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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放政府农业数据分析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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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意义]农业农村部和各省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是推动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的主要力量。本文

通过调研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开放政府数据现状，了解、分析并评价全国开放政府数据中农

业数据的发布、共享、标准化和应用情况，据此提出可行的建议。[方法 /过程]通过调研、统计全国 31个省

市尧 自治区、直辖市的开放政府数据平台，对平台总体情况以及各省尧 自治区、直辖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

发布涉农数据的内容进行整理、规范和总结，从数据更新时间、数据应用许可、数据下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

析。同时，结合 FAIR 规范，从数据的可发现性、可活动性、可互操作性以及可重用性 4 个方面进行评价。

[结果 /结论]目前中国农业数据的整理、发布和共享都还处于初级阶段。虽然各级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法规、

政策，但是从政策落地的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农业农村部应该与各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联合起来共同推动

政府农业数据的开放与应用。同时，积极与国际开放政府数据的建设模式接轨，提高数据发布、管理和服务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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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China and the agricultural admin

istrative departments of various provinces play a major role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big data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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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年来袁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数字农业作为战

略重点和优先发展方向袁 相继出台了 野大数据研究和

发展计划冶 野农业技术战略冶 和 野农业发展 4.0 框架冶
等战略袁 构筑新一轮产业革命新优势[1]遥 中国有悠久的

农业生产历史袁 同时也有着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遥 农

业是立国之本袁 也是社会经济稳定的重要保证力量遥
自 2016 年以来袁 中国相继出台了 叶农业部关于推进农

业农村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见曳 叶农业部办公厅关于

公布农业农村大数据实践案例的通知曳 叶数字乡村发

展战略纲要曳 和 叶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2019要2025曳
等规划袁 提倡 野大力发展数字农业袁 实施数字乡村战

略袁 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冶 [2]遥 数字化农业袁 其核心是

数据驱动的精准农业和智能农业建设遥
农业数据的最大拥有者是中国各级政府部门遥 长

期以来袁 政府部门作为公共资源的管理者袁 在履行职

责过程中生成尧 采集和保存了海量的数据袁 是数据的

最大生产者和保有者遥 政府数据占据整个社会数据的

80%以上遥 政府数据是指产生于政府内部或虽然产生

于政府外部袁 但对政府活动尧 公共事务和普通民众有

重要影响的数据资源[3]遥 推动政府涉农数据的开放与应用

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尧 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遥
2017 年 11 月袁 农业农村部发布了 叶农业部关于推

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见曳 渊以下简称 叶意
见曳冤遥 叶意见曳 中提到 野未来 5～10 年内袁 实现农业

数据的有序共享开放袁 初步完成农业数据化改造冶遥 另

外袁 叶意见曳 分别从农业农村部以及省级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两个方面中给出了不同时间阶段的建设目标院
①到 2017 年底前袁 农业农村部及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数据共享的范围边界和使用方式基本明确袁 跨部门尧
跨区域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格局基本形成遥 ②到 2020 年

底前袁 逐步实现农业农村部和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数据集向社会开放袁 实现农业农村历史资料的数据化尧
数据采集的自动化尧 数据使用的智能化尧 数据共享的

便捷化遥
由此看出袁 中国农业大数据的汇聚尧 整理尧 发布

和应用袁 主要是由农业农村部和各省农业主管部门来

实施和推动的遥 二者互相融合袁 缺一不可遥 2018 年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 叶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

要曳 渊以下简称 叶纲要曳冤遥 叶纲要曳 提出 野大力推动

ment. This paper aims to learn,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data publishing, sharing, standardization and applications

by investigating the open governmental agricultural data in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and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ccordingly. [Method/Process] We investigated

the open government platforms built by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sorted out the con-

tent published in these platforms, and standardized and summarized the investigation data. We made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update time of data, license of data applications, and download of data. Meanwhile, combined with

FAIR data principles, we evaluated the data from the findability, accessibility, interoperability and reuse of the data.

[Results/Conclusions] At present, the management, publishing and sharing of agricultural data in China is at an ele-

mentary stage. Although various governments formulated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reg-

ulations and policies is unsatisfactor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China should join hands

with the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of various provinces to promote the opening and use of government

agricultural data. Meanwhile, they should be in line with the construction mode of the international open govern-

ment data and improve their capabilities in data publishing, management and services.

open government data; agriculture big data;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scientific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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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数据共享冶袁 优先推动农业等 20 个领域的政

府数据集向社会开放遥 在公共服务大数据工程中袁
叶纲要曳 强调袁 野整合构建国家涉农大数据中心袁 推进

各地区尧 各行业尧 各领域涉农数据资源的共享开放袁
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充分发掘平台数据冶遥 因此袁 各省的

政务公开平台或者开放政府数据平台是重要的政府对

外发布公共数据的窗口遥
近些年袁 对于中国开放政府数据的研究逐渐增多遥

其研究对象主要以国内外开放政府政策[4-7]尧 开放政府

数据平台建设[8]以及平台数据质量[9,10]尧 开放政府数据元

数据 [11]尧 隐私保护和服务质量[12]的整体情况为研究目

标遥 本文从农业这一特定领域的开放政府数据进行调

研和评价袁 希望能够进一步完善开放政府数据领域的

研究内容遥

2 开放政府农业数据调研及解读

为了了解各省尧 自治区尧 直辖市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对于农业数据开放与应用现状袁 并对调研结果进行

解读和分析遥 对中国 31 个省尧 自治区尧 直辖市的开放

政府数据平台进行了调研遥 农业数据涉及广泛袁 以农

业产业链来划分包括农业生产数据尧 农业市场数据尧
农业管理数据以及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农业资源与

环境数据遥 而这也是非常宏观的划分遥 仅以农业生产

数据来说袁 就可以再划分为农 渊种植冤尧 林尧 牧尧 副尧
渔等 5 个领域遥 种植业数据又包括了农机数据尧 农肥

数据尧 农药数据尧 农膜数据等多种类型遥 因此袁 涉农

数据类型繁多袁 体系庞大袁 数据来自多个行政主管部

门遥 如果要将所有涉农数据的发布和利用情况完整调

研袁 非政府部门很难做到遥 另外袁 虽然农业数据分类

体系完整袁 但从目前中国开放政府数据的实际发布情

况来看袁 类型数据存在一定困难遥 综上考虑袁 笔者选

择了将调研的对象定位在各个开放政府数据平台上的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遥 这种数据遴选规则

虽然会使得数据范围缩小袁 数据量减少遥 但是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是农业农村数据的主要出口袁 也是 叶农业

部关于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见曳 中提到

的农业农村数据的建设主体之一袁 界限更为明晰袁 避

免了工作内容情况不可控遥
至于分析和评价模型袁 笔者拟通过 FAIR 规范来对

数据的部分情况开展评价遥 2014 年袁 为了更好地推动

科学数据的管理袁 学术界尧 产业界尧 科研资助机构和

学术出版机构在荷兰莱顿大学共同提出了 FAIR 规范遥
2016 年袁 FAIR 规范通过 的 期刊

进行发布遥 FAIR 规范从 4 个方面概括了优质数据管理

应该达到的目标袁 即数据的可发现 渊Findable冤尧 可获

取 渊Accessible冤尧 可交互 渊 Interoperable冤 和可重用

渊Reusable冤袁 如图 1 所示遥 4 个方面内容独立袁 又有所

关联遥 FAIR 强调机器用户对于数据的获取尧 处理和理

解遥 FAIR 规范一经发布袁 就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遥
GO FAIR 发布了 野FAIR 原则阐释冶袁 欧盟委员会发布

了 野将 FAIR 变为现实冶 的报告袁 研究数据联盟发布了

FAIR 数据成熟度模型遥 还有一些团体也形成了数据管

理 FAIR 化的实施方案尧 实施注意事项等内容[13]遥 笔者

对本次调研数据基本情况的整理后袁 通过 FAIR 规范中

的一些描述性指标来解读和评价部分调研数据遥

2.1 平台名称与平台管理机构

通过 3 个途径查找到各省尧 自治区尧 直辖市的开

 

图 1 FAIR规范及 15个二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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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政府数据平台院 ①各省尧 自治区尧 直辖市人民政府

官网曰 ②近年来发布的开放政府数据报告尧 专著曰 ③

互联网上的相关指引遥 共找到了 17 个省尧 自治区尧 直

辖市的 19 个开放政府数据平台 渊表 1冤遥
17 个网站的名称可以分为 4 类遥 第一类叫做 野XX

省 渊市冤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冶遥 这一类包括了上海尧 河

南尧 江西尧 山东尧 山西尧 四川尧 湖北尧 贵州 8 个省区

市袁 也是最多的一类遥 第二类网站的名称简单明了袁
叫做 野开放 XX冶遥 这一类有广东尧 福建尧 宁夏和浙江遥
第三类叫做 野XX 省 渊市冤 政府 渊政务冤 数据资源 渊服
务冤 网冶遥 这一类有北京尧 上海尧 江西尧 湖南尧 青海遥
第四类叫做 野XX 省 渊市冤 信息资源统一开放平台冶遥
这一类包括福建尧 天津和海南省遥 目前上海市和海南

省都是新老两个平台同时运行服务遥 上海市采用了两

个不同的名称袁 而海南省则保持了一致遥
另外袁 从网站的管理机构来看袁 有 6 个省自治区尧

直辖市的平台是由省办公厅主办遥 值得指出的是袁 有 4

个省 渊贵州尧 四川尧 山东尧 海南冤 的平台是由本省大

数据管理机构主办的遥 2017 年袁 继贵州省率先设立大

数据发展管理局后袁 山东尧 海南尧 湖南和福建等省先

后设立大数据局遥 这些大数据局的职责主要是统筹规

划省内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袁 推动 野互联网 + 电子政

务冶 以及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利用[14]遥 因此袁 通过大数

据行政管理机构管理开放政府数据平台袁 有利于海量

政府数据的汇聚袁 打破数据孤岛袁 推动各省的大数据

战略尧 智慧城市战略尧 人工智能战略的顺利实施[15]遥
2.2 平台数据集数量和发布机构

表 2 列出了 17 个平台上的农业数据集的数量尧 数

据发布机构以及数据最早和最新的更新时间遥
17 个开放政府数据平台中袁 有 3 个省的农业主管

部门没有将数据在网站上发布和共享遥 其他 14 个省市

区平台发布的农业数据中袁 最早的更新时间是 2012 年

7 月袁 最新的更新时间是 2020 年 3 月袁 时间跨度达到

8 年遥
2009 年袁 美国尧 英国先后推出开放政府数据网站袁

开启开放政府数据的先河遥 在中国袁 北京尧 上海两地

于 2012 年率先建立了开放政府数据平台袁 开始对政府

数据的开放和应用进行探索遥 从调研数据来看袁 这两

个平台也是数据发布时间跨度最大的遥 当然袁 我们也

省、自治区、直辖市 网站名称 主管（主办）机构 

上海市 上海市政府数据服务网、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省经信委 

天津市 天津市信息资源统一开放平台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广东省 开放广东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河南省 河南省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浙江省 浙江.数据开放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湖北省 湖北省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山东省 山东公共数据开放网 山东省大数据局 

海南省 海南省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 海南省大数据管理局 

贵州省 贵州省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四川省 四川省公共数据开放网 四川省大数据中心 

陕西省 陕西省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陕西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湖南省 湖南政务大数据公众门户 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江西省 江西省政府数据开放网站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青海省 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务公开 青海省人民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省电子政务办公室 

宁夏回族自治区 开放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北京市 北京市政务数据资源网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福建省 开放福建 或 福建省公共信息资源统一开放平台 福建省经济信息中心 

 

表 1 平台名称以及主管 渊主办冤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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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看到袁 大多数省份在时间上跨度并不大袁 除去

北上广之外袁 最大的时间跨度就是山东省遥 山东省可

以说是后来而居上的典型遥 平台整合了下属 16 个市的

各类数据袁 是开放政府数据平台中较为优秀的案例遥
从发布的农业数据集数量上看袁 总体而言并不乐

观遥 首先袁 各省之间的数据量相差很大遥 有的省份农

业主管部门没有通过开放政府数据平台发布农业数据袁
而有的省份发布的数据集已经上千遥 其次袁 相较于客

观存在的农业数据总量来说袁 现在各省尧 自治区尧 直

辖市公开发布的数据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遥 另外袁
从数据发布机构来看袁 大多数平台的数据是由省级农

业相关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遥 只有山东尧 贵州和四川 3

个省不仅包括了省级机构发布的数据袁 而且还展示了

下属市县的涉农数据遥 在理想情况下袁 省级开放政府

数据平台应该通过数据的发布带动全省上下涉农数据

的整理袁 形成本省农业本底数据袁 展现全省在农业农

村建设方面的成果遥

分析数据发布机构的情况袁 可以看出各省市区的

农业农村厅 渊局冤 是开放农业数据发布的主体遥 除了

没有发布农业数据的 3 个省之外袁 只有海南省的数据

是通过其他厅局发布的遥 另外袁 由于涉农数据内容丰

富袁 既包括农林牧副渔等生产数据袁 也包括农业市场

数据尧 农业管理数据遥 因此袁 从各个机构发布的数据

数量来看袁 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并不占很大优势遥 相

当一部分数据是由其他厅局发布袁 其中以各省统计局

参与发布最多遥 从数据来看袁 发布机构最多的福建省

共有 8 个政府机构发布了涉农数据遥 这说明除了行政

主管部门之外袁 还有大量农业数据还分布在其他相关

的政府机构中遥
2.3 平台农业数据的组织模式

表 3 呈现的是各个平台对农业数据的组织模式袁
主要包括农业信息所属的主题以及该主题在整个数据

体系中的定位遥 在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数据组织标准

表 2 平台农业数据的基本信息

省、自治区、直辖市 最早更新时间 最新更新时间 数据集/个 数据发布机构 

北京市 2012-07 2020-01 34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妇女联合

会、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 2015-10 2020-02 49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天津市 2019-02 2020-01 27 市农委、市粮食和物资局、市商务局、市民族宗教委 

广东省 2016-09 2020-01 23 省农业农村厅 

海南省 2018-10 2019-09 7 省交通厅和统计局 

河南省 2018-06 2019-11 23 省粮食局、省扶贫办、省农机局、省农业厅、省统计局 

江西省 2017-09 2019-01 3  

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6-09 2017-06 10 水利厅、农垦局、统计局 

山东省 2017-05 2020-03 1 646 由下属 16 个市提供数据 

陕西省 2018-01 2018-01 8 省农业农村厅 

浙江省 2019-06 2020-03 53 省农业农村厅、省统计局、省林业局、杭州海关、省粮食物资局、

省生态环境厅 

贵州省 2018-04 2019-12 112 整合了下属政府机构数据 

四川省 2019-07 2019-12 98 整合了下属政县市府机构数据 

湖北省     

湖南省     

青海省 2018-01 2019-05 6 省林业厅、省科学技术厅、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 2018-10 2020-01 71 省农业农村厅、省政府办公厅、海洋渔业局、省市场监管局、省

统计局、省发改委、省水利厅、省粮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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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袁 从这两点也能看出农业信息在该省数据体

系中的重要程度遥
17 个开放政府数据平台中袁 有 3 个省的平台上没

有农业信息主题遥 另外 14 个省尧 自治区尧 直辖市中有

11 个省将农业数据放在一级主题里袁 使其首页可见遥
其次袁 从农业数据所属的类别名称来看袁 各省趋同但

又有一些差异院 野农业冶 野农业水利冶 野农业农村冶
野农田水利冶 野工业农业冶遥 另外袁 从网站的类别设置

上袁 各省也都有差异遥 总体来说分为两类院 12 个左右

和 20 个左右遥
数据的类别名称尧 数量以及整个网站的组织体系

是数据开放共享标准方面的建设内容遥 叶促进大数据

发展行动纲要曳 中提出 野建立标准规范体系遥 推进大

数据产业标准体系建设袁 加快建立政府部门尧 事业单

位等公共机构的数据标准和统计标准体系袁 推进数据

采集尧 政府数据开放尧 指标口径尧 分类目录尧 交换接

口尧 访问接口尧 数据质量尧 数据交易尧 技术产品尧 安

全保密等关键共性标准的制定和实施遥冶 目前袁 中国国

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还没有完全建成袁 各种标准

还未出台遥 各省之间相互参照袁 同时根据本省的情况

对各类数据进行了规划和组织袁 总体来说差异不大遥
统一标准化的分类体系和主题名称能够为将来大批量

数据的集中融合打下很好的基础袁 同时也为第三方机

构汇聚分析数据提供便利遥

3 数据的 FAIR 化分析

3.1 数据可发现性 渊Findability冤

FAIR 规范的第一条就是数据的可发现性遥 因为数

据唯有被用户发现之后才会产生后续的各种可能院 使

用尧 分析和挖掘等等袁 也才能充分发挥出数据本身的

价值遥 因此袁 起到描述和揭示数据信息的元数据也就

成为可发现性的核心内容袁 同时也是整个 FAIR 体系的

重要内容遥 FAIR 规范的可发现性内容包括院 ①为数据

分配一个永久尧 唯一的标识符 渊PUID冤曰 ②用丰富的

元数据对数据进行描述曰 ③数据在可检索资源中进行

注册曰 ④元数据描述要包括其所描述数据的标识符遥
通过调研袁 17 个开放政府数据平台都发布了数据

集的元数据信息遥 经统计袁 元数据字段最丰富的是广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主题数量/个 栏目级别 栏目名称 

北京市 20 一级主题 农业农村 

上海市 12 二级主题 “经济建设”主题下 

天津市 21 一级主题 工业农业 

广东省 12 二级主题 “经济建设”主题下 

海南省 12 一级主题 农田水利 

河南省 22 一级类别 农业 

江西省 12 无农业主题 未见农业数据 

宁夏回族自治区 20 一级主题 农业水利 

山东省 20 一级主题 农业 

陕西省 12 无独立主题 分布于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多个主题之下 

浙江省 22 一级主题 工业农业 

贵州省 20 一级主题 工业农业 

四川省 22 一级主题 工业农业 

湖北省 12 无农业主题 省农业农村厅无数据 

湖南省 15 无农业主题 无省农业主管部门数据 

青海省 13 一级主题 农业水利 

福建省 23 一级主题 工业农业 

 

表 3 平台农业数据栏目设置和栏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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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袁 一共使用了 18 个字段来描述数据集遥 元数据最

少的平台也使用了 9 个字段遥 各个平台使用较多的字

段有 12 个院 数据名称尧 数据发布机构尧 数据分类尧 数

据摘要尧 数据发布日期尧 数据更新日期尧 数据类型尧
数据关键字尧 开放类型尧 更新频次尧 下载次数和浏览

次数遥
从各平台数据集元数据信息页面来看袁 只有为数

不多的省份显示了数据集的唯一标识符遥 但是可以看

出袁 这些标识符并非 FAIR 所提到的永久和全局唯一

渊PUID冤遥 例如 野河南省知名农业品牌目录公示信息冶
的标示符为 41/100001043/00006遥 虽然这个标识符已

经通过层次来尽量减少重复袁 提高唯一性遥 但是永久

和全局唯一是指在整个互联网范围内都不会重复袁 同

时也不会在其他系统中被使用遥
全局唯一且永久的对象标识符通常是由一些国际

性的组织进行管理和分配遥 不同的领域都有相关的机

构遥 数据的唯一标示符可以看作是数据资源的身份证袁
能够实现数字资源统一编号尧 规范管理尧 精确定位和

透明利用袁 是数字时代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 渊数字资

源唯一标识符体系系统分析冤遥 以数字对象标示符 DOI

为例袁 它是一套识别数字资源的机制袁 包括了资源命

名和识别号解析的机制遥 目前袁 全世界已有上千万个

已经分配并解析的 DOI 号码袁 应用领域也扩展到政府

部门[16]遥 目前中国也有 DOI 的分配与管理机构遥 但是

其应用目前还限制在期刊论文领域遥 从国外的发展来

看袁 DOI 已经不仅仅限制于期刊论文领域遥 Dryad尧
Figshare 等数据管理平台都已经为其数据集分配了 DOI

作为唯一标识符遥
3.2 数据的可获取性 渊Accessibility冤

FAIR 的可获取性规范是指数据提供方应该保证在

技术层面上让用户袁 特别是机器用户无障碍地获取数

据以及元数据的内容[3]遥 通常来说袁 开放数据集需要以

人可读和机器可读两种方式进行发布袁 并逐步以机器

能够解析和处理为主遥 因此袁 FAIR 规范中袁 这个无障

碍的可获取性包括了以下几项内容院 ①获取数据的访

问协议是标准的尧 通用的尧 开放和免费的曰 ②数据可

以是部分开放或者认证开放袁 但管理模式不应该成为

数据获取的技术障碍曰 ③数据和元数据有其不同的作

用袁 即使数据无法访问袁 也能通过元数据了解到相关

的信息遥
对照 FAIR 指标来看袁 17 家开放政府数据平台都

采用了 HTTP(s)作为发布数据的协议遥 HTTP 协议是典

型的开放尧 免费的互联网标准协议遥 基于 HTTP 协议

发布数据袁 全互联网可见袁 无疑降低了访问数字资源

的成本遥
17 个省尧 自治区尧 直辖市的开放政府数据平台袁

14 个平台对用户下载数据都设置了注册登录的环节

渊表 4冤遥 平台把用户分为个人用户和机构用户两类遥 个

人用户注册时需要填写个人的真实信息袁 例如手机号

信息尧 身份证信息尧 电子邮箱等遥 机构用户需要填写

机构名称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尧 法人代表姓名尧 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号码等信息 渊图 2冤遥 部分省市平台把数

据内容分为数据产品和数据接口遥 数据产品是完整的

数据内容袁 可以认证下载遥 而数据接口袁 则是通过检

索条件获取数据集的数据片段遥

笔者访问了美国尧 英国尧 法国尧 加拿大尧 印度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 数据下载管理 

北京市 需要注册登录 

上海市 数据产品不需要，数据接口需要实名认证 

天津市 需要注册登录 

广东省 需要注册登录 

海南省 需要注册登录 

河南省 需要注册登录 

江西省 需要注册登录 

宁夏回族自治区 需要注册登录 

山东省 需要注册登录 

陕西省 需要注册登录 

浙江省 部分数据下载不需要注册 

贵州省 不需要注册 

四川省 需要注册登录 

湖北省 需要注册登录 

湖南省 需要注册登录 

青海省 不需要注册登录 

福建省 需要注册登录 

 

表 4 平台涉农数据的下载管理模式和数据接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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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国家开放政府数据平台遥 这些平台虽然也

有用户注册尧 登录的要求遥 但是对于所发布数据的下

载都不需要用户注册和登录遥 注册用户通常是需要进

行数据的提交尧 编辑和修改遥 美国开放政府数据平台

使用的是 MAX.gov 的用户认证授权功能遥 只有联邦政

府雇员和承包商通过联邦政府电子邮件进行注册遥 印

度开放政府数据平台在用户下载数据时袁 只需要告知

用户类型和用途即可 渊图 3冤遥 用户姓名和电子邮件则

不是必填项遥

另外袁 从调研情况来看袁 17 个开放政府数据平台

中有 15 个都提供了数据接口服务遥 北京和上海的平台

还提供了数据接口的使用说明文档袁 图文并茂袁 操作

方便遥
各平台提供数据接口服务的方式比较一致袁 即API

基地址 + 数据集唯一 Token遥 以北京平台的数据访问

接 口 为 例 渊 http://data.beijing.gov.cn:80/cms/web/API-

Interface/userApply.jsp?id= 文件编号 &key= 个人唯一标

识码冤遥 文献编号就是数据集的 ID遥 野北京市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名单冶 这个数据集的 XLS 版本 ID 就

是 1694771829遥 另外袁 大多数平台需要用户注册之后袁
分发一个个人唯一标识码才允许构建完整的 API 链接遥
在 API 返回结果上袁 大部分平台返回的是对应编号的

完整文件遥 而上海市的数据 API 访问返回信息不是完

整的文件袁 而是由 XML 编码的数据片段遥 以 野基因资

源种质发芽数据冶 为例袁 返回的内容就包括了种质名

称尧 发芽率尧 发芽势等 20 多个字段遥
总体来说袁 实名制认证的数据获取模式为后续基

于数据的应用开发和推广增加了障碍袁 这一点从各个

平台数据的浏览量与下载量的差异上就能看出遥
3.3 数据的互操作性 渊Interoperability冤

FAIR 规范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机器用户对数据的可

理解尧 可操作遥 互操作原则是指在多个机构进行同一

类型数据融合时袁 机器能够 野理解冶 不同机构对于不

同数据的描述和定义袁 从而能够自动完成数据集成遥
数据的互操作性侧重于 渊元冤 数据信息的 野知识表

示冶袁 也就是数据的语义描述袁 旨在通过通用的机器

野语言冶 实现对数字资源的 野共同理解冶遥 目前为止袁
万维网联盟 渊W3C冤 提议的资源描述框架 渊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袁 RDF冤 [3]应该是接受程度和应

用面最为广泛的选择遥
关于开放政府数据的语义描述尧 知识表示袁 目前

很少能够看到公开的资料遥 这些应该还属于部分政府

机构内部的工作规范或操作手册遥 另外袁 我们也基本

没有看到基于各省市间的政府开放数据集成融合的服

务案例遥 因此袁 我们暂时无法对各个平台数据的互操

作性进行具体评价遥
3.4 数据的可重用性 渊Reusability冤

FAIR 的可重用性同样也包括了多项指标遥 但是从

本次调研获取到的数据来看袁 只有平台数据使用许可

 

 

图 2 用户注册界面

图 3 印度开放政府网站数据下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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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在这个范畴之内遥 数据使用许可是用户使用数据

的依据遥 许可方式直接影响到数据能否被再利用以及

数据可利用的范围和方式遥 一个数据没有使用许可并

不意味着 野开放冶袁 反而让数据的应用处于不确定状

态遥 政府机构需要通过数据使用许可在法律层面上真

正落实开放数据原则袁 使公众能够对政府数据在最大

范围内进行多元化应用而不受法律的潜在阻碍和限制遥
目前开放数据所采用的许可类型主要包括知识共享协

议 渊Creative Common License袁 简称 CC冤尧 开放政府数

据协议 渊Open Government License袁 简称 OGL冤尧 开放

数据库许可 渊Open Database License袁 简称 ODbL冤 以

及直接进入公共领域方面的协议袁 如 CC0尧 PDDL 等遥
17 家数据平台里袁 有 5 家平台 渊海南省尧 陕西省尧

湖北省尧 青海省尧 宁夏回族自治区冤 没有发布自己的

数据使用许可遥 11 家平台使用不同的名称来描述数据

的使用许可袁 如 野使用条款冶 野法律声明冶 野服务协

议 渊条款冤冶 野平台声明冶 等遥 另有 1 家虽然有服务声

明袁 但是缺少关于数据使用许可的内容遥
渊1冤 基本情况遥 通常来说袁 数据使用许可包含但

不限于这些内容院 ①对数据使用许可中所使用到的重

要概念进行说明和定义袁 力求其含义清晰尧 准确曰 ②

说明用户针对数据的可能行为 渊如对数据的复制尧 署

名尧 发布尧 传播尧 关联尧 包含等冤 及其组合的权利和

义务曰 ③说明用户对数据在商业以及非商业模式下使

用的责任与义务袁 包括声明信息来源尧 后续使用数据

者需要遵循的规范等曰 ④免责条款和保留权利院 特定

情况下袁 数据提供方的责任免除以及回收数据或取消

渊部分冤 服务的权利遥
11 家平台的数据许可大都包括 野网站服务内容冶

野用户权利与义务冶 野隐私保护冶 和 野免责声明冶 等几

个部分遥 上面提到的内容大都能够包含进来遥 从各个

部分的内容来看袁 平台之间内容互相借鉴的情况较多遥
这说明各省之间对开放政府数据的使用管理是趋于一

致的遥 不足之处在于袁 各家平台的数据使用许可都并

非是法律意义上的数据使用许可袁 所规范的内容比较

宏观遥
渊2冤 信息获取遥 目前大部分平台都遵循 野不受歧

视尧 免费获取数据冶 的原则遥 用户可以检索尧 浏览平

台发布数据的元数据信息遥 但用户如果需要下载数据

信息或者通过数据 API 访问数据袁 则需要进行注册和

认证遥 而平台注册需要提供用户的真实信息遥
渊3冤 数据传播遥 开放数据概念的核心是数据可以

被任何人自由地使用尧 再利用和重复发布 [17]遥 北京尧
上海尧 贵州等大部分省尧 自治区尧 直辖市明确在不违

反国家相关法律的前提下袁 用户享有 野自由传播与分

享冶 的权利遥 只有广东省在数据使用许可中明确说明

不得将从平台获取的公共信息资源进行有偿转让遥
渊4冤 数据利用遥 大多数平台指出用户可以利用数

据进行展现尧 分析尧 融合和挖掘袁 形成自己的成果遥
但是这些成果不能 野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冶遥 另

外袁 北京尧 广东尧 山东尧 四川尧 福建等省市要求用户

在成果中注明数据信息的来源袁 并 渊建议冤 将成果上

传到数据平台遥 贵州省则提出用户可以 野不受限制的

进行商业尧 和非商业性利用冶 [18]遥 部分省市平台列出

了收费条款袁 即目前允许用户免费获取数据袁 但是平

台保留对 渊部分冤 数据收取费用的权利遥 另外袁 部分

平台还指出袁 可以根据特定的需要袁 为用户提供数据

加工服务遥
渊5冤 许可内容的呈现方式遥 目前袁 各平台的数据

使用许可都没有以机器可读形式进行呈现袁 也没有与

不同的数据集进行单独绑定授权遥 这对于机器用户使

用数据形成了比较明显的障碍遥

4 开放政府农业数据呈现的特点与建议

4.1 开放政府数据的政策体系还需要进一步

完善

虽然近年来袁 国家和农业农村部相继出台了若干

关于 渊农业冤 大数据尧 智慧农业方面的政策和规划袁
各省市也相继出台了不少相关的政策遥 2019 年袁 叶南
方都市报曳 大数据研究院在其 叶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曳
报告中提到袁 31 个省份 2014 年至今出台了 231 份提及

野政府数据开放冶 的政策文件遥 其中袁 2019 年以来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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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20 余份遥 但是大部分省市的政策仍然是以宏观规划

为主袁 例如大数据产业尧 智慧城市尧 城市大脑遥 而政

府数据开放是一件实践性尧 持续性非常强的政务工作袁
需要多个部门纵横联合袁 按照特定的标准规范去整理

数据尧 整合数据尧 发布数据袁 并且按照 野开放为常态尧
不开放为例外冶 的原则袁 这个工作将成为政府部门的

日常性工作遥 因此袁 在中国顶层政策体系设计逐步完

善的情况下袁 特别需要各级政府机构出台一些具体的

规章制度尧 技术标准和考核指标袁 用以实实在在地将

政府管理的农业大数据发布出来 [19]遥 没有具体的制度

和标准袁 开放政府数据必将沦为一纸空谈袁 也就无法

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智慧农业尧 精准农业提供有力的支

撑和保障遥
2017 年袁 叶贵阳市政府数据资源管理办法曳 由贵

阳市第 54 号人民政府令发布袁 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遥 这是中国第一部针对地方政府数据资源的管理

办法遥 2019 年 10 月 1 日袁 叶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

办法曳 开始施行遥 叶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曳
在内容上比 叶贵阳市政府数据资源管理办法曳 更为完

整和详细袁 包括了市公共数据开放工作的职责分工尧
开放机制尧 协调机制尧 安全保护机制尧 数据质量管理

与数据服务等袁 较为细致地对开放政府数据的管理与

应用进行了规定和规范遥 可以想见袁 将来会有越来越

多的 野办法冶 出台袁 中国开放政府数据的发展的框架

也将越来越具体化尧 规范化和标准化遥
4.2 农业农村部与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纵

横联合

叶农业部关于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

见曳 中规定袁 政府农业数据的发布与服务是由农业农

村部和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完成遥 从数据归属

来说袁 农业数据是每个省公共数据的一种遥 因此袁 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建设规划也需要遵循本省开放政府

数据建设的整体框架遥 因此袁 从目前情况来看袁 它们

基本上是在独立建设和运转遥 但是袁 每个省的农业数

据在所属部门尧 管理模式以及数据类型上又具有极大

的同质性遥 另外从规划来看袁 中国会通过汇聚不同领

域大数据袁 形成开放政府数据的国家平台遥 而农业是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建设领域遥 因此袁 农业农村部和各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开放政府农业数据的建设

方面进行纵横联合袁 可以在某些方面进行一体化尧 协

同化的建设袁 包括但不限于院 ①农业农村部充分发挥

其行业规划与业务指导的优势和能力袁 从数据建设与

服务的各项标准制定入手袁 例如农业数据资源目录标

准尧 农业数据分类体系尧 农业数据描述标准以及农业

数据交换标准等遥 因为这些标准的作用范围限制在农

业科学与行业之内袁 不会和各省的建设相冲突遥 因此袁
各省农业数据管理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开放政府数据的

建设情况参照使用遥 ②各省农业主管部门依据统一的

业务标准来建设农业大数据袁 形成本省的农业大数据

服务遥 同时袁 各省可以逐步建立与农业农村部的数据

通道袁 为后续数据汇聚和整合打下基础遥 ③在统一的

环境下袁 农业农村部建立的大数据和各省的农业数据

可以根据业务联系建立关联和补充袁 完善彼此的数据

资源体系和服务能力遥
4.3 农业数据发布数量少袁 基于农业数据的

应用少

各省农业数据的发布数量以及基于已发布数据形

成的各种应用数量都非常少遥 特别是后者袁 在调研过

程中几乎没有看到遥 另外袁 从数据发布机构来看袁 除

了极少数的省尧 自治区尧 直辖市外袁 都还是以省级机

构为主在发布数据遥 2020 年 4 月袁 叶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曳
第一次把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和土地尧 劳动力尧
资本尧 技术并列袁 并提出在政务信息公开尧 共享的基

础上扩大数据开放袁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遥 开放政

府数据平台无疑是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遥 而数据要在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袁 首先

就要在数据的数量上满足需求袁 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才

能在 野质冶 上有所改变袁 真正起到支撑和服务的作用遥
因此建议院 ①省级行政管理部门应该积极带动各

级农业数据管理部门袁 建立自己的数据目录清单袁 摸

清家底袁 逐步将数据发布出来袁 释放数据的能量曰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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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和相关的数据管理部门进行沟

通袁 建立协作尧 合作机制袁 让与农业相关的配套数据袁
如气象数据尧 农业进出口贸易数据等能够尽量多的予

以发布出来曰 ③积极举办面向农业领域的开放数据大

赛袁 既宣传了政府开放数据袁 同时能够形成多样化的

app 应用遥
4.4 基于开放政府农业数据的服务需要提高

目前开放政府数据平台提供的服务比较单一遥 大

部分省尧 自治区尧 直辖市市除了数据的浏览尧 检索和

API 服务之外袁 基本就没有其他服务了遥 极少数平台

向用户提供了数据定制的申请页面遥 数据的开放就是

为了应用遥 如果没有应用袁 数据的开放就失去了其基

本的意义遥 农业和农村数据其主要的应用和服务对象

应该是政府决策机构尧 智慧农业生产与服务机构尧 面

向农业农村的基层服务机构尧 相关的研究机构以及农

业生产者遥 因此袁 从需求来看还是很多样和旺盛的遥
但是袁 需求方往往需要的是有一定时间跨度袁 并且能

够系统性尧 持久性地提供服务遥 这对政府的数据发布

和持续更新能力也会是极大的考验遥 因此建议院 各级

政府首先应该面向重点用户袁 搜集和了解它们所需要

的数据内容尧 数据类型袁 积极优先发布相关数据袁 或

者面向这些用户开展数据定制服务袁 使之形成优势产

品和服务遥 另外袁 政府部门应该面向基层服务机构和

农村生产力开展持续的培训服务袁 切实提高他们了解

和利用开放农业数据的意识和能力袁 帮助他们利用数

据解决农业服务和生产过程中的困难尧 政府部门应该

树立良好的服务意识遥 开放政府数据平台就是政府面

向各类机构和普通民众的一个重要服务场所遥 政府的

服务应该是可以通过 SERVQUAL 等服务质量评估模型

来考核的遥 服务评估可以包括数据维度 渊数据数量尧
质量等冤尧 平台维度 渊可用性尧 易用性等冤尧 宣传推广

维度等等遥 而且服务的评估可以通过第三方机构来开

展袁 使得结果更加客观尧 准确遥
农业大数据是中国大数据建设的重要领域遥 开放

政府数据是农业大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也是推动中

国智慧农业尧 数字农业的重要手段遥 随着近些年中国

持续推动数据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袁 可

以预见袁 未来开放政府农业数据的数量尧 质量和服务

水平都将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袁 也将会对中国农业发

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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