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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我国信息资源主要由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与个人供给。其中，政府等公共部门采集、持有大量的信息，包括各

类的经济信息、社会信息、法律信息、文化信息、气象信息、水利信息、测绘信息、国土资源信息、工商行政管理信息、证券

监管信息、交通与环境信息、教育信息等等。公共部门信息资源数量虽然巨大，但目前共享程度并不高，价值没有充分发

挥出来。媒体将这种现象称为“信息沉睡”。调查显示，我国公共部门的信息资源目前仅仅处在初始利用阶段。初始利用

的目的是满足公共部门的管理需要。

信息资源增值利用，是指对公共部门初始利用目的以外的使用。2004 年 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简称 34 号文件）首次在国家文件中提出了政务信息资源社会化增值

开发利用问题。对具有经济和社会价值、允许加工利用的政务信息资源，鼓励社会力量进行增值开发利用。温家宝总理

在《201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培育信息消费，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为我国信息资源深度开发利用事业指明

了正确的方向。

公共部门信息资源的增值利用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引起高度重视。我国在此领域起步比较晚，虽

受到高度重视，但研究还比较欠缺。本专题论文（该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公共部门信息资源增值

利用的对策研究”（批准号：09&ZD039）资助）对国际上信息资源增值利用的情况趋势、我国信息资源增值利用的用户定

位与企业定位等进行了研究，并结合法律信息探索了如何根据特定信息特点进行增值开发的问题。我们将持续进行此

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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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推动信息化进程，促进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欧盟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来加快由公共部门信息获取向信息增值开发重

心的转变。文章拟通过对欧盟公共部门信息增值开发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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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较为公平的公共信息再利用市场环境，如获取和再

利用信息没有太多的限制、公平和开放的收费政策及简

单灵活的救济机制。目前由来自 "% 个不同成员国的 %(

个信息再利用企业，并定期组织会议讨论如何有效克服

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障碍等问题。

1.3 设立机构

为了促进政府等公共部门信息公开，有利于公众获

取并再利用，英国公共部门信息办公室 4<;9 （4AAH3/ BA

<EI0H3 ;/3@BC 92ABC1?@HB2）［,］在努力推动英国公共部门信

息获取与增值开发所取得的成功获得了欧盟委员会的认

可，并将它视为执行和应用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指令最

佳实践模式之一。4<;9 主要致力于建立公共部门的公平

利用环境、制定一致的和非歧视性条款、设立透明的价格

机制和许可机制及快速而简单的申诉程序。此外，作为非

政府部门组织公共部门信息咨询委员会 G<<;9 承担了评

论和申诉处理的功能，任何再利用者或潜在的再利用者，

对于公共部门信息机构不遵守再利用规定均可投诉。

（"）点击使用许可（J0H3KL EM/）

点击使用许可由原来的三种类型 （公共部门信息许

可、增值许可、议会许可）变化为两种类型，即公共部门信

息许可和议会许可。为了响应欧盟及政府公共部门信息

再利用政策，由政府部门或机构产生的大部分信息将免

费再利用，因此自 %((# 年 "% 月 " 日 4<;9 不再颁发增值

许可，但对于以前已经认定为增值许可的信息现在仍然

归属公共部门信息点击许可再利用。而对于皇家文书局

.N;4 授权下产生的的王室版权信息许可的政府部门、机



（P?@?7TBU7EK）发布公共数据让公众获取及免费再利用。截

止目前为止，该网站已发布了近 &((( 项政府数据。另外，

阳光基金会（;E20HTQ@ 5BE2P?@HB2）作为促进政府透明的无

党派非营利性组织，利用信息交流技术发布了国家数据

目录（:?@HB2?0 +?@? J?@?0BT）。它通过建立一个单一的数据

目录系统，组织并添加各种数据源，以及提供政府数据目

录，增加了额外的数据索引价值。

同时，作为公共部门信息增值开发日程中重要的组

织部分，英国政府和阳光基金会充分利用语义网技术

（;/1?2@H3 V/I）和关联数据（OH2K/P +?@?）［""］去发布政府

为核心等公共部门数据集，如 4<;9 利用这些技术通过英

国伦敦官方发布一些相关的法定通知（如破产信息、交通

信息和环境信息等）。该项目利用了 =+5? 格式使得官方

发布的数据能够机器可读，以便于增值开发者容易提取

并进行再利用。同样，英国国家档案馆于 %((# 年秋季利

用关联数据发布了法规手册，它能通过关联数据使所公

开的政府信息直接链接到相关的法律规章，并通过 +?@?7

TBU 来帮助公共部门在网络发布数据集。

% 欧盟公共部门信息增值利用的效果

2.1 公众对不同信息的需求效果

在地理信息领域，根据来自欧盟委员会对公共部门

信息指令评论［;>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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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地图定购的数量急剧的上升，其增幅达到 ,(((S，大

约将近 ,( 倍。外部再利用的数量也导致了增长。因此，尽

管对于某些数据集的费用有了大幅度的降低，但是对于

国家地图和土地



根据 N9JW; 的研究报告表明［",］，首先，在地理信息领

域，受访问者认为许可和价格问题是阻碍再利用者增值

利用的最主要因素。其次，在立法和行政信息领域，影响

再利用者获取和再利用的主要因素分别是限制性许可、

高额的价格、信息不可获、供给时间、数据质量和格式等。

而在气象信息领域其结果与地理信息领域、立法和行政

信息领域大体一致，许可、透明和价格仍然是气象信息再

利用者关注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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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航空影像和地学信息也是航空业和地理信息产业发展

的主要提供者。在气象信息领域，通过利用气象部门提供

的天气监测、卫星图片和雷达数据来及时地发布和开发

出气象信息产品与服务，不仅可以有效地阻止自然灾害

（如洪水、旱涝等）还能为大众及企业提供天气预测服务，

帮助企业制定企业运营计划，最终发挥其气象数据的价

值和潜能，体现出信息增值服务的功能。另外，在行政和

法律信息领域也不例外，及时知晓国家政府制定的法律、

条例以及官方通告等来指导公众或企业的经营行为，以

便作出最优的决策来促进个人或企业自身的发展。同时，

充分利用国家统计的数据或法律的成功判例开发成数据

库等信息产品，将极大地发挥政府等公共部门信息或数

据的经济价值，并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各成

员国应该以以上重点领域为突破口，精心培植各自新型

的信息产业，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壮大的同时，也为欧

盟整体的经济发展作出各自的贡献。

3.4 构建专属机构和平台，管理和评估公共部门信息

英国在实施公共部门信息于利用的实践无疑是其它

成员国借鉴的典范，它不仅有专门的法律《公共部门信息

再利用条例》作指导，同时也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如 4<;9、

G<<;9 来管理整个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过程中的日常事

务，还充分利用语义网技术和关联数据建立 P?@?7TBU7EK 来

发布政府等公共部门信息数据集供公众使用。同时，每年

会定期发布报告评估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实施的效果，

并注重与公众通过平台进行互动，来推动公共部门信息

增值开发，充分挖掘公共部门信息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

值。因此，英国在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其法律环境、执行

力度等方面尤为值得其它成员国借鉴。

而目前大多成员国并未成立专门的公共部门信息办

公室来管理整个再利用的日常事务，部分成员国利用信

息委员会办公室（如爱尔兰、斯洛文尼亚等）和行政文书

公开委员会（如法国、葡萄牙等）来通过信息公开获取来

促进信息增值开发，其执行效力并未彰显。各成员国有必

要去构建类似英国的专属公共部门信息办公室处理在线

许可，信息资产登记及信息公平贸易计划等事务，同时通

过成立 G<<;9 来处理投诉及监管问题来保障增值开发者

再利用的权利，形成一个透明、公平的市场环境来促进政

府等公共部门信息的增值开发。

$ 欧盟公共部门信息增值利用对我国的借鉴

4.1 推进信息资源增值利用政策与法制建设

有效的法律保障是实现公共部门信息增值利用的必

要条件。我们可以借鉴欧盟制定的《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

指令》、英国的《公共部门信息再利用条例》来制定符合我

国国情的《信息资源增值利用法》。国内学者黄璇在其博

士论文中都已经明确建议制定《增值利用法》［"8］，其内容

主要包括总则（目标、原则及适用范围等）、程序机制、市

场机制、收费机制、救济措施及监督措施等方面。如适用

范围应该为政府等公共部门拥有的资源，但国家安全信

息、企业的商业秘密、涉及个人隐私及第三方享有版权的

信息则不适用。而程序机制应包括增值利用者的申请机

制、公共部门响应机制以及最终的保障机制等。公共部门

积极编制和发布可供增值利用的信息目录，也可通过建

立许可机制度来约束信息增值利用者的行为。如英国提

供的在线点击使用许可证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另外，我

们也应该制定相关的配套的法规和条例如个人数据、隐

私保护及国家保密法等，为信息的增值开发提供配套的

保障。



部门的管理手段和市场激励结构引入公共部门信息增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