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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探讨了数据质量评估与基层统计数据共享的密切关系。通过系统的数据质量评估,

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可信度,为基层统计提供可靠基础。隐私保护、技术创新和组织文化变革

等方面的建议旨在改进数据共享机制。一致的数据标准、透明度和社会参与是实现数据共享的关键要

素。通过综合考虑数据质量与共享之间的平衡,可以促进数据的可持续共享,助力社会各领域的发展。

这一研究为决策者、研究人员和从业者提供了有关数据质量评估与基层统计数据共享的全面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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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ta quality assessment and grassroots statistical 

data sharing. Through systematic data quality assessment, ensure the accuracy, consistency, and credibility of data, 

and provide a reliable foundation for grassroots statistics. Suggestions on privacy protec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change aim to improve data sharing mechanisms. Consistent data 

standards, transparency,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re key elements for achieving data sharing. By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the balance between data quality and sharing, it can promote sustainable data sharing and assist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fields in society. This study provides decision-makers,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with comprehensive insights into data quality assessment and grassroots statistical data sharing. 

[Key words] data quality assessment; grassroots statistics; data sharing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据在社会、经济和科学领域中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然而,数据的质量问题成为制约其有效利用

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基层统计领域,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

政府决策、社会规划和资源分配至关重要。本文将聚焦于数据

质量评估,同时探讨在基层统计中如何更好地实现数据共享。 

1 数据质量评估的重要性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数据被广泛认为是推动社会、经济和科

技发展的引擎。然而,数据的广泛应用并非仅仅取决于其数量,

而更关键的是其质量。数据质量评估作为确保数据在整个生命

周期中保持高水平的过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1.1数据质量评估的定义与要素 

数据质量评估是一种系统性的方法,通过衡量数据的准确

性、完整性、一致性、可靠性和及时性等要素,来确保数据满足

特定的质量标准。准确性涉及数据是否真实、反映实际情况；

完整性关注数据是否包含所有必要的信息；一致性则涉及数据

在不同数据源或时间点是否保持一致性；可靠性关注数据的稳

定性和可信度；及时性强调数据是否在需要时及时提供。这些

要素共同构成了数据质量的多维度评估体系。 

1.2决策制定的依赖性 

高质量的数据是决策制定的基础。政府、企业和组织在制

定战略计划、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时都依赖于可靠的数据。如

果数据质量不佳,决策者将面临误导性信息,导致不准确的决

策。例如,在卫生领域,基于不准确或不完整的医疗数据做出的

决策可能会影响公众健康和医疗资源的分配,产生深远的社会

影响。 

1.3社会规划与资源分配的基石 

在社会规划和资源分配领域,数据质量评估对于确保公共资

源的合理利用至关重要。基于准确的人口统计、就业数据和社会

经济信息,政府能够更好地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和教育

资源的分配,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这些数据质量不高,

社会规划和资源分配将缺乏科学依据,可能导致不公平和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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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科学研究与创新的支撑 

在科学研究领域,数据质量对于推动创新和学术进步至关

重要。研究者依赖于准确的实验数据、调查结果和文献信息来

支持其研究工作。如果数据质量不可靠,科学研究将受到威胁,

可能导致误导性结论和无效的实验。高质量的数据是科学研究

的基石,为新知识的发现和理论的建构提供可靠支持。 

1.5业务流程的有效性 

在企业和组织中,高质量的数据是业务流程的有效性和高

效运作的关键。准确的客户信息、库存数据和财务信息是企业

决策、市场营销和供应链管理的基础。如果这些数据存在错误

或不一致,企业将难以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影响竞争力和长期

发展。 

2 基层统计中的数据共享挑战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基层统计扮演着连接政府、社会和经济

的纽带,为决策提供着重要的参考依据。然而,实现基层统计数

据的共享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2.1隐私问题 

数据共享涉及大量敏感信息,包括个人身份、社会经济状况

和健康状况等。隐私问题一直是数据共享的主要拦路虎之一。

在基层统计中,个体数据的收集涉及大量的敏感信息,例如人口

普查、就业调查等。如果这些数据被滥用或泄露,将严重损害个

体隐私权,引发社会恐慌和不信任。因此,如何在数据共享的同

时保障个体隐私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2技术障碍 

实现基层统计数据的共享还面临着技术层面的挑战。不同

统计机构使用的数据格式、数据库系统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可

能存在差异,导致数据整合和共享变得复杂困难。此外,数据安

全性和保护措施的不足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防止数据被恶

意攻击或滥用,确保数据传输和存储的安全性,需要在技术层面

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 

2.3数据一致性与标准化 

基层统计中涉及的数据来自不同的来源和部门,这使得数

据的一致性和标准化成为一个严峻的挑战。不同的统计指标、

分类体系和数据收集方法可能导致数据之间的不一致性,使得

数据共享时难以进行有效整合和比较。制定一致的数据标准和

分类体系,推动各部门采用相似的数据采集方法,是实现基层统

计数据共享的必要步骤。 

2.4缺乏共享文化 

在一些基层统计机构中,缺乏共享文化是一个阻碍数据共

享的关键问题。部分机构可能存在数据孤岛,不愿意分享数据,

把数据视为一种垄断资源。这种情况可能源自组织内部的文化

和制度问题,阻碍了数据的自由流通和共享。在解决这一挑战时,

需要推动机构建立积极的共享文化,明确数据共享的价值和益

处,促使组织从内部发生文化变革。 

2.5法律与法规限制 

数据的合法性和合规性也是基层统计中的一个挑战。不同

国家和地区对于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共享存在不同的法律和法

规,有时候甚至存在冲突。在一些情况下,法规的不确定性和

繁杂性使得数据共享的实践变得困难。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

国家层面建立明确的法规框架,同时强调数据共享的合法性和

合规性。 

2.6社会认知和信任 

社会认知和信任问题也是数据共享中的重要挑战。由于信

息不对称和数据滥用的担忧,公众对于政府和机构的数据收集

和共享可能持谨慎态度。在基层统计中,建立公众对数据收集和

共享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透明的数据使用政策、隐私保护措

施的强化以及对公众的有效沟通都是提升社会认知和信任度的

途径。 

3 数据质量评估与基层统计数据共享的关联 

在当今信息时代,数据的质量评估与基层统计数据的共享

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数据质量评估不仅是确保数据准确性和

可靠性的保障措施,同时也为基层统计的数据共享提供了理论

和实践的支持。 

3.1数据质量评估是数据共享的前提 

数据共享的前提是数据的准确、完整和可信。而数据质量

评估正是确保这一前提的关键步骤。在基层统计中,数据的来源

多样,涵盖了人口普查、社会经济调查等多个领域。通过对这些

数据进行质量评估,可以发现并纠正数据中的错误、缺失和不一

致,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只有确保数据质量,才能为基层统计的

数据共享奠定牢固的基础。 

3.2数据质量评估提升数据可信度 

数据的可信度直接影响到其他机构和组织是否愿意与之共

享数据。通过数据质量评估,可以对数据的来源、采集过程和处

理方法进行透明的验证,提升数据的可信度。在基层统计中,各

个统计机构之间的数据可信度差异可能是数据共享面临的一个

挑战。通过数据质量评估的一致标准,可以缩小这一差距,促进

数据的可信共享。 

3.3数据一致性为共享提供基础 

基层统计中不同机构、不同部门可能采用不同的数据分类

标准和统计指标,导致数据的不一致性。通过数据质量评估,可

以制定一致的数据标准和统计方法,提高数据的一致性。一致的

数据结构和标准化的数据格式是实现数据共享的基础,可以使

不同机构之间的数据更易于整合和比较。因此,数据质量评估不

仅关注数据的内在质量,还注重数据的一致性和标准化。 

3.4数据质量评估减少数据误用风险 

数据的误用可能导致错误的决策和不准确的分析,进而损

害基层统计的可信度。通过数据质量评估,可以发现和纠正数据

中的问题,减少数据误用的风险。在数据共享过程中,不同机构

可能面临的问题不同,例如数据采集方法的差异、数据处理的错

误等。通过数据质量评估,可以及时发现这些问题,避免数据的

误用,提高基层统计的数据质量。 

3.5数据质量评估提高数据的可持续共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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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数据共享需要建立在高质量数据的基础上。通过

不断进行数据质量评估,可以保障数据的持续质量,增加数据的

可持续共享性。数据质量评估不仅是一次性的任务,更是一个持

续改进的过程。通过定期的数据质量评估,可以发现和解决数据

质量问题,确保数据的长期可用性和可信度,从而为基层统计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3.6数据质量评估助力建立信任关系 

在数据共享中,各个机构和组织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至关

重要。通过公开透明的数据质量评估,可以向其他机构展示自身

数据的质量和可信度,增加其他机构对自身数据的信任。建立信

任关系有助于推动数据的更广泛共享,促进基层统计的数据整

合和协同合作。 

3.7综合考虑数据质量与共享的平衡 

然而,在追求数据质量的同时,也需要谨慎平衡数据质量评

估与数据共享的关系。过度强调数据质量评估可能导致数据封

闭、难以获取,从而阻碍了数据的广泛应用。因此,需要在保证

数据质量的前提下,制定合理的共享政策,平衡数据质量和数据

共享的需求。 

4 改进数据共享机制的建议 

实现有效的基层统计数据共享需要建立健全的机制,以解

决诸多挑战并促进合理的数据流通。以下是改进数据共享机制

的建议： 

4.1制定明确的法规和政策 

建立健全的法规和政策框架是确保数据共享安全、可持续

的首要步骤。国家层面需要明确法规,规范数据共享的范围、条

件和流程,明确相关机构的责任和义务。此外,政策应促使各机

构逐步向开放数据的理念转变,建立共享数据的文化。 

4.2采用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格式 

为解决数据一致性和标准化问题,建议采用统一的数据标

准和格式。制定行业标准,确保不同机构采用相似的数据结构和

标准,有助于数据的整合和比较。这样的统一标准可以提高数据

的质量和一致性,使数据更易于在不同机构之间流通。 

4.3推动技术创新和信息安全 

技术是数据共享的基础。因此,推动技术创新以应对数据共

享中的技术障碍至关重要。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构建安全可控

的数据平台,确保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性。同时,建

议加强信息安全培训,提高从业人员对数据安全的认知和应对

能力。 

4.4强调隐私保护和透明度 

为解决隐私问题,建议强调隐私保护和透明度。在数据共享

中,应制定严格的隐私保护政策,确保个体敏感信息不被滥用。

同时,提高数据使用方的透明度,明确数据使用目的,及时向公

众公布数据共享计划,建立公众对数据处理过程的信任。 

4.5加强组织文化的变革 

组织文化是影响数据共享的重要因素,建议加强组织文

化的变革。培养积极的共享文化,鼓励机构之间开展合作和信

息交流。建立奖励机制,激励组织愿意分享数据,促进数据的

自由流通。 

4.6加强社会参与和沟通 

社会参与是确保数据共享成功的关键。建议加强社会参与,

包括公众、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各方。通过开展公众参与活动、

组织研讨会等形式,收集各方对数据共享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共

识。同时,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将数据共享的理念传递给更多人,

提高社会对数据共享的接受度。 

4.7建立数据治理机构 

为促进数据共享的有效实施,建议建立专门的数据治理机

构。该机构可以负责监督数据共享的实施,协调不同机构之间的

数据流通,解决数据共享中的问题。建立数据治理机构有助于形

成统一的数据共享标准和规范,推动基层统计的数据共享事业

的健康发展。 

5 结论 

在信息时代,数据质量评估与基层统计数据共享相辅相成。

数据质量评估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可信度和可持续性,为数据

共享提供坚实基础。通过统一标准、强调隐私保护、推动技术

创新、培育共享文化等手段,可以改进数据共享机制。这将加强

数据的一致性、可信性,促进社会规划、决策制定和科学研究的

有效性。在共同努力下,实现数据质量评估与数据共享的协同发

展,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杨鹏,王习涛,侯芳.统计数据共享方式应用研究[J].统计

理论与实践,2022,(08):61-67. 

[2]乔岩.基于大数据时代下统计数据共享问题的研究[J].

中外企业家,2020,(13):82. 

[3]何慧.探析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基层数据统计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J].今日财富(中国知识产权),2020,(08):45-46. 

[4]殷宏俊.从统计工作现状看统计数据质量如何提高[J].

东方企业文化,2013,(09):68-69. 

作者简介： 

罗文源(1989--),男,汉族,江西吉水人,本科,统计师,研究方

向：统计相关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