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2014年3月，大数据首次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促进大数据发展行

动纲要》；同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2016

年，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列入“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等。这些表明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立足世界科技前沿，审时度势，深刻认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中，将大数据视作战略资源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大数据创新驱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特

别是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大数据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推动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制定与实

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及其影响

大数据时代是基于科技生产力发展标准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所进行的划分。其是建立在丹尼尔·贝尔

（1973）提出的“后工业社会” 1 、阿尔温·托夫勒（1980）提出的“信息革命” 2 、约翰·奈斯比特（1982）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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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信息社会” 1 等基础之上，对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物联网、云计算、泛在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一系列

新兴信息技术发展对当前社会造成深刻影响的概括，“本质上来说并不是又来了一个新时代，只是后工业社

会或信息社会的真正来临” 2 。

（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无论是“信息社会”还是“后信息社会”，无论是“信息时代”还是“网络时代”，学者们都以“信息充

斥”“信息爆炸”“信息海洋”等来形容其信息量之大的特征。2008年《Natu re》杂志正式提出“大数据（Big	

Da t a）”概念；2011年美国麦肯锡公司发布题为《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力提高的前沿领域》的研

究报告，宣称“大数据时代”来临；2012年，联合国“全球脉动计划”（Globa l 	 Pu l se）发布《大数据促发展：

机遇与挑战》白皮书，宣告人类社会的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

大数据时代的核心特征是大数据的充分挖掘与广泛利用。区别于以往时代的数据，大数据是指一般的软

件工具难以捕捉、管理和分析的大容量数据 3 ；是工业传感器、互联网、移动数码等固定和移动设备产生的结

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的总和 4 ；具有容量大、类型多、速度快、价值性、真实性等特征。区

别以往时代，大数据时代通过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大数据进行充分挖掘与利用，从中发现新

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技能。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万物皆可数据化。即通过互联网、

物联网、云计算以及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传感器等技术和设备，对整个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自身进行

数据记录与呈现。二是数据信息资源化。即通过对海量大数据的获取、存储、分析与挖掘，从中挖掘出巨大的

价值，实现数据信息收集向数据资源利用的转变，从而使大数据生产成为人类最重要、最先进的生产方式。

正是源于对世界科技发展大势的科学研判，习近平总书记深邃地洞察到大数据的巨大价值，对“什么是

大数据”“什么是大数据时代”作出重大判断。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国科学研究院时指出：“大数

据是工业社会的‘自由资源’……浩瀚的数据海洋就如同工业社会的石油资源。” 5 这就形象地对大数据在当

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强调。2017年1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大数据

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国家管理、人

民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6 这就明确指出，大数据时代是较当前网络时代更高的发展阶段，其对社会各个

方面的发展具有整体性和全球性影响。这些重大判断为进一步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的影响

2013年是我国媒体和学术界公认的大数据时代开启之年，“这一年，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大数据都已

经来到我们身边” 7 。也是在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谁掌握了大数据技术，谁就掌握了发展

的资源和主动权” 8 。	

1.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中国带来机遇

在大数据的滚滚浪潮面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 9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10 ，“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11。对于正处在世界

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中的中国来说，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至少带来以下几个新的发展机遇：一是数据资源的利

用为重塑我国国际地位提供机会。信息化进入大数据时代，世界各国对数据资源的依赖加深；同时大数据也

1  [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梅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2  王英：《从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到大数据时代》，载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3  涂子沛：《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以及它如何改变政府、商业与我们的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4  俞立平：《大数据与大数据经济学》，载于《中国软科学》2013年第7期。

5 8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页。

6 《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0日。

7 《2013大数据元年》，《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5日。

9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2018年05月29日。

10 《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 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人民日报》，2014年02月28日。

11 《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 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人民日报》，2018年0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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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 切实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02日。

2 《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 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人民日报》，2014年02月28日。

正在改变着各国综合国力和重塑未来国际战略格局，这也为我国在大数据时代重塑国际地位提供了机会。二

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动力。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在放缓，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经济结构，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依托，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如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推动

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等。三是公共大数据的开放共享为提升国家治

理能力开辟途径。围绕“数字中国”“智慧中国”的建设目标，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

术运用，推行政府大数据、网络大数据、企业大数据等的开放共享，着力建设“智慧政府”“智慧城市”“智

慧社区”“智慧校园”等。四是大数据融合应用的普及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助力。社会各行业、各领域与

大数据的融合创新及普及应用，让广大人民共享技术创新红利，如“大数据+扶贫”可实现精准识别与帮扶；

“大数据+交通”可实现实时路况分析与引导；“大数据+医疗”可实现动态分析与精准救治；“大数据+教

育”可实现智慧教学与个性化教育；“大数据+企业”可使异质性企业形成新的产业融合机制等。

2 .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中国带来挑战

挑战总是与机遇并存的，“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 1 。对于正处在改革攻坚

期和战略发展期的中国来说，在抓住大数据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要积极面对其中的诸多挑战。一是大数据全

球化竞争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网络信息是跨国界流动的，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 2 在这

种流动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一些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掌握控制权，不仅对我国科技创新和经济

发展形成挤压和抑制态势，而且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对我国进行西方自由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渗

透，严重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二是大数据发展对人的“异化”风险加大。大数据作为一项先进科学

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对人的发展的“异化”问题，如“数据垄断”“数据绑

架”“数据侵害”“数据冰冷”“数据伦理”等，而这些问题依靠大数据技术本身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必须依

靠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法制建设、文化建设等来予以引导和规制，这就对我国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提出新

的更高的要求。三是我国大数据发展中存在薄弱环节。大数据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其广泛应用与价值显现有

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信息基础建设不平衡、大数据技术掌握

不充分等，既带来了“不愿用”“不会用”“不敢用”等问题，也存在数据“量不大”“质不高”“效不显”等现

象，这就给我国如何进一步提高大数据技术研发与应用水平提出了现实的挑战。

二、新时代中国大数据战略的内涵与特点

201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了我国

大数据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对如何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提出明确要求。此次重要讲话对于如何准确把握国家

大数据战略的内涵与特征起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一）新时代中国大数据战略的内涵

新时代中国大数据战略是指，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围绕大数据资源如何充

分挖掘与利用等，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前瞻性的制度设计与政策推进。对国家大数据

战略内涵的理解，可以从战略目标、战略价值及战略体系三个层面进行把握：

一是以大数据驱动创新发展为战略目标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对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提出了“六要”的目标

要求，即要推动大数据技术产业创新发展，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大数据产业链、价值链和生态系统；要构建以

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

效化；运用大数据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教育、就业、社保、医药卫生、住房、交通等领域大数据普及应

用；要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社会稳定、国家安全；要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利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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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各项工作的本领，使大数据在各项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是以解决大数据发展中的问题为战略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分析我国大数据发展取得的

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通过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

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这就指明国家大数据战略在

价值导向上应着重解决五个方面的问题：着重解决网络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着重

解决大数据发展的体制机制瓶颈问题，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着重解决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难题，

从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的角度，牢牢掌握最关键最核心技术的自主权和控制权；着重解决大数据战略全领

域、全方位推进的难题，加强整体性规划与系统性推进，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智慧中国；着重解决大数据在各

项工作中普及运用的难题，使大数据更好地服务我国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国家管理以及人民生活改善等。

三是以国家主导构建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战略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数据的系列重要讲话及国务院

印发的《促进国家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明确了系统建构我国大数据战略体系的内容与方向，主要包括五

个方面：构建国家大数据资源开放体系，以促进政府大数据、网络大数据、企业大数据等的共享与开放，形成

国家主导、企业协同、社会参与的多层级、多类型的国家大数据资源共建共享格局；构建国家大数据平台建

设体系，以建设国家大数据中心为基础，促进各地方、各系统加快区域性、行业性的大数据中心建设，形成统

一的国家大数据采集与综合利用体系；构建国家大数据技术创新体系，推动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改革试点，

建设一批大数据核心和领头企业，加快大数据关键技术研发及成果转移转化等。构建国家大数据发展保障体

系，以大数据的技术标准、法律制度、伦理规范、市场环境等建设，形成有利于促进国家大数据发展的政策体

系和制度环境；构建国家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研究制定网信领域人才发展整体规划，加强大数据领军人才

培养，用好用活人才，让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二）新时代中国大数据战略的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为制定和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即“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

争主动” 1 。这也为我们准确把握国家大数据战略的特征提供了指导。

一是时代性。“审时度势”要求准确把握当前大数据发展现状和趋势，对大数据的战略发展机遇和面临

的挑战要有清醒的认知。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大数据的特

征、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大势等所做出的重大决策。

二是系统性。“精心谋划”要求围绕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建设目标，加强国家大数据战略的

科学实施。将大数据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网络强国战略等进行系统设计与统筹推进，是我国大数据战

略实施的重要特点。同时，国家大数据战略的系统性，不仅体现从国家层面对大数据的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制度管理、人才培养、标准制定等方面进行整体设计与推进，也体现在对各地方、各行业等的大数据发展进

行统筹协调与推进。

三是超前性。“超前布局”就是要在着力解决制约大数据发展的现实问题的基础上，立足于大数据未来

发展，进行前瞻性布局。如通过制定和实施大数据发展规划，明确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计划

和政策措施。继2015年国务院印《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后，2016年工业与信息化部公布《大数据产业发展

规划（2016-2020）》，2019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对我国大数据发展如何保持前沿

性、先进性等做出具体部署。

四是自主性。“力争主动”就是要把握信息化发展进入大数据新阶段的时间窗口，充分发挥中国网络大国

的优势，借鉴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走中国特色的大数据战略发展和网络强国之路。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大数据发展存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网络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

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和市场优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发展主战

场，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

1 《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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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时代价值

新时代中国大数据战略既从理论上提升人们对大数据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凝聚社会关于大数据战略的

共识，又在实践中大力促进大数据行动，助推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彰显出其重大的时代价值。

（一）以大数据驱动创新发展成为社会共识

当前大数据发展机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高度耦合，抓住大数据发展机遇就是要顺应发展趋势、

抢占发展先机、形成先发优势，大力促进大数据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优

势运用和融合发展，使大数据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生产力。同时，必须正视我国在大数据发展中的优势与不

足，既要增强自信、保持定力，又要通过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基础网络设施的加强建设、大数据领军人

才的大力培养等把握大数据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正是基于以上共识，在政策层面大数据的重要性不断得

到巩固，如《十三五规划纲要》对“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系统规划；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等。

（二）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发展

2018年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7年）》显示，数字中国建设在信

息技术与产业、信息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信息服务等方面实现了数量与质量的双提升，其中一个显著的成绩

就是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发展。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创新极大地促进了大数据产业的迅猛发展，其应

用范围覆盖到了20多个行业，包含电子商务、媒体营销、物流、企业服务、教育、汽车、金融科技等诸多产业。

根据有关机构测算，2017年我国大数据核心产业规模为234亿元，同比增长39% 2 ；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发

展方面，大数据成为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引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2017年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3%，占我国GDP的比重达到32.9%。 3

（三）大力提升我国大数据的共享开放水平

在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下，我国数据中心的整体规模正在快速增长，到2017年底，我国正在使用的数据

中心机架总体规模达到166万架，总体数量达到1844个，规划在建的数据中心规模107万架，数量463个。 4 此

外，全国统一的政务开放平台正在形成之中。特别是2016年以来，关于电子政务、政务信息、政务系统相关政

策不断出台。截止2018年2月，全国各地方政府对外公布超过110份大数据相关政策文件，覆盖全国31个省级

行政区划。 5 同时，从实践上看，全国已有十余个省市建立了数据开放平台，如北京市已开放42个政务部门18

个领域的748个数据集，上海市已开放42个政务部门12个领域的1564个数据集等 6 ；还有司法、信用、气象、

林业等部门通过专业网站提供数据的浏览和下载等。

（四）切实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除传统的物理空间安全、数据安全等问题外，我国大数据发展还面临着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任务日益复

杂、艰巨的难题，而大数据在这方面正在发挥着独特的优势作用，这也使互联网这个最大的变量正在成为事

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国家大数据战略助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优势在于，一方面适应网络传播分众化、差异

化趋势，通过大数据及时掌握舆论信息、精准定位受众、主动设置议题和个性移动推送等，使网络舆论引导

更具针对性、主动性、及时性和智能化；另一方面适应网络传播可视化、体验性等特点，通过大数据对网络化

传播方式进行改造，不仅使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而且切实增强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多维度、多

形式，让世界认识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

1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

2 3 《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7年）》，中国网信网（http://w w w.cac.gov.cn/2018-05/09/c_1122794507.htm.）

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开放数据中心委员会：《数据中心白皮书（2018年）》，中国信通院官网（http://w w w.caict.

ac.cn/kxyj/qwfb/bps/201810/t20181016_186900.htm.）

5 6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大数据白皮书（2018年）》，中国信通院官网（http://w w w.c aict.a c.cn/k x yj/q w f b/

bps/201804/t20180426_1585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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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践行大数据服务人民的价值追求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

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2017年，他进

一步强调：“推进‘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提升

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 2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下，我国大数据发展的社会效益

不断得到凸显。如在政府主导的大数据发展中，以社会效益为先，兼顾经济效益，以高质量发展目标引领数字

经济、数字政府、智慧社会建设；在企业主导的大数据发展中，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同时加强规范引导，促使

其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回报社会、造福人民；在

军民融合的大数据发展中，正确处理生产力与战斗力、市场与战场的内在关系，以大数据变革推动新军事变

革，推动形成全要素、多领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六）为全球大数据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数据重要论述中透露出坚定的中国自信。2016年4月他对中国互联网飞速发展和网

民数的急剧攀升进行了点赞：“我国有7亿网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3 2017年

12月他对中国发展大数据的优势进行了分析：“我国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

蓬勃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 4 正是源于这份自信，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一方面，我国始终立足

于国情走自主创新的大数据发展道路，既体现国家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在统

一性、高度关联性，又体现了国家发展大数据的依序性和递进性；另一方面，不断深化大数据的国际交流与合

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工作，以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周边国家及其它国家的

大数据发展，从而不断地为全球大数据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责任编辑   王建国］

On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of China's Big Data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St udy i ng Xi  J i npi ng 's  I mpor t ant  Exposit ion on Big Da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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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 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人民日报》，2018年04月22日。

2 4 《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0日。

3 《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人民日报》，2016年0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