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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正文： 

2023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

规划》。《规划》明确提出要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构建国家数据管

理体制机制，健全各级数据统筹管理机构。推动公共数据汇聚利用，

建设公共卫生、科技、教育等重要领域国家数据资源库。以数字化驱

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用数据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

强大动力。 

公共数据是指国家授权的公共管理或服务组织，收集、产生的涉

及公共品并不含个人隐私的数据。公共数据具有公共性和非竞争性特

征，通常包括各类地理空间、气象、大气环境、生态、流行病、经济、

农业、交通、人口和社会数据等。 

目前，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正在深刻改变科研生产力。公共数据

作为重要的科技资源，是众多科技领域，如人工智能、大气环境、统

计学、医疗健康和经济管理学等，在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卡脖子问题

中所必需的研究基础。 

目前我国科技工作者在获取公共数据上面临诸多困难，具体表现

为以下三个方面。 



1.公共数据获取渠道不畅。近十年来，我国一些公共数据的可

获取性得到了提升，一些数据的实时播报为通过网络实时下载数据

提供了可能。但是网络下载无法获取历史数据，下载数据的通道并

不稳定，数据格式时有变化，易造成数据缺失，研究成果的数据源

容易被挑战。目前一般科技工作者缺乏国内历史公共数据的有效获

取途径，而提供公开下载的数据来源是科研发表的基本要求。 

2.科学研究过度依赖国外公共数据集。由于国内公共数据获取困

难，中国科学家大量使用国外的公开数据集进行科学研究。经常使用

的数据集有英国生物银行基于大样本人群的遗传、生活环境和健康数

据；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发布的自 1951 年的高分辨率全球气象再

分析数据；美、欧、日本等机构发布的涵盖大气化学要素、二氧化碳、

沙尘、灯光等高分辨卫星数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各国流行病数据

等。过度依赖外部数据，不利于我国科学技术自立自强，可能会限制

研究人员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不利于掌握科技资源的主动权，存在关

键时刻数据获取中断的风险；也不利于我国科技工作者讲好中国故事。 

3.缺乏高质量的再分析科学数据集。观测数据普遍存在空间分布

不均、时间延续性差、观测种类不全等缺陷。“再分析数据”作为多

源数据的标准化集合在科学研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再分析数据使用

先进的统计方法，将物理模型与多源观测数据进行融合，是现有技术

条件下的最优数据集。再分析数据的构造高度依赖稳定的数据源与职

能机构有序公开的数据政策。目前再分析数据是人工智能算法训练的

数据基础，华为盘古气象大模型就是基于欧洲气象中心公开的再分析

数据集训练成功的。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两点建议： 

1.按照数据风险等级，有序开放共享公共数据。有序开放共享公

共数据能够使国内科研人员、企业及时获取长时期历史数据，提高我

国大数据分析和数据赋能能力。我们建议，高分辨率气象、大气、环



保、生态、经济社会等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数据应优先考虑公开。对一

些敏感数据，可以签署标准化协议，对数据的使用进行不同程度的规

范，之后再对国内学者和企业开放。 

2.集中力量打造高质量再分析数据集。建议组建由领域与数据科

学家组成的数据融合团队，发挥我国在数据同化方面的统计学基础优

势，在一些关键科学领域构建高质量的再分析数据集，解决我国科研

人员的数据需求，降低对外部数据的依赖，实现科学数据自立自强。 

综上，我们建议优化有关政策，实现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也促

进非公共机构的数据流动和价值创造，引导中国数据要素市场的建立

和良性循环。高质量科学数据集将为中国科学数据的自立自强奠定基

础，为数据赋能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