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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www.data.gov是美国政府主持建设的国家开放数据门户网站，也是全球著名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保证数

据的充分开放和有序共享，美国政府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管理保障体系，经过多年的运转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组织管理

模式并积累了丰富的开放共享经验。从法律原则、管理执行、运行协作、创新激励、考核评价等管理体系入手，分析

研究美国政府数据开放网站运行及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制度性保障机制，旨在为我国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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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ww.data.gov is a national open data portal manag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most 
well-known open web platform for free data access in the worl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full open and sharing of 
government data,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a set of complete management guarantee system, 
which has the well-developed models and experiences after many years of operation and practices.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nagement system of legal principle, management execution, operation coordination, 
innovation incentiv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pen data website and the open sharing of government data,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data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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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息公开到数据开放，美国走在了世界

前列。2009 年 5 月，美国政府开发上线了国家

数据开放共享平台——www.data.gov网站。该网

站的开通推动了美国政府支持下产生的高价值数

据集向公众免费开放。www.data.gov从上线时仅

有 47 个数据集和 27 个工具发展到目前约 1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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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个数据集和上百个工具，开放共享的数据涵盖

了农业、气候、商业、消费、生态、教育、能

源、经济、健康、公共安全、制造业、科学研究

等领域，数据规模大，覆盖领域广，为美国政府

数据开放共享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外，美国联邦

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标准

规范，逐步构建了完备的运行管理体系，为政府

数据的开放和共享提供了保障，成为美国政府数

据平台运行的关键支撑。据此，本文拟对www.
data.gov网站的管理体系进行初步分析和探究。

1 体系构成

www.data.gov已经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管

理体系。这套体系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颁布的

《透明和开放政府备忘录》[1]和《信息自由法案备

忘录》[2]为总纲，以司法部颁布的《信息自由法

案》[3]《信息自由法案指引》[4]为指导，以《开

放政府指令》[5]《使开放和可机读成为政府数据

默认状态的总统行政指令》[6]《提高对联邦资助

的科学研究成果开放的备忘录》[7]《开放数据政

策》[8]为具体管理办法，以《开放数据的元数据

规范》为技术标准，结合《开放数据项目》[9]作

为技术开发人员的工具库，以及《数据政策》和

《隐私政策》作为用户使用网站时的规范和说明，

并融入相关的考核评估体系及激励机制，是一套

从数据发布、采集、管理到应用全流程的管理体

系，保证了www.data.gov的良性运行和不断发

展。该管理体系具体包括法律原则体系、管理执

行体系、运行协作体系、考核评价体系、创新激

励体系 5 个方面。

1.1 法律原则体系

《信息自由法案》（FOIA）于 1966 年颁布。

该法案明确规定：政府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

开是例外，规定除了法案中明确规定的 9 种豁

免条款外，联邦政府的记录和档案原则上向所

有人开放。《透明和开放政府备忘录》明确了数

据开放过程中的 3 个基本原则，即透明、参与、

协作，并制定了基于此原则的行动纲领，要求

首席技术官、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负责人以及总务

部负责人通力合作，在规定期限内发布开放政府

指令，以达到上述 3 个基本原则的要求。此外，

政府还发布了《信息自由法案备忘录》，明确指

出政府部门不能因为担心开放数据会公开政府部

门可能存在的错误，而对数据进行保密，要求各

机构应该树立为公众服务的意识，按时反馈用户

信息，积极配合网站建设。

1.2 管理执行体系

1.2.1 数据整合与管理

《开放数据政策》对数据整合和管理做了明

确的规定：从数据整合的范围来看，网站要整

合来源于各联邦机构的数据，并将其划分为农

业、气候、消费者、生态系统、教育、能源、经

济、健康和公共安全等 14 个主题类别；针对数

据的管理，政策规定各级政府部门必须按照要求

保障数据的公开性、可访问性、可描述性、可重

复使用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在数据的提交与更

新方面，《开放政府指令》要求各机构在规定时

间内注册www.data.gov系统，并发布一定数量

的、未上线的高质量数据集。鉴于www.data.gov
是以元数据进行组织的，《开放数据政策》还对

各机构提交的数据集模式进行了规定，即规定各

机构的元数据字段和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的格式，并且基于

DCAT（Data Catalog Vocabulary）制订相应的标

准，以保证各数据目录之间的互操作性。www.
data.gov作为数据开放的门户网站，不直接存储

政府原始的开放数据，而是集中整合各种开放

数据的元数据 [10]，因此在数据的存储与管理上，

www.data.gov从各机构网站获取元数据并集中存

储在一个特定的存储区，方便用户浏览和检索，

元数据中包含数据目录的下载链接，而所有的开

放数据仍然保留在各机构的网站上。

1.2.2 数据开放

《开放数据政策》为客户发布数据提供了指

导，要求各联邦部门必须遵循元数据的标准创建

和维护一个开放数据清单，并要规范与客户合作

的流程。关于科学研究的数据和成果，《提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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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资助科学研究成果开放的备忘录》指出，为

兑现政府对联邦资助的科学研究和科学数据增加

透明度的承诺，联邦政府各级部门为科学研究提

供经费支持时必须制订明确、可协调的政策，以

增加科学数据的透明度；对于每年研发支出超过

1 亿美元的联邦机构，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
指导联邦机构制定计划，以方便公众访问这些科

学数据。管理体系注重对数据质量的把控，《开

放政府指令》要求各联邦部门应指定高级官员专

门负责数据集的质量和流程控制，以保证为用户

提供高质量的数据集。在数据访问上，www.data.
gov给用户提供了两种访问元数据的方式：一种

是直接使用www.data.gov集中存储的元数据；另

一种是利用元数据链接的上游数据源获取元数

据，并将收集到元数据的上游数据源以列表的形

式放在统一的存储区，以便用户直接访问。

1.2.3 组织执行保障

《信息自由法案备忘录》规定各联邦部门必

须任命一名高级官员作为首席信息官，专门负责

执行信息法案的相关事宜，各机构必须建立定期

汇报制度，每年由首席信息官员向司法部汇报本

部门对信息自由法案的执行情况。

1.3 运行协作体系

美国政府数据开放网站关注用户的反馈与互

动。《开放政府指令》规定，各联邦部门应建立

可运行的开放政府网页，并在网页上提供反馈机

制。反馈机制要求各联邦部门对用户意见定期给

予回复；对于有太多积压数据集的政府部门，应

采取措施每年减少至少 10%的积压数据集。此

外，《开放数据项目》中的大量开源工具和代码

为www.data.gov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任何人

都可以使用该网站提供的开源代码和工具，同时

还可以为该网站贡献自己的代码和工具，进一步

提高了公众的参与程度。

1.4 考核评价体系

美国政府数据开放网站开发了一套完整的

评估系统——《开放数据项目仪表盘》（Project 
Open Data Dashboard）[11]，主要包括人工评价、

系统自动评估和第三方评估 3 个层面的评估机

制。人工评价机制参考了美国政府绩效评价网

站（performance.gov）上关于开放数据跨机构

优 先 级 目 标（Cross-Agency Priority Goals for 
Open Data）[15]的内容，从政府部门的数据清

单、公众参与度、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性、人

力资源合理性、数据的利用和影响等 6 个方面

进行评估评价。系统自动评估的绩效指标主要

包括数据集的访问量和下载量、有效数据集的

数量、应用程序接口（API）的使用量、元数据

的合格率、可下载数据集的百分比、可开放数

据集的百分比、可访问链接的百分比、与上季

度数据集对比的增长率、链接转指的次数、最

后修改的时间等。此外，为了配合《信息自由

法案》（FOIA）有效执行，美国政府创建了 foia.
gov网站作为第三方评估系统。foia.gov能生

成发布各种统计年报，包括各政府部门对用户

发出请求的接受、拒绝、待定、积压以及处理

时间等统计数据，相关统计数据用图表形式在

FOIA的年度报告中详细展示。

1.5 创新激励体系

www.data.gov主页提供了影响力（Impact）
模块和应用（Application）模块两个模块。其

中，影响力模块列出了利用www.data.gov的开放

数据所创建的企业，并详细指出每个企业的地理

位置、经济效益和员工人数；应用模块列出了利

用www.data.gov的开放数据所生成的各种应用软

件，这些软件遍布各个领域，而且大部分是向公

众免费开放的。这两个模块的构建，向用户和公

众展示了www.data.gov的数据资源共享带来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网站的运转和使用提供了

较强的激励效应。

2 体系特点

美国联邦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政策制度和标准规范。www.data.gov数据开放网

站从设计伊始，就逐步形成了由总统令、司法部

长备忘录、法律条例、具体执行方案、技术规范

以及公众和第三方参与评价所构成的运行管理体

系。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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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构建体系，坚持立法先行

自政府数据开放倡议提出后，美国先后颁

布了多部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形成了完备的政

策管理体系，对美国政府公开数据起到了保障作

用。作为政府数据开放管理法律基础，《信息自

由法案》（FOIA）于 1966 年首次颁布时即指出了

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性，此后进行了多次更改和

补充。如在 1996 年的版本中增加了对电子信息

的规定；在 2002 年的版本中增加了禁止外国政

府及其代理人利用FOIA向美国政府情报部门索

取机密信息的内容；在 2016 年又对法案进行了

更新，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并成为www.
data.gov相关法案颁布实施的基础性文件。美国

政府又于 2009 年颁布了《信息自由法案备忘录》

作为对《信息自由法案》的有效补充，进一步明

确了政府数据开放的义务。此外，为推动政府数

据公开，美国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法律、规章

等，包括 2009 年 3 月颁布的《新信息自由法案

指导条例》、2010 年 3 月颁布的《M-11-02 隐私

保护指令》、2012 年 5 月颁布的《数字化政府政

策》等。

美国数据开放管理体系在立法的基础上构建

并日趋完善。该体系由一系列法规、政策、规范

等文件保证实施，多项法案的颁布既是体系构建

的基础，也是体系完善的保障。法律的强制性确

保了数据开放政策的稳健性，使得政府数据开放

行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其进一步的发展和

完善提供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2.2 注重质量，构建评估机制

数据的可获取性（Available）、可发现性

（Discoverable）和可使用性（Usable）是www.
data.gov成功的关键。为保证上述要求，美国政

府构建了从数据质量管理到网站运行监督相互协

同的政府数据开放网站的质量评估体系。在数据

质量管理上，《开放政府指令》要求OMB发布

一个联邦政府信息使用质量框架。该框架要求联

邦各部门定期提交内部信息质量控制的执行计

划，包括系统和流程的改变等。同时，该指令要

求OMB发布联邦政府关于信息使用透明度的指

导纲要，并确定了各部门季度报告信息质量改善

的方法。在网站评估机制建立方面，美国政府构

建了人工、系统自动和第三方评价三位一体的评

价机制，通过设置详细的评价指标，引导相关主

体开展客观的、量化的评价，从而对各政府部门

的数据集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并生成相关的

评价报告。评价分析结果一般用仪表盘、曲线图

表、数字和文字描述等形式在网页上展示，用户

根据相关统计指标能够形象地看到各政府部门数

据集的运行情况，有效监督各政府部门的数据开

放共享工作。

为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在体系构建的基

础上，美国政府不断完善其运行管理机制，其数

据质量管控和服务评估机制为管理体系质量的提

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在真实可靠的前提下，

只有满足用户需求和目标的数据才能称之为高质

量的数据，并且数据质量的保证往往是政府威信

的重要体现 [12]，联邦政府在数据质量管理上出台

了相关规定，从源头上促进政府数据开放管理体

系的健全。评估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是网站自我完

善、自我发展的驱动力，促使网站从评估效果出

发实现自身服务的迭代和升级，从而进一步完善

管理体系。

2.3 开放创新，引导用户参与

www.data.gov网站为用户提供了与政府部门

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旨在通过接收用户的反馈信

息，为用户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打造以用户

为中心的组织管理系统。对于用户反馈，该网站

为用户提供了在各个页面上提交表格和发送电子

邮件等形式的直接反馈渠道，以及通过Google+、
Twitter、Github等平台进行交流的间接反馈渠道。

另外，为实现用户和政府、用户之间的互动，相

关的管理部门会邀请企业家、科学家、研发人

员、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各类用户召开会议，通过

头脑风暴等方式讨论新想法、开发新工具、满足

新需求，进而提高数据集的价值，优化和改进网

站。为了方便公众参与，www.data.gov还在开发

人员的页面上设置了一个“挑战”（Challenges）
模块。该模块列出了联邦政府工作中遇到的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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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的问题，并标明其详细信息，包括项目名

称、奖金、截止日期等，鼓励公众共同参与解决

难题。

在开放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依托现代互联

网信息技术了解用户需求、为用户提供有针对性

的解决方案、引导用户参与创新管理是顺应时代

发展趋势之举 [13]。广大用户的参与和监督使得

www.data.gov网站能够在阳光下运行，从而确保

了政府公开数据的质量，提升了相应运行管理体

系的效率，也赋予了其持续运行和不断发展的生

命力。

3 结论与建议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全球发展面临的不

仅仅是一场技术和经济变革，更是一场国家和社

会治理的变革。数据的自由流动意味着非物质生

产要素和创新资源的盘活，大数据尤其是政府数

据的开放共享将成为推动时代变革的重要影响因

素。www.data.gov成功引领了美国乃至全世界政

府数据开放共享运动。借鉴美国数据开放共享的

管理模式，特别是其建设及运行过程中的质量和

考核管理体系，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开放

共享管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数据的开放共享。针对特

定领域先后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

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

规。各部门、各地方政府围绕政府数据公开、科

技资源共享等要求制定了配套法规政策和管理办

法，各层次各领域在共享数据中心建设、数据开

放管理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显著

成绩。但是，与美国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完善的运

行、管理和保障体系相比，我国仍存在不小的差

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法律原则方面，美国建立了一套完备

的数据开放共享的法律法规，为美国政府数据开

放共享提供了充分的法律基础和财政保障。而我

国虽然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文件和规章制度，但是

管理保障体系还不够科学完善，缺少配套的运营

落地的实施细则，可操作的管理规范与技术标准

体系也相对欠缺。

（2）在开放环境方面，美国社会创造了数

据资源开放共享浓厚的文化氛围。除建立www.

data.gov网站的各种用户反馈和鼓励参与解决问

题的渠道外，还通过召开各领域头脑风暴创意会

议、新闻发布会和成果演示会，调动了全社会的

力量共同解决www.data.gov项目中的难题。而我

国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的思想引导、文化宣传、

氛围营造、鼓励激励、公众参与等方面尚存在空

白，数据资源开放共享环境和意识仍需进一步优

化和改进。

（3）在监督评价方面，www.data.gov通过

人工评估、系统自动评估以及第三方评估等方

式，共同建立了一套客观公正的数据质量评估系

统并对外公开发布，从而形成了对数据开放共享

的监督评估体系。在我国，至今还没有类似的监

督评估系统和相应的的评估报告，急需建立一个

客观、完善、量化、闭环的监督、考核和评价体

系。

基于对美国数据开放管理体系的分析，结合

我国数据共享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建议，期望有

助于我国数据开放共享事业的发展。

（1）建立完善的数据开放共享的法律法规体

系。以顶层设计为入口，以国家指导、法律部门

制订、各相关部门严格执行为指导方针，建立一

套完备的数据开放共享和保护的法律法规。各单

位要积极配合、协同，破除体制性、机制性的障

碍，使政府数据的公开共享系列工作有法可依。

要构建科学的组织保障体系，加大数据开放共享

的监督和管理，在《科学数据管理办法》等基础

上，制定配套的并能保证持续发展和运行的实施

细则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管理规范与技术标准体

系，以保证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

（2）强化全社会数据开放共享思想意识。思

想决定行动，要真正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提

高政府、机构、民众和全社会的开放共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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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弘扬开放共享思想、宣传

开放共享理念，形成社会共识并内化为自身要

求。例如，可以通过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形式、线

上和线下的渠道、定期和非定期的方式，在专家

层面、政府管理人员层面、技术开发人员层面、

普通用户层面以及社会层面广泛开展数据开放共

享的论坛及讲座，举办数据开放和利用的竞赛活

动，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数据开放共享所产生的优

秀成果，使共享文化更加生活化和生动化，进而

推动政府数据和国家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3）完善科学客观的评估监督机制。着眼

数据生产、发布、追踪、管理、考核、引用、价

值、评估、反馈等数据开放共享全生态链，制定

客观、完善且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结合对数据

指标的自动化评估和人工评估，生成综合性强、

科学客观的评估结果，从正向引导鼓励数据生产

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各级政府机构可成立专门负

责数据开放共享管理的组织部门，把国家和政府

数据开放共享作为业绩考核的重要部分，建设具

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管理体系，推进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事业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EB/OL].[2018-

05-18].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
press-office/transparency-and-open-government.

[2] President Memo: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EB/OL].
[2018-06-08].https://www.justice.gov/sites/default/

files/oip/legacy/2014/07/23/presidential-foia.pdf.
[3]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EB/OL].[2018-05-18].

https://www.justice.gov/oip/freedom-information-act-
5-usc-552.

[4]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Guideline[EB/OL].[2018-
06-01].https://www.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ag/
legacy/2009/06/24/foia-memo-march2009.pdf.

[5] Open Government Directive[EB/OL].[2018-07-03].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open/documents/
open-government-directive.

[6] Executive Order-Making Open and Machine Read-

able the New Default for Government Information [EB/
OL].[2018-06-10].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
gov/the-press-office/2013/05/09/executive-order-
making-open-and-machine-readable-new-default-
government-.

[7] Increasing Access to the Results of Federally Funded 
Science[EB/OL].[2018-07-03].https://obamawhite-
house.archives.gov/blog/2016/02/22/increasing-

access-results-federally-funded-science.
[8] Open Data Policy—Managing Information as an Asset 

[EB/OL].[2018-07-03].https://project-open-data.cio.
gov/policy-memo/.

[9] Project Open Data[EB/OL].[2018-06-28].https://
project-open-data.cio.gov/.

[10] 朱琳，张鑫 . 美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与实践研究 [J].
情报杂志 , 2017, 36(4):3-6.

[11] Project Open Data Dashboard [EB/OL].[2018-07-20].
https://labs.data.gov/dashboard/offices.

[12] 王岳 . 美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研究 [D].沈阳 :辽宁大

学 , 2015.
[13] 侯人华 , 徐少同 .美国政府开放数据的管理和利用分

析 : 以www.data.gov为例 [J].图书情报工作 , 2011, 55 
(4): 119-122, 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