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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政策评估领域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大数据在政策评估中的应用已经

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利用大数据技术和方法，政策评估可以更全面、实时、准确地了解政策的影响和效

果。该综述以大数据政策评估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系统性地探讨了大

数据政策评估在发展、应用、影响等方面的问题。文章首先介绍了大数据以及政策评估的相关概念，从

而引出了大数据政策评估的相关概念，随后总结了大数据政策评估的发展历程、优势和挑战；其次，讨

论了大数据在政策评估各阶段的应用；最后，总结了大数据对政策评估产生的影响，并对当前研究的不

足之处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总的来说，大数据政策评估使政策评估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数据的应用

使政策评估更加全面、实时和准确，促进了政策创新和决策优化。但大数据应用也面临着数据隐私和安

全问题、数据质量挑战等，这也是未来发展需要解决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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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the field of policy evaluation is also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policy evaluation has become a hot 
topic. By using big data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policy evaluation can more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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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time and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impact and effect of policies. This review takes big data 
policy evalu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and impact of big data policy assessment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big data and policy evaluation, 
thus leading to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big data policy evaluation, and then summarizes the devel-
opment process,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of big data policy evaluation. Secondly,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all stages of policy evaluation was discussed. Finally, it summarizes the impact of big 
data on policy evaluat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cur-
rent research. In general, big data policy evaluation has brought policy evaluation to a new stage.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has made policy evaluation more comprehensive, real-time and accurate, 
and promoted policy innovations and decision-making optimization. However, big data applications 
are also facing data privacy and security issues, data quality challenges and other challenges, 
which are also area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in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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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和其他技术的兴起，各种设备和传感器不断产生大量的数据，我们正在经历着

海量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和数据处理能力迅速发展的时代。为了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和机遇，人们开发

了一系列的技术和工具来处理、存储和分析大数据，例如分布式系统、云计算、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

这些技术和工具使得我们能够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意义的信息，从而帮助政府、企业和个人作出更明智

的决策。同时，大数据时代也带来了一些重要的挑战，如数据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和伦理问题等，需要

我们进行深入思考和应对。 
目前，大数据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力量，各国纷纷制定和实施大数据相关政策，以利

用数据的巨大潜力，推动经济增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治理效能等。在这个背景下，对国内外大

数据政策评估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各国政策评估的成效和挑战，还能为我国大数据政策

评估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因此，本综述不仅致力于阐明大数据政策评估的现状和大数据对政策评估带来的深远影响，并通过

对国内外大数据政策评估的研究，提出相关建议，希望可以推动我国大数据政策评估的发展进程，促进

大数据在政策评估中的合理利用和最大化社会价值。 

2. 大数据在政策评估中的应用 

2.1. 大数据及政策评估的相关概念 

2.1.1. 大数据的相关概念 
大数据是指由于技术进步和信息资源的爆发式增长[1]，导致数据量巨大、复杂多样以及难以处理的

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现象，它的兴起对社会、经济、科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大数据的本质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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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析海量数据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 
大数据具有巨大潜力，能够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重要机遇和挑战[3]。大数据的特点最初普遍被概

括为三个“V”：体量(Volume)、速度(Velocity)和多样性(Variety)，近来，还有两个“V”逐渐引起人们

的注意，即价值(Value)和可变性(Veracity)。张振刚等人通过实证研究说明了大数据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

关键驱动力[4]。夏金莱在研究大数据对行政决策产生的影响时指出，大数据可以改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

效率[5]。除此之外，大数据分析还可以帮助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科学研究[6]、有利于提升组织决策质量

[7]等等。这些机遇都在推动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和创新，并且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预见到更多

利用大数据的机遇将被发现。尽管大数据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机遇，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吴

信东等人认为数据质量和可信度也是大数据使用中十分重要的方面，数据质量低下可能导致错误的决策

和分析结果[8]。同时，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9]、数据共享和合规性[10]等也是大数据面临的挑战，有效

应对这些挑战需要采取综合的政策、技术和社会措施，只有这样，大数据才能真正发挥其潜力，为社会

和经济发展带来最大的效益。  

2.1.2. 政策评估的相关概念 
政策评估是对政策的效果、实施过程以及政策制定的成功程度进行系统性和客观性的评估和分析的

过程[11]。政策评估旨在评估政策对特定问题、目标或需求的影响，并提供对政策效果和成本效益的评估，

以便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能够了解政策的实际效果和潜在问题[12]。 
政策评估有不同的侧重点。政策目标评估的重点在于评估政策是否能够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这包

括评估政策对解决问题或满足需求的效果，以及政策是否对目标群体产生了预期的影响[13]。祁占勇和杜

越以教育政策的实施为例，指明了政策实施评估强调评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执行情况，包括评估政策

的实施策略和措施是否得到了有效执行等[14]。张润泽认为结果视角的政策评估重点是评估政策的实际效

果和效益，包括评估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以及政策的成本效益和可持续性等[15]。针对不同类型

的政策，政策评估者的侧重点就有所不同，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关政策的决策依据和建议，帮助他

们了解政策的有效性、可行性和改进方向。同时，政策评估也可以促进政策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提高政

策制定和实施的质量和效果。 

2.2. 大数据政策评估的相关概念 

2.2.1. 大数据政策评估的概念 
大数据政策评估指的是利用大数据技术和方法对政策的设计、实施和效果进行评估和监测[16]，它结

合了政策评估和大数据分析的技术和理念，旨在更准确、全面地评估政策的效果和影响[17]。 
传统的政策评估通常基于有限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而大数据政策评估可以利用庞大的数据资源，

更全面地评估政策的效果和影响。利用大数据技术和方法，政策制定者可以从庞大的、多样化的数据中

获取有关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信息，这些数据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社会问题、分析政策影响，

从而做出基于数据驱动的决策。同时，大数据技术能够实时收集、整合和分析海量的数据[18]，使政策制

定者能够更及时地监测政策实施的进展和效果，发现政策的问题和改进的机会。此外，大数据技术可以

通过对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的分析，进行预测和模拟分析，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了解政策的潜在效果

和可能的影响。总之，大数据政策评估通过利用大数据技术和方法，能够提供更准确、全面和实时的评

估结果，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了解政策的效果、优化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以及及时调整政策方向。 

2.2.2. 大数据政策评估的发展历程 
大数据政策评估是在大数据时代兴起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在 2007 年，吉姆格雷提出人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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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第四范式，即数据密集型科学。2008 年，《自然》杂志首次提出了大数据的概念。随着互联网的

迅速发展和智能设备的普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政府提供了海量的数据资源，这些数据可以用于制定

和推进政策。2012 年，美国白宫发布了《大数据研发倡议》报告，标志着大数据政策评估的正式启动[19]。 
政府部门逐渐认识到大数据的价值，并开始关注如何利用大数据来指导政策制定和实施。同时，各

国政府纷纷成立相关部门或机构，负责大数据政策的推进和实施。2014 年，欧盟发布了《数字议程 2020
战略》文件，明确提出利用大数据推动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的目标[20]，同年，我国正式将“大数据”一

词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国务院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发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以期全

面推进我国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2017 年英国政府发布的《政府转型战略(2017~2020)》提出要推动政府

数据业务发展，提升政府数据科学分析能力，更好地运用数据来支持决策，强调了大数据对政策决策的

重要性。 
为了大数据政策评估的效果和成效，研究人员和政府部门开始研究和开发各种评估方法和指标。如

联合国发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数据库》，利用大数据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评估和监测[21]，
以及联合国全球脉动行动(UN Global Pulse)发布的研究报告《将大数据整合进发展项目的监测和评估》，

探索了大数据时代公共政策评估创新的一些理论问题。 
总体来说，大数据政策评估的发展历程是与大数据时代的兴起和政府对数据驱动决策的需求密切相

关的。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经验的积累，大数据政策评估将继续得到发展和完善。 

2.2.3. 大数据政策评估的优势 
大数据政策评估的优点在于它能够提供更全面、真实、准确、实时的数据，从多个维度综合考虑政

策的效果和影响，并发现隐藏的模式和趋势，这些优点有助于评估人员进行更准确、全面和有效的政策

评估，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好的决策依据。 
第一，由于大数据可以提供大规模的数据集[22]，包含大量的样本和广泛的覆盖范围，因此相比传统

的小样本研究或问卷调查，通过大数据进行政策评估能够提供更全面、真实和准确的信息，从而更好地

反映实际情况。第二，因为大数据是实时生成的[23]，不需要额外的收集和调查，可以快速获得最新的数

据。这使得政策评估可以更及时地进行，有助于对政策的效果和影响进行实时监测和调整。第三，大数

据可以涵盖多个维度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社会、经济、环境等，这使得政策评估可以从多个角度综合

考虑，更全面地了解政策的效果和影响。第四，大数据具有高度的精确性和准确性，可以避免人为偏差

和主观性带来的误差，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可以更准确地评估政策的效果，并提供可靠的依据和证据。

第五，大数据分析可以帮助发现隐藏的模式、趋势和关联性[24]，通过对大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可以揭示

政策的潜在效果和影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新的洞察和启示。 

2.2.4. 大数据政策评估的挑战 
通过大数据的介入，政策评估虽然取得一系列的突破，但还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些挑战需要去克服。

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制定适当的政策和规范，采用先进的数据安全技术和隐私保护方法，开发高效可

靠的数据分析工具和算法，并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和伦理框架来指导大数据政策评估的实践。 
第一，大数据往往涉及大量的个人和敏感信息，如何保护这些数据的隐私和安全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25]，政策评估需要确保数据采集、存储和共享的安全性，同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第二，大

数据政策评估需要从多个来源获取海量的数据，包括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然而，数据的质量和可用

性可能存在问题，需要进行数据清洗和整合，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26]。第三，大数据中往往包

含大量的信息和噪声，如何从中提取有用的洞察和信息是一个挑战。政策评估需要使用适当的数据分析

方法和模型来解释数据，揭示政策效果和相关关系[27]。第四，大数据虽然具有广泛的覆盖范围和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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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度，但仍然可能存在一些局限性和偏见。例如，数据收集的方式可能导致特定群体的数据缺失，或

者数据样本可能存在选择偏倚，评估人员需要注意并纠正这些潜在的偏见。第五，大数据政策评估必须

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如何平衡数据使用的合法性和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复杂的问

题。此外，对于特定领域或敏感的政策评估，还可能存在一些伦理问题需要认真考虑[28]。 

3. 大数据在政策评估各阶段的应用 

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强调，要“健全重大政策事前

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畅通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由此可见

政策评估各阶段的重要性。在政策评估的阶段方面，科学研究对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的政策科学

评估均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在风险评估、执行评估、影响评估、绩效评估、成本—效益评估等方面均有

体现。 

3.1. 大数据在事前评估中的应用 

公共政策的事前评估又被称为政策预评估。公共政策事前评估对于决策支持、降低风险、保障可行

性和可持续性以及提高透明度和参与度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个促进政策制定健康发展的关键环

节。 
首先，大数据可以帮助评估人员收集和分析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来自不同的来源，如社交媒

体、传感器、行政数据、企业数据等，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评估人员可以获取更全面、准确的信

息，了解政策实施的背景和环境。其次，大数据可以用于预测和建立模型，以评估政策的潜在结果和影

响[29]。通过对大数据进行分析，评估人员可以发现数据中的模式和趋势，基于这些模式和趋势建立预测

模型，用于预测政策实施后可能出现的情景和结果。再次，大数据技术可以提供高级的可视化工具和交

互分析平台[30]，使评估人员可以更直观地理解和探索数据。通过可视化工具，评估人员可以将复杂的数

据转化为可视化图表、地图等形式，使其更易于理解和分析。此外，大数据可以用于情报和风险评估[31]，
帮助评估人员了解可能的问题和挑战。通过对大数据进行分析，评估人员可以发现潜在的风险和漏洞，

并提前做出应对措施。最后，大数据可以提供决策支持工具，帮助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做出更明智的决

策。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可以提供数据支持的洞察和建议，帮助决策者更好地评估政策的可行性和影

响。 
总之，大数据在事前评估中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全面、准确的信息和洞察，帮助评估人员更好地理解

政策背景、预测政策结果、评估风险和提供决策支持。 

3.2. 大数据在事中评估的应用 

政策的事中评估又被称为过程评估。公共政策事中评估对于实时监测、问题发现、政策调整和政策

学习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及时了解政策执行情况，解决问题，优化政策效果，

并为今后的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和教训。 
首先，大数据可以用于实时监测和反馈政策的执行情况[32]。通过对实时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评估人

员可以及时了解政策的实施进展，检测问题和异常情况，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整和改进。其次，大数

据可以帮助评估人员评估政策的效果和影响。通过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追踪和评估政策的关键指标

和绩效，了解政策的实际成效以及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再次，大数据可以用于实时预警和风险管

理，帮助评估人员及时发现和应对潜在的问题和风险[33]。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可以识别出可能导致政

策失败或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风险管理。最后，大数据可以用于收集用户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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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和意见，以评估政策的满意度和接受度[34]。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可以了解用户的需求和意见，提供

预警和建议，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和趋势，并对政策进行调整和改进，以提高用户满意度和参与度，从

而帮助决策者做出及时、明智的决策。 
总之，大数据在事中评估中的应用可以帮助评估人员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实时监测、评估和调整政策，

保证政策的顺利执行和取得预期效果。 

3.3. 大数据在事后评估的应用 

公共政策的事后评估又被称为结果评估。公共政策事后评估对于评估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发现政

策影响、评估政策有效性以及促进政策学习和改进具有重要作用，它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依据，

为公共决策和公共服务的提升提供指导和支持。 
首先，大数据可以用于评估政策实施后的效果和影响。通过对大规模数据的分析，可以了解政策的

实际效果、项目的成果和行动的影响，从而判断其成功与否，并提供相关建议。其次，大数据可以用于

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评估政策、项目或行动的投入和产出情况。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可以量化投入产

出比率，判断政策或项目的经济效益，并为未来的决策提供参考。再次，大数据可以用于绩效评估和优

化[35]。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可以评估政策、项目或行动的绩效，找出问题和瓶颈，并提出改进措施和

优化方案，以提高绩效和效率。最后，大数据可以用于进行持续改进和学习[36]。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

可以了解政策、项目或行动的执行情况和效果，识别问题和挑战，并制定改进计划和学习措施，以不断

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效果。 
总之，大数据在事后评估中的应用可以帮助评估人员在事后对政策、项目或行动进行全面评估和分

析，了解其效果和影响，找出问题并提供改进建议，以便在未来的决策和行动中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4. 大数据政策评估的影响和前景 

4.1. 大数据对政策评估的影响 

大数据政策评估就是大数据时代下充分利用大数据及其相关的技术和方法，对公共政策或项目进行

评估的行为，使政策评估在传统的方法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和飞跃，给政策评估界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大数据的出现使得政策评估可以基于更全面的数据来源，包括传统的公共数据、社交媒体数

据、移动设备数据等，这些数据来源的多样性可以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帮助评估人员更好地了解政策的

影响。第二，大数据技术能够实现对大规模数据的快速处理和分析，相比传统的手工处理，大数据技术

可以大幅缩短数据处理的时间，这意味着政策评估可以更及时地提供结果，使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快速地

做出决策和调整。第三，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帮助构建更准确的预测模型和统计模型，从而能够更好地

预测政策实施后的效果和影响，通过大数据分析，政策评估可以提供更可靠和客观的依据，为政策制定

者提供更好的决策支持。第四，大数据分析可以揭示隐藏在海量数据中的模式、趋势和关联关系，这使

得政策评估能够提供更深入的洞察和理解，发现政策实施的关键问题和挑战；同时，大数据还可以用于

实时监测政策效果，及时调整和优化政策措施。第五，大数据的应用可以促进政策创新。通过对大数据

的分析，可以发现新的政策机会和挑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大数据

技术，发现问题和需求，进而制定更符合实际情况和需求的政策。 

4.2. 对大数据政策评估的建议 

然而，大数据在政策评估中也面临挑战，其中包括数据质量问题、隐私和安全问题、数据偏见问题

等。因此，在运用大数据进行政策评估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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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第一，大数据政策评估需要跨学科的合作，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政策评

估团队应该由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以确保全面的分析和评估。第二，政府应该推动数据的透明和开放，

以便评估人员可以获得准确、可靠的数据进行分析，政府机构应该制定与数据共享和隐私保护相关的政

策和指导方针，以确保数据的安全和合规性。第三，大数据政策评估可以采用定量和定性方法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分析，定量分析可以基于大数据进行统计和模型分析，定性分析可以通过深入访谈、案例研究

等方式获取更深入的理解。第四，大数据政策评估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定期跟踪和评估政策的

实施效果。政府应该建立一个评估机制，定期对政策的效果进行监测和评估，以便及时调整和改进政策。

第五，大数据政策评估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各国可以进行合作，分享经验和最佳实践。政府可以通过

国际组织、学术研究机构等平台促进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第六，政策评估应该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和

参与。政府可以开展公众咨询、听证会等形式，征求公众对大数据政策的看法和建议。同时，政府还应

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将评估结果及时传达给公众，增强透明度和可信度。通过以上建议，可以促进大数

据政策评估的发展，提高政策效果和决策的科学性，从而更好地应对与大数据相关的挑战和机遇。 

5. 结论 

总的来说，大数据在政策评估领域的应用已经初具规模，并且对政策评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目前，

大数据的应用使政策评估更全面、实时和准确，促进了政策创新和决策优化；然而，大数据应用也面临

着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数据质量挑战等难题；未来，随着大数据技术和分析能力的不断发展，政策评

估将更加深入和精细化，同时，整合不同数据源、提高数据质量、加强数据隐私保护等问题也需要不断

解决。综合来看，大数据对政策评估的影响将持续增强，有望为决策者提供更准确、全面和实时的信息，

促进政策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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