机制的

不健全，导致数据资源在不同机构、部门乃至行业间的共享

与流转存在壁垒和信息孤岛现象，严重阻碍了视频数据资源

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三是未建立视频数据交易机制。视

频数据的交易市场尚未形成，缺乏相应的交易规则、标准和

监管框架。没有成熟的交易机制，数据供需双方难以找到可

靠的交易平台进行安全、公平的数据交易，这极大地限制了

数据资源的商品化与市场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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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策建议 

（一）提高质量，继续优化我区视频数据信息质量 

一是提高视频播放质量。对视频播放质量差的点位进行

排查，建立定期维护机制，保障前端设备稳定运行；二是提

高视频数据信息记录完整性。制定标准化信息录入规范，确

保视频点位的地理坐标、摄像头信息及维护责任单位等数据

完整准确；三是优化数据校验流程。实施定期数据质量检查，

利用自动化工具检测视频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及时修复

错误信息。 

（二）增强技术，提升我区视频数据技术支撑水平 

一是推进技术革新。升级视频监控系统，引入深度学习

与智能分析技术，提高复杂场景下视频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能

力；二是融合新兴技术应用。构建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

区块链的视频数据分析平台，促进技术融合，提升监管智能

化水平；三是加强底层算力建设。建设专用于视频监控分析

的高性能计算中心，确保有足够的算力支撑高清视频流的实

时处理和大数据分析。 

（三）发掘场景，发掘我区视频数据深化应用场景 

一是拓宽应用领域。鼓励跨领域创新，将视频数据应用

于智能交通、环保监测、城市治理等多方面，提升城市管理

和社会服务的智能化水平，还包括其他的商用场景，例如通

过视频监控商场、路口人流量，帮助公司和商铺进行客流数

据分析，提供营销策略支持等；二是推广创新案例。学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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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如智能垃圾分类监测，快递分拣

监控等应用场景，快速响应社会管理需求，实现需求快速落

地；三是探索新应用模式。积极探索各政府单位和有关部门

的需求，在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应急管理等多方面挖掘政

府单位和有关部门的视频数据使用应用场景，建立视频数据

与业务需求的联系，探索出更多的业务应用场景。同时，激

励社会各界参与视频数据应用创新，挖掘视频数据在民生改

善、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潜在应用场景。 

（四）建立机制，建立我区视频数据相关机制 

一是构建确权体系。出台视频数据确权政策，明确数据

权属，保护数据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为视频数据流通奠定相

关基础；二是搭建流通机制。基于视频数据共享平台，制定

数据流通标准和流程，打破信息孤岛，促进数据资源有效共

享；三是推动数据交易。基于广西现行的《广西数据交易管

理暂行办法》和已建成的数据交易中心相关规则，在符合视

频数据使用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制定视频数据交易规则，促

进视频数据商品化、规范化和要素化，激活视频数据市场交

易活力。 

（五）辅助决策，基于我区视频数据提供决策支持 

一是开展数据可视化分析。利用可视化技术，可以将视

频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可视化图表、驾驶舱等形式展

示数据，使决策者更直观地了解情况，辅助进行决策。二是

建立预测分析与模型。对视频监控数据进行预测分析，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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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模型，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例如，随着时间变

化发生可能发生的人员聚集、人流量增大、车祸事故等事件，

有助于提前做好准备，减少潜在风险，三是辅助调度与资源

优化。通过对视频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辅助有关部门进行智

能调度和资源优化，例如不用到达现场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优化人员和警力配置、根据实时情况进行交通信号灯控制。

由自治区数据局等有关部门进行牵头协调，统一配置相关资

源，能够提高视频数据资源利用效率并进行资源优化，提供

更好的服务。 

 

（执笔人：梁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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