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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编织技术赋能广西政务数据资产管理 

路径研究 
 

随着广西数字政府建设工作不断深入，政务数据汇聚量

快速增长，应用领域日渐广泛，呈现了找数难、应用难、评

估难等问题。为高效管理政务数据资产，盘活海量数据资源，

广西研究利用数据编织1技术将分散于不同系统、平台和存储

的数据“编织”为一体，建立图形化数据资产管理模式，助

力解决政务数据资产管理难的问题，实现政务数据资产管理

现代化、智能化和高效化。 
                                                        
1 数据编织（Data Fabric）是一种新兴的数据管理架构，它运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对多元、异构数

据进行自助编排，通过提供统一的数据资产目录与数据治理功能，赋予用户一个全局且一致的数据视图与

访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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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编织技术对广西政务数据管理的驱动作用 

（一）支撑数据要素市场快速发展 

数据编织的应用及发展在广西乃至国内尚处于初级阶

段。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传统的数据管理方式高度

依赖耗时耗力的 ETL2作业，如建立数据湖和数据仓库，已不

能完全满足业务对用数效率的要求。数据编织作为新兴的数

据管理架构，涵盖一系列技术和方法，通过实现数据的动态

集成、快速访问和主动治理，为应对不断复杂化的数据处理

环境提供更为高效且灵活的解决方案。根据广西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需求，数据编织可支撑广西数据要素市场快速发展，

精准整合与分析海量数据，推动数据产业的创新和升级，吸

引更多数据人才和企业聚集，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助力

广西经济快速发展。 

（二）进一步实现政务数据互联互通 

在广西要求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实现政务系统数据互联

互通的背景下，数据编织技术的引入显得尤为重要。它能有

效推动各级部门系统的进一步整合，实现政务数据流通顺

畅，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和“数据烟囱”。考虑到各单位

内部也存在众多系统3，这些系统间的信息隔阂同样可通过数

据编织技术来消除。同时，可利用数据编织技术深入挖掘政

                                                        
2 ETL 是英文"Extract-Transform-Load"的缩写，中文常被称为"抽取、转换、加载"。它是一个数据集成过程，

涉及到从不同的数据源抽取数据，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转换，最后将转换后的数据加载到目标系统，如数

据仓库或数据湖中。 
3 通过走访调研得知，众多单位存在多个内部系统，如某厅内便有 29 个自用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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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数据的潜在价值，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加科学、精准的数据

支持，推动政务数据与社会数据的融合应用，促进政府治理

的现代化和智能化。 

二、广西政务数据资产管理应用数据编织的基础条件 

（一）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日益完善 

广西积极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相继出台《广西加

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实施方案》、《广西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总体工作方案》、《广西数据要素市场

化发展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政策文件，为数据要素的流通

和市场监管构建“四位一体”4的新体系，推动数据要素的市

场化流通和有效利用。在基础设施方面，广西已建立自治区

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公共数据开放等平台。政务数据共享交

换平台已接入全区 9000 多个部门及单位，库表数据库总量

达 122 亿条，为数据的顺畅流通与高效应用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广西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5G 基站建设累计

达 10.7 万个，全区行政村“双千兆”网络建设覆盖率达到

100%5，为数据要素市场的高速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网络动力。 

（二）政务数据资源丰富及数据要素市场驱动力强劲 

首先，广西公共数据开放总量已达 77.56 亿条，开放数

林指数更是稳列全国前十，充分展示了广西在公开政务数据

资源供给上的强大实力。其次，在数据融合应用上，广西通

                                                        
4 《广西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实施方案》中首次提及构建数据要素市场供给、流通、应用、监管“四

位一体”体系。 
5 数据来源：自治区信息中心，《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推动广西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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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实施“百千万工程”，推动政务数据在多个领域和行业的

广泛应用，金融大数据平台的推广和应用就是其中的典型案

例，如“桂惠通”“桂信融”等平台，累计发布金融产品 800

余项，帮助企业融资超 7500 亿元6，这充分体现了政务数据

融合在金融领域的显著效果。此外，广西已建立相关的数据

交易平台，如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截至 2023 年底，该

中心累计引入数商 211 家，累计挂牌数据产品 1085 个，累

计完成交易额 3.25 亿元，为 43 个行业提供数据流通服务7，

这些数据充分展示了广西在数据交易方面的活跃度和市场

潜力。 

（三）广西数据编织技术已初现发展苗头 

在数据编织技术应用方面，广西已初步呈现发展萌芽，

广西机构编制系统集成数据库8的建立，体现了广西数据编织

技术初步发展应用，其采用类似于数据编织的技术方法，通

过大数据技术，将多元、异构数据进行集成和融合，解决数

据分散、种类单一和时效性不强的问题，形成一个统一、全

面的数据平台。这种数据的集成和融合，与数据编织技术的

核心理念相吻合，都是为了提高数据的可用性、可访问性和

可理解性，以支持更高效、更科学的决策和管理。 

三、广西政务数据资产管理面临的困难 

一是找数难。由于历史原因，我区“专网林立”“信息

                                                        
6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五个金融”助力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进展成效新闻发布会》 
7 数据来源：广西云，《从这里看壮美广西|数字广西里“数读广西”》 
8 案例来源：广西自治区党委编办，《广西打造系统集成数据库 推动机构编制工作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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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数据烟囱”现象以及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问题存

在，各单位系统的多样性及复杂性导致难以进行有效的数据

整合和分析，以至于无法全面掌握数据资源全貌。同时，由

于资源整合及政务服务优化，一些被淘汰的旧系统数据被存

储在云平台上，如何开发利旧数据，摸清数据资源全貌，理

清数据获取路径，是当前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是应用难。广西已建立全区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促进数据流通，提高政务服务效率和质量。但在使用过程中，

由于部分数据更新不及时、数据质量不高、数据有缺失等问

题导致“望‘数’兴叹”，影响业务使用。同时，部分单位

仍存在应付式挂载数据、检查过后即刻下线数据目录等不愿

共享行为，影响使用单位业务顺畅性和效率。这既源于对数

据共享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也反映出数据规则定义不清

晰、规范落实不到位等管理缺位问题。 

三是评估难。政务数据资产的价值评估是一个复杂且挑

战性的任务。政务数据具有虚拟性、共享性、可复制性、累

计性和再生性等特点，政务数据资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无形资

产，其资源属性和权属问题等均未明晰。一方面，不同的政

务数据类型、来源和用途需要不同的评估方法和标准，而目

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评估体系。另一方面，传统的资产评估方

法不完全适用于数据要素，而现有数据估值方法均有其限

制，未能客观准确反映数据的真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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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编织在广西政务数据资产管理的应用路径建议 

（一）基于数据编织建立图形化数据资产管理模式 

一是整合分散数据。建立基于数据编织技术的政务数据

资产管理平台，将分散于多个部门不同业务系统的数据集中

管理，形成全面、一致的数据基础网络。二是实现数据资产

图形化展示。将数据编织与可视化技术结合使用，全面盘点

政务数据资产，形成数据地图，帮助用户直观理解和分析数

据的分布、关联和流动情况，实现数据资产图形化管理。三

是建立数据自助分析服务模式。政务数据资产管理平台通过

提供便捷的数据检索、分析和可视化工具，结合数据编织强

大的智能编排能力，允许用户根据自身需求自助获取、整合

和利用数据，大大提高了数据的利用效率和价值。 

（二）利用数据编织优化政务数据资产管理和共享机制 

利用数据编织高集成优势，以数据资产盘点为切入点，

通过政务数据资产管理平台建立覆盖数据生命周期全过程

的数据资产管理规范，优化政务数据资产管理和共享机制。

一是依托数据编织技术建立完善的政务数据资产目录体系

和元数据管理，使政务数据资产清晰化、标准化，实时把握

数据来源、去向和使用情况，便于管理和监督。二是建立数

据资产质量监控机制，借助数据编织的动态数据集成能力，

实现政务数据实时更新共享，实施“日监测、周反馈、月通

报”的数据质量控制机制，确保数据完整性、规范性，保证

数据资产的质效。三是基于政务数据资产管理平台建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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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商店，数据编织通过提供统一的数据访问层，支持将数

据以 API 或服务的形式提供给内部和外部用户，促进数据的

流通和利用，让数据资源变成了数据资产，实现“数据”到

“价值”的转变。 

（三）依托数据编织强化资产评估效能 

一是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依托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和

具备相关资质的评估人员进行政务数据资产评估工作。利用

数据编织技术将全面整合、清洗后的数据以统一数据视图呈

现，提高评估效率。二是在政务数据资产评估过程中依托数

据编织技术实现对数据的实时监控和动态分析，实时掌握数

据变化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数据，确保评估结果准确。

三是借助数据编织的易用性和可视化特点降低公众理解和

使用政务数据的门槛，激发公众参与资产评估热情，做到有

效监督政务数据的使用和处理，确保数据的合规性和公正

性，进而提升政务数据资产评估公信力。四是依托数据编织

实施加密、脱敏等安全措施，做好数据资产评估安全防护工

作，确保政务数据在共享和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有效防止

数据泄露滥用，保障政务数据资产安全。 

 

（执笔人：梁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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