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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框架视域下的数据治理研究

周振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机关服务局，北京 100125）

摘 要院 [目的 /意义]数据治理是提升数据价值的基础，是数据时代的研究热点。对当前数据治理的研究成

果进行系统梳理，有助于更好地促进数据治理的理论研究与电子信息资源管理等方面实践的开展。[方法 /过

程] 运用文献分析法，以数据治理框架为分析视角，从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内容、治理过

程、治理手段等 6个维度系统分析了数据治理的研究进展。[结果/结论]数据治理核心要素中，对治理目标、

治理主体、治理手段的认识较为一致，对治理内容关键点的认识需要进一步统一，对治理客体的研究仍需细

化。数据治理过程中，更好地区分数据管理和数据治理，明确数据治理定位，凸显数据治理重点与核心，是

后续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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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 Significance] As the basis of improving data value, data governance is a research hotspot in the

data age. The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into data governance will help to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re-

search and the practice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Method / Process]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

erature analysis,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data governance from six dimensions: the

goal, the subject, the object, the content, process and means of data governance. [Results / Conclusions] Among the

core elements of data governance, researchers have the consist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goal, the subject and the

means of data governance, whil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key points of the content of data governance needs to be

further unified. The research into the object of data governance needs to be specified. In the future research into data

governance, researchers should further distinguish between data management and data governance, clarify the p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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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数据治理是对数据资产管理行使权力和控制的活

动集合遥 具体而言袁 是以实现数据标准化袁 提升数据

价值为目标袁 以健全数据组织为保障袁 以数据过程管

控为手段的一种数据管理体系遥 关于数据治理的研究袁
已经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遥 张宁等采用文献调研

方法袁 对数据治理的概念尧 体系尧 内容尧 应用实践等

进行系统梳理袁 指出 野现有研究集中于 耶框架模型的

设计爷 耶价值的探讨爷 和 耶不同领域的应用爷 等袁 存

在 耶实证研究较少爷 耶数据治理框架模型设计欠缺优

化爷 等问题袁 耶框架体系爷 耶政策标准爷 耶成熟度模

型爷 耶数据质量爷 是未来研究应关注的重点领域冶 [1]遥
刘桂锋等采用文献调研和网络调查方法袁 深入探析国

外数据治理内涵尧 要素尧 模型与框架等袁 指出现有研

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探索尧 模型框架和实践应用 3 个方

面[2]遥 孙嘉睿采用文献调研法和文本分析法袁 系统梳理

和分析了国内数据治理的相关文献袁 指出 野当前研究

主要集中在数据治理的体系架构尧 数据治理的有效保

障以及数据治理在具体业务领域的实践探索等方面袁
数据治理要素梳理尧 数据治理标准构建和数据治理技

术的应用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3]遥冶
尽管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数据治理研究做了大

量有益工作袁 但总的来看袁 分析框架缺乏较高的系统

性袁 形成对数据治理研究的全面认识有较大难度遥 且

对比数据治理研究本身袁 目前对于数据治理研究现状

相关整体性评价和分析较为缺乏袁 为数不多的有关研

究成果袁 多着眼于企业数据尧 政府数据等中观业务层

面遥 但与此同时袁 随着数据治理研究的推进袁 数据治

理的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尧 研究内容不断丰富袁 也迫切

需要从整体上梳理数据治理的研究成果袁 以更好地完

善研究路径和内容袁 促进数据治理研究的开展遥 对此袁
笔者从数据治理的顶层框架设计着手袁 分析一个完整

的数据治理可能涉及的主要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袁 并以

此为基础系统分析数据治理的研究现状遥

2 数据治理框架概述

数据治理框架袁 是指 野为了实现数据治理的总体

战略和目标袁 将数据治理领域所蕴含的基本概念 渊如
原则尧 组织架构尧 过程和规则等冤袁 利用概念间关系组

织起来的一种逻辑结构遥冶 简单地说袁 数据治理框架是

指数据治理要素组成及要素之间关系的一种结构遥 目

前袁 较为认可的数据治理框架主要包括院 DAMA 数据

治理框架[4]尧 DGI 数据治理框架尧 IBM 数据治理框架尧
EDM 模型[5]尧 5 层框架模型[6]尧 决策域模型等遥

从范围上讲袁 目前对数据治理框架的研究领域包

括通用框架袁 政府尧 企业尧 高校等不同行业袁 以及特

定领域的治理框架袁 适用领域各不相同曰 从整体看袁
着眼数据治理框架的终端应用袁 因数据治理应用广泛

分布于科学数据尧 企业数据尧 政府数据等不同业务情

境选择袁 各自治理要素存在较大差别袁 不同数据治理

框架侧重点各不相同遥 政府数据治理框架一般着眼组

织融合视角袁 结合政府数据治理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

题与需求袁 谋求标准化与协同性遥 科学数据管理框架袁
追求数据治理的通用性尧 功能性和推广袁 如 DAMA 数

据治理框架侧重于功能袁 DGI 数据治理框架侧重于构

建路径袁 5 层框架模型侧重于顶层设计袁 CAlib 模型侧

重于方法指导曰 企业级数据治理框架偏重实效性尧 质

量性袁 如 Dell EMC 数据治理侧重于以大规模基础架构

实现敏捷性尧 效率和管理设定遥 从治理的核心内容上

看袁 不同框架关注核心分别包括数据质量尧 安全与隐

私尧 规则角色等遥
总的来看袁 不同的数据治理模型均为数据治理工

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袁 但很显然袁 由于行业特点尧 内

部需求尧 发展阶段等众多因素袁 很难出现一个能够广

泛适配的数据治理框架遥 因此袁 对于数据治理研究而

tioning of data governance, and place an emphasis on the focus and core content of data governance.

data governance; information resource; governance framework;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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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袁 关键在于从整体上去把握数据治理的核心要素袁
进而在具体环境中进行合理配置遥 从这个角度袁 系统

梳理数据治理的核心要素袁 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指导

数据治理的研究与实践遥 笔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袁
探讨由点及面的治理逻辑和价值判断袁 试图初步提出

基于治理目标尧 治理主体尧 治理客体尧 治理内容尧 治

理过程尧 治理手段等涵盖数据治理前端尧 中端尧 后端

全流程的 6 个维度袁 搭建一种新的数据治理框架遥 在

此框架下袁 通过研究梳理各子维度的研究内容袁 从整

体上把握数据治理的研究进展袁 探索建立数据治理机

制的有效方式袁 进而更好地指导数据治理开展遥

3 治理框架视域下的数据治理研究内容

3.1 治理目标

治理目标定位于治理活动的战略方向尧 活动指南

和控制标准遥 DAMA[7]指出袁 数据治理目标包括院 落实

数据政策尧 标准尧 计划尧 指南等曰 跟踪数据政策尧 标

准和规则的遵从曰 解决数据质量问题曰 提升数据价值遥
DGI[8]指出袁 数据治理的通用目标包括院 更好地决策尧
减少运营摩擦尧 保护数据相关者的权益尧 建立标准化

及可重复的流程尧 减少成本并增加效率尧 确保过程透

明等遥 IBM[7]指出袁 数据治理的目标为院 数据风险管理

和合规尧 价值创造遥 PANIAN 认为袁 数据治理最常见

的驱动力是增收尧 降本尧 合规[9]遥 数据治理的目标是在

管理数据资产的过程中袁 确保数据的相关决策始终是

正确尧 及时尧 有效和有前瞻性的袁 确保数据管理活动

始终处于规范尧 有序和可控的状态袁 确保数据资产得

到有效管理袁 并最终实现数据资产价值的最大化遥 郑

大庆等认为袁 治理的本质目标是价值和风险袁 大数据

治理 野追求实现价值与风险的均衡袁 建立鼓励 耶实现

价值爷 和 耶管控风险爷 这两种期望行为发生的治理体

系袁 追求可持续的价值冶 [10]遥 国家标准 叶数据治理规

范曳 渊2018冤 明确数据治理的目标是保障数据及其应

用过程中的运营合规尧 风险可控和价值实现遥 夏义堃

指出袁 数据开放环境下政府数据治理目标为 野建设开

放政府袁 提高公共参与和政府数据资产价值袁 拉动创

新和经济发展冶 [11]遥
从以上研究路径和实践袁 较大部分研究分析认为袁

数据治理的目标定位于提升价值和管控风险袁 其中袁
提升价值主要是指能够带来收益或提升效率袁 这部分

数据治理较多适用科学治理和企业治理范畴曰 管控风

险主要是指降低合规风险袁 减少决策失误或经济损失袁
这部分数据治理较为适于应用于政府数据治理类别遥
3.2 治理主体

治理主体是治理活动的决策者尧 组织者尧 协调者尧
实施者袁 或者说是数据掌握尧 管理尧 使用的关联部门

或角色遥 PANIAN 认为组织架构是数据治理最重要的

因素之一遥 DGI 指出袁 通常一个数据治理项目包括如

下机构和人员院 数据治理当局 渊主要职责为制定规则

和重要决策冤尧 数据治理办公室 渊主要职责为协调和决

策支持冤尧 与数据相关的业务人员 渊主要职责为落实数

据政策和标准尧 报告数据质量冤遥 鲍静等指出袁 数据治

理的关联部门 野可分为综合协调部门尧 数据采集生成

部门尧 技术平台主管部门尧 数据管理部门尧 数据利用

部门尧 技术支撑机构等冶 [12]袁 并通过调研梳理了具体

部门的设置及分工遥 严昕[13]通过分析认为袁 数据治理

角色包括决策者尧 数据管理人员尧 数据利益相关者遥
数据治理的典型机构和角色包括院 数据治理委员会尧
数据治理制度委员会尧 数据治理办公室尧 数据治理相

关角色遥 叶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曳 渊2018冤
指出袁 野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组织架构健全尧 职

责边界清晰的数据治理架构袁 明确董事会尧 监事会尧
高级管理层和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冶遥 纽约大学的数据

治理组织架构分为决策尧 统筹尧 执行 3 层袁 具体角色

包括院 首席校务数据管理官尧 数据受托委员会尧 数据

管理咨询小组尧 院校研究和数据整合办公室尧 数据受

托人尧 数据主题域受托人尧 数据管理员尧 数据保管员尧
数据用户等[14]遥

结合以上分析袁 可认为数据治理的主体主要是指

数据相关者遥 根据职责不同袁 数据治理主体一般包括

决策层尧 协调层尧 执行层袁 其中决策层主要是指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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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治理委员会曰 协调层一般是指各类数据治理办公

室曰 执行层主要指相关数据治理工作组或业务部门及

其人员遥
3.3 治理客体

治理客体是治理活动的实施对象袁 一般而言袁 治

理客体主要指的是数据遥 包冬梅等指出袁 高校图书馆

数据治理对象包括院 业务数据尧 资源数据尧 用户数据尧
管理数据遥 鲍静等从来源角度将政府部门数据分为

野政务数据资源 渊部门内部数据资源冤尧 社会数据资源

渊社会组织生成数据资源冤尧 互联网数据资源 渊网络虚

拟组织数据资源冤冶 三大类袁 其中政务数据资源又可分

为院 政府网站数据尧 业务系统数据尧 专门采集 / 检测 /

监测数据尧 工作存档归档数据等四小类遥 明欣等认为袁
野数据治理客体就是数据本身袁 即智慧城市建设中各种

主体在生产尧 工作尧 学习尧 生活等各项业务流程中所

产生的各项数据冶 [15]遥 吴信东指出袁 数据治理的对象

主要包括院 结构化数据尧 半结构化数据尧 非结构化数

据尧 流式数据和其他系统数据[16]遥
3.4 治理内容

治理内容是指数据治理的落脚点袁 也是数据治理

的核心所在遥 DAMA 指出袁 数据治理的主要内容包括院
数据架构管理尧 数据质量管理尧 元数据管理尧 文档与

内容管理尧 数据仓库与商业智能管理尧 主数据管理尧
数据安全管理等遥 DGI 指出数据治理核心领域包括院
政策尧 标准和策略曰 数据质量曰 隐私尧 合规和安全曰
架构和集成曰 数据仓库和 BI曰 管理支持遥 叶数据治理

规范曳 指出袁 数据治理的内容包括数据管理体系和数

据价值体系袁 其中数据管理体系包括数据标准尧 数据

质量尧 数据安全尧 元数据管理和数据生存周期袁 数据

价值体系包括数据流通尧 数据服务尧 数据洞察等[17]遥
数据治理包括数据获取治理尧 数据共享治理尧 数

据重用治理尧 数据加值治理 4 个部分遥 郑大庆等指出袁
数据治理的核心内容是院 数据质量管理尧 数据生命周

期管理尧 数据安全与隐私[18]遥 严昕等指出袁 数据治理

内容包括院 元数据管理尧 数据质量管理尧 数据跨系统

整合尧 数据安全管理尧 数据世系追踪反馈[19]遥 张世明

等指出袁 数据治理的主要内容包括院 数据模型尧 数据

服务尧 数据生命周期尧 数据框架尧 主数据尧 元数据尧
数据标准尧 数据安全尧 数据质量等[20]遥 马广惠等通过

实证分析将政府大数据平台数据治理具化为数据集成尧
数据处理尧 数据存储尧 数据共享尧 数据一致性 5 个方

面袁 并指出业务驱动是跨部门跨系统大数据平台数据

治理的关键[21]遥 XIN 认为袁 病理学数据治理侧重于数

据准确性尧 完整性尧 元数据管理尧 数据可用尧 数据授

权等方面[22]遥
虽然不同领域的数据治理内容各不相同袁 但从当

前研究和质量性应用来看袁 一般出发点均共识于数据

治理的主要内容需含有元数据管理尧 主数据管理尧 数

据质量管理尧 数据安全管理 4 个基础方面遥
3.5 治理过程

叶数据治理规范曳 依据 PDCA 循环袁 指出数据治理

过程包括院 统筹和规划尧 构建和运行尧 监控和评价尧
改进和优化遥 鲍静等提出袁 政府部门数据治理的实践

路径为院 完善数据平台的技术支撑体系尧 优化政府部

门数据外部流动机制尧 创新政府部门数据治理新形态遥
明欣等指出袁 野数据治理过程分为前端管理尧 过程管

理尧 全程管理 3 个维度冶遥 美国堪萨斯州数据治理过程

可分为两步袁 野第一步袁 从数据源采集原始数据袁 根

据元数据仓库定义的转换规则将从数据源采集到的数

据转换为满足 EDEN 格式的数据袁 并存储到数据仓库曰
第二步袁 到数据仓库提取数据并生成向 EDEN 提交的

文件袁 并将文件提交到 EDEN 数据系统[23]遥冶 吴善鹏等

指出袁 政务大数据治理的主要流程为院 数据源分析要
数据治理规范要标准管理要治理策略管理要常态化治

理实施要数据资源管理[24]遥
综上袁 数据治理遵循 PDCA 循环袁 大体包括规划尧

采集尧 分析尧 评估尧 改进尧 优化等遥
3.6 治理手段

从现有研究范式和实践基础看袁 初步可以认为数

据治理的手段一般包括数据治理的法规标准适用尧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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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治理相关信息技术的嵌入尧 数据治理工具的匹配等

等遥
在法规标准方面遥 PANIAN 指出据治理政策标准

主要包括数据定义和分类尧 主数据尧 访问控制尧 数据

传递等业务规则遥 黄璜详细介绍了美国联邦政府在数

据开放尧 信息公开尧 电子政务尧 信息安全尧 个人隐

私保护和信息资源管理等六大数据治理领域的核心政

策[25]遥 何哲指出袁 野当前中国尚缺乏一部完备的 叶国
家数据法曳袁 导致目前对数据治理的各种原则尧 措施不

够明确袁 对各个主体各种权利界限不清晰袁 对违法等

现象的惩罚亦是空白[26]遥冶 李重照等详细分析了英国政

府在个人数据保护尧 信息公开尧 政府数据开放尧 国家

信息基础设施尧 信息资源管理与再利用尧 电子政务和

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数据治理政策 [27]遥 吴善鹏等指

出袁 做好数据治理需要建立健全以下规范院 元数据标

准尧 数据元标准尧 数据分类编码标准尧 数据目录规范尧
数据质量标准尧 数据治理流程标准遥

在数据治理信息技术方面遥 AI-RUITHE 指出袁
野技术是数据治理成功的关键因素 [28]冶遥 戚学祥认为袁
野当政府数据治理面临海量尧 异质的数据与数据壁垒

时袁 区块链不可逆的分布式账本系统尧 复杂数学算法尧
非对称加密技术等核心技术为解决数据的真实性尧 安

全性尧 开放性等难题提供了可能性 [29]冶遥 谭必勇等指

出袁 野加拿大联邦政府从技术战略尧 技术安全管理和云

技术应用管理等 3 个方面建立起了完整的技术治理模

式[30]冶遥 吴信东等具体分析了数据规范尧 数据清洗尧 数

据交换和数据集成 4 种技术在数据治理中的应用遥 吴

善鹏等指出袁 野政务大数据治理中所用的主要技术包

括数据检核引擎尧 ETL 工具尧 消息中间件尧 流程引擎尧
Hive 和 MPP DB 等袁 其中数据质量检核引擎的设计最

具技术含量袁 也最为重要冶遥
在数据治理工具方面遥 鲍静等提出建立统一共享

的数据共享平台袁 野解决不同类型信息采集渠道的重

复建设袁 推进采集数据的有效交换和充分利用冶遥 严昕

等从数据层尧 资源层尧 工具层尧 应用层及展示层 5部分

搭建了城镇信息化数据治理平台系统遥 谭波指出袁 国

家开发银行通过搭建混搭架构的大数据平台尧 分布式

的统一数据交换平台尧 外部数据平台尧 手工数据管理

系统和数据归档系统袁 构建了完备的数据基础设

施[31]遥 张宇杰等搭建了政府大数据治理的成熟度评测

模型袁 作为自我测评和改进的工具[32]遥 吴信东等构建

了包括数据源尧 数据接入模块尧 数据治理模块尧 数据

服务模块等功能模块的 野HAO 治理冶 模型袁 野该模型

从大数据开始袁 为 HI 渊人类智能冤尧 AI 渊人工智能冤
和 OI 渊组织智能冤 三者协同提供数据治理支持[33]冶遥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国内外总体研究动态的分析可以看出袁 针

对数据治理的逻辑方法和实践中的各环节内容袁 国内

外众多学者展开了大量研究袁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遥 以

数据治理框架为分析视角袁 以治理目标尧 治理主体尧
治理客体尧 治理内容尧 治理过程尧 治理手段为分析维

度袁 能够在现有理论和实践基础上袁 比较系统地较好

搭建起了数据治理的研究和实践框架袁 为指导数据治

理的开展提供一种新的较为清晰的思路遥 细分而言袁
数据治理目标主要是提升数据价值和防范数据风险曰
数据治理主体包括决策层尧 统筹层和执行层等数据相

关者曰 数据治理客体主要包括各类数据资源袁 特别是

有价值的数据资源曰 数据治理核心内容包括元数据管

理尧 主数据管理尧 数据质量尧 数据安全等曰 数据治理

过程主要遵循 PDCA 循环曰 数据治理手段包括相关法

规标准尧 信息技术和工具等遥
这一框架下袁 以上数据治理核心要素中袁 针对治

理目标尧 治理主体尧 治理手段等方面的认识袁 已经基

本达成一致曰 针对治理内容的研究袁 仍相对比较多元袁
哪些内容是数据治理的关键点袁 仍有待进一步统一曰
针对治理客体的研究袁 总体上还比较抽象袁 有待进一

步细化遥 同时袁 从数据治理的要素内容来看袁 其构成

与数据管理存在较大趋同袁 在数据治理过程中袁 如何

更好地区分数据管理和数据治理袁 更好地坚持数据治

理的定位袁 凸显数据治理的重点与核心袁 仍是后续研

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袁 是一个理论和实践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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