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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我国开放政府数据研究领域科研项目立项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共搜集到110项已立项的科研项

目。经研究分析，发现开放政府数据研究在科研立项上呈现典型的区域特点、团队特点和学科特点，首先立项项

目集中于经济发达、研究机构聚集、政府开放数据建设先进的区域，其次研究团队呈年轻化态势且成长快速，最

后在学科上呈现图书情报学、公共管理学和法学多学科交融的特点。开放政府数据领域研究主题聚焦于政策解

读与经验借鉴、数据质量与共享利用、数据能力与开放能力、平台建设与评估评价，其研究新态势包括隐私风险成

为关注热点、价值开发释放数据要素原动力、重点关注可持续发展的数据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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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

力的关键要素，蕴含着巨大的使用价值和潜能，政府

数据大概占社会总数据的80%以上[1]。通常意义上讲的

政府数据开放本质是指政务数据的开放，政务数据主

要是指政府在履行职责时所获取或形成的数据，即政

府在行政事务过程中采集、管理、占有的政务信息[2]。

《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将开放政府数据（Open 
Government Data，OGD）定义为“主动在网上公开政

府信息，使任何人都能不受限制地获取、再利用和再分

发”[3]。国内学者的研究文献中“开放政府数据”和“政

府数据开放”均有使用，为行文方便，笔者采用“开放

政府数据”这一表述。

科研基金项目代表学术界对国家重大需求的关

切，学者的研究选题体现多维度、多层面对理论和实践

的探索，同时基金机构的资金支持对科研活动具有明

显的导向作用。目前图书情报学科基金项目统计分析研

究大多聚焦于“学科”发展方向，主要选取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少数国家级的基金来进

行项目分析[4]。本研究借鉴科研项目立项的研究视角，

聚焦于开放政府数据这一领域，较为全面地调研国家

层面、省市地区层面和高校层面对开放政府数据领域

的科研资助情况，分析开放政府数据领域科研立项呈

现的特点，并对开放政府数据领域研究主题进行分析，

最后归纳该领域研究的新态势。

1  开放政府数据的基金立项概况

1.1  基金立项概述

本研究数据搜集方式：一是学术数据库期刊已经发

表文献题目含有“开放政府数据”；二是登录国家/省自

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及高

校等主要资助机构官网，开展多维度检索。有些数据没

有纳入分析项目，如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2021年规划项

目“北京市警务数据开放的现状评估、安全风险与拓展

路径研究”（编号：21ZGB003），考虑到专类政府数据

资源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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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如教育、交通、财政、信用、环保等诸多专业领域，

难以保证数据完整性，故此限定遴选项目题目必须完整

包含开放、政府、数据3个词，顺序不限。鉴于国家社科

重大项目的影响力，能清楚识别项目名称及主持人与开

放政府数据研究相关，即入选。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面向数字化发展的公共数据开放利用体系与能力

建设研究”的两位首席专家马海群和郑磊都是多年在开

放政府数据领域研究的知名学者，有丰富的相关研究成

果。因公共数据包含政府数据，属于概念包含关系，因

此该项目被视为本研究搜集的有效数据。

经整理汇总，截至2021年底共收集到110项开放政

府数据领域科研立项项目，其中国家级46项（国家社科

基金3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

金10项）。最早是从2013年开始立项，到2019年基金立

项数量达到最高峰。在政府开放数据领域研究初期，

基金立项主要围绕政府开放数据的开放或共享等政策

研究、如何开发利用政府开放数据、各开放数据平台的

建设及评估、开放政府数据过程中面临的法律问题等

方面展开。近几年包含“法律”“保密/隐私”“生态系

统”等主题的开放政府数据领域科研项目数量开始增

长，成为较新兴的热点话题。

1.2  国家级立项情况

国家级基金项目主要收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代表了社会

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科研能力的最高水平，其研

究内容往往更具有基础性、探索性与创新性，是学科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5]。近年来有关开放政府数据的国家级

基金立项数量可观。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立项开放政府数据相关项目4项，分别是郑州大学

图情学科臧国全主持的“政府数据的隐私风险计量与

保护机制创新研究”、黑龙江大学图情学科马海群和

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学科郑磊分别主持的“面向数字化

发展的公共数据开放利用体系与能力建设研究”、上海

交通大学法学学科杨力“数据中国背景下公共数据技

术标准的法治体系研究”，充分显示了开放政府数据领

域广阔的研究前景，也预示着未来5年，我国开放政府

数据理论研究将迎来新高潮。

从获得基金立项的地区分布来看，按国家级项目数

量排序位于前5的分别是北京9项、上海7项、湖北6项、

陕西4项、四川3项。北京、上海、湖北的国家级项目数

量可观，这与地区高校集中有密切关系，这3个地区以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与武汉大学为代表，都在政

府开放数据领域有一定的研究积累，国家级的项目多是

由这3所高校主持。

1.3  非国家级立项情况

从地区分布来看，按非国家级项目数量排序位于前

5分别是四川10项、广东9项、北京7项、湖北4项、河北

4项。非国家级的代表性项目有中国气象局气象软科学

研究项目“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政府气象数据开放路径

研究”，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贵州地方政府

数据开放共享政策体系”。

四川、广东作为非国家级项目数量多而国家级项

目少的典型代表，是因为还未形成在政府开放数据领

域进行研究的集中性力量，缺乏团队合作，在国家级基

金的争取上稍显弱势。但两省高校众多，地区级项目的

研究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据数据显示“西南民族大

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四川省）资助了3个相关项

目。此外，这与当地政府重视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与平

台建设不无关系。

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各专门机构也比较

集中，故北京的非国家级项目中有3项来自于专门机构

的委托课题与项目，如国办公开委托课题“政府数据开

放平台内容管理机制与关键技术需求研究”。

2  开放政府数据领域科研立项的特点

2.1  区域特点

在经济方面，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经济发达，政

府资助实力雄厚，具备基金科研立项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机构实力方面，北京、上海、四川、湖北等省市高校

聚集，在如今开放政府数据领域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校

科研活动的情况下，地区优势十分明显；在开放政府数

据建设方面，上海是我国率先建立“政府开放数据平

台”的城市，北京、广州、成都紧随其后，这些地区的政

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为相关学者提供了

可研究的对象；在政策方面，各地的开放数据政策也在

一定程度上为各基金项目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如基金立项较多的北京有《北京市公共数据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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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北京市交通出行数据开放管理办法

（试行）》等相关政策；上海有《上海市公共数据和一

网通办管理办法》《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

等政策规划。这些平台与政策的支持，为研究提供了条

件，促进了地区开放政府数据领域研究的发展及相关

基金项目立项的增长。

2.2  团队特点

开放政府数据是近10年较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在

立项方面也呈现年轻化的特点。在研究者方面，众多公

共管理、图书情报学科的研究团队中，对这一方向感兴

趣的研究生等新一代学术研究者越来越多，典型代表

有复旦大学的郑磊团队、黑龙江大学的马海群团队及

武汉大学的黄如花团队，其团队研究生参与发表的论

文大多关于此方向。在立项方面，各高校对年轻研究者

的支持力度日益增大，如“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

科研项目”近年来对开放政府数据领域研究的支持力

度可观，2019年该基金支持了3项开放政府数据项目。

在学者个人发展方面，主要表现在开放政府数据领域

在立项上支持年轻学者的成长与探索，相关研究者可

以在此领域得到提高，通过收集的数据可以发现，最具

代表性的学者是陈美，从2017年立项江汉大学武汉研

究院课题到2021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年的

成长非常快，是开放政府数据研究领域有代表性的高

产青年学者。其在开放政府数据领域的表现是该领域

支持年轻学者成长进步的典型例证。

2.3  学科特点

有学者指出，国际上对政府数据开放的研究已经

积累了许多文献，一种是从信息科学的视角出发，从数

据层面和技术层面对政府数据开放展开研究；另一种

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研究“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

和管理问题[6]。通过收集的项目可以看出，开放政府数

据领域已有研究涉及政治政策、法律规范、技术保障等

不同的内容，与公共管理、法学、计算机等学科交融的

特点已经凸显。

（1）图书情报学。图书情报学开展开放政府数据

研究起步较早，该领域大多注重政府开放数据的共享

利用、平台建设、战略设计等方面，但是其本身也有学

科融合特征的体现，即项目在研究“数据资源”[7]本身

以及涉及相关的发展机制之外，还有关于法律、隐私[8]

等的研究分析。同时，图书情报学更多是从利用者的角

度出发，对政府方面的数据开放提出一系列的建议和

意见，以更好地让政府数据开放为社会和民众服务。

如李平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政府数据

开放和利用的创新效用评价及其优化机制”和段尧清

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生命周期的

政府开放数据整合利用与模式研究”，都侧重于研究

政府开放数据的利用及其绩效评估等。

（2）公共管理学。公共管理学是国内最早大规模

开始研究开放政府数据的学科之一，也是相关基金立

项的主力军，其项目大多是从政府治理、数据治理等角

度出发，以政府为主体展开研究。公共管理学涉及政府

数据治理机制、政策解读与比较等方面的研究，同时也

更关注国外的政策与制度，以期为国内的政府数据开

放发展带来经验借鉴。如赖廷谦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一般项目“大数据时代政府数据开放制度设计及

实现路径研究”和郑磊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大数据背景下开放政府数据的因素与机理研究：

系统动力学建模与政策仿真”，都侧重于探究政府数据

开放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完善。

（3）法学。法学在开放政府数据领域的单独立项

是较新的研究点，随着开放政府数据在中国的发展，政

策法规也紧跟实践需求。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数据开放

完全不同于小数据时代的政府信息公开，大数据时代的

政府数据开放是一个有必要在法治思维层面认识的全

新概念[9]。法学领域的研究从最初的对法规政策的解

读与评价，到后期的对数据归属与确权的探究，越来越

深入细化，发掘了较大的研究空间。如蒋冰晶主持的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据要素供给视角下的政

府数据开放行政法治研究”和李海敏主持的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据要素市场化背景下政府数据

开放的权益配置与模式研究”，侧重于研究政府数据开

放过程中面临的法律问题、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在市场

中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归属与权益问题。

3  开放政府数据领域研究的主题分析

通过对开放政府数据基金立项项目及其研究成果

的分析，可以将其研究主题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

科研项目立项视角下开放政府数据领域研究状况分析武琳，张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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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政策解读与经验借鉴

本次收集的数据中，与开放政府数据政策研究有

关的立项多达9项，主要有3个方面的内容：基于政府角

度，对政策的运行机理、制度演化等进行研究；基于利

用者角度，对政府的数据开放政策进行解读与分析，以

更好地让政府数据开放为社会和民众服务；基于国内

外的政策差异与发展历程的比较，对国内的开放政府

数据政策提出建议。如“开放数据与数据安全的政策

协同研究”是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马海群主持的

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根据中国知网基

金检索发现，此项目共发表61篇中文文献，其中超过30
篇文献的篇名中含有“政府开放数据”或“开放政府数

据”等主题相关词。此项目文章从多个角度出发、使用

多种方法对相关政策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如从

证据链角度[10]、政策文本计算角度[11]和个人数据保护

政策角度[12]，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

3.2  数据质量与共享利用

在本次统计数据中，与数据本身及其利用相关的

立项达11项。政府的数据资源是政府数据开放的基

础，对于被开放的数据来说，其质量、可获取性、利用

率等方面都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如“面向国家大数

据战略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对策研究”是武汉大学信

息资源研究中心黄如花主持的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此项目研究内容丰富，研究人员多且涉及

多个学科背景，是中国政府开放数据领域研究的代表

项目之一。中国知网基金检索显示，此项目共发表53篇
中文文献，从2015年开始平均每年产出成果大于10篇，

项目成果产出量多质优。此项目涉及的政府开放数据研

究内容全面，不仅包括对我国政府开放数据其呈现的

基本价值的研究[13]，还有针对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

政府数据开放与利用较为先进的国家的研究[14]，更有

对我国政府数据在开放共享与利用过程中标准体系构

建的探索[15]和对隐私保护的关注[16]。

对开放数据的共享利用的研究，学者已经开始关

注数据价值的实现途径与演化路径[17]，如开放数据作

为商业资源的价值如何开发以及作为社会知识集的价

值如何体现等。当政府开放数据的流程越来越规范与

成熟后，其价值的多样性逐渐显现，关注其开发利用方

式的研究也会随之增多。

3.3  数据能力与开放能力

在本次收集的项目中，带有关键词“能力”的项目

有8项，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评估或研究政府在数据

开放的全过程中各个环节应该具备的能力。一是回应

的能力，指政府针对广大民众在利用开放政府数据并

进行监督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或是已经出现的一系列

问题，进行回应与解决的能力；二是开放的能力，指政

府在数据开放的全过程中，在数据的组织、发布与提供

利用等方面所应具备的能力与权责；三是保障安全的

能力，指政府在数据开放运转的生态系统中，涉及的保

障隐私与数据安全等方面的能力。如“人工智能应用背

景下政府数据开放能力提升路径研究”是电子科技大

学韩啸主持的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此

项目到目前为止共在中国知网检索到6篇文献，研究内

容涉及政府在数据开放中的服务能力[18]、创造公共价

值的能力[19]等方面。

3.4  平台建设与评估评价

根据统计，在所收录项目中，立项名称中含有“评

价”或“评估”的项目有9项，主要是针对开放数据质

量、利用效率、成熟度、准备度、开放平台建设利用等各

方面提出的评估框架或评价模型。每个研究领域每发

展到一个特定阶段，都不可缺少的是阶段成果的评价

或总结式的评估，所以能促进开放政府数据科学发展

的评估框架与模型的研究尤为重要。如“大数据背景

下开放政府数据的因素与机理研究：系统动力学建模

与政策仿真”是复旦大学郑磊主持的2015年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此项目共检索到14篇中文文献，涉

及开放政府平台的建设与评估、政府在数据开放中的

效果评估等较多成果。如根据政府数据开放的定义、原

则与标准，借鉴国际开放数据评估框架，构建政府数

据开放评估框架[20]；依托“开放数据晴雨表”和“开放

数据指数”两项开放政府数据评估分析框架和评估实

践，建立评估框架，并对中国多个省市的开放政府数据

实践情况进行比较研究[21]。除此之外，还有比较研究纽

约与上海两地面向用户利用的开放政府数据平台的异

同[22]、从法律法规和政策角度对中国政府开放数据准

备度进行评估等内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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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放政府数据领域研究的新态势

结合近两年获得立项的项目，尤其是有影响力的重

点和重大项目研究主题，可归纳出开放政府数据研究

呈现如下新态势。

4.1  隐私风险成为关注热点

政府开放数据在中国实践发展的过程中，政策法

规也应该跟上脚步。

在收集的项目中，法律相关的立项数量有8项，论

文成果呈明显上升趋势。近两年政府开放数据法律法

规、隐私风险等问题的研究立项也逐渐增多，2019年
出现了关于知识产权局的立项，国家级、省市级的基

金也都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如2021年陈美主持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用户的开放政府数据使用行

为机理及隐私风险控制研究”在国内外隐私政策的比

较研究[24]与个人数据隐私保护[25]方面都进行了研究。

且在开放政府数据领域，法学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

隐私保密、数据权 [26]等问题也愈加凸显，可见开放政

府数据在隐私风险方面的深入探究具有巨大的研究空

间，而由臧国全主持的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政府数据的隐私风险计量与保护机制创新研

究”意味着这一领域在未来3—5年会涌现出丰富的研

究成果。

4.2  价值开发释放数据要素原动力

数据时代和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数据

海量聚集、数据精准计算、数据智能分析、数据财产确

权、数据创新驱动等特点。事实上，世界各国政府都开

始直面政府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与经济社会发展、国

家治理体系之间的法律关系[27]。探讨如何使数据权在

生产要素配置中产生作用，在政府开放数据领域，具体

表现为知识产权、开放者与利用者权益、隐私风险以及

数据确权等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明确数据权的归属、开

放者与利用者的权益边界，可以让开放数据的利用与共

享更加规范化与系统化，避免部分因数据权不明确而

产生的纠纷，让数据资源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与经济

价值。

但是目前我国尚无具体的政府开放数据确权标准

与要求，且相关规定条例的更新速度缓慢，显然并没有

跟上数据开放的步伐，2021年最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数据安全法》作为上位法，也并未涉及数据确权问

题。关于如何制定数据确权的规则与标准、如何实现等

问题，学界也依旧在讨论中[28]。但随着政府开放数据的

政策法规越来越规范与标准化，以及我国社会信息法律

意识的增强，数据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4.3  重点关注可持续发展的数据生态系统

立项名称含有“生态系统”或“生态链”的项目有

6项，学者开始注意到政府数据开放的健康运行需要

构建健康和谐的政府开放数据生态系统，然后将研究

重点转移到政府开放数据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结构要

素——政府开放数据生态链[29]。这是开放政府数据领

域研究从局部到整体的转变标志，是对整个政府开放

数据进行大格局式的研究，有利于开放数据的可持续

发展。在政府开放数据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过程中，

需要相关政策、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利用者、研究成

果等多方面的参与和联动，以形成良性循环。法律政策

对其影响最大，利用者信息素养、开放数据平台开发程

度及数据创新能力组合、组织管理水平、资金投入及技

术支持组合等对其影响显著[30]。政策先行，并在实践中

不断完善；政府数据的数量、质量等需要得到管控与

提高；开放平台要可用、易用，使数据可获取、政民可互

动；利用者应知晓在何处获取、如何获取自己所需的数

据，并进行合理利用；研究成果揭示政府开放数据的发

展历程并促进其不断进步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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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Status in the Field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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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fund project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in China were investigated comprehensively, and 110 founded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have been collected.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se projects, it is found that open government data research shows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s, teams and disciplin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funded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The first, projects are established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or areas where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ions gather, and areas with leading government open data construction. Secondly, the research teams 
are young and growing rapidly, and finally, in terms of disciplines, it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The research topics in the field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are focused on policy interpretation and experience learning, 
data quality and sharing utilization, data capability and openness,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Its new research trends include privacy risk becoming a 
legislative hotspot, value development releasing the driving force of data elements, and emphasis on building a data ecosyste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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