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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平台互动方面，用户和政府间的互动较少，也未

设立APP提交系统，导致APP数量少并且没有解决针对性

问题的功能。

（四）数据鸿沟的阻碍和社会资本的缺失

数字鸿沟又称为“信息鸿沟”，是20世纪中后期开

始引起人们重视的一个问题，指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

展，不同人群或不同地区出现的在获取数字资源上的差

别。[4]在数据开放生态系统中政府是数据的主要拥有者，

政府工作人员是数据的主要收集者和接触者，但是对数

据的开发能力却有限。数据技术开发人员是数据的主要

开发者，掌握着数据资源开发的技术，在公开渠道上有

获取数据的技术手段，但是对于政府数据开放的意图等

并未能完全掌握。社区公民是数据开发产品的主要需求

者，但是接触和获取数据的技术手段有限。这三者之间

产生的数据鸿沟导致数据开放生态系统在应用子系统建

设中存在一定的阻碍。

陕西数据开放生态系统应用层方面“软实力”的缺

失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本的缺乏。社会资本是指社会成员

在相互联系中所产生的信任和规范，它们能够提高社会

效率，提高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间的效力。 [5]目

前陕西并未补全数据开放生态系统开发层层面的数据鸿

沟和组织架构方面的短板，导致数据开放生态系统应用

层面社会资本的缺失。加之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人

员间的合作和信任受地域和熟人关系等因素的限制，大

型、公益化性质的活动开展起来有一定的困难。

（五）新闻宣传报道力度不足

在新闻宣传方面，对于数据开放进行过相关报道，

但是，主要局限于传统媒体，受众范围有限。部分社会

成员不知道数据开放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更不知道数

据开放以后通过开发对经济社会的作用，影响其参与层

子系统建设。新媒体对数据开放并未进行频繁的报道和

针对性的宣传。相关领导对于数据开放的公开讲话也相

对较少。在活动举办方面，陕西举办过几次数据开放的

论坛，仅局限于理论探讨，实质性的数据开放活动（类

似于上海SODA大赛）基本没有，导致陕西数据开放生态

系统建设迟滞不前。

协同治理视域下的陕西数据

开放生态系统建设路径

针 对 陕 西 数 据 开 放 生 态 系 统 建 设 存 在 的 阻 碍 性 因

素 ， 建 议 完 善 法 规 考 核 、 容 错 机 制 ， 加 强 新 闻 宣 传 报

道，打造数据开放论坛品牌，完善政府机构设置和激发

社会组织活力，优化迭代数据开放平台技术，提高数据

更 新 频 率 ， 消 除 数 据 鸿 沟 ， 构 建 数 据 开 放 所 需 社 会 资

本，强化各个子系统间的联系，推进整个数据开放生态

系统良性运转。

（一）加强法规建设，完善考核、容错机制

针对陕西数据开放系统建设存在的问题，做到制度

先行，对相关条例、制度进行查漏补缺。将数据开放纳

入公职人员考核体系，明确数据开放的任务目标、规划

和要求，加强数据开放任务完成情况的督导，对于任务

完成情况好的予以适当奖励，对于未按进度完成的组织

诫勉谈话，以完善准备度子系统。同时，出台相应免责

制度，构建容错机制，鼓励参与各方大胆探索，在实践

中总结经验，推动数据开放系统在探索创新中建设。

（二）加强新闻宣传报道，打造数据开放论坛品牌

重 视 新 闻 报 道 工 作 ， 加 强 策 划 ， 严 密 组 织 ， 把 握

好“时度效”，多措并举做好数据开放宣传工作，通过

持续报道，使之入眼、入脑、入心，务求实际效果。扩

大数据开放论坛影响力，打造数据开放论坛品牌，夯实

数据开放社会基础。建议在举办原有大数据论坛的基础

上，继续开展相关数据开放论坛活动，吸引更多的高校

科研团队、研究所科研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

参与，让社会公众意识到大数据和数据开放对于经济发

展和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统筹政府机构设置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统筹各省、市、区（县）电子政务相关部门，形成

条状相联块状相交互联互通的网状结构，设置数据传输

“绿色通道”，减少“数据烟囱”和“数据孤岛”带来

的数据传输障碍。建立健全各电子政务中心数据汇总机

制，通过条状链接形成数据专业类型汇聚，通过块状链

接形成数据地域性汇聚，在此基础上形成定期大数据汇

总机制，通过各项机制链接形成系统有效、运行流畅的

数据开放机构体系，在此基础上完善准备度子系统。

在进行数据开发活动的初期，可以先建立政府主导

的模式，在此基础上协调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积极参

与数据开发活动。在数据开放活动相对成型的基础上，

逐步放手让社会组织等主体参与数据活动，社会组织发

挥纽带作用，及时收集并向政府反馈群众对于大数据的

诉求，从而促进政府数据开放。通过多方沟通努力，使

得数据开发应用乃至数据治理逐步实现扁平化的格局，

弥补开发层子系统组织层不足的短板。

（四）创新迭代数据开放平台技术，提高数据更新

频率

结合实际需求开发、迭代升级数据开放平台技术，

建设开源模式数据开放平台。开源模式（Open-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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