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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
数据治理研究中心  民主与治理研究中心  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治理研究中心

一、成立背景与研究目标

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2016年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国家大数据战略”，这开启了我国基于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新时
代。2015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持续开拓创新，先后提出建设“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监管”、“互联网+督察”等政务大数据体系，尤其十九大正式提出
“数字中国”发展战略，数字政府建设破不容缓。

为服务于国家大数据战略、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需要，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政治学系自2016年自发建设数据治理实验室推进政务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成为十三五规划期
间清华政治学学科建设特色方向。数据治理实验室以社会科学、数据科学、计算科学等跨学科融合为依托，全面布署科研工作和人才培养体系，旨在全面推进政府开放数
据、社会经济数据、社会媒体数据的科研与应用；尤其在数据科学和计算社会科学方面，关注于前沿发展和应用，致力于将系统性地采集、分析和解释海量数据，并依此促
进中国政府治理和社会发展。2020年6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正式批文，决定将数据治理中心升级为院属研究机构，由政治学系代管。从此，数据治理研究中心进入了
新的发展阶段。

在新的机构设置下，数据治理研究中心意图将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多学科汇聚的科研优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与数据科学的深度融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需求相结
合，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推进清华大学与中央部委、地方政府、阿里巴巴、百度等政府部门与科技企业的交叉融合，一方面促进大数据政治学新兴学科建设服务学校双一
流学科建设，另一方面更好地服务国家和地方治理现代化，在数字政府、政务大数据、智能化治理等新兴领域形成清华方案，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

二、研究内容与成果

中心作为国内最早发起的融合数据科学与社会科学、聚焦政务大数据决策辅助的研究机构，自2015年筹建以来，研究团队先后获得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张小劲教授主持）、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社会治理监测、评估与应
对策略研究”（孟天广副教授主持），以及多项纵向课题和横向课题，包括民政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住建部、中央网信办、北京市、江苏省、湖北省等部委和地方政府的
课题，相关成果获得多次领导批示。

（一）中心将建设两个研究平台服务社科学院政务大数据相关研究，为研究人员提供系统的教学和科研支持。筹建期间，中心已经初步建成两个研究平台：

1.政府大数据分析平台和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政府大数据分析平台聚焦政务大数据，为研究人员提供政府网站、网络问政平台、政务热线、法规政策文件等政务数据
的采集和分析服务，致力于推进大数据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公共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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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旨在为政治学科结合理论分析与定性、定量、实验等研究方法开展高水平研究提供数据服务，平台长期开展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向研究人员提
供调查实验软件编程、调查实施和数据分析等支撑，致力于推进有关城市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等科研创新。

（二）中心将建设开放性的“中国政务大数据库”，并向清华大学各院系师生开放相关研究数据。现阶段已经积累了多项自主调查项目的数据，包括：

2015年和2018年中国城市治理调查、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2013-2017年中国地方党政干部调查、2015年、2017年和2019年协商民主调查数据、2013-
2019年中国反腐大数据库、2008-2020年中国政府回应性大数据库、中国司法大数据库、中国政策法规文件数据库等，供师生开展学术研究。

（三）中心聚焦于“大数据驱动的政府治理能力理论与实践研究”。“大数据驱动的政府治理能力”是当代治理理论与互联网技术革命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互联网
+治理能力”、涵盖了更广泛内涵的政府治理能力。界定大数据驱动的政府治理能力（DGC, data-driven governing capacity）、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大数据驱动下的政
府治理能力与传统政府治理能力的继承与创新、大数据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驱动力及其特征、基于大数据的政府治理能力在功能拓展、技术支撑和应用创新上的表现等。

（四）中心致力于“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社会治理研究”。分析大数据带来智能化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动力要素、功能作用和协作机制，总结大数据在促社会治理创
新方面的主要理论成果，归纳智能化社会治理概念的核心特征、内涵与外延边界，与传统社会治理概念的本质区别。基于民情民意大数据，构建社会偏好汇集体系，为政府
实时动态把控民意民情动向提供基础；基于大数据构建社会风险评估体系，通过理论分析和实地调研设计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风险指标体系，进行多元数据采集与解析并
集成社会风险评估指数。通过大数据平台，实时跟踪民情民意发展动向和政府对民情民意的回应情况，构建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府回应社会治理需求效果评估指标；在技术
操作层面上，开发出政府回应社会治理需求的智能化决策辅助系统。

（五）中心正全力开发“中国数字政府发展指数评估研究”。科学合理、健全有效的指标评估体系，对识别数字政府发展阶段、明确数字政府转型方向至关重要。我们
从数字政府发展的组织机构、制度体系、治理功能和治理效果四个维度构建数字政府发展指标体系，综合评估我国省级数字政府发展现状。数字政府转型应以回应和服务社
会需求为起点，以社会发展动态为依据和参照，以促进民生福祉和经济发展为追求，通过梯队化均衡发展、机构转型和制度设计、政民互动和服务质量改善等方面入手，全
面推进数字政府转型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中心建设目标

成为国内领先的政务大数据特色智库，在科研创新、人才培养、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做出创新探索。

1.推荐大数据政治学与计算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大数据正在引发社会科学方法论变革，计算社会科学应运而生，创新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范式及研究范畴。中心将围
绕政务大数据、数字政府建设推进新兴交叉学科研究。

2.建立开放性数据平台服务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科研需求。依托中心积累的调查数据、大数据资料将向学界同行开放大量社会调查数据、网络大数据集、实验研究数据等
丰富研究资料，推动了学术性和政策性研究。

3.将社会科学理论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实践相结合，在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创新、数字化国家能力、数据治理体系、政务大数据开放与应用等领域开展一系列高质量
的政策研究，服务中央和地方政府决策咨询。

4.搭建产学研协作创新平台培养政务大数据、计算社会科学专业人才，通过招收研究生、博士后等大力推进复合型人才培养。

四、组织结构

学术委员会主席：刘涛雄，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党委书记、经济学研究所教授

中心主任：张小劲，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执行主任：孟天广，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副院长、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



相关链接

服务于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学科建设和社会服务，政治学系与社会科学学院的其他专业科系，以及计算机系、交叉信息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等长期开展合作研究，形成
了20多位研究人员构成的科研团队。

行政人员：

马  絜，项目总监

王睿诗，行政秘书

博士后研究人员：

赵金旭：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

金炜玲：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

马  超：清华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

张  楠：日本爱知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

戴思源：中山大学社会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

常多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

其他兼职研究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