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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政务大数据管理与智能服务

    政务大数据是指政务部门为履行法定职责收集、制作的海量数据，政务大数据高效管理和利用

是智慧城市立体化建设的重要环节。然而，当前面向政务的数据和承载这些数据的各平台间存在封

闭孤立、功能分散、协同困难等问题，并缺乏与供水、供电、供气、通信、交通等公共数据和社会

传感数据深度融合分析，导致城市欠缺立体化感知，存在城市要素动态演化认知不足，阻碍了城市

实现精细化的管理和科学的应急指挥决策。在“互联网＋”环境下，政务大数据关联公共服务数据

和社会传感数据，综合共享、分析和利用这些资源，将使城市管理模式从单一走向立体，使城市服

务系统从孤立走向共享，使城市决策模式从机械走向智能。因此，迫切需要建立有关政务大数据管

理、业务协同和智能服务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平台，以提升城市管理和政府应急指挥决策能力。

    为促进互联网＋政务大数据管理与智能服务，特组织政务大数据管理与智能服务专题，分两期

刊出，以期为读者呈现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联合中国科

学院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腾讯科技有限公司等 8 家单位[1]组成的科研团队，提出了

“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智能服务平台设计。该平台屏蔽底层数据管理技术的复杂性，使数据共享

和使用更为智能便捷，为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政务协同管理和服务提供坚实

的平台支撑。国家信息中心的科研团队[2]总结了当前政务数据共享服务运营模式——“物理汇聚、统

一服务”和“逻辑汇聚，分散服务”模式的不足，提出了数据提供方和平台运营方共同构建“联合

运营”模式来提升政务数据共享服务效能。北京交通大学和高速铁路网络管理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联合组成的科研团队[3]，针对互联网＋政务大数据具有跨领域、多协议、难融合的特点，提出了基于

知识图谱的协议转换方法，以实现不同协议之间的报文转换。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重庆交通大学

和中国科学院软件所联合组成的科研团队[4]，提出了一种结合用户特征的政务服务协同过滤推荐方

法，以提高政务服务办事效率与政府服务水平。江苏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软件所和中国测绘科学

研究院联合组成的科研团队[5]，为提升城市管理灾害应急响应能力，提出了一种基于 MacBERT 和对

抗训练的城市内涝信息识别方法。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和江苏海洋大学联合组成科研团队[6]，探究了

基于腾讯迁徙大数据的全国春运人口流动时空格局特点，以期为今后春运期间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城

市管理的科学部署提供理论依据。西南交通大学、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和江苏海洋大学联合组成的

科研团队[7]，针对目前通勤群体的划分方法较少考虑通勤行程的时间连续性特征，提出了基于聚类的

地铁通勤行为时空规律挖掘方法，以揭示通勤人群的出行时间规律，为城市运行管理和城市规划提供

参考。西安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国家信息中心联合组成的科研团队[8]提出了基于城市信息单元

和差异注意力的多层行人重识别技术，以提升行人重识别技术在城市管理现实场景中的应用能力。

    下一期将刊出文章分别介绍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北京交通大学以及重庆交通大学

的科研团队的相关研究进展以及研究评述与展望，涉及政务大数据访问技术、政务大数据管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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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政务知识图谱构建技术、多源异构信息通道耦合技术、多源时空数据融合技术等主题。

    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55 号)《国

务院关于印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2016〕51 号)等政策的落地和近期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国办函〔2022〕102 号)的实

施，发展和利用政务大数据及关联的公共服务数据和社会感知数据，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能否全

面支撑我国顺利实现构建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推进政务数据依法有序流动、高效共享、有

效利用和高质赋能，提高政府管理服务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需要学界和

产业界开展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实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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