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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数据革命”时代，数据的自由流通最为关键。本文以创新视角分析了大数据背景下开

放数据的概念、演变、原则等，特别指出科学数据开放对支持创新有重要意义。认为开放数据是世

界发展趋势，没有开放数据，就没有创新，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机遇。最后针对中国开放数据运动提

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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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海量的数据状态和云的数据处理能力，大

数据以其大量（Volume）、高通量（Velocity）、

多样性（Variety）、真实性（Veracity）的 4V 特点，

带来了一场全方位的变革。在“数据革命”引发的

开源世界里，数据的自由流通最为关键，必须打破

数据孤岛。为此，开放数据运动应运而生。

1　开放数据的基本概念和发展

根 据 英 国 开 放 知 识 基 金 会（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的定义，开放数据的概念需具备以下

三个基本元素 [1]：

（1）非歧视性：数据若开放，则其对任何人

都开放；

（2）机器可读性：数据若开放，则应是机器

可读格式，例如：对于表格数据，应采用 .csv 格式，

而非 .pdf 格式。

（3）开放授权性：数据若开放，则其对应授

权条款应确保使用者自由免费访问、获取、使用、

加值、演绎、复制、传播的权利。

基于上述元素不难看出，相较于数据共享而

言，开放数据更秉承着开源世界所倡导的平等、自

由的价值观。开放数据强调的非歧视性和开放授权

性，打破了传统数据共享中设定的“共享条件”和

“特定共享方”的限制。

相对于政府一直推行的信息公开而言，开放数

据所强调的机器可读性及其明确赋予数据使用者的

自由加值利用（包括商业使用和非商业使用）和分

享传播权利，更好地刺激了公众对政府数据资源的

需求，并鼓励公众对政府数据加值利用。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消费者和政府事

务局局长乔尔·古林在《开放数据》一书中对开放

数据进行了描述：开放数据是指公众、公司和机构

可以接触到的，能用于确立新投资、寻找新的合作

伙伴、发现新趋势，作出基于数据处理的决策，并

能解决复杂问题的数据。

也就是说，开放数据不同于大数据，也有别于

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虽然它们之间确实有所重叠。

开放数据的宗旨是提供免费、公开和透明的数据信

息，这些数据能适用于任何领域，如，政府运作、

商业经营等。开放数据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商业价值，

但经过公众和公司加工之后，可能产生巨大的商业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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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开放的法律依据来源于政府资助行为必

须公开、透明。以美国为例，开放数据运动最初完

全是政府透明化在推动，政府透明化也是其原动力。

这使开放数据运动从动力源泉上就超越了为提高数

据使用效率、减少重复而提出的数据共享运动。

美国最早有关开放数据运动的法律是 2009 年奥巴

马总统签署的《开放政府指令》（Open Government 

Directive）[2]，旨在使民众更好地监督政府运作的方

向和运转的方式，推进开放数据的发展。2014 年

美国又进一步推动了《数据法令》（Data Act）的

颁布，全面推进了数据的开放。之后，美国政府，

包括美国政府参与的国际组织，凡属美国纳税收入

支持的机构与活动都必须公开、透明 [3]。

与此同时，美国重视有关数据开放生态的建立，

积极探索数据开放的商业潜能，培育各类机构参与

数据增值链条 [4]。2013 年，国际知名咨询机构麦肯

锡在其发布的研究报告《开放数据利用流动信息解

锁创新与性能》（Open Data Unlocking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with Liquid Information）[5] 中指出，全球

每年开放数据产生的经济价值高达 3 万亿美元，其

中不仅包括创造的新财富，也包含了节省的成本，

显示出开放数据对经济社会的重要积极作用。

2　大数据时代的开放数据

人类即将进入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是海量数

据同完美计算能力结合的结果 [6]。移动互联网、物

联网产生了海量的数据，大数据计算技术完美地解

决了海量数据的收集、存储、计算和分析的问题。

大数据时代开启了人类社会利用数据价值的新时

代：

（1）大数据提高了数据处理效率，增加了人

类认知盈余，大幅度提高了人类改造世界的效率，

加快了人类的进步。

（2）大数据通过全局的数据让人类了解事物

背后的真相。大数据使用全局的数据，不再拘泥于

以往样本代替全体的统计方法和思路，更接近事物

真相。

（3）大数据有助于了解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助力科学决策。利用大数据提供的分析结果有助于

发现事物的发展规律，帮助人们进行科学决策。

（4）大数据提供了相同事物的连接，有助于

客观了解人类行为。拥有了大数据技术，各类传感

器传输反映人类行为，人类行为也更体现为数据表

现，便于人类全面、客观、数据化地认识自我。

（5）大数据改变了过去的经验思维，帮助人

们建立数据思维。摒弃过去的经验思维和惯性思维，

掌握客观规律，跳出了历史预测未来的困境。

与传统相比，大数据时代从思维、方法到技

术手段都有明显不同，其中最明显的特点是大数

据生态圈及其拓展的开放性。在大数据全链条中，

无论是数据的收集、存储还是处理、分析，都是

以开放数据作为大数据时代的源头之水。没有真

正意义上的开放数据，大数据就只是大，缺乏多

样性、持续性、整体性和普遍联系性，无法对原

始数据进行加值使用，不具备大数据时代所赋予

人类的真正意义上的数据革命，无法产生变革性

的社会发展。    

3　大数据时代的科学数据开放

21 世纪以来，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开放性、

交叉性愈加显著，使得科学研究进入了“大科学”

时代。大数据让“大科学”面临更多的挑战与机遇。

大量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依托海量科学仪器、

望远镜、卫星、传感器网络等各种科研仪器和装置，

以及模拟方法、智能终端的应用，这些都使科研领

域推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数据”时代。海量数

据的剧增，量变引发质变，也直接带来了科研模式

的改变。继实验科学、理论科学、计算科学之后的

第四种研究范式，即“数据密集科学”，成为大数

据时代的新模式。

2015 年 12 月科技国际会议在南非召开，会议

主题为数据革命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数据开放将是

科学创造未来的重要前提。大会发布了《大数据时

代的开放数据》（Open Data in a Big Data World）[7]，

倡议全球在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方面推进数据开

放，以应对大数据时代的变革与挑战。科技国际

会 议 由 国 际 科 学 理 事 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ce, ICSU）、国际科学院联盟（InterAcademy 

Partnership, IAP）、世界社会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ISSC） 和 世 界 科 学 院（ 原

名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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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Countries, TWAS）四个国际组织发起，

汇集了全球和地区 250 多个学术团体和组织，共商

大数据时代的科学数据开放。

《大数据时代的开放数据》这项倡议包括一系

列开放数据的导则、创新链条中数据开放的推进与

保护，以及发展中国家参与开放数据的全球创新。

3.1　大数据时代的机遇

近一二十年的数字革命对现代社会产生的深

刻变革远胜于古代的印刷术。无论是数据的获取、

存储、制造还是广泛传播等方面，在数量和速度

上都有极大的提高。如 2003 年，科学家耗费近 10

年时间、耗资 1 亿美元才完成了人类基因图谱，

而现在仅需要几天时间和 1 000 美元左右就可以完

成 [8]。这样的变革刚刚开始，就已经给人类经济社

会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工作者作为这

个变革的最前沿者，已经体验到并将主导这种变革

的发展 [9]。

互联网作为这一革命的平台，不仅创造出了巨

大的数据，而且加快了数据的传输，形成了“大数

据”的一些基本特性，如大量（Volume）、高通量

（Velocity）、多样性（Variety）、真实性（Veracity）

的 4V 特点。

数字革命的核心特性是链接性。近几个世纪的

科学进步主要来源于单元体、非耦合，或弱耦合的

系统。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纵深发展，全球机

遇与挑战更多地需要用高耦合系统、整体性的科学

研究方法来予以解决。只有通过成本更低、效率更

高的大数据能力，才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变化。

3.2　积极应对挑战，数据开放势在必行

（1）保持自我纠编能力，实现“智能开放”

数据仅是简单开放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保持

自我纠编的能力，实现“智能开放”，需要在以下

五个特性方面进行完善：可发现性，网络搜索可轻

易发现其存在；可获取性，数据能够被电子化输入

或被电脑获取；智能性，有足够的背景信息；可评

价性，用户可评价数据的适用性；可用性，有足够

的元数据，能够被用于创建派生数据和相关的代码，

并可与计算机的特性结合起来，可被访问。

（2）数据开放要适应科研规律

对于那些依赖高通量科学仪器等获取的科研

数据，渐进实现科研认知的领域要有不同的数据开

放的要求。数据开放要遵从和完善科研道德约束，

尊重科研智力创新，它与数据公开推动创新同等重

要。

（3）数据开放要实现全球广泛参与

大数据和数据开放具有惠及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巨大潜力。但最不发达国家的国

家研究体系通常存在资源不足的情况，无法参与基

于大数据和数据开放的全球科研合作，这种鸿沟在

近年来愈发明显。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要积极帮助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实现数据开放，推

动数据驱动型发展（data-driven development）。

（4）抢抓机遇，实现有效的数据开放

抢抓机遇，只有在国际层面、区域层面、国家

层面乃至个人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有效的数据开放。

而致力于数据开放的国际组织，如：国际科学理事

会、科学与技术数据理事会、研究数据联盟等，它

们的首要任务是推动和支持国际上数据开放获取、

互通和可持续发展。

（5）开放数据推动开放科学，开放科学创造

公共知识

认识到要解决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亟需加强

科学界与更广泛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开放科

学”的理念应运而生。科学研究的真正内涵在于其

作为公共产品应造福社会和人类。无论是公共部门

还是私营部门，都将从数据开放中获益。

3.3　推进开放数据的主要方面

数据出版是一个新概念，是通常意义上科研学

术文章出版的更高阶段。数据出版是数据开放的一

种主要方式。无论是科学家自身，还是出版商、学

术资助机构、科学家所在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都应

在数据开放和数据出版中承担各自的责任 [7]。

（1）参与主体职责

·科学家有责任、有义务认为科研数据是科研

进展的有机部分，在科研进展得到发表的同时，推

进科研数据的出版，并确保低门槛获取和有效归置。

·科研机构应营造支持开放数据的良好环境，

包括完善科研数据的管理服务，提供数据管理培训，

建立数据管理的标准与措施激励等。

·出版机构在审查过程中需注重数据审查，并

积极推进元数据出版，为下阶段科学研究分析提供

原始文本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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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机构在研究评价过程中，要把数据引用、

数据创造贡献等纳入评价标准。资助内容要包括弥

补数据开放出版过程中的成本。

·专业学术机构应制定准则和政策，推进开放

数据，并广泛地对开放数据准则和政策进行宣传推介。

·图书馆要建立数据储存的标准，确保其长期

可获取，并提供相应的开放数据服务。

（2）数据开放的边界

除涉及隐私、安全、国家机密以及商业秘密的

数据外，其他科学数据都应尽可能地开放。

（3）数据开放的行为

·数据引用。在学术出版中，需要对引用部分

注明资料来源出处。

·互通性。研究数据和元数据都可以实现互通

验证。

·无受限多次使用。数据出版后，没有限制性

措施限制多次使用。

·可连接性。开放数据，应可最大限度地与内

容进行连接使用。

4　启示与建议

数据是政府掌握的核心资产，也是长期以来政

府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在大数据时代，开放数据

运动对中国借鉴意义极强。我国政府积极推进政府

改革，其核心是简政放权，增加政府透明度，实现

公众对政府的监督，释放民间创新活力。无论是政

策还是技术手段都需要开放数据的支持。一方面可

因数据开放透明而减少成本开支，另一方面可激活

新兴创新市场。当下“互联网 +”的背景下，开放

数据所激活的新兴创新市场实际就是在做“开放数

据 +”的工作，通过结合开放数据，一些传统的行

业得到改变，而另一些创新的应用服务也成为可能。

“大众创新、万众创业”都可以基于数据开放实现

更多、更新的业态，更全面地推进创新与创业。与

此同时，开放政府数据（国家安全数据、保密和隐

私数据除外）对催生创新和经济增值，推动数字经

济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提升我国的全球竞争

力，创建一个更加富有责任感、更高效、更透明的

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

（1）数据开放，势不可挡

在大数据时代，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将每个人

都变成了数据的提供者和应用者。开放的数据才是

有生命力的数据，才可以推动和维持数据的可持续

性。不孤立、普遍联系的数据，才可以实现大数据

的互联互通，才使数据具有了灵魂。是数据开放才

给予大数据时代生命和灵魂。数据开放是大数据时

代到来的前提。

（2）数据开放，是未来大数据时代竞争力的

基点

开放、共享是大数据时代的主旋律。爱尔兰

剧作家萧伯纳说过：“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

苹果，我们彼此交换，每人还是一个苹果；你有

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彼此交换，每人

可拥有两种思想。”在大数据时代的竞争中，数

据开放不仅是数据价值链条，是数据产生、获取、

分析、应用和存储的基点，也是经济社会与科技

创新理念的基础。

（3）数据开放，法令先行

无论是科研数据中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尊

重，还是经济社会公开数据中涉及隐私和公共安全

的内容，都需要通过制定法令来给予约束。推进政

府信息首先实现数据公开更需要国家法律予以确

立。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在数据开放中的法律法规

体系建设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加快制定出台符合

数据开发和大数据发展规律的数据开放制度法规是

当前的重要任务。

（4）数据开放，政府先导

公开、透明是数据公开的原动力。追溯信息

公开、数据开放的发展历程，政府接受来自公众

的监督，始终是数据开放的核心。政府是一国最

大的数据生产者和拥有者。在政府数据爆炸式增

长的同时，公众的数据意识和使用能力在迅速提

升。政府开放数据已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发展

背景下，通过商业开发积极推动和科技手段的催

化，大数据时代下的数据开放才具有最真实的意

义。

（5）中国开放数据必将充分发展

尽 管 欧 美 早 于 中 国 完 成 了 数 据 门 户

（Government Data Portal）建设、政策和组织框架

构建、商业开放和标准制定等工作，但我国大力推

进的政务公开、“互联网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都将给我国数据开放提供更高的需求和不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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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ata Revolution era, the free flow of data is critical.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s, 
revolution and principles of Open Data in the Big Data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points 
out that Open Science Data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support innovation. It believes Open Data is the world’s 
development trend. Without Open Data, there will be neither innovation nor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Finally 
it gives suggestions for China on how to practice on the Ope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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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目前，我国政府正从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转

变，从行政主导向公众参与和服务政府转变。开放

数据有助于促进政府改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对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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