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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高新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成熟的能够使用在公共管理中的智能设备和高新技术，
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公共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提高。在中国发展创新公共管理创新模式的过程中，面对最新出现的大数据背景，

既给中国的公共管理事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中国公共管理工作带来了机遇。所以在大数据背景下，创新公共管理模

式成为现阶段应该重点研究的问题。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mature 
intelligent devices and high and new technologies that can be used in public management,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China’s public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nd innovating the innovative mode of public 
management in China, facing the latest big data background, it not only puts forward new challenges to China’s public management, 
but also brings opportunities to China’s public management. Therefore,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innovating public management 
mode has become a key research issue at this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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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大数据背景下，想要充分落实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管

理工作，一定要结合大数据时代的特点进行工作模式的创

新，改变传统的迂腐的工作观念，通过这种方法提高公共管

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所以论文旨在阐释大数据时代的内

涵，进而提出促进中国公共管理创新模式发展的参考建议。

2 大数据时代的本质
想要探究大数据时代的本质，首先应该探究大数据的内

涵。通常情况下，研究专家和学者认为大数据是指使用传统

的数据统计方法和数据分析工具不能进行处理的数据。需要

高计算性能、能够对大量数据进行储存和管理的工具才能处

理的数据。相较于传统数据中出现的误差问题，大数据具备

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数据内信息的能力，也就是大数据能够更

加真实的反应现实中的情况。所以，大数据的四个特征分别

是大量、高速、多样、价值 [1]。针对中国公共管理事业的发

展，应该充分利用大数据的四个特征，以此促进中国公共管

理事业的进步适应中国的发展速度，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贡

献力量和基础。

3 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手段

3.1 建立大数据时代意识
正如上文所说，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想要落实效果良

好的公共管理工作，应该正确面对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机遇和

挑战 [2]。所以相关部门首先就应该建立大数据时代意识，充

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来进行公共数据管理，以此提高自己的

服务质量和效率。

一方面相关部门可以组织单位内部的领导和员工到专业

的大数据对公共管理研讨会中进行学习，以此提高对大数据

时代的意识。在学习的过程中，相关单位应该充分意识到大

数据时代对公共管理事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在接下来的公

共事业管理过程中，应该主动发挥单位工作的优势，改变自

己的工作方式，以此提高相关部门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的

能力。像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主动地实现政务信息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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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建立当地信息公开渠道等等，以此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

质量和办事效率，充分提高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另一方面，针对部门内部的员工，部门内部可以制定有

关大数据意识的考核制度或者激励制度，通过考核的单位员

工才能真正实现上岗就业，同时能够根据考核成绩获得一定

的物质奖励。通过这种方法充分帮助内部员工建立大数据划

时代的意识，进而能够实现单位员工工作质量和效率提高的

目标。在建立了大数据时代意识以后，就能够充分落实面对

大数据时代的各种措施，以此提高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促

进中国公共管理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3.2 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业务素质
中国的特点就是地大物博，相对而言中国的人口数量也

是十分巨大的，所以公共管理部门中的基层工作人员工作的

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到中国公共管理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3]。

所以创新中国公共管理模式应该充分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

专业能力和业务素质，使其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特点。通

过这种方法提高中国公共管理部门对中国居民的服务质量

和水平，充分提高中国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以此促进

中国公共管理事业的进步。

第一，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业务素质，相关

部门可以组织基层工作人员接受大数据功能的培训，像组织

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在网上办公、网上行政、微信号信息透明

等工作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满足现阶段中国居民的生活特点

和生活方式。中国的公共管理部门也可以在培训基层工作人

员的过程中建立相关的激励制度，通过这种方法激发基层工

作人员主动提高自己的热情和积极性，像政府部门可以根据

工作人员在网上办事的绩效对工作人员进行奖金的发放，以

此促进中国公共管理部门整体的服务能力和工作质量满足

大数据时代的要求。

第二，要对应聘人才进行控制。一方面控制应聘人才的

专业性，保证应聘人员能满足大数据时代的基层工作要求，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可以将应聘人员带到实际的工作中，能够

满足工作要求的人员才能够被聘任。在聘任之后，相关部门

可以对其进行专业大数据时代工作要求进行培训，以此保证

其能够快速适应工作氛围，充分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3.3 建立专业的数据分析队伍
大数据时代最匮乏的其实不是数据收集渠道，而是精准的

数据分析人才队伍。所以想要落实效果良好的公共管理工作，

应该建立公共管理数据分析队伍，这样能够充分提高公共管理

部门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4]。因为公共管理部门能够对大数据分

析的结果进行有方向有角度的工作，充分做到有的放矢。

第一，建立的专业数据分析队伍应该涵盖社会中的方方

面面，也就是说要招纳的人才需要心理学、社会学、工程学、

统计学、管理学等等专业的人才支持。公共管理部门可以和

相关的高校进行充分的合作，通过提供实习岗位的方式来发

掘高校中存在的人才。同时相关管理部门还能够通过这种方

式对单位内部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单位内部工作人员

的专业能力和业务素质。在相关部门提供实习岗位的过程

中，相关部门可以对实习的学生进行充分的观察。发现其中

学习能力强同时专业素质强的人才，对其进行招纳，以此建

立专业的数据分析队伍。

第二，专业的数据分析队伍应该能对公共管理事业的工

作内容有一定的了解，能够及时的体察民情，像政府建立的

数据分析队伍，需要能够对人民群众所反映的事情具有一定

的灵敏度。比如说数据分析队伍通过对公共大数据进行分

析，能够及时发现某地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生活的现象，避免

出现公共管理部门内部工作人员“何不食肉糜”的现象。所

以在建立完数据分析队伍之后，应该组织队伍内部成员到实

际的生活中去，体察民情，以此提高专业能力和实际工作结

合的质量。

3.4 构建实时共享的大数据信息平台
要构建能够被公众接受的大数据信息平台。公共管理部

门可以将自己的服务功能上传至大数据信息平台。通过这种

方式既能够提高公共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同时还能够提高

数据收集的简便程度，以此能够充分发挥出公共管理部门数

据分析的优势和能力。所以公共管理部门可以投入一定的资

金，建立实时互通互联的大数据信息服务平台。在建立大数

据信息平台时需要管理人员注意的是，中国居民的生活生产

信息是有一定的机密性的，无论是针对国家安全还是个人生

产生活，中国居民的个人信息都应该受到良好的保护，所以

构建信息平台的过程中，应该大力建设信息防火墙，以此保

护中国居民个人信息的安全。在发现有对信息平台进行攻击

的行为时，应该及时报警，将不法之徒绳之以法，以此提高

公共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4 结语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公共管理部门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

战，所以公共管理部门可以通过树立大数据时代意识、提高

基层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业务素质、建立专业的信息分析

团队以及构建能够提高服务质量的信息平台来帮助自己抓

住机遇，从而促进中国公共管理事业的进步，为中国建设社

会主义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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