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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大数据治理是政府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深刻影响着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文章以“大数据治理”、“政府”为主题词，在CNKI中截取2009~2019年CSSCI期刊215篇文献，通过

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发现，发文量逐年递增，关注度持续提升；研究以“政府大数据治理”为核心，辅

之政府治理体系本身的相关要素和理论进行探讨；我国政府大数据治理研究在内容和边界上都日益拓展，

但在理论界定、相关理论融合和治理模式创新等方面仍存在不足。研究现状所反映的现实困境将为未来

的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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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ment big data governance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novation, 
which profoundl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
nance capacity modernization. With “Big data Governance” and “Government” as the them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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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selects 215 articles from CSSCI journals from 2009 to 2019 from CNKI. Through literature 
metrology visualization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articles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attention is increasing continuously.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government big data gover-
nance”, supplemented by relevant elements and theories of the government governance system 
itself. Research on government big data governance in China is expanding both in content and 
boundary, but there are still deficiencies in theoretical definition, integration of relevant theories, 
and diversity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The dilemma reflected by the current re-
search situation will provide important guidance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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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政府大数据治理是政府管理在大数据、“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新命题。在西方，以英美为代表

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启动了各式政府大数据应用项目，用以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能、提高政策

决策水平、增加民众参与政府治理的深度和广度。随着大数据技术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战略能力方面

的应用，我国对大数据的重视也不断增强。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2015 年，国务院通过了《促进大数据发

展行动纲要》，提出要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在未来 5 至 10 年逐步实现打造精准治理、多方协作的社会

治理新模式[2]。2015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

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3]。信息技术推动各级政府步入了大数据时代，在大数据

背景下，政府治理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静态走向流动、从精细走向精准、从单向度走向协同[4]。由此可

见，运用大数据技术不仅成为提升政府治理的新方法，大数据治理也已成为公共管理领域重要的研究课

题。本文运用 NoteExpress、SATI 等软件分析相关研究文献的主题演化，以期准确把握我国政府大数据

治理研究近 10 年研究重点以及未来可能的演进趋势。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文献来源 

本文的文献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在 CNKI 的基本检索页面中选择高

级检索，以“大数据治理”并且“政府”为检索主题词，检索时间跨度设定为：2009~2019，检索期刊来

源类别为 CSSCI 期刊，匹配模式为“精确”进行检索，共得到 249 篇相关文献。通过逐篇阅读进行筛选，

剔除报告、会议等内容后得到共计 215 篇有效文献，此部分文献的题录数据是本文可视化分析的来源数

据。 

2.2. 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文选取 NoteExpress、SATI 文献题录信息统计软件和 Excel 作为统计分析工具，利用文献计量学方

法对已确定的有效文献进行文献量、文献刊载情况、学科分布领域、关键词等基本内容进行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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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NoteExpress 是国内专业的文献检索与管理系统，可规范化管理来自 CNKI 的文献题录数据并进行

简单的数据分析[5]；SATI 的特色在于其可对中文文献标题和摘要使用中文分词处理，将导入的文献题录

信息进行共词分析、聚类分析等，并生成共现知识图谱，聚类树状图等可视化结果[6]；Excel 应用于根据

录入数据制作对应的时间序列图。 

3. 我国政府大数据治理研究概况 

3.1. 年际变化 

图 1 展示了 2009~2019 年我国政府大数据治理领域相关研究文献发文数量的时间序列图。由图 1 的

趋势线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大数据治理的相关研究最早出现于 2012 年左右，先期研究成果非常稀疏，直

到 2014 年才开始显著增加，之后一直保持逐年增加的趋势。当前，学术界对该领域问题的研究热潮呈现

出较为稳定的状态。 
 

 
Figure 1. Time series diagram 
图 1. 时间序列图 

3.2. 主要研究力量 
 
Table 1. List of major institutions in China’s government big data governance research 
表 1. 我国政府大数据治理研究的主要机构列表 

序号 研究机构 篇数 

1 中国人民大学 17 

2 南京大学 11 

3 广州大学 6 

4 电子科技大学 5 

5 北京邮电大学 5 
 

表 1 整理了近 10 年关于此领域研究成果数量排在前五的主要机构。根据“作者机构”为主要字

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主要研究机构分布为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广州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和北

京邮电大学等高校，其文献数量占据总体的 21%左右，这表明上述机构对该领域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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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尽管其余成果来源机构分布零散，但共同点在于其涉及面十分广泛。从作者的具体地址来看，

同一高校的研究成果来自于不同的学院，主要集中在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

院，少部分存在于智慧城市研究中心、新闻学院等。研究重点的差异化分布有效提升了研究成果的多

样性。 
在这些机构中涌现着一批成果突出的专家学者，对此领域的发展和进步贡献出了不同的力量。以作

者名字出现频次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较为活跃的研究者有安小米，其姓名出现频次为 7，紧随其后的还

有韩兆柱、黄建伟、耿亚东、宋懿、马广惠、张会平、翟文康等人，其姓名出现频次均≥ 3。 

3.3. 刊载情况与学科分布 

表 2 整理了 2009~2019 年关于中国政府大数据治理相关研究文献的主要来源期刊。由表 2 可见，中

国政府大数据治理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发表于电子政务、中国行政管理、人民论坛等 CSSCI 收录期刊，

期刊类型主要涉及公共管理和图书情报相关领域的内容。从学科分布上看，主要涉及学科领域为管理学、

信息科技、经济学、传播学、工程科技等众多学科。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大数据治理问题不再以政府“治

理问题”传统面貌出现——与传统模式下公共管理学科领域进行独家研究不同，此问题成为各个学科相

互交融、共同推动的关系到社会发展需求的重要问题。 
 
Table 2. Main source journals 
表 2. 主要来源期刊 

期刊 数量 期刊 数量 

电子政务 32 情报理论与实践 3 

中国行政管理 18 情报杂志 3 

人民论坛 9 教育研究与实验 3 

情报资料工作 5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3 

学海 4 探索 3 

南京社会科学 4 广西社会科学 2 

探索与争鸣 3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2 

公共行政评论 3 湖南大学学报 2 

理论探讨 3 社会科学家 2 

人文杂志 3 图书与情报 2 

4. 我国政府大数据治理的主题与热点 

4.1. 词频分析 

本研究利用词频分析法揭示我国政府大数据治理相关研究以关键词为表征的研究主题领域。词频分

析法是利用能够揭示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在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文献中出现的词频高

低，来确定该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的文献计量方法。笔者通过人工甄别的方式，对文献关键

词进行规范化处理：去除揭示论文内容专指性不强、含义过于宽泛的关键词，如“行政”、“治理”；

合并同义、近义关键词，如“大数据”、“大数据时代”合并为“大数据”。从上述 215 篇相关研究文

献中选取词频≥ 3 的高频关键词 24 个(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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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Keywords of high-frequency words 
表 3. 关键词高频词表 

高频词 频次 高频词 频次 高频词 频次 

大数据 147 治理创新 12 政府数据治理 6 

大数据治理 49 政府 10 路径 4 

政府治理 46 治理模式 10 风险治理 4 

社会治理 40 大数据技术 9 协同治理 4 

智慧治理 21 治理现代化 8 合作治理 3 

数据开放 19 政府数据 8 整体性治理 3 

治理能力 16 公共服务 7 网络治理 3 

电子政务 13 公共管理 7 政策工具 3 
 

由表 3 可以看出，“大数据”、“大数据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智慧治理”、

“数据开放”等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其中，“大数据”和“大数据治理”将是研究的基本标签。

通过对频次的整体分布分析，今后对政府治理本身诸如“治理能力”、“治理模式”和“治理现代化”

等问题的探索仍将会是一个主流的趋势，但是在政府治理技术层面的应用研究如“大数据技术”、“电

子政务”、“政府数据治理”也不容小觑。除此以外，在治理理论层面的探究上还将与“协同治理”、

“合作治理”、“整体性治理”相互结合、相互渗透，不断拓宽政府大数据治理的理论边界。 

4.2. 共词分析 

图 2 是基于该研究领域文献成果的关键词共词矩阵制作而成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在关键词共

词关系网络中，顶点是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词，边表示关键词之间存在的共词关系。该网络可以进行个体

网分析和整体网分析，从而揭示该网络的知识结构特征，如关键词的规模与关系总数，主干树枝及其分

支节点共同构成可视化的大数据研究聚类主题[7]。 
 

 
Figure 2.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diagram 
图 2.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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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图中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大数据治理研究的主流脉络和研究重心，以“大数据”为核心关键词，

衍生出众多关系线条。其中，“政府治理”、“治理能力”、“社会治理”、“治理方式”、“电子政

务”、“数据技术”等是研究的主要侧重点，在此基础上向各个小的切入点进行拓展，如“社会治理”

的分支有合作治理、协同治理，以“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关系呈现数据技术、部门间、社会治理等关键

词。高频词列表与该图中的分支节点中的词基本一致，因此该领域的研究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聚类，

相关的新兴研究也在悄然成长。 

4.3. 我国政府大数据治理的主题与热点 

结合文献计量结果和相关文献内容，可以获得一些关于政府大数据治理领域研究趋向的初步判断，

得到以下关于我国政府大数据治理的主题和热点： 
1) 关注政府治理相关概念、理论的融合与边界划分问题 
在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总是容易同时出现于同一场景之中[8]，研究更加

关注政府治理相关概念、理论的融合与边界划分。一方面，信息时代为“大数据”提供了广阔的应用边

界，促使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引入大数据技术，创新治理条件和背景。另一方面，“治理”本身也具有复

杂性、宽阔性的特征，相关研究在概念界定上存在一定的交叉融合。从狭义上看，政府治理概念范畴相

对狭隘，突出政府的主导性作用。但从广义上，国家治理包含着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依赖于政府这个

主体。所以，既有研究常以“社会治理”的宏观视角作为切入点，着重关注合作治理、整体性治理等理

论与“大数据技术”的交融和有机渗透。同时，研究包含对相关概念的比较，以此实现对政府大数据治

理运作流程的探索。 
2) 重视政府治理模式、治理能力等治理体系要素的研究 
立足宏观政府治理体系，重视政府治理模式、治理能力相关要素的研究。作为创新政府治理的重要

工具和手段，大数据技术在政府中的运用逐渐得到强化。与此同时，政府治理体系相关要素成为政府大

数据治理研究的主流方向。政府治理体系包括政府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方式、治理模式和治理过

程等方面，其中“治理模式”、“治理能力”、“治理创新”和“治理现代化”的出现较为频繁。基于

上述要素，学者们展开了对政府大数据治理体系的剖析，深入探讨了大数据治理相对传统治理的比较优

势、治理创新的路径等。比如霍秀荣全面阐述了大数据在政府治理体制、方法、模式和手段等方面的推

动作用[9]；陶希东从治理创新的路径出发，认为政府大数据治理实现了从“经验型治理”向“精准型治

理”的转变，从事后型治理向开放、动态的预防型治理的转变，并推动治理走向整体性的跨部门协同治

理、合作型治理[10]。 
3) 政府治理“智慧化”：侧重对构建政府智慧治理新模式的研究 
政府治理呈现“智慧化”方向发展趋势，研究关注点逐渐转向构建政府智慧治理新模式。“政府”、

“城市”是研究政府智慧治理的特定场域，笔者将“智慧政府”、“智慧城市”与“智慧治理”等文献

中的高频词做了相关的调整、合并，发现彼此存在差别的同时也具有内在联系。若将智慧治理置于政府

治理框架中，智慧治理即与智慧政府治理概念等同，同时也是智慧城市建设框架下对传统政府治理的变

革与创新。明欣、安小米等人将智慧城市与大数据治理结合起来，基于文献梳理所反映的现存问题，从

主体、过程和对象构建出适用于智慧城市的大数据治理框架[11]；沈费伟、诸靖文认为“大数据时代”下

的治理环境变化催生了新型的智慧政府治理，以问题为导向论证了智慧政府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治理限度

并提出了优化智慧政府治理的路径选择[12]。 
4) 数据资源的管理——数据开放与共享 
“治理能力”与“治理创新”是我国政府大数据治理相关研究的高频词，其不仅是政府治理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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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要素，更与数据管理密切相关。在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数据共享交换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核心议

题。然而，我国目前政务数据开放与共享程度在世界范围内都较低，政府信息资源跨部门共享面临部门

条块分割、缺乏统一管理部门、数据标准不统一等诸多障碍。针对现实困境，多数学者将数据开放与共

享的思想放至治理路径层面进行考量，如马广惠等在探讨大数据治理的路径时指出政府大数据共享交换

的核心在于大数据融合，要通过跨组织系统、跨部门协作及跨部门服务协同实现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交换

[13]；朱友红指出数据开放共享困难是推进我国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制约因素，数据的开放与整合是引领

政府治理真正走进大数据时代的起点并促进数据实现增值[14]。 

5. 研究展望 

大数据时代是政府治理向现代化大幅迈进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政府大数据治理有利于推动我国政府

治理研究进程，促进政府治理能力与水平显著提升。结合当前我国大数据治理研究的概况和热点，未来

研究应当更加关注以下方面： 
其一，明晰政府大数据治理的具体内涵，重视与近似概念的边界划分。鉴别政府大数据治理及其近

似概念在概念内涵、研究范畴等方面的区别与联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充分比较诸如“政府治理”、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存在概念交叉的研究主题，对比政府大数据治理与一般性大数据治理(如
企业大数据治理)的关联与差异，进一步明确我国政府大数据治理的核心研究范畴。 

其二，挖掘不同治理理论比较优势，注重理论之间的融合贯通。根据我国的语境精准分析词源，利

用追本溯源的方式加强对网络治理、整体性治理等不同治理理论的比较研究，推动“融合型”治理理论

在中国本土的适应性应用。比如，可以通过深入辨析各治理理论在理论意涵、适用范畴等方面的异同来

寻求各自的比较优势，促进不同理论中优势要素的融合汇通，进一步丰富政府治理理论的精神内核。 
其三，深化对政府智慧治理的认知，着力探索大数据助力智慧治理的实现路径。紧密贴合国家方针

政策变化，着眼于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需求，构建适应我国治理现实的政府大数据治理

体系，推动政府治理保持本色、突出特色、增添新色。目前我国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处于不平衡不充分

的状态，不同层级、不同地域的政府面临着不同的治理创新困境，因而亟需针对性对策的提出。基于此，

研究应当立足本土实际，依托大数据技术实现政府治理在治理模式、治理能力等方面的变革创新，努力

寻求破解治理难题的路径，缩小与智慧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差距。 
其四，增强对数据管理应用的关注，聚焦数据的开放与共享问题。在中央明确推动实现信息共享的

指示下，大数据技术致力于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以促进当前政府大数据治理的发展，政府建设中已涉及

对电子政务、智慧云平台等数据平台的运用，如“云上贵州”即为典型的大数据交换平台。然而，各地

政府数据开放在质量、数量和价值性方面都还有待提高，对于如何协调部门间的利益、明晰责任，使政

府真正打破部门壁垒、勇于承担责任，仍旧是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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