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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是否促进了技术创新？ 

——基于贵阳市的实证考察 

陈弘，段坤君 

（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基于“理性-渐进”理论的分析框架，利用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将贵阳市作为实验组，采用合成控制法

对数据进行处理，检验数据开放政策对当地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的数据开放政策确实有助

于提升欠发达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和强度，表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深挖政府数据中蕴含的价值，确实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助推当地的技术创新效应；新政策的实施，政府需要兼顾“理性”与“渐进”主义两个方面；数据开放政

策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外部环境也是其发挥作用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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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the government’s data openness policy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promo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r not: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Guiyang 

CHEN Hong，DUAN Kunju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rationality gradualism” theory, using panel data from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selecting Guiyang City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is paper tests the impact of data opening policies on lo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with the data processed by the composite control method.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government’s data opening policy does help to enhance the level and intens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From the analysis of actual data, it can be seen that digging deep into the value contained in 

government data in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reas can indeed promote the lo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policies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balance both “rationality” and 

“progressivism”; the policy of data opening can play a certain role in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not only 

requires government support, but also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its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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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经济时代凸显了数据的价值与重要性[1]。政

府数据因蕴含着重要的价值而被社会广泛关注。在

市场化环境下，技术创新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企业

获得核心竞争力、占据竞争主要地位的关键因素，而

技术创新离不开相关数据的支持[2,3]。2015 年国务院

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4]（以下简称《纲

要》）成为我国数据开放领域的政策性、纲领性文件。

其后，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级市相继制定

了本行政区域内的开放政府数据法规条例，如《贵阳

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贵州省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等，作为《纲要》

的配套实施细则。截止到 2021 年下半年，我国共有

193 个地方政府开放数据平台[5]。由此可见，政府数

据开放的政策支持和平台支撑已搭建起来，为相关

政府数据的利用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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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上线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区域中，贵阳市

的政府数据开放程度一直位居全国前列。贵州省大

数据管理局发布的《2021 全球重要城市开放数据指

数》[6]报告显示，贵阳市的“城市开放数据指数”全

球排名第五，获得了数据“开放质量之星”的称号。

阿里巴巴、华为、京东、英特尔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落户贵阳，进一步刺激了贵阳市的大数据发展。信

息公开对于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已被证实[7]，但是

数据开放政策是否在欠发达地区依然有类似的作

用呢？ 

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学界对政府数据开放的概

念及内涵进行了全面解构[8,9]，同时通过理论构建

和案例分析探寻影响机制。此外，学界还关注不同

类型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以期全面理解政府数据

开放对社会、经济和技术层面的综合影响 [10-14]。

如，在“技术创新”效应方面，学界更倾向于以实

证方法和深度挖掘机理的方式理解政府数据开放

对技术创新的推动机制[15-18]。有研究表明，地区政

府数据开放水平的提高，不仅表现为开放数据集的

数量更丰富，而且表现在数据质量更优越，这种数

量和质量的优势显著提升了其他地区的技术创新

水平[19,22]，有研究发现这种促进效应与企业规模呈

现正相关关系[23]。 

既有研究不仅丰富了人们对政府数据开放和

技术创新关系的认知，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

有益的参考，但尚存在不足。首先，已有研究未深

入挖掘政府数据开放对技术创新的机理和路径，缺

乏“理性主义”视角的系统解析。其次，现有研究

虽关注政府数据开放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却未深入

考察其在实践中的渐进调整过程，缺乏“渐进主义”

视角。鉴此，本文拟依托理性主义和渐进主义理论，

构建“政府数据开放”与“技术创新”理论分析框

架，以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为切入点对该类政策实施

之后对技术创新的效应进行评估，以期更好地促进

欠发达地区政府数据开放及其数据价值的释放。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 

（一）理论基础 

数据公开是在信息开放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

来的[24]，两者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可用“渐进理论”

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到政府部门的成本和效果，需

要结合“理性主义”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数据开放政策和信息公开政策都强调信

息的可用性和透明度，以促进政府的透明度和市民

的参与。其次，数据公开与信息开放都追求信息的

自由流动和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利，这种共同的目标

反映了它们之间的渐变联系，这一渐变联系可以被

视为公共管理领域中政策演化的一个示例。然而，

渐进理论在分析这种联系时强调非理性因素。渐进

理论认为，政策制定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确定性和

不完全的信息，政府部门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境和需

求做出逐步的决策，而不是依赖严格的理性分析。

因政府部门需要考虑信息的敏感性、隐私保护和安

全等因素，这些可能会导致政策的渐变性质。 

政府部门在制定数据开放和信息公开政策时也

需要考虑政策的成本和效果。理性主义理论强调政

府部门应该基于理性分析和效用最大化来制定政

策，考虑政策的长期影响和资源分配。在数据开放和

信息公开政策领域，政府需要权衡信息公开的益处

与可能的风险和成本，以确保政策的可行性和可持

续性。因此，将渐进理论和理性主义理论有机结合

起来，在政策制定中充分考虑非理性因素，同时进

行理性分析，以确保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合理和有

效的。这种综合性的分析方法可以为公共管理领域

的决策制定提供有力支持，能推动数据开放和信息

公开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二）分析框架 

政府制定政策时，为确保政策可行，并能够满

足公众需求和促进综合发展，需要考虑一系列因

素。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经济状况、社会因素、

政治现实和资源限制。政府需要在这些因素之间进

行权衡以制定出最有效的政策，达到经济增长、社

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首先，需要考虑国家的经济状况，包括人均

GDP 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这些因素反映了国家的

财政健康状况和资源可用性，对于确定政府能够采

取的政策举措和财政支出的规模至关重要。此外，

政府还需要考虑互联网宽带接入数，以推动数字

化、信息传播和经济增长。 

其次，政府也必须关注社会因素，如高等学校数

量、第二产业增加值、城镇化率和高校学生的数量。

这些因素涉及教育、产业结构、城市化和人力资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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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对于社会的发展和公民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再次，政府必须考虑政治稳定和政策的可行性。

政策制定需要考虑公众的需求和期望，以及政治约束

和现实情况，确保政策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 

最后，政府需要评估可用的资源，并在不同政策

选择之间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以实现政策目标。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如下分析框架（图 1）。 

 

图 1 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是由 

Abdi 等[25]提出的一种政策效果评估方法，该方法可

视为“双重差分法”的延伸，即考察某一政策冲击对

个体影响的效应。通过构建一个“反事实框架”[26]，

将未受政策影响的地区进行加权集合，模拟出一个

与事实非常相似的合成虚拟地区，比较真实地区与

合成虚拟地区之间的差异以衡量政策的实施对该地

区的影响。本研究中，以除贵阳市以外的其他省会城

市的数据生成出一个“虚拟贵阳”，通过比较“真实

贵阳”和“虚拟贵阳”之间的差距，来对政策效果进

行评估和衡量。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1．模型设定 

根据合成控制法[27]，模型中假定有 M+1 个观

测区域，其中“1”指的是受政策影响的区域，即实

验组（处理组），本研究中指的是贵阳市；而“M”

指的是未受政策影响的区域，即对照组（控制组）。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同一时间段内受到政策干预的

情况均可被观测到，该时间段记为 T，采用 T0来表

示政策实施的年份。采用𝑌𝑖𝑡
𝑁表示 i地区在 t时刻未

收到干预的情况，用𝑌𝑖𝑡
𝐿表示 i地区在 t时刻受到干

预的情况，其中，i=1，2，3，…，M+1，t=1，2，

3，…，T。那么，𝑌𝑖𝑡
𝐿﹣𝑌𝑖𝑡

𝑁就是 i地区受政策的影响，

即实验效应，用𝛼𝑖𝑡表示。 

在政策未实施之前，所有 M+1 个区域都不会受

到干扰。因此，对于 t<T0 的时间段，𝑌𝑖𝑡
𝐿和𝑌𝑖𝑡

𝑁两者

是相等的；但是在 T0<t<T的时间段，存在𝛼𝑖𝑡≠0，

此时引入虚拟变量 Dit，当地区 i在 t时刻实施政策

的时候，该虚拟变量为 1，否则为 0。那么，在 t时

刻观测到的地区 i 的实施结果为𝑌𝑖𝑡 = 𝐷𝑖𝑡𝑌𝑖𝑡
𝐿 +

(1 − 𝐷𝑖𝑡) 𝑌𝑖𝑡
𝑁，即𝑌𝑖𝑡 = 𝑌𝑖𝑡

𝑁 + 𝛼𝑖𝑡𝐷𝑖𝑡。 

当 t处于大于 T0时期的时候，由于只有 1 个区

域受到影响，因此𝛼1𝑡 = 𝑌1𝑡
𝐿 − 𝑌1𝑡

𝑁=𝑌1𝑡 − 𝑌1𝑡
𝑁。而

𝑌1𝑡是处理组的实际结果，是可以观测到的，𝑌1𝑡
𝑁是

处理组在未受到政策影响下的结果，是无法观测到

的。因此，需要构建“反事实框架”来对该变量进

行估计，即𝑌𝑖𝑡
𝑁 = 𝛿𝑡 + Ɵ𝑡𝑍𝑖 + 𝜆𝑡𝜇𝑖 + 휀𝑖𝑡。 

式中，𝛿𝑡表示时间趋势，是一个 1*r 维的无法

被直接观测到的共同因子；θt是一个 1*r 维的未知

参数；Zi是一个 r*1 维的控制变量，不受政策干预

的影响；𝜆𝑡是一个 1*F 维的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

𝜇𝑖是 F*1 维的不可观测的地区固定效应；휀𝑖𝑡为标准

误差，其均值为 0。 

将本研究的控制组内包含地区的指标数据进

行加权模拟，计算出相应的特征，对上述公式进行

求解。通过计算最优权重，进而达到近似模拟的效

果。在上述公式中，无须限制𝑍𝑖、𝜇𝑖以及휀𝑖𝑡之间的

相互独立性。其中权重为一个 M*1 维的向量矩阵，

即 W=(W2，W3，…，WM+1)'，向量W是控制组内所

有对象的加权平均，而𝑊𝑀则表示对处理组进行可

行的合成控制，如下公式： 

∑ 𝑤𝑗𝑌𝑗𝑡

𝑀+1

𝑗=2

= 𝛿𝑡 + 𝜃𝑡 ∑ 𝑤𝑗𝑍𝑗

𝑀+1

𝑗=2

+ 𝜆𝑡 ∑ 𝑤𝑗𝜇𝑗

𝑀+1

𝑗=2

+ ∑ 𝑤𝑗휀𝑗𝑡

𝑀+1

𝑗=2

 

假定存在一个向量组𝑊∗ = (𝑤2
∗，𝑤3

∗，𝑤4
∗，

…，𝑤𝑀+1
∗ )，使其中任一向量都满足∑ 𝑤𝑗 ∗𝑀+1

𝑗+2

𝑌𝑗𝑇0
= 𝑌1𝑇0

且∑ 𝑤𝑗 ∗ 𝑍𝑗
𝑀+1
𝑗+2 = 𝑍1。从而可得𝛼1�̂� =

𝑌1𝑡 − ∑ 𝑤𝑗 ∗ 𝑌𝑗𝑡
𝑀+1
𝑀+2 作为𝛼1𝑡的估计。 

2．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技术创

新情况。技术创新与发明专利的申请数、新产品的

人均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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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数量、新产品研发投资的资金数、人才数量等

诸多因素紧密关联[28]。其中，产品的销售数量以及

投入的资金数都只是以间接的形式影响技术创新，

二者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专利的授权量”往往能

较为直接地反映一个地区技术发展水平和进步的

程度。因此，根据相关学者[29-31]的研究以及本研究

的目的，采用“专利授权量”来衡量该地区的技术

创新情况。 

（2）预测变量。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中国创

新指数(CII)研究》课题组发布的报告从创新环境、创

新投入、创新产出以及创新成效四个方面对我国的

创新指数进行了评价，也有研究认为政府规模[31]、财

政水平[32]、人才数量[33]、外资水平[34]、产业结构是

否合理[35]、当地的教育水平[36]、高等院校质量[37]、

地理位置[38]等都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技术创新水平

产生重要的影响。鉴此，本研究选择以下变量作为预

测变量。变量定义及选择依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变量 变量定义 选择依据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专利授权量 文献 29~31 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网络检索 

预测变量 财政总收入（取对数） 文献 31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高等学校数量 文献 36 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人均 GDP 文献 31 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文献 31、34 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互联网宽带接入数 文献 34 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第二产业增加值 文献 34 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城镇化率 文献 32、34、37 网络检索 

 普通高校学生数量 文献 32、35、36 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加大数据的解释力度，拟合实验组的相关特

征，合成控制法要求在政策实施之前已经存在相当

规模的时期数。2017 年贵阳市颁布了《条例》，本

研究将此次条例的颁布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27]，

即𝑇0 =2017。将研究样本的时间段选择为 2012—

2021 年，其中 2012—2016 年为政策颁布前的窗口

期，2017—2021 年为政策颁布之后的时期。之所以

以 2012 年作为研究样本的起始时间点，是考虑到

当年开放政府数据在中国落地扎根，将其定为起始

时间能够较好地将开放政府数据的过程囊括进来，

能够反映自开放政府数据以来的相关情况，也有足

够的时间段把对照组进行相关数据的合成。在对照

组（控制组）的样本选择上，由于直辖市是省级行

政单位，与贵阳市不对等，因此将直辖市排除；此

外，“2020 年全国大数据标准化工作会议暨全国信

标委大数据标准工作组第七次全会”公布的全国首

批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国家标准试点地区名单中包

含了河南省、广东省、重庆市、江苏省、河北省以

及浙江省的省会城市，为避免上述省份的省会城市

与贵阳市产生同质性效果，将其排除；西藏与香港、

澳门以及台湾地区的数据难以获得，一并排除。最

终得到 20 个城市，即昆明市、沈阳市、哈尔滨市、

长沙市、合肥市、济南市、乌鲁木齐市、南昌市、 

武汉市、桂林市、兰州市、太原市、呼和浩特市、

西安市、长春市、福州市、西宁市、成都市、银川

市以及海口市。处理组只包含贵阳市。 

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简称《年鉴》）以及各市统计局公开的《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简称《公报》），

《年鉴》或《公报》无法查到的数据采用网络搜索

的数据补全，部分城市以该市该变量在被调查年份

时间段内的平均值补全。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虚拟贵阳”的产生 

如上文所述，对控制组中 20 个城市的各个变

量进行处理，生成与“真实贵阳”情况较为接近的

“虚拟贵阳”，相关合成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产生“虚拟贵阳”的城市及其权重 

城市 权重 城市 权重 

昆明 0.177 兰州 0 

沈阳 0 太原 0 

哈尔滨 0.108 呼和浩特 0 

长沙 0 西安 0.099 

合肥 0 长春 0.087 

济南 0 福州 0 

乌鲁木齐 0 西宁 0 

南昌 0 成都 0 

武汉 0 银川 0 

桂林 0.176 海口 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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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对技术创新效应的分析 

从表 2 看出，大部分城市的权重为 0，昆明市、

哈尔滨市、桂林市、西安市、长春市和海口市权重

为正数，且几个城市的权重之和为 1。将几个权重

不为 0 的城市进行虚拟合成，得到“真实贵阳”与

“虚拟贵阳”的变量值、相差率以及“专利授权量”

在 2012—2021 年的变化趋势（表 3，图 2）。 

表 3 “真实贵阳”与“虚拟贵阳”数值及其相差率 

变量 真实贵阳 虚拟贵阳 相差率(%) 

财政总收入 2.810 75 1 2.64861 –6 

高等学校数量 27.5 29.00583 5 

人均 GDP 5.22 5.22851 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67.133 3 459.4504 –2 

互联网宽带接入数 172.743 3 142.3229 –18 

第二产业增加值 1 155.62 1 161.347 0 

城镇化率 0.722 216 7 0.602 145 2 –17 

普通高校学生数量 351 900 352 374.3 0 

 

 

图 2 2012—2021 年“真实贵阳”和“虚拟贵阳” 

专利授权量比较 
 

从表 3 可以看出，“虚拟贵阳”的各变量与“真

实贵阳”均较为接近，有三个变量的相差率为 0，

说明拟合效果较好。图 2 中纵向虚线所示年份为

2017 年，即政策颁布的时间，实折线为“真实贵阳”，

虚折线为“虚拟贵阳”。以 2017 年为分界线，在

2012—2016 年，两者的趋势较为一致，没有展现出

很大的差别，说明合成控制法能够较好地拟合出

“虚拟贵阳”在 2017 年之前的发展趋势。从 2017

年开始，虚折线和实折线之间开始出现较大的差

距，表明“真实贵阳”在专利授权量上开始增加，

而“虚拟贵阳”由于没有实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而

使得专利授权量增长速度放缓，说明政府数据开放

政策对技术创新确实存在一定的促进效应。 

为了进一步分析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对技术创新

的效应，根据合成控制法的“实验效应”，分析“真

实贵阳”和“虚拟贵阳”的专利授权量在 2012—2021

年的差距，用 gap 表示（即 y轴），如图 3 所示。 

 

图 3 2012—2021 年专利授权量差距变化趋势 
 

图 3 显示，在 2017 年政策实施之前，“真实贵

阳”与“虚拟贵阳”在专利授权量上相差 2000 以

内，而在 2017 年以后，折线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

势，说明在实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之后，“真实贵

阳”与“虚拟贵阳”之间的差距开始增大，政府数

据开放政策对欠发达地区的技术创新确实能够起

到推动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 

为证明贵阳市的技术创新效应是由政府数据

开放政策所带来的，通过改变时间或者改变对照组

的方式来与“真实贵阳”的情况进行对比。如果所

得到的趋势与图 2 或者图 3 的趋势相同，说明所得

结论不具稳健性，反之则说明具有稳健性。 

（1）改变时间的检验结果 。《条例》真实发

布的时间是 2017 年，因此，在安慰剂检验中，将

《条例》发布的时间假定为 2015 年，然后进行合成

控制分析，得到“真实贵阳”和“虚拟贵阳”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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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趋势（图 4）。 

 

图 4 安慰剂检验（改变时间） 
 

从图 4 可以看出，通过将《条例》发布的时间

假定为 2015 年，发现“真实贵阳”与“虚拟贵阳”

之间的变化趋势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特别是在

2018 年之后，两者几乎是一直上升的，与图 2 中的

两条折线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差距不同。而通过

进一步计算两条折线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出（图 5），

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与图 2 的趋势不同，此

时的差距明显只保持在正值范围以上，说明之前的

结论具有稳健性。 

 

图 5  安慰剂检验中的差距变化趋势（改变时间） 
 

（2）改变对照组的检验结果。本研究采用如下

步骤改变对照组：从表 2 中产生“虚拟贵阳”的若

干城市中，按照权重的降序进行排列，选择其中权

重较大的城市作为对照组，即海口、西安和长春三

个城市。分别以上述三个城市进行合成控制实验，

看所得结论是否与贵阳所得结论相同。如果相同，

则说明之前针对贵阳的结论不具有稳健性，不相同

则说明结论具有稳健性。海口、西安和长春三个城

市的合成控制结果如图 6 所示。 

 

图 6 城市的合成控制趋势  
 

从图 6 可以看出，海口市在 2017 年之前，西

安市和长春市在 2018 年之后均表现出虚拟合成的

城市比真实城市的技术创新效应高，且在 2017 年

之后，并未表现出与图 2 中类似的趋势，即真实城

市的趋势一直在虚拟城市的趋势之上。证明本研究

结论具有稳健性。 

2. 回归控制检验 

借鉴 Hsiao 等[39]通过线性回归 (OLS)、Lasso 

或 Post-Lasso-OLS 构建处理单元的反事实结果进

而来检验因果关系的方法，并结合赵丙奇等[40]的成

果，本研究采用回归控制法分析《条例》的实施对

该地区的技术创新的效应，以验证本研究结论的稳

健性，结果如图 7 所示。由图 7 发现，政府数据开

放政策的实施对专利授权量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

促进了技术的创新效应。 

 

图 7 回归控制分析 
 

五、结论及启示 

本研究以《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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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对该项政策的颁布

对贵阳市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所得结

论如下：政府的数据开放政策确实有助于提升欠发

达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和强度，数据开放政策能够

对技术创新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数据开放政策对

欠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不仅需要政府的

支持，同时也需要借助外部环境。 

基于以上结论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深挖政府数据中蕴

含的价值，企业应从大数据计算、文本分析、自然

语言处理等技术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促进技术升

级，保持技术创新的活力，在一些“卡脖子”的领

域实现赶超。 

第二，政府应研判新政策实施之后的效果，特别

是对于政府数据开放前后期的有密切联系的政策。

为了更好地让“后置”政策发挥其对于技术创新的促

进作用，政府应借鉴“前置”信息公开政策进行分析

和研判，以“渐进”手段进行“理性”选择。 

第三，数据开放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同时外部环境也是其发挥作

用的重要推动力。政府应加大基础环境、基础设施

等条件的建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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