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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的深化和拓展，所开放的数据既包括结构化数据，

也 涵 盖 半 结 构 化 数 据 ， 而 各 种 类 型 的 数 据 构 成 了 大 数

据，所以政府开放的各类型数据统称为大数据。2009年

第一个数据开放网站data.gov建成后，拉开了政府数据开

放的序幕。数据开放平台通过对数据脱敏后将未加工过

的原始数据上传至网上，社会面无歧视、无差别获取数

据，然后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数据的开发和利用。

（三）数据开放生态系统的内涵

对于数据开放生态系统概念的界定，学界从不同角

度进行了阐释，有的学者从技术角度对数据开发的产业

链进行分析；有的从参与主体功能划分和协同互动方面

对数据开放生态系统的概念进行界定；有的是以社会-技

术理论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和技术协作角度对数据开放生

态系统进行界定；有的是在社会-技术理论角度上加上了

环境因素，形成了以TOE理论为基础的数据开放生态系

统理论；有的则是从主导者进行区分，开放数据生态系

统可以分成如下三种类型，即：政府主导型、法规主导

型、政府-企业主导型。[3]

综上所述，数据开放生态系统的概念阐述离不开数

据本体、数据流动、技术开发、利益相关者、环境和主

导者等要素。所以，数据开放生态系统是在法律法规和

其他相关社会技术环境背景下，由政府、法规或政府-

企业主导的，社会其他利益相关者（如企业、社会组织

和 技 术 人 员 等 ） 协 作 参 与 ， 运 用 数 据 开 发 相 关 技 术 手

段，对数据开放平台所开放的原始数据，进行系统性的

开发，形成较为完整的数据开发产业链条，促进开放数

据有效运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形成各个要

素、子系统相互作用的、良性互动的系统。

陕西数据开放生态系统建设现状

陕西数据开放生态系统建设在准备度（法律法规、

宣传工作和领导力）、数据开放平台和数据开发和应用

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完善

了机构设置、组织了新闻宣传，建设了平台政府网站和

开展了大数据论坛，但是数据开放生态系统建设水平仍

有待提升。

（一）陕西数据开放准备度子系统建设现状

准备度子系统主要涉及数据开放前期的一系列准备

工作，主要涉及法律法规、组织保障和新闻宣传报道等

方面。陕西已经制定了数据开放相关的法规，省会西安

立法先行，2022年5月颁布了《西安市2022年政务信息

系统打通与数据共享工作实施方案》；2022年9月制定出

台了省级法规《陕西省大数据条例》；2022年底发布了

《西安市政务数据开放管理办法（试行）》。《西安市

2022年政务信息系统打通与数据共享工作实施方案》着

手从内部打破西安市信息孤岛和信息烟囱林立的局面，

以促进数据共享。《陕西省大数据条例》对基础设施、

数据资源、开发应用、产业发展、安全保障和法律责任

等 进 行 了 具 体 明 确 。 《 西 安 市 政 务 数 据 开 放 管 理 办 法

（试行）》对西安市政务数据开放机制、安全管理机制

和促进使用措施等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这三个文件为

陕西和西安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提供法规依据，有效地提

高了陕西数据开放的准备度。

在 组 织 保 障 方 面 ， 陕 西 成 立 了 政 务 大 数 据 服 务 中

心，为省政府直属正厅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专门从事

政府数据运营管理工作，弥补了在大数据管理组织方面

的不足。

在新闻宣传和领导力方面，《陕西日报》公开发表

了大量关于数据开放、数字经济和数字政府的文章，对

于数据开放和数据要素的重要性进行解读和宣传。多位

省级领导在多个会议上强调发展数字经济和建设数字政

府的重要性。这些文章和领导表态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数

据开放、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政府建设起到了宣传和推

动作用。

（二）陕西数据开放平台子系统建设现状

数据层子系统主要涉及数据开放平台网站的建设和

更新、开放数据分类和数据更新等。陕西于2018年1月建

成了省级数据开放平台，涉及数据目录、地图服务、APP

应用、开放指数和互动交流等几个板块。

第一，数据开放平台所开放的数据涉及的主题有公

共服务、安全保障、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12项，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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