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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ＣＮＫＩ 中国学术文献总库以及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ｍｅｒａｌｄ 和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三大外文数据

库，对国内外现有开放数据政策的研究成果进行主题分析与比较研究。 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特点：

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基本处于介绍国外先进政策实例的阶段，国外的研究对开放数据过程中涉及的公民基本权

利的保障与维护的探讨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国内外对开放数据政策框架和体系的研究主要以美国和英国

的政策实践为主。 结合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实践进展，我国在开放数据政策这一跨学科研究主题未来可能出

现六大研究动向：专业领域开放数据政策研究，鼓励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开发的政策研究，针对不同种类数据开

放政策的研究，相关利益主体基本权利保护的政策研究，国家层面开放数据政策的需求与规范化研究，开放数据

政策与数据安全政策的协同研究。 参考文献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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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ｍ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３５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Ｄａｔ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０　 引言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

研究院发起，六十余家企业共同组建的数据中

心联盟在北京成立。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至 ２０ 日，
２０１４ 中国国际大数据大会在北京召开，主题为

“融合变革，开放创新”。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开
放数据中心 ２０１４ 峰会正式宣布成立开放数据中

心委员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

议上的发言中宣布，中国将采纳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ＩＭＦ）数据公布特殊标准（ ＳＤＤＳ），有分析

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经济数据将更加透明［１］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旨在促进政府信息资源开发

利用的首届“中国政务大数据开放论坛”在北京

举办。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２ 日是国际开放数据日，这
是一个全球性的发布和鼓励开放数据，支持制

定相关开放数据政策和标准的日子，是全球为

支持和鼓励政府实施开放数据政策而设立

的［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信

息化百人会第六次公共政策双周圆桌会议，会
议主题为“如何推动中国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

环境和安全保障建设”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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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在陕西西安召开了中文数字

出版与数字图书馆国际研讨会，多位中外与会

专家学者在演讲中提到了开放数据及其不容忽

视的发展潮流。 聂华在会议总结中指出：“开放

知识库、开放获取期刊、开放数据、开放学者平

台、高等教育的开放等一起构成了开放生态的

学术环境和氛围。”柯春晓通过 ＡＡＳ 近 １０ 年来

中国研究的数据统计结果，揭示出政治和政策

研究成为近年来我国学术研究的热点［４］ 。 此

外，ＣＮＫＩ、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ｍｅｒａｌｄ 和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等中外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显

示，现有开放数据的研究成果中，部分研究也不

同程度地提及或探讨了对于政策的需求和

建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部门信息共享建设管

理的指导意见》。 同时，我国北京、上海、广州、
贵州等省市政府在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实践上

也做出了表率，先后推出了政府数据资源开放

平台以及一系列指导文件［５］ 。
可见，无论是在具体实践还是学术探讨上，

我国已开始加快追赶全球开放数据浪潮的脚

步，各类营利与非营利性组织也在致力于推动

我国开放数据运动的开展以及开放数据政策的

制定，包括图书情报学在内的相关学科研究者，
更是对开放数据及开放数据政策给予了极大的

关注和深入的探讨。 本文就国内外开放数据政

策研究现状进行比较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特点以及我国现有研究的不

足，并对我国开放数据政策的未来研究动向进

行研判。

１　 国内开放数据政策研究现状分析

基于 ＣＮＫＩ 中国学术文献总库，通过高级检

索方式，按“关键词”包含“开放数据” 或“数据

开放”（中英文扩展）和“篇名”包含“开放数据”
或“数据开放”（中英文扩展）条件，分别检索到

相关文献 ８８ 篇和 １９４ 篇（检索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９ 日），其中有关开放数据政策的文献只有 ８ 篇，
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 以下从四个方面阐述

相关研究主题。
（１）开放数据政策框架相关问题的研究

郑磊等人翻译美国马里兰大学信息科学学

院信息政策与获取中心的文献《大数据与开放

数据的政策框架：问题、政策与建议》，该文指出

当前美国信息政策框架在数据可获取和发布、
隐私、安全、准确性和归档方面存在潜在差距，
并给出了弥合这些差距的建议［６］ 。 陈美指出，
作为开放政府建设的一部分，英国政府较早开

展了开放数据运动，并从政策执行的角度，从准

备、实施和完善三个阶段详细分析了英国政府

开放数据的政策进展［７］ 。 魏凯指出，在美国的

带动下，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近两年密集

出台大数据研发支持政策，主要从数据开放、技
术研发和法律调整三个方面积极应对大数据带

来的挑战；重点介绍了欧洲与美国建立数据安

全港框架处理跨境数据的情况，该安全港实际

上是一个法律框架，这意味着在法律框架下做

数据跨境的处理。 魏凯主张通过调整立法思路

来寻求数据开放和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一种

思路就是通过技术和政策措施加强对数据使用

的监管［８］ 。 以上研究对开放数据政策框架做了

初步探讨并为框架的构建提出了一些启示，即
围绕数据开放运动的政策性倡导、开放数据技

术研发、开放数据政策过程（包括政策制定、决
策、执行、评估和调整等）、政策与法律的配合协

作、开放数据与数据安全的平衡问题等方面

展开。
（２）开放科学数据政策的相关研究

刘细文指出，科学数据的开放获取日益成

为科学交流的新趋势，美国、英国以及众多国际

组织与研究机构都就科学数据开放获取问题，
积极建立政策保障与管理机制［９］ 。 万望辉等人

在研究天文观测数据开放共享政策时，论及了

国际组织、欧洲、美国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

策，剖析了国外科学数据“完全与公开”的共享

原则，并介绍了我国科学数据共享的有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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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规定［１０］ 。 科学数据开放运动的兴起要早于政府

数据开放运动，以上相关研究表明国内外均有

值得借鉴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 同时，科学数

据的“完全与公开”原则、公益优先原则、免费获

取原则、尊重知识产权原则等也应该在其他开

放数据政策中进行推广。
（３）具体专业领域的开放数据政策研究

刘薇等人通过研究美国、俄罗斯、印度、加
拿大、德国等国家的遥感数据开放及政策现状，
分析了各国遥感数据开放政策的主要特点，总
结出对我国的启示：亟待制定统一的、完整的遥

感数据开放界限，开放界限应与遥感对地观测

技术发展相适应，军民遥感数据共享运行保障

机制急需完善［１１］ 。 万望辉等人基于天文观测数

据获取后的特点，从数据资源、数据保护期界

定、数据归档管理、公开数据的使用政策等方面

论述了国外天文观测数据开放共享政策，并指

出目前国内天文学领域还没有统一的数据开放

共享政策，更多情况是依据国际惯例进行操作，
缺乏规范的数据政策和管理规程［１０］ 。 专业领域

的数据开放政策为国家层面的开放数据政策提

供了依据和启示，在制定国家层面开放数据政

策的时候，要以政府数据开放为表率和模范，呼
吁社会组织和个人尽可能开放商业和个人数

据，从而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实现全社会开放数

据的价值。
（４）其他研究主题

周欣在 ２０１４ 年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对阳光基

金会网站更新的《开放数据政策指南》一文进行

了翻译，该指南的编写旨在阐述何种数据应该

公之于众，如何使数据开放，以及如何执行开放

政策等［１２］ 。 《电子政务》刊载了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信息化百人会第六次公共

政策双周圆桌会议的资讯，会议围绕“如何推动

中国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环境和安全保障建

设”这一主题，就公共数据开放的基本方针和战

略，如何完善我国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环境，公
共数据开放的可行性与路径，以及如何加强公

共数据开放的安全保障等议题展开讨论［３］ 。 此

外，检索过程中发现有些文献对大数据时代信

息及数据安全政策进行了粗略的探讨，如吴世

忠提出了大数据安全政策需关注五个重点，即
数据治理问题、用户权利问题、责任分担问题、
基础设施问题和冲突管理问题［１３］ 。 中国信息界

期刊记者访问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

主任阿拉木斯的报道显示，目前我国对网络个

人信息安全的规制散见于宪法、法律、法规及部

门规章中，没有形成具有适用性、针对性和前瞻

性的法律体系，基本立法原则和总体法律框架

的搭建相对欠缺，建议制定网络信息安全基

本法［１４］ 。
笔者认为，这部分研究在积极探讨开放数

据政策及其需求的同时，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

且至关重要的问题———数据安全（包括数据本

身的安全和相关利益主体的安全）。 这既为如

今的开放数据政策研究提出了一个难题———如

何解决开放数据的开放性与数据安全的保障性

之间的平衡问题，也为今后的开放数据政策研

究开辟了一个新思路———公共政策的一大任务

是平衡各种利益冲突与矛盾，对于开放数据这

把双刃剑，切勿一味地强调开放，应该遵从“边

开放边保护”的原则。

２　 国外开放数据政策研究现状分析

按照主题、标题、摘要或关键词包含“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的 条 件， 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ｍｅｒａｌｄ 和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三大外文数据库中进

行检索，检索结果分别为 １００ 篇、２１９ 篇、２８４ 篇相

关文献（检索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９ 日），但其中涉及

政策研究的文献数量也非常有限，按“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检索后通过浏览摘要筛选，总共有 ２２
篇相关文献。 主要相关研究主题如下。

（１）开放数据政策框架构建研究

Ｚｕｉｄｅｒｗｉｊｋ 等人认为，在制定开放数据政策

时，政府的目的是刺激和引导政府数据发布和

获取优势的利用，他们指出，目前，各级政府出

台了大量开放数据政策，但是对开放数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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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和实际影响等问题的系统性和结构化的

研究却非常少，他构建了一个比较开放数据政

策的框架，该框架包括环境和背景、政策内容、
绩效指标和公共价值等因素，并运用这个框架

对荷兰政府的各级相关政策进行比较研究［１５］ 。
美国马里兰大学信息政策与获取中心 Ｂｅｒｔｏｔ 的
研究以美国为背景，指出奥巴马政府推动可获

取、开放和透明的努力围绕着两大技术展开，即
开放数据和社会化媒体，他强调，大数据创新对

政策制定和决策有重大意义，需要考虑与管理

大数据相关的一系列政策问题，研究指出当前

美国信息政策框架在数据可获取和发布、隐私、
安全、准确性和归档方面存在潜在差距，并给出

了弥合这些差距的建议［６］ 。 与国内研究侧重于

政策制定过程不同的是，国外的相关研究还强

调开放数据政策的目的、环境、公共价值等实际

影响因素，以及开放数据得以实现的技术手段，
这为国内开放数据政策框架的补充与完善提供

了参考思路。
（２）开放科学数据政策的相关研究

Ｍｏｌｌｏｙ 在研究中重点介绍了开放知识的定

义和开放科学数据的 Ｐａｎｔｏｎ 原则，并表示，数据

提供了科学知识的依据，这是所有科学进步的

基础，而通过开放科学数据改善社会生活是众

多投资者、出版商、科学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关

注的重点［１６］ 。 Ｃｈｉｌｄｓ 等人探讨了作为实现开放

科研数据的机制，科研数据管理（ ＲＤＭ）的作用

以及它带给记录管理者的机遇，研究指出开放

数据议程的前提是尽可能公开可用的数据，然
而，在开放科研数据的背景下，仍然存在方法、
伦理、政策和现实问题等前提［１７］ 。 毋庸置疑，开
放科学数据是开放数据的一种，而从 Ｍｏｌｌｏｙ 和

Ｃｈｉｌｄｓ 的研究中还可以看出，科学数据的开放也

是科研数据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改善社会民生

的手段之一。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开放数据政

策不仅制约着开放数据运动本身的发展，还关

乎科研数据管理机制的运行效率。
（３）具体专业领域的开放数据政策研究

Ａｎｇａｌ 等人在对遥感数据应用的研究中提

及了遥感数据的开放及国内外相关政策，并指

出：从中等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ＭＯＤＩＳ） 和增强

型专题制图仪（ＥＴＭ ＋）的传感器中传输的数据

已成为许多遥感数据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些数据潜在价值的实现，正是得益于开放数据

政策的实施［１８］ 。 Ｅｌｓｂｅｒｒｙ 等人鼓励热带天气研

究人员在开放数据相关政策的指导下相互合

作［１９］ 。 Ｓｅｒｒａ 基于开放数据项目的策略，分享了

档案管理人员在加泰罗尼亚的赫罗纳市议会中

有关开放政府议题的贡献，并指出，档案管理有

助于在开放数据计划中，通过对数据的评价进

行选择性开放，同时，由于相同的提取过程可以

共享，因而开放数据项目可以加强对数据库中

记录保存策略的研究［２０］ 。 Ｍｕｌｃａｈｙ 等人在研究

中指出，政府的数字制图数据分配政策有利于

环境保护的努力与全球变化的研究，并对以成

本回收和边际传播成本方法为代表的英美两国

的数据发布和传播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２１］ 。
Ｈａｒｒｉｓ 等人对涉及到地球和天文观测数据开放

的法律文书中的共同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开放

数据及其商业用途，以及数据获取许可证与免

责条款等，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开放获取地球

和天文观测数据需要进一步的政策与法律规

范，用以阐明存取的条件，进而充分实现开放数

据的潜在利益［２２］ 。 以上研究表明，天文、气象、
地理等科研领域和档案管理等管理领域的相关

研究中都涉及了数据的开放与共享，无论是基

于数据结果还是基于数据提取过程的开放共

享，都蕴藏着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对这类

专业领域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研究，无论从国

家宏观层面还是专业的微观视角，都是对开放

数据政策研究的有力支撑。
（４）开放数据过程中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

的政策研究

开放数据过程中涉及的公民基本权利包括

数据权、隐私权、知识产权、名誉权、通信自由及

通信秘密权、财产权等。 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

的强调与研究是近年来国外开放数据政策研究

的一个热点。 Ｚｕｉｄｅｒｗｉｊｋ 等人提出了五个改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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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组织开放数据发布过程的新原则，其中之一

就是制定指导方针，特别是涉及隐私和敏感数

据的政策［２３］ 。 澳大利亚的 Ｈａｎｎａ 在研究中指

出，如果数据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或者组织边

界流动，那么保护隐私的道德和法律框架就限

制了开放数据和开放源代码的获取和集成，这
是医疗卫生研究数据和研究成果存在局限性

的原因之一。 为了克服这一障碍，Ｈａｎｎａ 在对

比国际组织、澳大利亚和芬兰在健康医疗数据

方面的开放与隐私保护政策的基础上，论述了

建立 国 际 电 子 资 料 库 和 虚 拟 实 验 室 的 必

要性［２４］ 。
韩国的 等人在研究中指出，开放政府

数据模式的转变要求对有关犯罪的统计做出政

策上的改变，相比美国和英国增加对犯罪原始

数据的开放量，韩国则对这部分数据采取了一

定的保护措施，以避免其产生的负面影响，研究

提出，应该有一个职责明确的法律机构来专门

收集、管理和公开这些数据［２５］ 。 笔者认为，国家

层面的开放数据政策是面向全体公民无歧视施

行的，所有人既是开放数据的受益者，也是开放

数据政策需要保护的个体，犯罪人员在接受法

律制裁的同时，仍然享有部分基本权利，而某些

犯罪原始数据的公开势必会侵害其相关权利，
因此在政策层面上予以保障十分必要。 美国的

Ｒｏｗｅｎ 对开放数据政策的知识产权和版权问题

进行研究，主张制定政策保护数据生产者的权

利，对数据生产者所提供数据的分析结果，要在

经过他们许可之后才能进行发布［２６］ 。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领导的联合政府提

出了“数据权” （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Ｄａｔａ） 的概念，并通过

“我的数据”（ＭｙＤａｔａ）项目进行推广和深化，主
张“你的数据，你可以做主” ［２７］２７４－２７５ 。 笔者以

为，在开放数据浪潮的今天，数据权理应成为公

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此外，前文讨论过数据安

全在开放数据政策研究中的重要性。 通过国外

对开放数据过程中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政策研

究不难看出，作为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隐私权

在数据开放过程中受到很大关注。 既然倡导数

据开放，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数据的马赛克效

应（ｍｏｓａ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看似毫不相关的数据信息经

过关联之后可以准确识别个人身份。 此类数据

的开放势必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等基本权利，
如何有效地控制和避免这一现象，既是一个技

术问题，也是一个政策问题。

３　 国内外开放数据政策研究现状比较

从国内外开放数据相关政策研究主题的对

比来看，主要呈现以下特点：①总体来看，我国

学者对开放数据政策相关主题的研究，目前基

本处于介绍国外先进政策实例的阶段。 ②国内

外对开放数据政策框架和体系的研究主要以美

国和英国的政策实践为主，这与美英两国始终

走在开放数据运动的前列是分不开的。 从 １７８９
年的《管家法》 （Ｈｏｕｓ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Ａｃｔ），到 １９３５ 年的

《联邦登记法》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Ａｃｔ），１９４６ 年的

《行政程序法》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ｃｔ），
１９６７ 年的《信息自由法》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及之后的六次修正法案，１９７６ 年的《阳光

政府法》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Ａｃｔ），２００２
年的《数据质量法》 （Ｄａ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ｃｔ），到《开放

政府法 ２００７》 （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０７），再
到 ２００９ 年的《透明与开放政府备忘录》 （Ｍｅｍｏ⁃
ｒａｎｄｕｍ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和

《 开 放 政 府 指 令 》 （ ＵＳ 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１３ 年的《政府信息是开放和机械可

读的》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Ｒｅａｄ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行政命令

和《Ｍ－１３－１３ 开放数据政策：管理作为一种资产

的信息》（Ｍ－１３－１３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Ａｓｓｅｔ） 备忘录，以及 ２００９ 年奥

巴马总统签发的《１３４８９ 号总统令》 （ １３４８９ Ｐ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 和 《 １３５２６ 号行政命令》
（ １３５２６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在

开放数据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方面做出了示范，
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参考模板。 ③相较于国家层

面的开放数据政策研究，国内外对具体专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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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开放数据政策研究相对较多。 ④国外的研

究中对开放数据过程中涉及的公民基本权利的

保障与维护等方面的探讨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

积累。 目前，我国对开放数据过程中涉及的各

种侵权现象及潜在侵权危害的研究关注不多，
部分文献在谈到推动开放数据政策制定时，也
并没有过多地强调对公民的隐私权、知识产权、
名誉权、数据权等相关权利的保护，而国外相关

研究已经为开放数据过程中涉及的隐私和敏感

数据相关的政策制定了新的原则和指导方针，
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在这方面的探究有一定的

启发与借鉴意义。
由于我国信息公开制度发展还不健全，开

放数据运动在我国并没有真正形成，对比国内

外开放数据政策研究的现状可以看出，国内相

关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①研究起步较晚，
尚处于引进国外先进政策阶段，同时受限于我

国相关政策法规体系的不健全，并未有国家层

面的开放数据政策法规颁布实施，导致相关政

策研究缺乏实证分析。 ②介绍国外先进政策实

践及经验时，未对国内相关政策的环境和现状

进行系统的调研与分析，因此也就缺乏适应性

方面的探讨，本土化研究相对匮乏。 ③对开放

科学数据政策和管理机制的研究远不及国外广

泛而深入。 科研数据的开放获取和共享运动要

早于开放数据运动，检索过程中发现我国也有

一些研究开放科学数据的文献，但对相关政策

体系的研究相对欠缺。 ④对开放数据政策框架

和体系的研究，国外的相关文献构建和分析了

政策框架本身，并对框架进行了应用性检验，国
内尚缺乏实质性的探讨。

４　 我国开放数据政策研究动向研判

开放数据是国家和政府进行民主化建设的

有效方式之一，能够最大程度实现全社会数据

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再利用。 目前，美国所

施行的“开放政府”战略和政府数据开放实践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开放政府联盟（ ＯＧＰ） 成

员国近年来也密集出台各类战略性文件和纲领

性政策。 我国近两年也陆续举办了大数据、政
务数据开放的专题会议和论坛，并就“如何推动

中国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环境和安全保障建

设”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 由此来看，国内外社

会民主化建设进程中正在并且应该倡导开放数

据运动，同时也应积极运用政策手段予以落实。
这既是社会民主化的重要体现，也是促进民主

化建设的有效方法。 因此，基于以上对国内外

现有研究主题的梳理与比较分析，以及当前有

关信息公开、信息安全、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等

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现状，笔者认为，我国图

书情报及相关学科领域研究者应当跨界合作、
协同攻关，从以下六个方面加强并拓展开放数

据政策这一重要跨学科主题的研究。
（１）对某一专业领域开放数据政策的研究。

对专业领域开放数据政策的研究在国内外现有

研究中都有所涉及。 近年来像 Ｈａｒｒｉｓ 等人的

《开放数据政策和卫星地球观测》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刘薇等人

的《国外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开放政策》和万望辉

等人的《天文观测数据开放共享政策与策略分

析研究》一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
目前类似文献数量并不多。 根据当前研究态

势、科学研究方法论及其一般规律，站在国家战

略层面和综合学科的角度，对开放数据政策的

研究可以通过演绎法展开，符合从一般到特殊

的规律。 站在各领域具体实践及区域政策差异

化的角度，对开放数据政策的研究也可以通过

归纳法进行深入，符合从特殊到一般的规律。
不管是遵循哪种规律，对具体专业领域开放数

据政策制定和执行等方面的探讨，都是一个必

经环节，因此也将会是未来国内外研究的一个

趋势。
（２）鼓励和引导相应的数据处理与分析工

具开发的政策研究。 虽然摩尔定律并没有精确

地吻合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但它对计算机硬

件、系统软件存储和处理数据能力的预测却得

到了现实的验证。 如今，计算机硬件数据存储

０８２



马海群　 蒲　 攀： 国内外开放数据政策研究现状分析及我国研究动向研判
ＭＡ Ｈａｉｑｕｎ ＆ ＰＵ Ｐａ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ａ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的价格已经从 １９５５ 年的每兆字节 ６ ０００ 美元，
下降到 ２０１０ 年的每兆字节 １ 美分［２７］３２５－３２７ 。 这

些发展都为存储大量的开放数据提供了基础，
但开放数据的目的并非简单的保存和存储数

据，挖掘数据的价值才是最终目标，而数据增值

的实现需要经过价值整合，这就需要强大的数

据处理与分析工具的辅助。 因此，虽说开放数

据运动最初是由“开放”的理念推动起来的，但
目标的实现也非常需要技术的支持。 那么，从
国家或地方层面上制定鼓励政策，采取激励措

施就显得十分必要，对这方面政策的研究应该

加强。
（３）针对不同种类数据开放政策的研究。

可供开放的数据种类除了政府数据、公共数据

和科学数据之外，还有商业数据和个人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英国推出的“ＭｙＤａｔａ”项目认为：即
使是由商业机构出资收集的数据，但如果记录

的是个人的信息，此人就应该有权查看和使用。
徐子沛指出：“ ＭｙＤａｔａ”项目把数据开放的理念

从公共领域推进到了商业领域，这个巨大的进

步，在美国也获得了肯定和赞誉［２７］２７５－２７６ 。 美国

白宫智能信息披露（ ｓｍａｒｔ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特别工作

小组前组长乔尔·古林（ Ｊｏｅｌ Ｇｕｒｉｎ）提出：从某

个特殊的意义上来说，个人数据也可以成为开

放数据，借助新技术，个人可以安全并有选择地

公开自己想要公开的数据［２８］ 。 如今，类似“开

源身体数据”项目的活动已经将个人数据开放

的理念推向了实践。 因此，不论是政府制定开

放数据政策时，还是研究人员进行开放数据政

策探究时，都应该多关注不同种类数据开放

政策。
（４）对开放数据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利益主

体的基本权利（如隐私权、数据权等）的保护机

制建立和保障政策制定的研究。 国内学者田新

玲在研究中指出：中国的公共数据开放及个人

隐私保护的整体情况令人担忧，我国既没有像

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开放运动领跑者那样的数

据开放规模，也没有形成数据开放的法律法规

和行政体系，我们应还原开源精神，尽快出台数

据隐私权保护政策［２９］ 。 大数据环境下，我们面

临的数据选择越来越多，开放数据的到来加剧

了这种趋势，海量的数据对我们而言是把双刃

剑，生活中充斥的各类数据让我们更加追求精

确，大到一套房屋的价格，小至一根针的重量，
我们都可以做到精确比较，但也正因为数据使

用范围的不断扩大，由此导致的使用过程中产

生的权利问题也不断增加。 在数据意识逐渐增

强的过程中，公民的权利意识也随之觉醒。 因

此，今后在研究开放数据相关政策对“数据开

放”的倡导和推动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对相关利

益主体的数据权和隐私权等基本权利的保护。
（５）国家层面开放数据政策的需求与规范

化研究。 我国社会民主的氛围推动了对开放数

据政策的需求，从近两年来国内数据中心联盟

和开放数据中心委员会的相继成立，以及有关

开放数据政策和开放政务数据等相关会议和论

坛的举办，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在加快开放数据

的步伐。 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宁家

骏在首届“中国政务大数据开放论坛”中指出：
“数据开放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趋势，
大数据助力政务网站应用深入发展，应用的倒

逼机制促进了数据开放。” ［３０］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

务部门信息共享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 同时，
北京、上海、广州、贵州等省市政府在数据资源

的开放共享实践上也已经做出了表率，北京建

立了政务数据资源网（ ｗｗｗ ｂｊｄａｔａ ｇｏｖ ｃｎ），上

海建立了政府数据服务网（ ｗｗｗ ｄａｔａ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ｇｏｖ ｃｎ），发布了《 ２０１４ 年度上海市政府数据资

源向社会开放工作计划》，广州市交通委员会印

发了《广州交通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管理办

法》，贵州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

发展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和《贵州省大数据产

业发展应用规划纲要（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云上

贵州”系统也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正式上线。 当开放

数据运动在我国已然形成一股新生力量，各地

的政策实践也已初见成效的时候，便是实践的

倒逼机制使我们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呼唤开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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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政策的出台。 此时，开放数据政策研究的规

范化与科学化尤为必要，它将直接影响实践的

走向。 陈振明在政策科学的相关研究中指出，
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政策系统及

其运行，我国政策科学研究的主要倾向是关于

“过程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对政策系统与政

策过程的探讨相对较多，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的

研究才开始关注政策执行和评估［３１－３３］ 。 因此，
未来对开放数据政策的研究，应该遵循政策科

学研究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范式，从开放数据政

策环境的调研和评估、政策框架与体系的确立、
政策决策与分析理论模型的构建、政策系统与

运行的模拟实验、政策反馈与评估体系的建立

等方面展开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６）对开放数据政策与数据安全政策的协

同研究。 当前，信息公开、数据开放已经是社会

发展的大势所趋，而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数据

安全又是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的重要保障。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以“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

络文明”为主题的首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

动在北京开幕，宣传周以“法治主题日”活动收

官，举办了主题为“弘扬法治精神 共建和谐网

络”网络安全大讲堂等一系列活动［３４］ ，充分说

明网络安全、信息安全乃至数据安全在我国越

来越受到关注，保障互联网环境下的国家网络

安全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法治的高度。 此外，《第

３５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２０１４ 年有 ５４ ５％的网民表示信任互联网，相比

２００７ 年的 ３５ １％，网民对互联网的信任度有较

大幅度提高，并且有 ６０ ０％的网民对于在互联

网上分享行为持积极态度， 与 “ 数字移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相比，“数字原住民”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ａｔｉｖｅ）互惠分享的意愿更加强烈［３５］ 。 显然，网
民对原始数据的需求，对互联网信任度的提升，
以及对互联网信息分享的强烈意愿，都为数据

的“开放” 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不难看

出，信息与数据的开放与保护、共享与安全，已
经形成了现代社会健康发展与前进的两股交织

互动的重要力量。 不可否认，开放数据在带给

我们诸多益处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安全

隐患，这一难题即使是在英美这些积极倡导数

据开放的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 发达国家对信

息和数据安全政策的研究更加重视，而我国目

前针对数据安全的研究主要是技术和方法层面

的，政策方面的研究并不充分，应该给予一定的

关注。 与此同时，鉴于开放数据政策和数据安

全政策既相互依存，价值导向又有区别，我国在

大力加强这两大领域政策研究的同时，也应该

注重这两类政策系统协同机制的研究，从而有

效推动国家层面的开放数据政策和数据安全政

策的制定及协同运行，这也将成为国家对信息

资源进行宏观规划与配置的核心手段。

参考文献

［ １ ］ 高伟东 中国经济数据将更加透明［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１１－ １７） ［２０１５－ ０６－ 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ｇｎｓｚ ／ ｇｄｘｗ ／ ２０１４１１ ／ １７ ／ ｔ２０１４１１１７＿３９１５３２３ ｓｈｔｍｌ （Ｇａｏ Ｗｅｉｄ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ｗｉｌｌ ｂｅ ｍｏｒ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
ｅｎｔ［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 １１－ １７） ［２０１５－ ０６－ 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ｇｎｓｚ ／ ｇｄｘｗ ／ ２０１４１１ ／ １７ ／ ｔ２０１４１１１７＿
３９１５３２３ ｓｈｔｍｌ．）

［ ２ ］ 加拿大在国际开放数据日发布其开放数据行动方案［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 ０３－ ０７） ［ ２０１５－ ０６－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６０９４ ｈｔｍｌ （Ｃａｎａｄａ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ｉｔｓ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ｄａ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３－０７） ［２０１５－０６－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６０９４ ｈｔｍｌ．）

［ ３ ］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召开“如何推动中国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环境和安全保障建设”公共政策双周圆桌会

议［Ｊ］ ． 电子政务，２０１４（１１）：１５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 ｂｉｗｅｅｋｌｙ ｈｅｌｄ ｂｙ ｔｈ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ａｔａ ｏｐｅ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 ． 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１１）：１５．）

０８４



马海群　 蒲　 攀： 国内外开放数据政策研究现状分析及我国研究动向研判
ＭＡ Ｈａｉｑｕｎ ＆ ＰＵ Ｐａ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ａ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 ４ ］ ２０１５年中文数字出版与数字图书馆国际研讨会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１６）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０９］． ｈｔｔｐ： ／ ／
ｏｖｅｒｓｅａ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Ｓｅｍｉｎａｒ ／ ２０１５Ｓｅｍｉｎａｒ ／ ｇｂ ／ ２０１５ｘａ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６－１６）［２０１５－０７－０９］． ｈｔｔｐ： ／ ／ ｏｖｅｒｓｅａ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Ｓｅｍｉｎａｒ ／
２０１５Ｓｅｍｉｎａｒ ／ ｇｂ ／ ２０１５ｘａ ｈｔｍｌ．）

［ ５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部门信息共享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４－
１２）［２０１５－０７－０９］． ｈｔｔｐ： ／ ／ ｇｊｓｓ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ｇｊｓｇｚ ／ ２０１３０５ ／ ｔ２０１３０５０３＿６８４１６８ ｈｔｍｌ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３ － ０４ － １２ ）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０９ ］． ｈｔｔｐ： ／ ／
ｇｊｓｓ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ｇｊｓｇｚ ／ ２０１３０５ ／ ｔ２０１３０５０３＿６８４１６８ ｈｔｍｌ．）

［ ６ ］ Ｂｅｒｔｏｔ Ｊ Ｃ 大数据与开放数据的政策框架：问题、政策与建议［ Ｊ］ ． 郑磊，徐慧娜，包琳达，译 电子政务，
２０１４（１）：６－１４ （Ｂｅｒｔｏｔ Ｊ Ｃ．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Ｊ］ ． Ｚｈｅｎｇ ｌｅｉ， Ｘｕ Ｈｕｉｎａ， Ｂａｏ Ｌｉｎｄａ． ｔｒａｎｓ．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１）：６－１４．）

［ ７ ］ 陈美 英国开放数据政策执行研究［Ｊ］ ．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４（３）：２２－２７ （Ｃｈｅｎ Ｍｅ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３）：２２－２７．）

［ ８ ］ 魏凯 各国政府积极制定推进政策　 数据开放运动席卷全球［ Ｊ］ ． 世界电信，２０１４（ Ｚ１）：４９－５４ （ Ｗｅｉ Ｋａ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ｗ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 Ｊ］ ．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Ｚ１）：４９－５４．）

［ ９ ］ 刘细文，熊瑞 国外科学数据开放获取政策特点分析［Ｊ］ ． 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９，３２（９）：５－９，１８ （ Ｌｉｕ Ｘｉ⁃
ｗｅｎ， Ｘｉｏｎｇ Ｒｕｉ．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
ｉｅｓ：Ｔｈｅｏｒｙ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３２（９）：５－９，１８．）

［１０］ 万望辉，崔辰州，乔翠兰，等 天文观测数据开放共享政策与策略分析研究［Ｊ］ ． 天文研究与技术，２０１５（３）：
３６４－３７３ （Ｗａｎ Ｗａｎｇｈｕｉ， Ｃｕｉ Ｃｈｅｎｚｈｏｕ， Ｑｉａｏ Ｃｕｉｌａｎ，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 ．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３）：３６４－３７３．）

［１１］ 刘薇，王昱，尹明，等 国外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开放政策［ Ｊ］ ． 卫星应用，２０１３（３）：３１－ ３５ （ Ｌｉｕ Ｗｅｉ， Ｗａｎｇ
Ｙｕ， Ｙｉｎ 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Ｏｐｅ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Ｊ］ ．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３）：３１－３５．）

［１２］ 周欣 《开放数据政策指南》 翻译报告［ Ｄ］． 北京邮电大学，２０１４ （ Ｚｈｏｕ Ｘｉｎ．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４．）

［１３］ 吴世忠 大数据时代的安全风险及政策选择［ Ｊ］ ． 中国信息安全，２０１３（ ９）：６０－ ６３ （ Ｗｕ Ｓｈｉｚｈｏ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Ｊ］ ．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３（９）：６０－６３．）

［１４］ 戈悦迎 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与公民个人隐私保护———访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

木斯［Ｊ］ ． 中国信息界，２０１４（２）：５１－５５ （ Ｇｅ Ｙｕｅｙ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Ａｌａｍｕｓｉ， ｄｅｐｕｔ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ｉｃ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２）：５１－５５．）

［１５］ Ｚｕｉｄｅｒｗｉｊｋ Ａ， Ｊａｎｓｓｅｎ Ｍ．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Ｊ］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１４，３１（１）：１７－２９．

［ １６］ Ｍｏｌｌｏｙ Ｊ Ｃ．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ｍｅａｎ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 Ｐｌｏｓ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９（１２）：１－４．
［１７］ Ｃｈｉｌｄｓ Ｓ， ＭｃＬｅｏｄ Ｊ， Ｌｏｍａｓ Ｅ， ｅｔ 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Ｊ］ ．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４，２４（２）：１４２－１６２．
［１８］ Ａｎｇａｌ Ａ， Ｘｉｏｎｇ Ｘｉａｏｘｉｏｎｇ， Ｗｕ Ａｉｓｈｅｎｇ． Ｍｕｌｔｉ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ｒｏｓｓ－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ａ ＭＯＤＩＳ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７ ＥＴ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ｌａｒ ｂａｎｄｓ［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１３，５（４）：１８７０－１８８１．
［１９］ Ｅｌｓｂｅｒｒｙ Ｒ Ｌ， Ｈａｒｒ Ｐ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ＣＳ０８）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 ．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８，４４（３）：２０９－２３１．
［２０］ Ｓｅｒｒａ Ｌ Ｅ Ｃ． Ｔｈ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ｄａｔａ：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Ｇｉｒｏｎａ 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Ｊ］ ．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４，２４（２）：８７－９８．

０８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一卷　 第二一九期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１９

［２１］ Ｍｕｌｃａｈｙ ｋ Ａ， Ｃｌａｒｋｅ Ｋ Ｃ．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ａｔ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ｅｄｓ［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９４，１８（２）：９５－１０１．

［２２］ Ｈａｒｒｉｓ Ｒ， Ｂａｕｍａｎｎ Ｉ．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Ｊ］ ． Ｓｐａ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５（２）：１－１０．
［２３］ Ｚｕｉｄｅｒｗｉｊｋ Ａ， Ｊａｎｓｓｅｎ Ｍ， Ｃｈｏｅｎｎｉ Ｓ， ｅｔ 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Ｊ］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ｅｏｐ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４，８（２）：１８５－２０４．
［２４］ Ｈａｎｎａ 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ｓｏｕｒｃｅ ｓｏｆｔ⁃

ｗ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ｅｌｅ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Ｆｉｎｎｉｓｈ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Ｊ］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１８２：１５３－１６０．

［２５］ ，Ｔａｒｋ Ｊ．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ｒｉｍ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Ｋｏｒｅａｎ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７（２）：１２７－１７４．

［ ２６］ Ｒｏｗｅｎ Ｌ，Ｗｏｎｇ Ｇ Ｋ， Ｌａｎｅ Ｒ Ｐ，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ｐｏｌｉ⁃
ｃｉｅｓ［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０，２８９（５４８６）：１８８１．

［２７］ 徐子沛 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以及它如何改变政府、商业与我们的生活［ Ｍ］． 桂林：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Ｘｕ Ｚｉｐｅｉ．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ｗ ｉｔ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ｏｕｒ ｌｉｖｅｓ［Ｍ］． Ｇｕｉｌｉｎ：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２８］ 乔尔·古林 开放数据［Ｍ］． 张尚轩，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７ （ Ｇｕｒｉｎ Ｊ．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ｎｏｗ：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ｔｏ
ｈｏｔ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ｓｍａｒ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ｓａｖｖｙ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ａ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Ｍ］．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４．）

［２９］ 田新玲，黄芝晓  “ 公共数据开放” 与“ 个人隐私保护” 的悖论［ Ｊ］ ． 新闻大学，２０１４ （ ６）：５５ － ６１ （ Ｔｉａｎ
Ｘｉｎｌ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Ｚｈｉｘｉａ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 ｏｐ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ａｔａ” ａｎｄ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２０１４（６）：５５－６１．）

［３０］ 首届中国政务大 数 据 开 放 论 坛 在 京 举 办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１３ ）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１２ ］． ｈｔｔｐ： ／ ／
ｚｇｓｃ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ｊｈ ／ ２０１５－ ０１ － １３ ／ ２９５０４０ ｈｔｍｌ （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ｕｍ ｈｅｌｄ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１３ ）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１２ ］． ｈｔｔｐ： ／ ／ ｚｇｓｃ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ｊｈ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１３ ／
２９５０４０ ｈｔｍｌ．）

［３１］ 陈振明 中国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和任务［Ｊ］ ． 岭南学刊，１９９５（４）：８４－８８ （Ｃｈｅｎ Ｚｈｅｎｍ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ａｓ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５（４）：８４－８８．）

［３２］ 陈振明 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 ［ Ｊ］ ． 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７（ ４）：４８ － ６１ （ Ｃｈｅｎ Ｚｈｅｎｍｉｎ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９７（４）：４８－６１．）

［３３］ 陈振明 ２１世纪中国政策科学的研究方向［ Ｊ］ ．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０ （ １）：９ － １０ （ Ｃｈｅｎ Ｚｈｅｎｍ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２０００（１）：９－１０．）

［３４］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首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１１－２４） ［２０１５－０７－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４ｇｊｗｌａｑｘｃｚ ／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ｈｔｍ． （“Ｂｕｉｌ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ｈａｒ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ｉｖ⁃
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ｅｅｋ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２４ ）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０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４ｇｊｗｌａｑｘｃｚ ／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ｈｔｍ．）

［３５］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３５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Ｒ］． 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２０１５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ＣＮＮＩＣ）．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ｔｙ⁃ｆｉｆ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Ｒ］．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ＮＮＩＣ，２０１５．）

马海群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０。
蒲　 攀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６－１８；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０７－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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