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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数据已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和战略性资源，大数据治理是充分释放数据价值、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方法 / 过程]本研究在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的基础上，对国内大数据治理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梳

理和内容评述，发现近年来有关大数据治理的研究热度不断上升，并将相关研究主题概括为概念体系、实施评估与实践挑战

3个方面。[结果 /结论]研究发现大数据治理体系基本是从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以及治理工具 4 个方面进行构建，

治理的实施评估重点围绕数据生命周期、数据质量、数据安全、数据治理成熟度、数据审计等内容，实践挑战主要表现在大

数据治理领域所面临的管理和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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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伴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出现和大数据

时代的到来袁 大数据已经成为关键性生产要素和国家

基础性战略资源袁 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提升国家治理

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趋势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

将 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冶 作为全面

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袁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施 野国
家大数据战略冶袁 同时 叶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曳 的

实施袁 使中国大数据事业开启了快速发展模式遥 2020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 野数据冶 列为生产要素袁
明确提出要 野加强数字社会尧 数字政府建设袁 提升公

共服务尧 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冶遥
大数据价值的释放有赖于一套科学完善的大数据

治理体系袁 因而 野大数据治理冶 在近几年已经成为学

术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袁 国内学者开展了大量有关大

数据治理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研究遥 基于此袁 本文

对国内大数据治理的已有研究进行发展脉络梳理和文

献述评袁 进而试图厘清大数据治理的概念体系尧 实施

评估及应用实践内容袁 以期更好发挥大数据作为新型

生产要素和社会治理手段的正向实践功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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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大数据治理领域研究发展趋势

Fig.1 Distribution of big data governance research in China

2 大数据治理研究总体发展态势

2.1 文献分布与走势

本文以中国知网 渊CNKI冤 为来源数据库袁 以 TI=

(' 大数据 '*' 治理 ') or ' 大数据治理 ' 为检索式进行中文

期刊文献检索 渊检索时间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冤袁 论文

发表时间不限袁 检索结果为 1 704 篇遥 经过人工清洗与

去重合并袁 剔除新闻报道尧 图书推介及与研究主题明

显不符的文献袁 最终得到 1 635 篇有效论文作为本研究

的原始数据来源遥
从文献数量的时间分布图 1 可知袁 在 2013 年以

前袁 学界对于大数据治理的相关研究还没有进行袁 这

一领域还属于研究空白遥 从 2013 年起至今袁 年度论

文尧 参与机构尧 研究人员的数量都开始逐渐上升袁 大

数据治理的相关研究呈现出一个迅猛发展的势态遥 其

中有两个关键的节点时间是 2013 年和 2015 年遥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叶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 提出要 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冶曰
2015 年印发 叶关于积极推进 野互联网 +冶 行动的指导

意见曳 叶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曳袁 以及 叶关于运用

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曳袁 明确

提出要 野运用大数据技术推动政府精准治理尧 市场资

源整合和经济转型发展袁 形成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

模式冶遥 基于以上政策的实施袁 引领着学界特别是公共

管理学科的学者更多地把研究聚焦在大数据治理的相

关领域上来遥 从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来看袁 国内关于

大数据治理的学科分布相对比较宽泛袁 发表相关论文

较多的学科有行政管理尧 计算机科学尧 信息经济学尧
新闻传媒以及社会统计学等曰 发文较多的期刊包括

叶电子政务曳 叶情报杂志曳 叶中国行政管理曳 叶情报理

论与实践曳 叶图书情报知识曳 等曰 发文较多的代表性

学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安小米尧 上海财经大学郑大庆尧
武汉大学夏义堃尧 清华大学孟天广以及北京大学黄

璜等遥
2.2 研究内容及热点

本文通过对国内有关 野大数据治理冶 的文献关键

词进行聚类分析可以看出袁 近年来关于大数据治理的

研究热度不断上升袁 且受到较多领域的广泛关注袁 涉

及的核心关键词包括院 大数据尧 数据治理尧 社会治理尧
政府治理尧 大数据技术尧 数据资源尧 网络舆情尧 风险

治理尧 数据安全等袁 研究主题聚类结果如图 2 所示袁
具体聚类主题详见表 1遥

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可以看出袁 国内关于大数据治

理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积累袁 相关主题涉及大数据治

理概念尧 政府治理能力尧 数据开放与共享活动尧 大数

据技术运用尧 数据安全与隐私问题等袁 据此袁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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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大数据治理领域研究主题聚类结果

Fig.2 Distribution of big data governance research topics in China

将从概念体系尧 实施评估与实践挑战 3 个方面对中国

大数据治理相关研究进行述评袁 其中构建具有标准化

和普遍意义的尧 覆盖大数据治理全要素和全过程的大

数据治理体系研究是最为关键的部分遥

3 大数据治理概念及体系

3.1 大数据治理概念

治理理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逐步兴起袁 该理论强

调 野多元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通力合作袁 以此解决

复杂的公共社会问题冶遥 一般认为袁 治理包含了评估尧
指导和监督 3 个关键活动[1]遥 大数据作为近年来的新兴

主题袁 大数据技术与治理理论的结合袁 催生了 野大数

据治理冶 这个崭新的研究领域遥 由于大数据具有规模

巨大尧 类型多样尧 流转高速尧 数据价值产生于多源融

合袁 数据权属复杂等特征袁 使得当前相关研究成果还

较为分散遥
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 野大数据治理冶 定义由美国

聚类主题命名 核心关键词 

大数据治理背景 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环境、现代化治理、大数据思维、大数据驱动、智慧化、科学化、数字化转型、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疫情防控 

大数据治理内涵及外延 数据管理、智慧治理、网络治理、知识治理、智能治理、数据管护、信息管理、数据资源、治理体系、治理路径、

数据标准 

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数字政府、智慧政府、社会治理、政府治理能力、治理创新、公共治理、公共服务、舆情治

理、风险治理、智慧城市、乡村治理、危机治理、城市治理、决策支持、公共安全、社区治理、税收治理 

大数据开放共享及开发利用 政府数据开放、信息共享、信息孤岛、共享模式、数据互联、数据交换、跨部门、数据利用、大数据平台、数据鸿

沟、数据融合、共治 

大数据技术及基础设施应用 数据治理平台、数据治理框架、数据质量管理、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云平台、元数据、数据仓库、数据中

台、技术嵌入、数据处理、数据清洗、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模型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 信息安全、风险治理、数据资产、安全治理、个人信息、信息泄露、隐私保护、信息保护、加密、信息政策、安全

技术、数据主权 

 

表 1 中国大数据治理领域研究聚类主题及核心关键词

Table 1 Topics and keywords of big data governance researc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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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 Sunil Soares 渊桑尼尔窑索雷斯冤 在 Big Data Gov鄄
ernance院 An Emerging Imperative 渊叶大数据治理曳冤 一

书中提出袁 他认为 野大数据治理是是广义信息治理计

划的一部分袁 它通过协调多个职能部门的目标和利益

来制定有关大数据优化尧 隐私保护以及数据资产变现

的策略[2]冶遥 基于此袁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大数据治

理概念进行定义袁 核心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共同点遥 相

关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 4 个方面遥
渊1冤 大数据治理与数据治理的关系遥 大数据治理

形成于大数据时代袁 是在 野数据治理冶 概念基础上发

展而来遥 郑大庆[3]认为数据治理与大数据治理的目标相

同袁 都是为了 野实现价值冶 和 野管控风险冶袁 不同在于

数据治理侧重于效率提升袁 大数据治理强调效益提升

和风险管控遥 黄璜[4]阐述了数据治理是为有效地使用数

据资产而组织实施的政策尧 流程和标准的实践遥 夏义

堃[5]从数据治理部署的角度袁 指出政府数据治理是综合

运用法律制度尧 人员组织尧 技术方法尧 流程标准等手

段袁 对政府数据的可用性尧 完整性尧 安全性等进行全

面有效管理遥
渊2冤 大数据治理与数据资产变现遥 现有大数据治

理研究都重点关注了数据资产变现问题遥 安小米[6]从提

出政府大数据治理是政府机构进行大数据决策权分配

和职责分工的活动过程袁 旨在促进政府数据资产价值

最大化遥 朝乐门[7]认为大数据治理是为了帮助组织更好

地管理数据资产袁 改善组织在整个业务领域的数据管

理实践遥 张绍华[8]提出大数据治理是对大数据的管理和

利用进行评估尧 指导和监督的体系框架袁 其目的之一

是实现数据的价值创造袁 并提供创新的大数据服务遥
渊3冤 大数据治理与信息技术支撑遥 信息技术是实

现大数据治理的重要依托工具遥 向芳青[9]认为大数据治

理要借助信息技术获取尧 互联网平台汇聚袁 先进的技

术手段和方法进行数据分析袁 提升科学高效的治理能

力遥 梁芷铭[10]提出大数据治理是运用技术工具进行大

数据收集尧 整理尧 存储尧 分析及挖掘其价值的行为遥
此外袁 也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治理不仅需要信息技术工

具的支持袁 还需要关注大数据治理形成的规则和政策

框架袁 实现大数据治理工具从技术维度到管理维度的

转变[11]遥
渊4冤 大数据治理与国家治理变革遥 大数据治理被

视为国家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遥 戴香智 [12]提出大数据

为社会治理带来了多中心治理范式尧 野用数据说话冶
方法论尧 全数据关联视角尧 主动预见型治理流程尧 治

理技术能力提升遥 石火学[13]认为政府大数据治理正朝

着治理主体协同化尧 治理内容预防化尧 治理过程透明

化尧 治理技术迭代化尧 治理方式数据化和治理结果精

准化等方向发展遥 张明斗[14]提出大数据治理通过数据

共享尧 法律约束尧 绩效评估尧 运营保障 4 个机制推动

城市治理现代化遥
3.2 大数据治理体系

大数据治理是一项复杂尧 多层次尧 多维度的系统

化工程袁 需要充分调动相关主体资源和工具手段袁 形

成一个普遍科学有效的大数据治理体系袁 更好地支持

大数据治理应用实践遥 马广惠[11]提出大数据治理体系

由人尧 物尧 技术尧 数据构成遥 刘越男 [15]提出了涵盖治

理主体尧 治理客体尧 治理方法和流程的政府大数据治

理理论框架遥 据此袁 本研究从大数据治理目标尧 治理

主体尧 治理客体尧 治理工具 4 个层面对大数据治理体

系研究进行归纳袁 具体如表 2 所示遥
渊1冤 大数据治理目标遥 在大数据治理实施过程中袁

首先需要明确大数据治理的目标袁 从而让决策者对大

数据治理的实施制定总体规划遥 从宏观层面来看袁 实

现大数据的风险管控尧 运营合规和价值创造袁 确定数

据的资产地位袁 是大数据治理与数据治理的根本区别袁
也是当前研究较为公认的大数据治理目标遥 从微观层

面来看袁 吴善鹏[16]将政务大数据治理目标归纳为院 提

升数据质量尧 促进数据融合尧 规范数据流程以及发掘

数据价值遥 大多数学者在大数据治理目标上都重点关

注了数据价值创造的话题袁 数据本身不产生价值袁 但

是从庞杂的数据背后评估和预测相关利益者的需求袁
并有针对性地产生一系列创新的大数据服务袁 才能达

到价值共创的结果遥
渊2冤 大数据治理主体遥 治理主体是治理活动的决

策者尧 组织者和协调者遥 在大数据治理主体的研究中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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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代表学者 治理体系要素 治理目标 治理主体 治理客体/对象 治理工具/手段 

1 郑大庆等
[3]
 治理目标；权利层

次；治理对象；解

决的实际问题 

实现价值；管控风

险 

大数据利 益相关者

（个人、数据收集者、

数据处理者、数据应

用者、管理监督者） 

大数据治理规则；制度；

流程 

决策机制（决策权、组织结

构）；监督机制；激励与约

束机制 

2 梁芷铭
[10]

 治理理念；治理主

体；治理客体；治

理工具；治理目标 

大数据价值 的挖

掘；大数据治理的

应用 

企业界；与大数据相

关的部门；机构和组

织 

大量数据；数据结构；数

据容量；数据形态；数据

性质；数据传播；数据价

值；数据安全 

组织结构；相关政策法规；

计算机等硬件设施 

3 张绍华等
[8]
 原则子框架；范围

子框架；实施与评

估子框架 

风险可控；安全合

规；绩效提升；价

值创造 

大数据治理利益相关

者；大数据治理委员

会；大数据管理者；

数据专家 

大数据质量；大数据生命

周期；大数据架构；大数

据安全隐私与合规 

组织要素（战略方针、组织

架构、责任分工）；促成因

素（环境与文化、技术与工

具、流程与活动）；实施过

程；成熟度评估；审计 

4 安小米等
[6]
 治理目标；治理主

体；治理客体；治

理活动；治理工具 

运营合规；风险管

控；价值创造 

大数据治理委员会；

治理办公室；管理者；

数据专家 

数据；信息；人员 信息基础设施；大数据技

术；检测工具 

5 程广明
[22]

 人与组织；策略；

能力 

数据优化；隐私保

护；数据变现（出

售数据、利用数据

开发业务） 

大数据治理利益相关

者（数据产生者、管

理者、监督者）；治理

委员会；管理委员会；

内部员工 

元数据管理；数据质量管

理；业务流程整合；主数

据管理；信息生命周期管

理 

治理的使命和愿景；数据治

理规则和定义；数据治理指

标；组织和个人的权利职

责；治理风险的控制措施 

6 吴善鹏等
[16]

 组织架构；标准规

范；流程机制；功

能软件；法律机制 

提升数据质量；促

进数据融合；规范

数据流程；发掘数

据价值 

数据治理方；数据提

供方；数据使用方 

数据源管理（部门与网络

数据）；贴源层治理（建

模、标准化、技术检核）；

中心层治理（数据关联融

合、业务数据检核）；数

据资源中心（数据资产目

录、基础库、主题库） 

主要技术支撑（Hive、ETL、

流程引擎等）；数据规范规

范体系（元数据标准、数据

分类标准、数据质量标准

等）；大数据安全与隐私管

理体系；数据治理平台系统 

7 杨琳等
[23]

 治理目标；治理保

障；治理域；治理

方法论 

战略一致；风险可

控、运营合规；价

值实现 

根据具体情况建立大

数据治理组织结构 

数据架构；元数据管理；

主数据管理；数据生命周

期管理；数据质量管理；

数据安全与合规管理 

方法论（评估、监督、指导）；

促成因素（文化、技术工具、

流程活动）；内外部环境（政

策法规、市场需求等） 

8 夏义堃
[5]
 组织管理；法律制

度；数据资产；风

险管理 

数据资产的保值增

值 

政府部门、社会组织、

企业、公众、黑客 

数据内容；大数据技术及

平台；业务流程；信息基

础设施；人员和内部管理

等 

数据管理法律制度；人员组

织；技术方法；流程标准 

9 刘驰等
[24]

 数据治理原则（有

效性、价值化、统

一性、开放性、安

全性）、治理范围；

实施与评估 

 

 

业务创新；价值获

取；风险控制 

战略决策者；业务管

理者；业务操作员 

大数据生命周期；大数据

架构（数据存储、元数据、

数据仓库、业务应用）；

数据安全与隐私；数据质

量；数据服务创新 

治理目标与业务需求；治理

的软硬件环境；实施流程体

系和规范；实施技术和工具 

表 2 大数据治理体系及构成要素梳理

Table 2 Big data governance system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

DOI院 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2-0094

综述述评

8



2022年第 34卷第 4期

学界基本统一认为大数据治理主体主要涉及政府袁 企

业尧 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等袁 同时也针对这些主体在

大数据治理中的地位尧 作用及效果进行了探讨 [17]遥 在

具体组织内部袁 大数据治理团队是大数据治理的促成

要素袁 是组织机构中参与决策的群体袁 包括大数据利

益相关者尧 大数据治理委员会尧 大数据管理团队以及

大数据专家等袁 有效的组织架构和明确的职责分工是

大数据治理目标实现的有力保障[18]遥
渊3冤 大数据治理客体遥 大数据治理客体即治理的

对象和内容遥 在对大数据治理客体理解上袁 学者们还

尚未达成共识袁 多数学者都尝试采用 野归类冶 与 野分
层冶 的方法进行大数据治理客体的研究遥 从狭义上理

解袁 大数据治理范围既涵盖传统的业务数据袁 也包括

大量非结构化的网络数据[19]遥 从广义上说袁 大数据治

理的核心客体是数据本身袁 同时也包含了一系列与大

数据治理相关的活动和要素袁 涉及数据生命周期尧 数

据质量尧 数据技术与平台尧 信息基础设施尧 数据隐私

与安全尧 组织人员和业务管理等[5]遥
渊4冤 大数据治理工具遥 治理工具是实现大数据治

理活动的有力保障袁 具有多样性特征遥 在现有研究中袁
可以将大数据治理工具归纳为环境因素和促成因素两

个方面[20]袁 环境因素包括国家政策尧 行业规范尧 市场

需求尧 企业制度等内外部环境曰 促成因素包括管理尧
组织尧 技术尧 标准尧 流程尧 文化等遥 也有学者提出数

据治理的工具大部分也适用于大数据治理袁 所以大数

据治理既包括元数据尧 数据质量控制尧 数据标准制定

等传统数据治理方法袁 也需要制定特殊的管理规则袁
综合运用物联网尧 云计算尧 关联数据尧 机器学习等大

数据技术手段来管理大数据生命周期[21]遥
通过对国内大数据治理体系要素构成的文献梳理

结果表明袁 近年来有关大数据治理体系构建已经取得

了较多的研究成果袁 但还存在维度单一尧 层面隔离尧
缺少多样化治理场景的研究局限袁 对于建立一个行之

有效尧 灵活通用尧 覆盖多主体尧 多学科尧 多维度尧 多

应用场景的大数据治理体系研究还比较缺乏袁 所以大

数据治理体系的构建是一项长期性尧 计划性和连续性

的工作袁 也是一个不断持续改进的过程遥

4 大数据治理的实施及评估

大数据治理实施与评估的重点就在于建立大数据

治理体系遥 杨琳等[23]认为政府大数据治理活动包括组

织规划尧 具体实施以及评估优化 3 个阶段袁 其中组织

规划阶段包括制定实施方针和构建治理组织袁 具体实

序号 代表学者 治理体系要素 治理目标 治理主体 治理客体/对象 治理工具/手段 

10
 

尧淦等
[25]

 组织结构；标准规

范；技术支持 

数据的完整性、一致

性、合规性；保障数

据安全和质量；大数

据价值实现 

大数据治理委员

会；大数据治理办

公室；大数据管理

者；监察委员会 

规范管理；数据过程；技

术标准 

基础设施和大数据技术；人

才/人员；平台建设；应用

示范 

11 马广惠等
[11]

 治理主体；治理客

体；治理工具；治

理过程（大数据汇

聚、融合、应用） 

业务数据应用；场景

化数据整合；数据价

值挖掘 

大数据领导小组；

大数据局；大数据

治理公司 

大数据资源；大数据治理

的过程和方法；大数据治

理的社会功能 

数据资源整合数据库；数据

共享交换平台与机制；数据

处理标准与规范；数据安全

与监控体系 

12 向芳青等
[9]
 数据源；数据汇聚；

数据分析；治理能

力提升 

实现数据价值；改变

决策方式；提升治理

能力 

政府；社会；公众 数据公开（部门数据、共

享数据、社会数据）；数

据汇集（数据汇集、关联、

更新）；数据分析（数据

统计、挖掘、预测） 

大数据思维；大数据整合与

共享平台；数据开放共享制

度；“互联网+”技术手段 

 

表 2 渊续冤
Table 2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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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阶段包括元数据与主数据管理尧 数据质量与数据安

全保障等袁 评估优化阶段是对数据治理结果进行评估

分析袁 并根据反馈结果持续优化遥 综上袁 本研究将大

数据治理实施与评估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归纳为图 3

所示遥
4.1 大数据治理实施

治理实施描述了在大数据治理过程中需要重点关

注的内容袁 从而为组织进行大数据治理提供指导性方

案袁 治理重点包括大数据生命周期尧 大数据质量管理

以及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3 个方面遥
渊1冤 大数据生命周期遥 从大数据治理涉及的数据

生命周期来看袁 大数据治理是在大数据战略的指导上袁
从治理问题的发现与理解尧 数据采集与整合尧 数据建

模与分析以及解决方案的提出等一系列过程遥 与传统

的数据生命周期不同在于袁 大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更关

注在风险管控的条件下袁 最大程度发挥数据的潜在价

值遥 吴善鹏[16]指出政务大数据治理活动涉及数据源分

析尧 治理活动规划尧 数据资源和标准管理尧 数据治理

策略管理以及治理活动实施遥 从大数据治理的具体实

践情况来看袁 数据质量尧 个人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是

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袁 马广惠[26]面向跨系统和跨部门的

政府大数据平台袁 提出大数据治理活动需要重点关注 5

项具体内容院 数据集成尧 数据一致性尧 数据处理尧 数

据存储和数据共享遥

渊2冤 大数据质量管理遥 当前大数据治理领域对于

数据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据质量的评估和提升两

个方面遥 数据质量评估是数据质量管理的基础袁 关键

在于评估指标的选取袁 大数据治理评估指标的选取要

基于数据质量特征尧 数据生命周期尧 数据使用问题尧
数据应用情景等[27]遥 莫祖英[28]认为数据质量要求应包括

客观数据质量范畴 渊规范性尧 安全性尧 增值性冤 和主

观数据质量范畴 渊可用性尧 可靠性尧 及时性尧 可获取

性尧 可理解性冤遥 朱建平[29]从数据收集 渊客观性尧 适用

性尧 准确性冤袁 数据处理 渊方法的健全性尧 可靠性尧 可

比性冤袁 数据公布 渊及时性尧 完整性尧 可获得性冤 3 个

环节阐述了数据质量评价构想遥 数据质量的提升侧重

于从管理和技术两个视角出发袁 续瑾成 [30]从管理角度

来看袁 数据质量的提升重点在于建立相关组织架构尧
设计数据质量标准尧 加强对主数据的管理等策略实施袁
宗威[31]从应用数据库技术尧 数据分析技术尧 数据质量

监测技术的技术角度研究了数据质量的提升路径遥
渊3冤 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遥 当前袁 大数据安全

管理问题日渐凸显袁 大数据的 4V 特征尧 数据的跨组织

和跨系统流通尧 数据应用的复杂性以及数据分析挖掘

技术的迅速发展袁 进一步加速了数据被盗用和滥用的

安全风险遥 数据安全防护主要通过区块链技术来实现

数据的安全存储与安全计算袁 如分布式存储尧 数据异

地备份尧 加密手段尧 身份统一认证尧 权限控制技术尧
入侵检测与防御尧 高危操作防护等遥 肖人毅[32]总结了

图 3 大数据治理实施与评估的重点内容

Fig.3 Content of big data governance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DOI院 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2-0094

综述述评

10



2022年第 34卷第 4期

基于不经意随机访问存储器 渊ORAM冤尧 对称加密尧 公

钥体制以及文档的排名查询和模糊查询 4 个方面的数

据保护技术遥 数据隐私保护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在不泄

露用户隐私的前提下尧 提高数据利用率及价值袁 方滨

兴[33]提出数据隐私保护涉及匿名尧 加密存储尧 第三方

审计尧 访问控制尧 数据脱敏技术等遥 此外袁 大部分学

者认为大数据的安全与隐私保护还需要非技术性层面

的协同支持袁 如专门的数据安全管理组织尧 全面的数

据管理工具与机制尧 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尧 标准统一的

数据安全服务等[34]遥 因此如何在合理监管的基础上保

证数据获取与利用的可靠性袁 实现数据价值挖掘袁 是

大数据治理研究领域面临的巨大挑战遥
4.2 大数据治理评估

通过治理成熟度评估可以详细了解当前大数据治

理的实施状态袁 实现组织对大数据管理能力的量化评

价袁 是大数据治理体系规划的起点袁 大数据治理审计

有利于促进大数据治理的规范合规性袁 为实现数据价

值最大化提供依据遥
渊1冤 大数据治理成熟度评估遥 当前比较通用的是

IBM 数据治理成熟度模型袁 该模型包括成效 渊数据风

险管理尧 业务价值创造冤袁 支持要素 渊组织结构与文

化尧 数据管理尧 政策冤袁 核心准则 渊数据质量管理尧 信

息生命周期管理尧 信息安全与因素冤袁 支撑准则 渊数据

架构尧 分类与元数据尧 信息审计记录与报告冤 4 个相互

关联的组及 11 个关键要素遥 中国于 2018 年发布了国

家标准 叶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曳袁 该模型包含

了组织层面 渊数据战略尧 数据生命周期冤袁 技术层面

渊数据应用尧 数据安全冤袁 制度层面 渊数据治理尧 数据

架构冤袁 流程层面 渊数据质量尧 数据标准冤 4 个评估层

面及 8 个关键过程域遥 国内学者程广明[22]提出了包括

初始级尧 基本级尧 定义级尧 管理级和优化级 5 个评价

等级尧 15 个具体评价指标的大数据治理成熟度评估模

型遥 张宇杰[35]提出大数据治理成熟度评估内容主要集

中在战略规划尧 数据管理尧 组织保障尧 制度保障尧 技

术架构尧 治理能力 6 个方面遥
渊2冤 大数据治理审计遥 开展大数据治理审计是对

大数据治理活动进行综合检查和评价袁 发现存在的潜

在风险袁 并给出详细尧 有价值的审计意见袁 促进大数

据治理的持续优化和规范发展遥 张绍华[8]提出大数据治

理的审计范围涵盖了大数据治理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袁
以及在该过程中产生的中间产物和相关的治理环境袁
具体可对应大数据治理目标进行检查评估袁 分别为战

略一致审计尧 风险可控审计尧 运营合规审计尧 绩效提

升审计袁 同时还包括在大数据治理过程中的组织机构

审计尧 数据生命周期审计尧 数据架构审计尧 数据安全

与隐私管理审计尧 数据质量审计遥 郑伟[36]提出大数据

的参与创新了基于数据式的审计模式袁 并从逻辑流程尧
网络构建和应用架构 3 个方面阐述了大数据审计的完

善路径遥

5 大数据治理的实践挑战

5.1 大数据治理的应用实践

当前袁 中国通过制定大数据发展战略袁 部署相关

行动计划袁 积极将大数据应用于公共管理尧 政府治理

和产业经济发展等领域袁 取得了一定成效遥 国内学者

也均从不同领域的实践出发袁 强调了大数据治理的重

要价值袁 主要研究集中在中国政府积极运用大数据提

升科学决策能力尧 社会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建设 3 个

方面遥
政府的科学决策是建立在充足的数据支撑尧 科学

的决策程序和有效的决策手段基础之上遥 胡税根[37]认

为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公共决策具有全面感知尧 客观透

明尧 实时连续尧 自主预置和多元共治等新的特征遥 单

志广[38]提出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管理带来了思维

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变革袁 要积极把大数据技术与思维

运用到政府治理能力与决策之中遥 马琳[39]总结在大数

据环境下袁 社会管理从静态化向动态化尧 从碎片化向

协同化尧 从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公众参与转变遥 赵亚

珠[40]认为大数据应用保障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尧
实现公共利益表达的自由化和平等化尧 推动社会管理

的透明化和精细化遥 此外袁 基于大数据衍生出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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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与个性化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当前的发展趋势袁
受到大数据影响的社会服务领域包括工业企业尧 商业

金融尧 科技教育尧 农业环境尧 医疗卫生尧 城市管理等

重点领域袁 具体如表 3 所示遥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防控

工作中袁 大数据在疫情监测尧 行程跟踪尧 资源调配尧
物流运输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遥
5.2 大数据治理的应用挑战

尽管当前各行业和领域都十分重视并大力推进大

数据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探索袁 但大数据作为近

几年逐渐发展的新兴事物袁 中国对于大数据的实践应

用整体来说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遥 国外研究发现大数

据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技术障碍袁 社会尧 组织和

经济障碍袁 法律和政策障碍袁 其根本还是管理问题[51]遥
总体而言袁 大数据治理挑战主要包括管理和技术两个

方面遥
管理挑战主要表现为院 ①数据垄断问题遥 数据依

赖平台存在袁 目前一些拥有大量数据的支配组织对其

他经营者的数据访问行为进行限制袁 意图垄断数据资

源袁 因而有序推进数据开放尧 加强数据法律体系建设尧
构建良好的数据生态的过程还很漫长遥 ②数据权属问

题遥 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无形虚拟资产袁 具有巨大的

潜在应用价值袁 数据权属不清一直是影响数据资产化

和数据交易的首要问题袁 因此 野确认数据权属冶 和 野保

护数据产权冶 对于数据资产化具有重要意义[52]遥 ③数据

隐私问题遥 如何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提高大数据利

用价值之间实现有益平衡袁 是目前大数据治理研究的

关键问题之一袁 因此未来涉及国家安全尧 网络安全尧
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的数据标准和数据立法还需

要更多研究遥 ④数据壁垒问题遥 传统信息管理多头交

叉容易导致 野信息孤岛冶 现象袁 野信息孤岛冶 现象使

得大数据治理无法获得多样化的丰富数据袁 阻碍了数

据效能的提升袁 因此优化与数据共享尧 交易尧 流通相

关的制度和服务体系势在必行遥 ⑤数据质量问题遥 由

规模巨大尧 类型复杂尧 来源多样的数据构成的大数据

海洋袁 由于缺乏一致的数据质量标准袁 使得数据的完

备性尧 有效性尧 标准化尧 权威性不足袁 大数据治理一

直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袁 给数据的整合共享造成困难[53]遥
技术挑战主要表现在院 ①大数据技术滞后遥 当前

中国虽然在大数据相关技术方面有所突破袁 但在海量

数据存储与组织尧 数据挖掘与处理尧 以及融合云计算尧
人工智能尧 区块链等技术进行大数据治理方面与国外

先进水平还存在明显差异袁 对一些前瞻新兴领域的数

据分析还存在不足遥 ② 野暗数据冶 广泛存在遥 数据规

模呈几何数高速增长袁 及大量异质尧 半结构化和非结

构化数据的存在袁 显著增加了数据存储尧 整合和处理

的困难袁 数据资源迅猛增长与数据处理能力提升之间

的 野剪刀差冶 不断扩大袁 广泛产生了未被有效利用的

研究领域 大数据治理的实践影响 

工业 工业过程优化；故障监测与诊断；产品性能提升；产品生产率预测
[41]

 

商业 商业模式创新；资源与技术的工具化运用；推动大数据产业链形成；引发行业跨界融合
[42]

 

金融 金融数据聚合与价值挖掘；风险管理；消费智能；智能运营；品牌创新
[43]

 

企业 战略理念创新；关键业务创新；工作流程创新；收益模式创新；关系与价值网络重构
[45]

 

科技 科技数据打通融合；科技情报洞察与前瞻预测；科技项目查重查新；科技数据监测与价值评估
[44]

 

教育 过程数据化；决策科学化；模式个性化；管理可视化；评价综合化；服务人性化
[45]

 

医疗 智慧医疗（临床诊断、疾病预警、远程医疗、成本控制）；医药研究（临床科研、药品研发）；智能决策（准确决策、科学临床决策）
[46]

 

农业 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产品交易创新；农业管理标准化；农业信息服务支撑
[47]

 

环境 数据的收集与共享；预警和环境政策制定；目标设定与综合管理；立体化的环境治理
[48]

 

城市管理 城市计算技术体系建设；数据驱动的智慧交通；城市人类活动统计
[49]

 

疫情防控 治理主体的协同性；行为决策的科学性；风险预测的前瞻性；政府回应的权威性
[50]

 

 

表 3 大数据治理应用领域研究开展情况

Table 3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governan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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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暗数据冶遥 ③ 野通用冶 大数据技术体系缺乏遥 目前大

数据技术应用平台已有大量研究袁 针对大数据治理特

定领域和特定问题的解决也已有完善的技术体系作为

保障袁 但尚缺乏 野领域通用冶 的大数据技术体系袁 数

据的融合尧 流动尧 监管和应用还面临一定挑战遥

6 结 语

近年来袁 大数据作为核心战略资源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抓手袁 在重塑国家治理理念尧 推动数字经

济发展尧 提高政府科学决策尧 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尧 营

造良好社会生态等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遥 大数据治

理作为一种制度与技术双驱动的治理模式袁 将从治理

理念到治理实践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变革性影响遥
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和综述对中国有关大数据治理的研

究进行分析袁 从文献分布与研究主题整体来看袁 大数

据治理研究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袁 其重要性

日渐凸显袁 相关研究主题也展现了广泛多样性和多学

科交融等特征遥
但大数据治理作为一个开放性议题和动态性过程袁

目前国内有关研究还是多以概念性尧 描述性的定性分

析为主袁 偏重于理论的论述和经验的总结袁 针对大数

据治理面临的实际关键问题袁 还缺少相关的实践案例

支撑和技术应用研究袁 很难对大数据治理的整体情况

进行全面反映遥 此外袁 大数据治理体系的设计和实施

评估还有待完善和优化袁 有关大数据治理价值释放尧
成熟度评估尧 数据政策标准尧 数据质量尧 数据安全隐

私等主题需要被给予更多的关注袁 大数据治理这一问

题的研究也应被学术界给予更深的思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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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big data, big data

has become a key production factor and a strategic fundamentally resource for a country. Big data govern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fully release data value and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is study reviews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big data governance, in order to better play its positive role as a new production factor and a means of social

governance. [Method/Process] On the basis of bibliometrics and content analysi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big data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finds that the research on big data governance has been rising in recent years. The relevant

research topics have also displayed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wide diversity and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he core topics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 include big data governance, social governance, government governance, big data technology, data resource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risk governance, and data security. The research on the big data governance system of the whole process is the most

critical part. [Results/Conclusions] This study classified the relevant research topics into three aspects: theoretical system,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The big data governance system is a complex, multi-level and multi-dimensional

systematic project, which consists of governance goals, governance subjects, governance objects and governance tools. Big data

governance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includes three stages: organizational planning,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The organizational planning stage includes formulating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and constructing governance

organizations;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age includes metadata management, master data management, data quality and data

security; the evaluation optimization phase includes big data governance maturity evaluation and big data governance audit. The practice

of big data governance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tively uses big data to improve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ability, social management level and public service construction.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management and

technical challenges faced by data-centered fields. As an open topic and dynamic process, big data governance is still mostly based on

conceptual and descriptive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focuses on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experience summary.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levant case support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of the big data governance

system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opti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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