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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 意义 ] 信息化项目建设生命周期产生大量的数据，确保数据可用、有用、易用和善用，有助于赋能数字

政府、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建设及数字化改革创新发展。[ 方法 / 过程 ] 首先，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信息

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框架的维度；其次，使用内容分析法对相关政策、标准、文献等进行分析，识别出各个维

度下的核心指标；最后，对台州市地方标准《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指南》进行案例研究，验证所构建评估

框架的有效性。[ 结果 / 结论 ] 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框架包括 5 个维度 27 个核心指标，5 个维度和 23 个核

心指标经验证有效，4 个指标由于可操作性难或暂不适用当前实践等原因尚未被采纳。研究有助于明晰信息化

项目数据利用评估的对象和要素，对整体提升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能力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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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

开放。”[1] 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 [2]。

《“十四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标准体系建设规

划》中提出要加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领域、城市数

字资源利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利用等标准的研制 [3]。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将建立高效利用的数

据要素资源体系列入重大任务和重点工程 [4]。数据资

源有效利用是当前标准制定和信息化规划所共同关

注的问题。

当前，我国信息化发展已进入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的新阶段。信息化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

中会产生海量的数据，而数据作为数字政府的业务要

素、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要素，

具有重要的效率性价值、创新性价值及赋能性价值。

然而，在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实践中，数据重复采集、

数据冗余、数据缺乏共享、系统间缺少联系和有效

集成 [5]、数据接口标准不统一 [6]、数据质量低下、数

据安全难以保障、数据缺少有效整合 [7] 等问题凸显，

涉及数据的共享、开放、质量、安全等多个方面，严

重影响了数据价值的释放，需要有系统全面的评估框

架帮助识别、发现和持续改进系列问题，实现数据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数据要素价值实现、数据赋能提

供保障。

目前，现有文献尚缺少对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

估的关注，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实践亟需数据利用评

估标准及基础制度。基于此，本文以合规规范为原则、

质量规范为基础、技术规范为手段、风险与安全规

范为底线、赋能规范为目标，以数据要素价值化为场

景，提出面向标准化规制的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

框架，与现行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标准内容兼容互补，

对建立健全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标准基础制度、统筹

规划数据有效利用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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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的现状及
标准化需求分析

2.1　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相关文献

谭章禄等对信息化项目实施中的问题反馈及处理

机制进行分析，发现数据获取、数据共享、数据跨系

统集成等是阻碍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的关键问题 [5]。

吴石松对大型信息化项目创新管控机制进行研究，

指出数据接口标准的统一、数据质量、数据安全等

是信息化项目创新管理中面临的难题 [6]。在信息化项

目领域尚未发现专门针对数据利用评估展开的研究，

但已有学者针对政府开放数据、交通运输公共数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领域开展数据利用评估研究，

如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等发布的《中国政府

开放数据利用研究报告（2022）》，从平台、数据、

利用及影响 4 个层面对我国政府开放数据利用效率进

行评估 [8]；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等发布的

《交通运输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报告》，从数据数量、

数据质量、数据利用促进活动以及相关法规政策等

方面对我国交通运输领域开放数据利用情况进行评

估 [9]；安小米等基于国家战略需求和目标，提出由政

府数据依法治理—数据可用能力、政府数据源头治

理—数据有用能力、政府数据精准治理—数据易用能

力、政府数据长效治理—数据善用能力构成的四维

度政府数据治理与利用能力框架 [10]，而后构建由“数

据可用”“数据有用”“数据易用”和“数据善用”

构成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智慧城市数据利用框架，并

将其纳入国家标准 [11]。

2.2　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相关制度

《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对政务

信息化项目中的信息资源利用作出规定，“项目建

设单位应当编制信息资源目录，建立信息共享长效

机制和共享信息使用情况反馈机制，确保信息资源

共享。信息资源目录是审批政务信息化项目的必备

条件，信息资源共享的范围、程度以及网络安全情

况是确定项目建设投资、运行维护经费和验收的重

要依据。”[12] 然而，《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

理办法》尚待健全其实施和监管的评估制度。《欧

洲数据价值链战略》（A European Strategy on the 
Data Value Chain）中指出要利用数据获益并创造价

值，需要整合考虑数据质量、大数据技术和方法、

互操作性、数据可视化、快速（实时）决策等内容 [13]。

《欧洲数据战略》（A European Strategy for Data）
在阐述欧盟数据利用的阻碍时，指出要在数据可用

性、数据互操作性和质量、数据治理、数据基础设

施和技术、网络安全等方面共同取得发展 [14]。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发

布 的 Proposal & Award Policies & Procedures Guide 
(PAPPG) 对基金项目中的数据利用提出了要求，申

请人提交的项目提案中必须包括数据管理和研究成

果共享计划 [15]：项目申请人需要对项目过程中可能

产生的数据类型、使用的数据格式和内容标准、数

据访问和共享政策等内容进行计划，计划内容将作

为项目提案的一部分被审查。PAPPG 不仅关注数据

利用的规划，还关注其实施和评估。

2.3　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标准化需求分析

目前，尚未发现专门的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

标准。相关的数据利用评估标准主要是对数据利用中

的数据共享开放、数据质量、数据安全等方面的评估，

如表 1 所示：

表 1　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相关标准 
Table 1　Relevant standards for data use evalu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projects

标准类型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标准等级

信息化项目建设运
行评估

《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运行绩效评价规范》 2022-08-30 杭州市地方标准

《软件和信息化项目运行评价指标体系》 2022-03-24 北京市地方标准

数据开放共享评估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 第 3 部分：开放程度评价》 2020-04-28 国家标准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 第 4 部分：共享评价》 2022-10-14 国家标准

数据质量评估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质量要求与评定》 2021-12-31 国家标准

《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2018-06-07 国家标准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第 24 部分：数据质量测量》 2017-11-01 国家标准

《太阳能资源数据准确性评判方法》 2017-09-07 国家标准

数据安全评估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备份与恢复产品技术要求与测试评价方法》 2021-10-11 国家标准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库管理系统安全评估准则》 2019-08-30 国家标准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 2019-08-30 国家标准

《信息安全技术 移动智能终端数据存储安全技术要求与测试评价方法》 2017-11-01 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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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共享开放方面，包括对其开放程度 [16] 和

共享程度的评估 [17]；在数据质量方面，包括对信息

技术 [18]、系统与软件工程 [19]、地理 [20]、太阳能 [21]

等领域数据在规范性、准确性、一致性上的评估；在

数据安全方面，包括对数据备份与恢复 [22]、数据库

管理系统 [23]、数据存储 [24] 等内容的评估。与信息化

项目直接相关的评估标准中对数据利用的关注较少，

涉及评估数据编目、数据共享等内容 [25]。

数据利用已经逐步嵌入到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中，

成为项目审批、建设、运行和安全监管等项目建设管

理活动中的关键任务。目前，既有研究较少关注信息

化项目数据的有效利用保障，相关评估标准多局限于

数据利用的一方面，缺少体系化的数据利用评估标

准；现有研究尚未关注到信息化项目领域的数据利用

评估标准化规制问题，缺少对标准化文件中数据利用

相关指标的关注。如何进行系统化、标准化的信息化

项目数据利用评估亟待研究。

3　面向标准化规制的信息化项目数据
利用评估框架构想

3.1　评估框架维度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借鉴安小米等学者提出的数

据四用框架 [10-11]，以标准化基础制度建立健全目标为

导向，从 5 个维度提出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框

架，在原有四用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数据赋能—效用

评估维度。5 个维度包括数据可用—制度保障、数据

有用—质量保障、数据易用—技术保障、数据善用—

安全保障、数据赋能—效用评估，如图 1 所示。5 个

维度体现了信息化项目数据的价值化过程，从数据资

源的储备到赋能、从输入端到输出端以及全过程的数

据安全保障。

数据赋能效用评估

数据善用安全保障

数据
可用
制度
保障

数据
有用
质量
保障

数据
易用
技术
保障

图 1　面向标准化规制的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框架维度 
Figure 1　Dimensions of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informatization 

projects data use towards  standardization regulation

以 5 个维度作为分析框架，对搜集的相关政策、

标准和研究文献等进行分析，梳理出信息化项目数据

利用评估框架在 5 个维度下的关键指标。

3.1.1　“数据可用—制度保障”维度

数据可用—制度保障旨在保证在特定的利用环

境中，数据对不同人而言的可及、可得。在信息化

项目全生命周期中，数据共享和开放制度的建立和

执行情况是数据可及、可得的重要保障 [10]；当前信

息化项目数据利用具有“跨业务、跨部门、跨层级、

跨区域、跨系统”的场景特征，数据利用评估数据

可用方面，应关注相关数据主题、部门、高需求关

键词等的覆盖程度 [26]；2022 年发布的开放数林指数

报告中倡导包容性的数字社会应关注与老人、妇女、

儿童、残疾人等弱势人群相关的公共数据的开放利

用情况 [27]。E. Bekiaris 等 [28] 和 G. C. Vanderheiden[29]

对数据开放的包容性进行探讨，强调对残疾人等弱

势群体的数字包容。数字包容性制度决定了数据利

用能否保障信息弱势群体的公共数据权益；政府自

身以及政府与企业、高校、公民的合作情况对数据

资源高效利用具有重要影响 [30]；此外，考虑到信息

化项目数据利用的特性，评估内容中应考虑立项需

求、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分析数据的相关保障规范

和制度的设置情况 [12]。

3.1.2　“数据有用—质量保障”维度

数据有用—质量保障旨在保证在特定的利用环

境中，数据质量符合既定规范，数据对人而言有用。

回顾国内外的数据质量框架及相关标准内容，如全

面数据质量管理 [31]、数据质量评估框架 [32]、ISO 
37156、GB/T 29246、GB/T 36344、GB/T 36061 等，

完整性、真实性、可靠性、及时性、一致性、可追溯性、

规范性是数据质量领域最核心的术语。

完整性是指相关数据准确和完备的特性，数据项

以及数据值存在和缺失的程度 [33]；真实性是指相关

数据与事实的符合程度 [34]；可靠性是指数据的内容

可信，充分、准确地反映其所证明的信息化项目职

能、活动或事实 [33]；及时性是指数据提供符合需求

的时限程度，包括基于时间戳的记录数、频率分布

或延迟时间符合业务需求的程度，实现数据快速汇

聚、加工、传递和发布，符合预期时限的程度等 [18]；

一致性包括同一数据在不同系统存储或被不同应用、

用户使用时数据的一致性程度，以及数据发生变化

时同一数据被同步更新的程度等 [18]；可追溯性是指

对源头数据演变为当前数据状态的过程有完整记录

并实现其历史、使用情况和所处位置可查的能力 [35]；

规范性是指数据符合数据标准、数据模型、业务规则、

元数据或权威参考数据的程度 [18]。

安小米 ,�邝苗苗 ,�许济沧 .�面向标准化规制的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框架研究 [J].�图书情报工作 ,�2023,�67(17):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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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数据易用—技术保障”维度

数据易用—技术保障旨在保证在特定的利用环

境中，数据语义、语用和规则具有多维度和多层次的

互操作性。H. J. Scholl 等确定了 9 个影响互操作性的

制约因素，在技术限制中指出当前电子政府信息系统

存在系统互操作限制 [36]。通过增强数据可关联性可

提高数据访问性、可用性，以达到互操作的目的 [11]。

E. D. Yeumo 等以小麦数据为例，使用标准开发数据

互操作，强调商定共同的数据格式、元数据和词汇标

准是一个提高数据互操作的重要步骤 [37]。互操作性

涉及系统互操作性、数据互操作性、语义互操作性、

数据可关联性。系统互操作性是指不同信息系统之

间共享数据满足多个场景应用需求的能力；数据互

操作性是指采用统一的标准化数据格式，以实现不

同应用程序和不同系统之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的能力；

语义互操作性包括建立统一的数据词典、元数据规

范、主数据规范，建立通用的本体库、信息模型库等；

数据可关联性是指对不同数据集里同一数据主体相

互关联的程度。

3.1.4　“数据善用—安全保障”维度

数据善用—安全保障旨在保证在特定的利用环境

中，数据利用符合既定目的及条件，确保利用过程和

利用方式安全、负责、透明，利用结果非歧视。开展

数据利用活动，应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建立数据

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对数据实行分类分级保护 [38]。根

据数据具有的某种共同属性或特征进行分类，根据

数据遭到破坏后对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以

及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侵害客体）

的危害程度进行分级 [39]。利用个人数据，应公平、

适当、合法进行 [40]，对某些敏感信息进行数据变形

处理。为了防止数据丢失，对数据进行复制备份 [22]。

有效的数据安全系统要能实现全过程监测、识别、预

警数据安全风险 [38]。

3.1.5　“数据赋能—效用评估”维度

数据赋能—效用评估旨在保证在特定的利用环

境中，数据利用能够实现辅助监测、预警预测、智能

决策和服务等 [41]。数据监测应用是指能够进行实时

的统计、分析和报告；数据预警预测应用是指能够支

持基于数据的异常状况预测预警；数据智能决策应用

是指能够支持数据驱动的决策方案制定、实施和风

险管控；数据智能服务应用包括服务数字政府、数

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如提升部门内部管理工作效率、

最多跑一次等。

3.2　评估框架指标构成

基于全部文献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信息化项目数

据利用评估框架指标构成（见表 2），这个框架包括

“数据可用—制度保障”“数据有用—质量保障”“数

据易用—技术保障”“数据善用—安全保障”“数据

赋能—效用评估”5 个维度、27 个核心指标。下文将

借助案例分析方法，对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框架

及指标构成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表 2　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框架及指标构成 
Table 2　Composition of evaluation framework and 

indicators for informatization projects data use

评估维度 评估指标 来源

数据可用—
制度保障

数据可访问性 文献 [15]

数据覆盖面 文献 [26]

数据共享制度 文献 [5,11-12,16,25]

数据开放制度 文献 [16,11]

利益相关方在数据利用服务方
面的合作机制

文献 [30]

数字包容性制度 文献 [9,28-29]

数据资源保障 文献 [12]

数据有用—
质量保障

完整性 文献 [33]

真实性 文献 [34]

可靠性 文献 [33]

及时性 文献 [19]

一致性 文献 [19]

可追溯性 文献 [35]

规范性 文献 [19]

数据易用—
技术保障

数据互操作性 文献 [6,14,37]

系统互操作性 文献 [5,36]

语义互操作性 文献 [37]

数据可关联性 文献 [11]

数据善用—
安全保障

数据分类分级措施 文献 [38-39]

数据脱敏措施 文献 [40]

数据备份措施 文献 [22]

数据安全监测与预警措施 文献 [38]

其他安全管理措施 文献 [23-24]

数据赋能—
效用评估

数据监测应用 文献 [41]

数据预警预测应用 文献 [41]

数据智能决策应用 文献 [41]

数据智能服务应用 文献 [41]

4　案例分析：以台州市《信息化项目
数据利用评估指南》为例

4.1　研究方法和案例背景

为了验证所构建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框架

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本文选取台州市《信息化项目数

据利用评估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为案例研究

对象，选取缘由包括：①笔者作为核心成员参与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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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的编制，编制过程中笔者与台州市大数据发展管

理局及下属机构成员进行了 10 余次线上访谈，参与

了 2 次专家审查会议，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研究提

供了基础；②台州市信息化项目建设在浙江省数字化

改革中成效突出，研究其经验具有示范性和推广性。

《指南》以本文所构建的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

估框架为基础，使用台州市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相关

的政策、标准以及实践案例进行映射、验证，并结合

访谈和专家研讨进行修正后发布，评估框架及指标构

成如图 2 所示：

制度保障 质量保障 交互保障 安全保障 效用评估

数据可访问性

数据共享制度

数据开放制度

数字包容性制度

数据资源保障

完整性

真实性

可靠性

及时性

一致性

可追溯性

规范性

数据互操作性

语义互操作性

数据可关联性

数据分类分级
措施

数据脱敏措施

数据备份措施

数据安全监测
与预警措施

其他安全管理
措施

监测分析

预警预测

战略目标管理

图 2　台州市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框架及指标构成 
Figure 2　Composition of evaluation framework and indicators for informatization projects data use in Taizhou

4.2　《指南》与评估框架的映射

4.2.1　评估维度映射

图 3 揭示了本文提出的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

框架与台州市《指南》的评估框架在评估维度上的一

致性。在理念上，台州市完全采纳了数据可用—制度

保障、数据有用—质量保障、数据易用—技术保障、

数据善用—安全保障、数据赋能—效用评估 5个维度，

但是为了便于标准应用单位对标准内容的理解和实

施，对维度的表述进行了简化处理和调整，分别将

“数据可用—制度保障、数据有用—质量保障、数据

易用—技术保障、数据善用—安全保障、数据赋能—

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
估框架：维度

数据可用—制度保障

数据有用—质量保障

数据易用—技术保障

数据善用—安全保障

数据赋能—效用评估

《指南》：维度

制度保障

质量保障

交互保障

安全保障

效用评估

图 3　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框架构成维度的对比 
Figure 3　Comparison of the dimensions of the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informatization projects data use

效用评估”调整为“制度保障、质量保障、交互保障、

安全保障、效用评估”。由于数据易用—技术保障维

度主要聚焦于评估数据语义、语用和规则的互操作性

情况，保障互联互通，“数据易用—技术保障”的表

述过于宽泛，因此将其维度名称调整为“交互保障”，

使其更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创新导向。

4.2.2　评估指标映射

表 3 揭示了本文构建的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

框架的指标被台州市《指南》采纳的基本情况。

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框架中共包括 27 个指

标，从整体上来看，台州市《指南》共采纳了 23 个

指标，总采纳率为 85%，且并未产生新的评估指标，

5 个维度下指标的采纳率分别是 71%、100%、75%、

100%、75%，说明框架指标在全面性和实用性上表

现良好。

台州市《指南》在“制度保障”维度采纳了数据

可访问性、数据共享制度、数据开放制度、数字包容

性制度和数据资源保障 5 个指标，采纳率为 71%，

其中“数字包容性制度”指标作为创新性指标被采纳。

“数据覆盖面”指标未被采纳的原因在于其实施评估

难度较大，难以明确界定何为项目中符合跨业务、跨

安小米 ,�邝苗苗 ,�许济沧 .�面向标准化规制的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框架研究 [J].�图书情报工作 ,�2023,�67(17):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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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跨层级、跨区域、跨系统、高频、高需求关键

词特征的数据，可操作性不高。“利益相关方在数据

利用服务方面的合作机制”指标未被采纳的原因在于

该指标具有超前性，台州市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实践

中尚未形成清晰的利益相关方合作机制。“质量保障”

维度采纳了完整性、真实性、可靠性、及时性、一致性、

可追溯性、规范性 7 个指标，采纳率为 100%。“交

互保障”维度采纳了数据互操作性、语义互操作性、

数据可关联性 3 个指标，采纳率为 75%，“系统互

操作性”指标未被采纳的原因在于与“语义互操作性”

关联较为密切，难以清晰地区别两者，操作性受到影

响。“安全保障”维度采纳了数据分类分级措施、数

据脱敏措施、数据备份措施、数据安全监测与预警措

施和其他安全管理措施 5个指标，采纳率为100%。“效

用评估”维度采纳了数据监测应用、数据预警预测应用、

数据智能决策应用 3个指标，但在命名上进行了调整，

分别调整为监测分析、预警预测、战略目标管理，一

方面考虑到表述上的精简易懂，另一方面考虑到评估

指标容易被实际应用部门所理解，实际的评估内容并

未进行修改，采纳率为 75%。

表 3　27 个核心指标被《指南》采纳情况 
Table 3　27 core indicators adoption in Guidelines

评估维度 评估指标 《指南》采纳情况
单维度指标采纳率（《指南》
中指标个数 / 框架中指标个数）

总采纳率（《指南》中指
标个数 /框架中指标个数）

数据可用— 
制度保障

数据可访问性 * 71%
（5/7）

85%
（23/27）数据覆盖面

数据共享制度 *

数据开放制度 *

利益相关方在数据利用服务方面的
合作机制

数字包容性制度 *

数据资源保障 *

数据有用— 
质量保障

完整性 * 100%
（7/7）真实性 *

可靠性 *

及时性 *

一致性 *

可追溯性 *

规范性 *

数据易用— 
技术保障

数据互操作性 * 75%
（3/4）系统互操作性

语义互操作性 *

数据可关联性 *

数据善用— 
安全保障

数据分类分级措施 * 100%
（5/5）数据脱敏措施 *

数据备份措施 *

数据安全监测与预警措施 *

其他安全管理措施 *

数据赋能— 
效用评估

数据监测应用 *（调整为“监测分析”） 75%
（3/4）数据预警预测应用 *（调整为“预警预测”）

数据智能决策应用 *（调整为“战略目标管理”）

数据智能服务应用

注：* 表示《指南》中选用了该指标

5　研究结论和建议

既有研究较少关注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较少关

注标准化文件中的数据利用指标；数据利用评估尚未

被纳入到信息化项目评估制度建设中，亟待加强信息

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标准化规制的研究。

本文提出了面向标准化规制的信息化项目数据

利用评估框架，是对《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

办法》实施的有益补充，填补了现有数据利用标准基

础制度建设的缺失，为数据利用的规范化制度建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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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方向。

本文所构建的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框架包

括数据可用—制度保障、数据有用—质量保障、数

据易用—技术保障、数据善用—安全保障、数据赋

能—效用评估 5 个维度、27 个评估指标。经过台州

市地方标准《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指南》的验

证，5 个维度和 23 个指标被验证具有有效性和实用

性，4 个指标尚未被采纳，其未被采纳的原因主要涉

及两个方面：一是指标的可操作性不强；二是部门实

践尚存在进步空间，指标暂不适用当前实践。此外，

为了增强指标在使用过程的可理解性，《指南》中对

5 个维度以及效用评估下的指标的名称进行了适应性

调整和简化，其核心概念和内涵不变。评估框架中被

完全采纳的指标，具有一定推广性；部分采纳的指标，

概念内涵不变，指称变化更方便实践操作，具有一定

示范性；未采纳的指标，可推荐性选用。

后续研究可深入考虑如何解释信息化项目数据

利用评估框架中未被采纳的指标，使其更具有实用性

和可操作性。此外，可通过具体的评估实践，对所构

建的信息化项目数据利用评估框架进行进一步的验

证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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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Informatization Projects Data Use Towards  
Standardizat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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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 large amount of data is produc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

tization projects along its life. Making the data resources available and usable, enabling easier and safer use will 
enabl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government, digital economy and digital society and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thod/Process] Firstly,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study put forward the dimen-
sions of the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informatization projects data use. Secondly, this study used content analysis 
to analyze relevant policies, standards, literature, etc., and identified core indicators under each dimension. Finally, 
a case study was conducted on the local standard Evaluation Guidelines for Data Use in Informatization Projects 
in Taizhou City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nstructed evaluation framework. [Result/Conclusion] The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informatization projects data use includes 5 dimensions and 27 core indicators, then, 5 
dimensions and 23 core indicators have been verified to be effective among them, while 4 indicators have not been 
adopted due to difficulties in operability or temporarily inapplicability to current practice. This study helps to clarify 
the objects and elements of the evaluation for informatization projects data use, and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ce function for improving the overall ability of informatization projects data use.

Keywords: informatization project    data use    data use evaluation    standardization regu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