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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生态变化，大数据作为一种关键性战

略资源不断革新着政府数字治理程度。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如何运用大数据赋能政府领导力、推进政

府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目前我国政府治理与大数据的相互渗透仍处于起步阶段

，大数据以数据支持、数据共享、数据预警和数据监督为政府领导力建设贡献内在逻辑。当前，大数

据赋能政府领导力建设还存在现实困境：从数字政府建设的宏观角度看，资源禀赋制约着数字化转型

投入，府际协同能力不足导致数据信息鸿沟，政务大数据的应用不充分不智能；从数字社区建设的中

观角度看，未来数字社区建设的理念及实践运用不够深入，数字化共建共享共治机制不健全，数字服

务端的“最后一公里”尚未打通；从数字素养培育的微观角度看，领导干部注意力分配存在失衡，信息

辨别和舆情反馈能力有所不足，人才管理机制不够健全。要实现大数据对政府领导力的赋能，一是统

筹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府际协同治理，高效利用大数据拓展数字化场景，提升政府的公共领导力；二

是加强数字化引领，发挥各方作用，拓宽社区服务功能，夯实政府的基层领导力；三是培育领导干部

数字变革、数字敏感、数字治理能力，增强政府的网络领导力，充分利用数据资源武器，实现政府治

理数字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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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革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方向，催生数字政府、数字社区和数字云端等新业态、新模

式蓬勃发展，庞大的治理数据为政府[1]（指地方政府，涵盖地级市、县、乡三个层级，下同）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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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供了数据支撑及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政府的公共治理和政府干部的领导力提出新要求、

新挑战。作为治国理政骨干的各级干部，如何合理运用大数据实现对政府领导力的赋能，挖掘数据价

值及应用潜力，促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政府领导力革新，是当前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和重要命

题。

一、文献回顾

（一）大数据赋能与政府治理

当前学界关于大数据赋能与政府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数据催生地方政府治理变革、大数据在政府

治理中价值作用的发挥等方面。涂子沛认为大数据技术是促进政府诚信建设、服务民生与推进企业技

术革新的工具[2]；陈振明也认为技术赋能在推进政府治理变革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发挥作用[3]。随着

大数据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在运用大数据提升治理能力方面产生了显著效果，马亮认为大数

据背景下地方政府要及时转变治理方式，提升收集、分析和利用数据的能力，为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支

持[4]。高华丽等认为数据资源的流动与共享助推地方政府提升治理能力[5]。胡海波等认为大数据能够

优化政府服务，提升政府风险治理能力[6]。金江军等从政府服务和监管角度出发，指出充分利用大数

据理念、技术和方法带来的积极影响[7]。还有学者从政民互动[8]、公众诉求[9]的角度出发，认为推

进数据的开放与共享，有利于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与交流，为政府进行综合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和参

考依据。综上，学界运用大数据应对治理困境和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研究逐渐深化，大数据技术

的应用极大地丰富了地方政府治理的外延。

（二）政府领导力

目前关于政府领导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领导力建设、影响因素和提升路径等方面，尚未形成完整

的政府领导力研究体系。苏晓哲认为，政府领导力是政府在长期公共管理过程中所逐渐积累起来的政

府公信力和影响力[10]。蔡礼强充分考虑了组织内外部环境因素，认为领导力包括权力基础、领导者

素质、组织领导力等要素[11]。高玉贵认为政府领导力的影响因素有行政愿景文化、行政伦理与制度

、政府职能的定位、行政人员素质、政府领导协同机制等[12]。综上所述，笔者将政府领导力定义为

：政府的领导者和领导团体在领导活动的过程中，基于组织具体情境，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一切领导

资源，去实现共同目标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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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大数据、互联网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变革，领导情境、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互动关系也随之改变

，政府领导作为领导行为的主体，领导力水平与结构的好坏直接决定着领导效率的高低。鉴于此，学

者们开始关注数据赋能、技术赋能对政府领导力构建的影响[13-14]，认为地方政府官员须将创造型、

变革型和高效型的领导运用于政府改革实践，促进政府效益的改善。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学界对大数据赋能、政府治理及政府领导力等方面的探索成果颇丰，且不断

向纵深拓展，但鲜有学者对大数据赋能与政府领导力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探讨。因此，本研究围绕以

下三个问题展开论述：一是大数据何以赋能政府领导力？二是目前政府领导力存在哪些现实堵点？三

是大数据赋能政府领导力何以为之？解决这三个问题，对于更好地优化政府领导力、改善政府形象、

促进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与转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数据赋能政府领导力的内在逻辑

（一）数据融智支持政府科学决策

受政府治理架构和治理技术的限制，传统政府领导决策往往依赖于历史经验和主观感觉而作出，但这

种缺乏监督和回应的政府决策容易造成有效信息失真，导致政府决策偏移。“互联网+政务”平台能够对

经济、社会、政策效果、公众舆论及情绪等方面的数据进行充分的挖掘、整合和分析，从而第一时间

获取高效、精准的“数据资料”，政府领导可以根据数据分析结果进行规划，精准把握事态走向，挖掘

模式发展的规律，从而制定出合理的治理方案。目前大数据技术对政府治理的数据支持主要体现在全

国各地“数字政府”的建立上，如贵州是我国第一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试验区，其运用“掌上办”智能工

作平台率先构建数据调度机制[15]，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推行“1+N”电子政务

建设新理念，实现平台办公。大数据技术将公共领域中数字化、分散化、杂乱化的信息资源进行搜集

、整理并分类，为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使得政府领导决策更加科学、高效、智能和

贴近民生。

（二）数据共享促进政府协同治理

大数据技术的不断革新和政府公务不断运转导致传统的纸质化办公逐渐被淘汰，与之而来的公共问题

却纷繁复杂，多方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政府高效治理的必然趋势，这就需要政府领导具有高水平的协

同治理能力。各级政府部门之间协同治理的重点在于打破现有的政策和区域壁垒，实现不同地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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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际合作和沟通交流，通过数据资源共享，将人才、技术、服务等资源互惠互通，以信息互联实现数

据平台服务一体化，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利益。诚然，唯有畅通政府间信息共享、政策共享和资源共

享，建立起各区域间的协同联动机制，才能让政府组织结构更加扁平化，促进各级政府之间的治理协

商与政策认同。大数据技术使信息收集、共享更加便利，在数据交流共享的过程中能够一定程度降低

单一主体决策的风险。因此，政府应搭建起多元主体平等对话的协同治理平台与机制，引入更多社会

力量参与到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中来，促进政策绩效的相互评估与完善，提供更多人性化和差异化的

公共服务，最终实现政策成果由人民共享、惠及多方主体，避免治理中“公地悲剧”现象的发生。

（三）数据预警加强政府风险管控

目前，我国大数据产业在社会风险管控方面的应用正处于发展初步阶段，开启了政府领导力嵌入网络

与社会现实的风险管控的新起点，加强数据整合与利用、实现风险管控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工作重点

。一方面，政府应加强网络社会风险的管控。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时效强、速度快、影响范围广

，但由于这些信息并非单一来自官方平台，大部分来源于自媒体，具有信息失真、煽动性强、涉及面

广、发散性强等特点，若公众辨别真伪的能力不强，则极易受虚假信息的影响，诱发舆论暴力。因此

构建严密的信息危机处理机制和预警机制，将有效预防网络暴力事件泛滥。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对

现实社会风险的识别与监管。全方位的数据采集与综合处理为公共危机或危机后的重建工作提供了重

要反馈，以便决策者能够提出正确的处理意见，将危机的危险性降至最低或直接解除，如通过远程监

控提前发布防盗、防火预警，将问题及时上报，降低风险；运用大数据收集整理、高效处理治安数据

，缩短办案时间等，进一步提高政府处理紧急事件和救援工作的效率。

（四）数据监督强化政府权力约束

运用大数据创新监管方式、加强监管力度，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大数据背景下权力运

转过程中极易产生秩序异化、算法黑箱、权力失控和信任危机等问题，传统的监督模式很难对这种数

字空间新模式进行监督。因此，政府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权力制约监督，协同社会其他主体共同

参与到数据监督体系中来，明确监督边界和监督红线；利用数字技术的最新成果促进数字监督的升级

迭代，同时鼓励掌握公权力的大数据权力主体承担更多的社会监督责任，实现更为精准和人性化的管

理[16]。通过政府部门内部监督、社会公众和网络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方式对数据使用进行监测，能

够有效提高数据监督需求的匹配度，增强政府在数字时代的领导监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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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数据赋能政府领导力的现实困境

（一）宏观视角：数字政府建设困境

传统的政府领导力是通过提升领导自身素质来体现的，而在大数据应用过程中，则可通过对海量数据

的搜集、处理来增强政府治理能力。数据赋能领导者改革、决策和服务公众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利

用好庞大的数据资源成为促进我国政府领导力发展的重要因素。2015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有关数

字政府的多项政策，但由于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中标准化、制度化程度不足，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未

及时更新，使得我国地方数字政府建设还面临一些现实堵点。

1.资源禀赋差异制约数字化转型投入。地方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实际效果与各地

区资源禀赋密切相关，数字化转型依赖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软硬件系统和人力资源支撑，由此离不

开资源、财力和物力支持。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部分地方政府可能面临着资源不足或能

力不足的情况，经济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数字政府建设程度存在差异。

2. 府际协同能力不足导致数据信息鸿沟。数字政府建设需要考虑上级政府的领导和部门内部系统协调

，我国地方政府各部门间较多处于割据状态，普遍采取“对上负责”的态度，数据“上得去，下不来”、

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等问题突出，跨部门间不敢或不愿共享数据，横向各部门业务面临重重阻力，政

府数据开放与共享程度低，使得“数据赋能”反倒成为“数据压力”，大数据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价值尚

未得到高效利用。

3. 政务大数据的应用不充分、不智能。现如今依托大数据技术成长起来的各类政务平台开始逐步建立

，但由于缺乏对数据进行统一整合管理，平台沉积的大量政务数据未被充分利用，个别地方政府对政

务大数据的使用不够重视。此外，部分政务App在功能设计、系统测试阶段缺乏需求端体验，未能通

过大数据精准把握群众需求，导致系统不好用、群众不愿用，办事人跑动次数、重复提交材料的次数

并未减少。

（二）中观视角：数字社区建设困境

近年来，政府积极倡导建设“智慧社区、数字社区”，依托现实社区打造数字化社区构建未来社区全数

字化平台，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全方位革新社区体制机制，形成社区与居民之间、社区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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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间的良性互通与信任连接。社区数字化是大数据时代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浙江、福建等地率

先开始了试点建设，客观的数据分析、数据预测优化了领导决策方式和决策效率，但在社区治理的精

细化上以及推进落地场景应用进程等方面依然存在一些痛点和难点。

1. 未来社区数字化建设的理念与实践应用不够深入。目前，未来社区的新建或改造没有打破传统基建

思维，将大数据应用到未来社区规划、建设和运营中的举措并不多，多数未来社区建设规划在大数据

赋能方面的思考相对滞后。未来社区建设实践中，大数据赋能仅仅被标签化，“未来社区+数字化”智慧

平台的建设缺乏专业、系统的技术支撑。

2. 数字化共建共享共治机制不健全。新型数字社区改变了传统的社区服务机构与居民群众信息不对称

的现象，但由于一些老旧小区存在基础设施老化、群众诉求调和难、物业管理薄弱等问题，导致小区

改造协调难度较大，传统社区的管理模式与当前快速发展的信息化、智能化的社区相悖。建设数字化

社区离不开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及全体居民的积极参与，而政府横向部门间数据孤岛、群众积极性

不高等问题阻碍了社区数字化一体建设发展。

3. 数字服务端的“最后一公里”尚未全面打通。目前大部分社区的服务亮点主要体现在养老和一些服务

活动的信息提供上，社区公共服务的智能化与高效的联动指挥、充分的资源整合和便捷的需求服务尚

存进步空间，政府相关部门如何整合数据平台资源以及将社区周边生产生活等商业资源融合，吸纳优

质服务到数据平台的建设中来是下一步思考方向。

（三）微观视角：数字素养培育困境

数字时代，各级干部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水平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影响至关重要，尤其是直接面对民众

的基层官员对于政府领导力创新的感知应更加强烈，更应在实践中摸索领导理念、方式的变革，寻求

政府领导力提升的可能和发展机遇。

1. 领导干部注意力分配失衡。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政府治理方式和手段获得拓展和更新，要求政务服

务人员不仅要掌握基本的信息化系统建设、运维，数据安全保障的知识与能力，还需要掌握政务服务

的末端应用与实践技能。而我国部分政府部门及领导对数据治理及应用的认识不到位，缺乏为群众真

正办事的责任心，服务理念未及时转变，尤其县、乡一级政府对大数据治理及实践缺乏应有的重视，

导致投入到数字政务的资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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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辨别能力和舆情反馈能力不足。当前网络信息泛滥、不规范的网络行为以及数据隐私安全等问

题掩盖了很多真实情况和信息，使一些部门领导从心理上产生了“网络焦虑”，数字政府建设在我国已

持续推进多年，但部分区域的干部还未及时转变观念，数字领导能力不足[17]。此外，各部门对大数

据价值的认知存在差异，领导干部的信息挖掘与反馈能力不足让数据资源不断沉积，数据信息价值作

用在海量数据浪潮中持续性被漠视。

3. 人才管理机制不健全。政府内部的薪酬计划、工作设计、绩效管理相对固化，对专业化数字人才缺

乏强有力的吸引和激励，且公务员的辞退、晋升、岗位流动机制较为固定，年龄结构存在老化现象，

新型数字化人才的储备培养不足，部分领导干部缺乏跨界知识和数字化思维，新型数字化人才吸纳程

度不足加大了推动政府数字化创新的难度。

四、大数据赋能政府领导力的具体路径

（一）加强数字政府建设

1. 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弥补财政资源差异。西部、东北及广大农村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政府在制定地区发展规划时，可以通过增设专项资金、合理引导社会资本等方式，解决各地政府建设

过程中由于资金支持不足导致的数字转型能力薄弱的问题，缩小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借鉴贵州

省的数字化转型成功经验，通过集中力量建设政务数据平台、数据共享平台、数据开放平台、App及

小程序开发等，重视大数据资源在政务工作中的运用，推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落后省区市实现“弯道超

车”。

2. 整合各地区数字政府，提高府际协同治理水平。各级地方政府应加大政务数据开放程度，通过跨区

域、跨层级、跨部门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政务数据信息资源的沟通共享[18]。数字政府的整合应根据各

地实际情况而定，一方面通过吸纳专业匹配的公务员和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来推进数字政府的人才建

设，加强和各种通信设备运营商的合作，充分挖掘新业务、开发新技术。另一方面将同一种电子政务

服务划归同一类部门，整合单一的信息服务平台为综合的信息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良好的服务体验

。

3. 高效利用大数据，拓展数字化场景。其一，政府应拓展办事民众和企业服务的政务服务端建设，更

新用户实时数据，完善线上政务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以及政务服务App等终端平台，由多源流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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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聚有效数据。特别针对基层实践而言，要优化审批流程、降低审批门槛、减少办事环节、压缩办理

时限。其二，构建“互联网+智慧监管”体系，对政务、交通、城管、消防、医疗、生态等重点领域进行

实时监管和趋势预测分析，拓展突发事件场景应用范围和方式，推动行政执法由“事后”向“事前”、“人

防”向“技防”、“分散”向“协同”转变，提升政府智慧监管能力。

（二）推进数字社区智能化

1. 加强数字化引领，塑造基层治理公信力。首先，从顶层设计角度加强对未来社区数字化的统筹领导

，数字社区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基层居民群众之间起着桥梁作用，它能够随时接收群众诉求并利用在线

代办服务为群众提供日常事件解决方案，提供优质的便民服务。其次，数字社区自上而下构建基本的

政府公共数据库，“数字社区智能化”和”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建设有利于实现社区邻里、教育、物业、

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与管理一体化。依托平台实现住宅区内及附近区域间各类数据的融通，

进而精简民众办事流程和手续，减轻民众负担。政府电子政务系统及各类服务平台由宏观下行到社区

范围，不但能提高社区工作的效率、优化便民服务质量，也能提升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公信力。

2. 发挥各方主体作用，锻造基层治理决断力。通过数据建模、贝叶斯模型、数据计算与分析等大数据

技术从海量的社区数据中挖掘和提炼出对领导干部判断、决策具有高效价值的信息，实现大数据时代

背景下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尤其在老旧小区建设上要结合相关城市建设思路充分挖掘潜力，通过大

数据技术同步规划、布局、建设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多途径补齐短板，探索共建共享共治机制，提升

老旧小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因此，数字社区提供全面开放的决策支撑数据有利于跨部门协

同打通横向壁垒，支持领导干部正确决策，激发居民参与数字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提升社区的基层治

理决断力。

3. 拓宽社区服务功能，打造基层治理执行力。数字社区将数据系统与政府内部平台联通，政府发布的

公告、提示等将在平台上动态显示，能够解决传统社区在基层协调与沟通中的信息失效、信息冗余以

及信息鸿沟等问题，提升基层治理的办事效率和公开透明度。数字社区应以基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和基

本权益为底线，将智慧医疗、智慧养老及幼托、优抚救济等相关数据库整合、细分，串联社区运营和

各个领域的服务提供商，加强数字服务端的建设，将社区公共服务目标进行可视化分解，用相应指标

来衡量基层治理执行力。

（三）增强干部数字素养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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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领导干部是网络管理体系的关键主体，应积极发挥其核心作用，完成从大数据时代后来者、参与

者向主导者、引领者转变，在网络领导力层面上带头学网、积极用网和科学治网，不断提高对网络平

台的数据整合与综合治理能力，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动权。

1. 培育各级干部数字变革能力。政府数字化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提升各级干部的数字素养的关键

在于领导重视，要积极利用大数据技术沟通原有的组织结构，促进政府组织扁平化发展，同时加强各

部门之间横向沟通，改进工作模式、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数据平台信息的互联互通。互联网作为一种

新型权力资源[19]，政府干部需要在开放的政治生态中利用既有权威优势更好地实现政民沟通，各地“

12345政务服务热线”“市长信箱”“市民诉求”等平台的具体实践促进了政民互信氛围的形成，是提升政

府领导力的有效途径。

2. 培育各级干部数字敏感能力。从外部层面而言，加强政府领导干部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转型的思想

教育，多开展数字化相关的讲座与培训，深化领导干部对大数据技术的深度学习和创新能力，进而提

供民众满意的公共服务质量、效率及供给模式的创新。从内部层面而言，各级干部要弥补自身数字素

养不足的缺陷，主动学习数字政务相关知识，在实践中积极应用数字网络进行线上办公，并在海量数

据库中挖掘有效价值信息，积极利用网络大数据了解社情民意和体察公众诉求，并根据实际工作需要

分类建立舆情数据库，强化主流价值观教育和正面引导作用，建设积极向上的网络内容空间。

3. 培育各级干部数字治理能力。不同专业、背景和工作性质的干部，其数字素养基础不同，工作所要

求的数字治理能力也不一样，开展政府领导干部素质素养的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不同层级干部的特

性，分层分级逐渐推进。一方面从源头上加强数字人才队伍的建设，将数字素养的要求纳入到公务员

录用标准中，积极完善大数据人才培训、选拔、引进政策；另一方面从激励机制入手，通过编制保障

、提高福利待遇、畅通晋升渠道等方式提升岗位吸引力，吸引数字化专业人才进入。

五、结语

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时代，不仅改变了现阶段社会的生产方式、丰富了学界的研究内容、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20]。大数据赋能政府领导力是实现政府治理体系现

代化的关键着力点，是政府治理创新更新改革的必然趋势。在当今时代，数据信息作为一种新兴战略

性资源已成为衡量政府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加强其在政府治理中的运用必然有利于政府决策效率与

质量的优化。目前政府依托大数据进行科学决策、实现府际协同治理、管控社会风险以及接受人民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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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体现了高效利用数据资源的重要性。各级领导班子及公务人员须从数字政府方面推进政府公共领

导力建设、从数字社区方面推动政府基层领导力建设、从领导干部数字素养方面推动政府网络领导力

建设，转变思想与话语模式，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及执政水平，打造一个高效

、法制、服务型政府，不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大数据赋能政府领导力在未来将贡献更

多的创新与发展思路，进一步拓展大数据赋能领导力建设的具体应用，真正发挥数据资源赋能作用，

为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提供实践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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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has

brought about great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As a key strategic resource, big data has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how to use big data to empower government leadership and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is the key to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in government governance. At

present, the interplay between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big data in China is still at the early

stage, and big data contributes to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building of government leadership

through data support, data sharing, data early warning, and data supervis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hip empowered by big data :

from the macro perspective of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resource endowment hinder the

investment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adequate intergovernmental coordination leads to

information gap, and the application of government big data is not sufficient or intelligent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for future digit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go not far enough,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co-construction, sharing

and co-governance is not comprehensive, and the ' last kilometer ' of digital service has yet to be

connected ;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of digital literacy cultivation, there is an imbalance in

leading cadres’ allocation of attention distribution , their inadequacy in information recognition,

deficiency in public opinion gathering and reports. To realize the empowerment of big data to

government leadership, it is necessary , first, to coordinat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trengthen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fficiently use big data to expand digital scenarios,

and enhance the government 's public leadership ; second, to strengthen digital leadership,

leverage the roles of all parties, expand the functions of community services, and consolidate the

government 's leadership at primary level ; third, to cultivate leading cadres '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hance their digital sensitivity and digital governance capacity,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 's network leadership, and make full use of data resource as weapons to realize the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ectualiz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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