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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美人口普查数据在开放利用方面的比较
看中国大数据管理的缺陷–理念

2012年3月22日，美国奥巴马政府
宣布投资2亿美元拉动大数据相关

产业发展，将“大数据战略”上升
为国家战略THE FEDERAL 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

奥巴马政府甚至将大数据定义为
“未来的新石油”。

奥巴马政府用“新石油”比喻了大
数据的重要性，但是没有涉及大数
据不同于石油的特质。

从使用角度讲，目前人类使用石油
的技术大多只停留在一时一地使用，
很少能够重复使用。

大数据可以在同一时间在多地同时
使用，并且可以无限期地重复使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数据的使用价
值极其可观。 -- 许晔



由中美人口普查数据在开放利用方面的比较
看中国大数据管理的缺陷–历史

美国于1790年进行了第一次人口
普查

是现代意义上第一个把人口普查
写进宪法的国家

美国把人口普查数据归属于政府
文件

美国法典第十七章第一节105款
规定，政府文件（联邦政府）没
有版权

中国的人口调查有近4000年的历
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于
1953、1964和1982年举行过3次
人口普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
施细则》和国务院的决定，自
1990年开始改为定期进行,即每
10年一次,在年号末位逢“0”年
份举行。



由中美人口普查数据在开放利用方面的比较
看中国大数据管理的缺陷–使用范围

在电子产品问世之前，美国政府通
过遍布全国的近一万余家公立图书
馆以及九百余家政府图书馆免费发
送纸本人口统计资料。普通美国民
众使用人口普查数据如同享用空气
一样便捷。

可以说，美国政府为民众提供的免
费的政府文件，包括人口普查数据
是美国营造创新机制和土壤的了不
起的举措。

20世纪初，福特先生的理念就是
要让美国的每一个有工作的家庭都
拥有一辆福特牌车。很难想像当年
福特先生没有用到人口数据。

福特的汽车工业拉动了钢铁，铁矿, 
石油等等领域的一系列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在美国领军的创新人物，大
多都是在汽车房里起家的小人物。
仔细观察他们把产品成功推向市场
的带有科学依据的商业计划，无一
例外，都会使用到人口普查数据。



由中美人口普查数据在开放利用方面的比较
看中国大数据管理的缺陷–电子产品的使用范围

• 当下美国人口普查电子版数据种类繁多:

A. 人们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查询全美2000年和2010年的包括全国，洲，
投票区，县，市，学区的各类人口数据 ，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就业
状况，收入，宗教信仰，种族，受教育程度，残障，健康保险，等等。

B. 由740所大学的政治和社会研究联盟（ICPSR）提供的免费网络版全
美人口普查数据库时间跨度回溯至1940年 。

C.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威大）购买了一款由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出品的题为“全球人口土地扫描 ”（LandScan Global Population 
Databases）的数据库。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使用空间遥感和GIS图像分
析，提供微小到一公里分辨率的全球人口分布数据库. $1,344美元/年



由中美人口普查数据在开放利用方面的比较
看中国大数据管理的缺陷 –版权和价格
美国LandScan Global Population 
Databases 这款数据库在版权页明
确宣称“美国政府拥有一定版权”。
又在服务对象及收费细则中规定联
邦政府机构免费使用。

“社会浏览器”Social Explorer是
一款具有强大检索功能的，囊括自
1790年以来美国 220年的人口普查
数据。包括25,000张地图， 400亿
种类的数据元素和335,000变量。
威斯康星大学支付“社会浏览器”
的价格是$1,344美元/年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历次人口普查都
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不必说人
口专家们为设计普查方案所贡献的智
慧和付出的艰辛劳动，各级政府为这
个庞大工程所做的数年准备，上千万
普查工作人员的一系列培训活动直到
登门入户，以及全国人民各个家庭为
之作出贡献，统计结果最后再由专家
们整理分析论证出版，人口普查数据
是倾一国之力得到的大数据。

人口普查数据没有作为公共产品广
泛开放利用，却成为个别部门牟利
的垄断资源



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版权和价格

• 中国各地人口数据都表明拥有版权，部门利益丛生

• 一种是以出版机构申明著作者，如本社，年鉴社等；第二类是以
普查机构为名，如编委会，巴彦淖尔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
小组，呼和浩特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第三类的作者
为 不详。

• 出版机构有国家统计出版社，省级，市级，地区的统计局或人口
普查办公室

• 版权归属明确为出版社： 例如“安徽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上中下册）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发行，版权页宣称： 中国统
计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版权和价格

笔者对中国2000年和2010年纸本人口统计出版物进行了对比析

• 从普查数据的销售情况看有几点值得注意：

1.平均售价折合美金为$116美元/种。

2. 2010年比2000年的平均每种￥289元上涨￥449元，是2000年均价
的2.6倍。

3. 根据威大2012年购书记录显示，尽管购入了几种大套书，每种
中文书的平均价格为$19.77美元。相比之下，人口统计数据资料比
普通书籍贵$96.23美元。



中国国家统计局人为制造的人口统计电子产品
独家代理的垄断局面

• 中国2000年和2010人口普查数据电子版的海外销售昂贵，而且数据格
式互相不能打通，人为背离大数据信息共享的理念

• 迄今为止，北美地区有两家公司出售中国人口数据电子版：

其一为“中国信息研究中心（China Data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收费原则依据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分类标准，以高校学生人数为依据
进行分类（Carnegie Classification）。

其二为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大数据提升和发掘体系的制度缺陷

• 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没有关于政府信息的条款

• 2007年国务院令第492号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条
例的第二章“公开的范围” 第九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
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

• 人口普查是国家统一组织的，按国家法定的普查方案协调进行的专门
性调查。这是一项带有强制性的国家工程，2010年人口普查还首次将
我国境内的境外人员作为普查对象。如此重要的政府信息自然需要社
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使用，理当列入主动公开的信息。

• “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的规定只是柔性倡导，并没有与版权法结
合，因而没有刚性的法律制度保障。



中国大数据提升和发掘体系的制度缺陷

• 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民众作为受众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处于被
动地位。政府作为全国最大的信息生产，收集，使用和发布单位
仍然可以用国家赋予的权力，把用纳税人的钱收集到的信息变成
商品投放市场，从公民手中谋利。

• 中国的惨痛教训是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出版发行，反映了国家
2007年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未得到各级出版机构的贯彻和
执行。具有行业性的行政资源成为其下属出版机构牟利的垄断资
源。

• 2007年国务院令第492号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只有柔性倡议，没有刚性的法律约束。



中国大数据管理缺乏反垄断意识：政府机
构参与独家授权，监管部门没有监管
• 国家统计局将2000年和2010年的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电子版的开
发销售权独家出售给上述公司的行为，恰恰吻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垄断法》（2007年8月30日通过）第一章总则 第三条 “本
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经
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然而目前独家授权仍然普遍发
生，不但反映了出版发行领域无视反垄断法的行为，也反映了一
种集体的，带有普遍性的对反垄断要义认识的缺失。

• 国家统计局对2000年和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出版、发行
以及海外推广完全委托部门所属的国家统计出版社，竟然完全没
有意识到这是一种违法行为。



核心问题 - 中国人口数据因为行政垄断而没有得到
有效的公开利用是中国数字出版问题的典型缩影

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这款具有巨大社会文化价值的信息产品的开发和利用
迄今处于极其低级的一个水平。这是中国数字出版的一个典型缩影：受
制于各种制约，导致内容资源稀缺，基本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

自2010年至今，六年时间过去了，对于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资源，通过
层层行政动员获得的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在出版、发行等后续社会服务效
果的评估方面，国家相关监管部门竟然无人过问。

这表明无论在执政理念上，还是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中国的国家治理
能力离现代化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核心问题 - 中国人口数据因为行政垄断而没有得到
有效的公开利用是中国数字出版问题的典型缩影

• 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民众作为受众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处于被
动地位。政府作为全国最大的信息生产，收集，使用和发布单位
仍然可以用国家赋予的权力，把用纳税人的钱收集到的信息变成
商品投放市场，从公民手中谋利。

• 核心问题： 反映了集体性的对民众在大数据应用中的权利，地
位和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



由中美人口普查数据在开放利用方面的比较
看中国大数据管理的缺陷 –电子产品

• 威斯康星大学支付同方知网$4,746 购买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库（省级包括少数几个市的不带地图）的数据库。

• 垄断价格毫无疑问需由消费者承担。这款数据库原价$7,910威斯
康星大学参加了集团购买，按40%减价支付。这款产品仅包括省
级（还有少数市级）的数据。虽然题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数据库”实际上包括了一些2000年及2000年之前的普查数据。比
如，全国范围13种当中，有4种是2010年的数据，其余都是2000
年及2000年之前的数据。环渤海地区的9种当中，有 5种是2010
年的数据，其余都是1990年的数据。这款数据库总共包括134种
数据，是以电子书的方式销售，并且不带地图。



同方和中国信息研究中心两家公司的产品
采用不同的理念和处理方式组织数据
• 即使用户舍得花血本买下两套系统，也必须自己打理断裂式的数
据表述系统

• 国家统计局的每隔十年一次的短期独家授权行为完全没有从大数
据的提升和挖掘着眼，从技术层面分析也难以理解。

• 中国在世界性的大数据的提升和发掘战略背景下，其核心障碍是
行业条块分割，部门利益丛生，表明无论在执政理念上，还是在
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国家治理能力离现代化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由中美人口普查数据在开放利用方面的比较
看中国大数据管理的缺陷–结束语

1. 中国在数据领域的管理问题反映出长期积累的思维定势，观念
陈旧，体制障碍，对公众的投入没有从法律上给予版权保护。

2. 大数据时代呼唤着一个更加开放的，民主的和公平的社会管理
制度。开放存取 ，开放数据，开放教育正在全球形成新的浪潮。

3 .大数据管理的一大特点就是用统一的数据标准，打破信息孤岛，
实现跨行业跨部门的大数据集成，提供整体服务系统等等。

4. 中国急需出台纲领性的立法原则，厘清公民的权利和政府的义
务，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地方和各级政府通力配合的管理大数据
的体制



由中美人口普查数据在开放利用方面
的比较看中国大数据管理的缺陷–结束语
5. 在人口普查数据普及利用方面，中国已经比美国落后了二百二
十六年。

6. 当下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在努力提升中国的创新机制，打造智慧
城市智慧家园。

7. 然而，我们守着“人口普查大数据”这座应有尽有的金山银矿
却任由少数几家出版机构垄断数据，其损失无可计量。

8. 中国的出版界，法律界和各界民众必须通力合作，以只争朝夕
的精神解决大数据开发利用的核心问题。



Thank you!  谢谢！

Dianna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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