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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大数据与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相结合，正在

迅疾并将日益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推进城市治理

体系现代化必须善用“互联网+”的新思维，创新治理手段，

提升政府决策效率与管理水平。“深圳改革30人论坛”成员从

不同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现摘要刊出，供参阅。文内

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期要目 

建议成立深圳大数据局，建立公共数据开放机制 

善用 PPP 与 APP，实现城市治理方式的新突破 

用大数据思维跟踪权责清单运行数据，找出改革热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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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成立深圳大数据局 

建立公共数据开放机制 

苟 骅 

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现代化治理手段 

互联网看起来是一项技术，但是它和我们的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是紧密相关的。可以说互

联网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越

来越重要的技术基础设施，目前我们因为没有这样的技术基

础平台，导致很多改革决策是走样的、变形的。从这个意义

上，我们从互联网大数据应用层面论述一下有关思考。 

大数据是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基础上形成的

公共资源。我们经常讲移动化、社会化分享，以及云计算平

台，最后给地球带来了那么多的变化，包括直接提升了我们

的工作效率，最核心最有价值的应该是大数据。究竟什么样

的数据才算大？学术上指一个“T”的容量。2008年的时候，

全球都在关注奥巴马为什么能够上台？他主要通过互联网

方式也就是社交媒体筹资、竞选,最终成功当选为美国历史

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这其中也有大数据的功劳。所以奥巴马

上台后，他核心的互联网战略不只是成立了网络司令部，还

推进了美国的大数据国家战略成形，目前它的整个架构和顶

层设计也非常成熟，成为美国国家治理最核心的手段。因为

他认为大数据是下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石油和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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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改变中国没有数据化管理的传统  

这些年我们在研究，怎么往大数据方向转型？我们发现

现在的数据收集来源相对来说比较匮乏，很多决策的依据还

是主要依靠统计上报的业务数据。按照大数据三大来源，在

我国比较匮乏的还有我们的民意数据，尤其在公共决策领域

没有专业民调数据。此外，未来更重要的大数据是环境数据。

今天为什么很多公共决策和改革会走样和变形？记得黄仁

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就论述过中国长期以来没有数目化

管理传统的劣势。以刚刚公布的中国第一季度 GDP数据为例，

全国各省加起来又比中央多了几千亿。这样一种模糊判断的

基础，导致我们很多讨论和决策是建立在主观臆断之上。十

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最大突破不是六十条具体改革措施，而

是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治理”，“治理”强调的是多元化，

它的基础在于数据多样性，如果不依托大数据，我们实际上

没办法完成未来治理的现代化。 

基于顶层设计的大数据战略 

汪洋同志主政广东时非常重视大数据，他有一个讲话很

深刻也非常令人受启发，大意是现在我们很多的公共决策都

是基于一种不准确的数据，如果现在引入大数据工具，就可

以解决决策不受或者少受到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所施加的

影响，因为数据是中立客观的。 

怎样来推动大数据战略呢？从美国实践来看，必须注重

顶层设计，由联邦政府自上而下推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公共舆情应对一般是宣传部门负责，但有一个很优质的数据



 4 

就是 110 数据，这些数据能不能实现共享？很多所谓保密都

是部门利益扯的虎皮。但共享必须得先进行顶层设计，如果

只是让统计局一个部门推大数据，肯定推不起来，也不可能

成行。现在广东省成立的大数据局放在信息委员会，放在这

个层面肯定也很难推动。佛山南海准备完全独立于各部门成

立大数据局，他们也认识到需要比“信息委员会”更高层级

的部门来做这样的顶层设计。南海区在这一块做得很好，当

然，南海有信息化的传统，90 年代就开始干，一直干了将近

30 年，他们在全国信息化方面走在前面。 

相信深圳各单位对大数据的整合及共享的需求都很迫

切，相当部分单位都建立了自己的数据中心或统一信息平

台，对于单位内部的整合已初见成效，但部门之间由于缺乏

权威的统一协调实体，以及各部门的规范差异，导致共享非

常困难，主要体现在时效性、协同性、准确性等方面，因此

有必要加强对大数据发展的统筹规划，组建高层级的大数据

管理局。 

大数据的应用前景  

大数据的最终落实还要靠专门的法规来保障，尤其在未

来的城市治理中非常重要。最重要的应用是我们目前做决策

习惯于“用已知推知未知”，大数据理念强调实时预测，用

未知的大数据推测未知的情况，核心是围绕人来做的。 

大数据在商业领域的应用和决策更重要，也更有推动的

动机。比如支付宝数据为什么要内置在淘宝和天猫购物平

台？又比如百度的大数据究竟可以预测到什么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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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圳为例它可以预测到三个月之后什么样的车最好卖。因

为每个人买车之前都会通过百度搜索。 

建议成立全市层面的深圳大数据局 

所以我们建议：成立全市层面的深圳大数据局，统筹全

市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信息采集、整理、共享和应用，消

除信息孤岛，开展数据挖掘和决策支持服务；同时建立公共

数据开放机制，除法律法规明确不宜公布的公共信息，一律

及时向社会公开。                （作者系南都报系副总裁） 

       

善用 PPP 与 APP 

实现治理方式上的新突破 

徐友军 

可将 PPP 的适用范围拓展到公权力领域 

PPP，翻译成公私合作或公私合伙。上世纪末在西方很

流行，主要适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但目前已从公路、桥

梁拓展到学校、医院建设，很多公益项目都在用 PPP 模式。

我们认为有必要将 PPP的适用范围再拓展到公权力领域。比

如，法院与律师协会签定 PPP协议，将一些案件交给律师协

会办理，最终表现出来的还是法院的判决书。除了判案以外，

审批也可以，公共服务领域就更加可以考虑了。 

 



 6 

建立一个 APP 虚拟市场监管委       

和 PPP相关的是 APP，它是一种安装在智能手机上的应

用软件。去年深圳 APP软件著作权登记量达 4618件，同比

增长 246.44%，其火爆程度令人咋舌。我们可以设计一个 APP

虚拟市场监管委，这不是天方夜谭。通过 APP软件平台与当

事人随时随地发生交互沟通，这在治理方式上将会是一个突

破。互联网+审批、互联网+监管、互联网+服务、互联网+决

策，大致勾勒出互联网政府的轮廓，政府通过技术手段就可

实现效率倍增，就可实现内部的革命。 

   （作者系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常务副主任） 

  

用大数据思维跟踪权责清单运行数据 

找出改革热点与难点 

范  军 

推出权责清单操作平台，将改革数据最终沉淀 

深圳的改革创新普遍存在着局部化、碎片化和补丁化现

象，有些非常好的改革成果缺少一个平台承载和沉淀。从去

年开始全国各地纷纷推出权责清单，深圳市龙岗区、罗湖区

和福田区率先推出了权责清单，今年上半年深圳市各政府职

能部门也陆续推出了一批权责清单，通过全面清理政府部门

职权、职责，制定“权责一致”的“权责清单”，加大简政

放权力度，推动流程再造，进一步明确政府、社会和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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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边界，促进政府管理规范化、标准化、法治化。权责清

单包括职权职责目录、职权职责信息表、运行流程图，清单

公布后各部门严格按照清单的权责事项和流程规范运作。事

实上，权责清单解决了政府、市场和社会所有的权力责任和

利益分配的问题，建议把权责清单的管理作为整个深圳改革

的操作平台，如果所有的改革结果都能回归沉淀到这个平台

上来，继而在这个上面不断地完善和调整，无论领导层如何

变动，最终的数据都能沉淀下来。 

及时对权责“量血压”，为改革提供现实指引 

建议形成一种制度，对权责清单上所发生的每一项权和

责的数据都记录。把网上办公、网上审批等整个过程全方位

数据化。政府的每一个行政许可、裁决和执法，所发生的数

据就像人类的血压一样，记录下来后精准测算出行政的运行

规律与成本。采取大数据的思维，每月编写“权责运行报告”，

比如哪一个办事人做的事多，谁和谁发生的关系最强，谁受

到的处罚最多等等。找准问题，通过权责清单运行数据的跟

踪，做比较分析，找出社会的热点和难点。通过对数据的比

较，能够把权责清单限定在合理性、合法性的基础上来进行

运行。 

目前的权责清单是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做的，上位法有

很多的限制，我们通过权责清单的运行和数据分析反馈回

去，决定去优化和修改哪些方面，通过深圳的立法权去对立

法权做改革，立法权有数据的支撑，这是根据“血压”和“温

度”反馈来的，并非个人或某个部门拍脑袋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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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媒体手段，提高权责清单的社会认知度 

尽量利用各种新媒体手段以及各种智库的力量，对权责

清单进行全面解读和详细翻译。权责清单过去站在政府角度

出台，但老百姓看不懂，很可能仅仅沦为一个内部的规则。

建议编写一个以公众、企业为中心的读本，扩大社会的知晓

度、认可度、执行度和参与度。如果把权责清单作为一个很

好的操作平台的话，改革可能会取得更多更好的沉淀和新的

思路与方式。  （作者系深圳市公众力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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