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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数据



谁拥有大数据

政府：80%

• 统计
• 交通
• 人口
• 医疗
• 教育

• 工商
• 税务
• 海关
• ……

运营商

• 客户数据（实名制）
通信数据

银行

• 客户数据（实名制）
金融数据（信用）

网络平台

• 搜索平台（百度）
• 电商平台（淘宝）
• 门户网站（搜狐、新浪）
• 社交软件（QQ、微信）



开放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日前，李克强指出“我国信息数据资源80%以上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

里，‘深藏闺中’是极大浪费。”

“过去较长时期一些地方和部门的信息化建设各自为政，形成‘信息孤

岛’和‘数据烟囱’，严重制约政府效能提升，给企业群众办事创业造

成很大不便”，要求下决心打通数据壁垒，实现各部门、各层级数据信

息互联互通、充分共享。

打通数据壁垒，实现各部门、各层级数据信息互联互通、充分共享

逐步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大数据在推动

经济转型发展、重塑国家竞争优势以及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要求政府部门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

新”的管理机制，推动政府管理理念和社会治理模式进步，逐步实现政府治

理能力现代化。



向社会可开放共享的公共信息资源内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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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数据的应用



利用政府大数据的个人画像

身份属性
• 姓名
• 性别
• 民族
• 出生日期

• 身份证号
• 身份证照片
• 户籍地址
• 婚姻状况

教育属性
• 毕业院校
• 入学时间
• 毕业时间
• 专业名称

• 学位
• 学历类型
• 证书编号
• 职业资格证书

消费属性
• 月收入预估
• 月取现额估计
• 消费金额

• 消费次数
• 消费地区
• 消费用途

航旅属性

• 出行次数
• 总计里程数
• 起飞城市

• 到达城市
• 舱位等级
• 国际/国内

财务资产属性

• 借记卡数量
• 信用卡数量
• 借记卡余额
• 信用卡等级
• 购房时间

• 房屋地址
• 房屋面积
• 购车时间
• 车辆类型
• 车辆品牌

司法属性
• 民事诉讼
• 犯罪记录
• 在逃人员

• 失信被执行人
• 法院判决
• 交通违章

社交属性
• 新浪微博
• 微博粉丝数
• 微博关注数
• 微博互粉数
• 微博认证类型

• 微博认证原因
• 关注话题
• 个人标签
• QQ群偏好特征



利用政府大数据的企业画像

财务属性

• 营业收入
• 财务费用
• 利润总额
• 资产总额
• 负债总额

• 盈利能力
• 营运能力
• 短期偿债能力
• 长期偿债能力
• 发展能力

行业属性

• 行业名称
• 上游行业
• 下游行业
• 行业规模
• 成长性
• 盈利水平

• 市场竞争
• 集中度水平
• 进入壁垒
• 国际贸易
• 资金需求
• 成本结构

司法属性

• 法院公告
• 法院判决
• 失信信息
• 司法拍卖

• 开庭公告
• 欠税信息
• 被执行人
• 动产抵押

基本属性

• 企业名称
• 注册号
• 成立时间
• 法定代表人
• 注册地址
• 经营地址

• 股东信息
• 股权结构
• 对外投资
• 股权出质
• 异常信息
• 变更信息

发票属性

• 卡号
• 交易对象
• 交易时间

• 交易金额
• 商户名称
• 商户地址

招聘属性

• 招聘时间
• 招聘职位
• 所属职能

• 工作地点
• 薪资水平
• 招聘人数



城市集群

经济运行

人口画像

消费特征

产业聚集

利用政府大数据的城市/区域画像

文化



案例一：工商数据下的企业画像



企业画像工具



举例-摩拜单车



基本信息



变更信息股权结构



关联族谱



企业链图



融资信息



案例二：统计大数据下的城市画像



100万人民币在各城市能买多大的房子？

上海
18 m2

杭州
52m2

南京
57m2

成都
95m2

郑州 武汉
107m2

北京
20m2

天津
69m2

石家庄 哈尔滨
126m2

重庆 沈阳
145m2

长春 南宁 长沙
163m2

贵阳 银川
200m2



一张图看懂中国城市房价

从整体来看，一线及东部沿海城市房价整体偏高，中部和西部二三线城市房价相对处于较低水平。



最新的城市划分标准

为更好的实施人口和城市分类管理，适应
城镇化发展等新形势要求，2014年11月
20号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
标准的通知》，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
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分为五
类七档。

小城市和大城市细分为两档

人口规模上下限普遍提高

统计口径界定为城区常住人口

城市类型由四类增加至五类，
增设超大城市

城市划分标准调整 城市分类 划分标准（城区常住人口） 城市数量

超大城市 1000万≤常住人口 6

特大城市 500万≤常住人口<1000万 10

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300万≤常住人口<500万 22

Ⅱ型大城市 100万≤常住人口<300万 157

中等城市 50万≤常住人口<100万 269

小城市

Ⅰ型小城市 20万≤常住人口<50万 161

Ⅱ型小城市 常住人口<20万 1662



中国将分三类打造20个城市群

权威人士透露，国家发改委

初步从重点培育国家新型城

镇化政策作用区的角度出发，

确定分三类打造20个城市群。

包括5个国家级城市群、9个

区域性城市群和6个地区性城

市群。

设立城市群有助于我国打破

行政区域规划限制，进行资

源的整合和再分配。另外，

由于城市群针对中小城市抱

团，中小城市将迎来发展机

遇，同时倒逼大城市进行部

分功能疏解。

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京津冀

长江
中游

成渝

哈长

山东半岛

辽中南

海峡西岸

关
中

中
原

江
淮

北部湾

天山北坡

呼包
鄂榆

宁夏
沿黄

兰西

滇中

黔中

晋
中



（一）基于CCP的中国城市划分



按照行政区划对城市级别进行划分不足以反映城市消费市场的特征

按照中国行政区划，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共有654个，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

非省会地级市和县级市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等不同，各城市在城市规模、人民生活水平、城市化与人口

集聚程度等都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属同一个行政级别的城市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

因此，研究城市的消费潜力与规模，仅仅依据行政级别的划分是远不够的。

研究城市划分意义

城市级别 城市数量

直辖市 4

副省级市+省会地级市 31

非省会地级市 252

县级市 367



常被提及的所谓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概念最早起

源于房地产市场，现在已演变成为城市综合实力和竞

争力的划分。常规指标包括综合经济实力、城市发展

与规模（建设水平、人口面积等）、城市级别、辐射

力与影响力、信息交流能力、知名度等，但目前这些

方法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并没有将核心指标进

行量化，使用者很难直观的了解各线城市的主要特征。

研究城市划分意义

从城市的发展规模、区域辐射力等方面对城市

级别进行划分的方法，又缺乏具体而直观的量化

指标



城市消费力（ City Consumption Power，简称“CCP”) ，是一个综合性评价

指标，标志城市的整体消费能力 。

消费力理论是消费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我国上世纪70年代末起步研究消费经济理

论时就提出了消费力，至今已近30年。期间不少人对消费力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有些机构也提出了区域性消费力概念，如深圳消费力、长沙消费力，但还没有一个针

对中国大陆地区各县市的整体概念。

城市消费力（CCP）



中国城市综合性评价指标—CCP

城市消费力（ City Consumption Power，简称“CCP”) ，是一个

综合性评价指标，标志城市的整体消费能力。

ACMR利用自身丰富的统计数据优势，综合考虑各城市的行政级别、

经济实力、人口城镇化率等量化指标，运用科学的数理统计测算方法，创

造了可以衡量中国大陆地区所辖县市的消费潜力的城市消费力理论，并与

实践进行了良好的结合，可以帮助企业或者研究人员直观的了解目标城市

消费潜力状况。

城市消费力

数据准备

•行政级别数据、人口数据（总人口、城镇人

口、农村人口）、经济数据（GDP、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投资等）、人民生活（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性支出、居民

储蓄余额等）

数据处理

•聚类分析、因子分析、指

数平滑、逐步回归、神经

网络

城市人均消费力指标

(PCP)

城市消费力指标

(CCP)



国家数据开放平台是国家统计局对社会

及开放的数据共享平台.

平台包括宏观,区域,人口,产业等多纬度

数据库资源.

网址:

DATA.STATS.GOV.CN

数据来源 :国家数据库开放平台



城市分级标准

为了与常用的城市划分可比， ACMR综合考虑各城市城市消费力、行政级别、经济实力、人口城镇化
率等量化指标，对中国大陆地区各线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县合计2300个左右）进行深入研究挖掘，并
制定了相应的划分标准：

城市类别 行政级别 城市消费力（亿元）GDP总量（亿元） 人口（万人）

一线城市 直辖市或计划单列市 CCP>4500 GDP>15000 城区总人口>1100万，且城镇人口>1000万

二线城市 副省级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 CCP>900 GDP>2500 城区总人口>250万，且城镇人口>200万

三线城市 省会城市或经济发达城市 CCP>300 GDP>800 城区总人口>100万，且城镇人口>80万



城市分级结果

备注：以上分级结果仅针对全国650多个县级市以上城市，数据来源
于《2016年城市统计年鉴》

一线

城市数量

二线

三线

四线

5

34

52

119

0.8%

5.2%

7.9%

18.1%

CCP 总体 (万亿元)

6.16

2.70

2.57

3.21

34%

15%

14%

18%五线 449

3.45 19%

68.1%

14％ 68％



一二三线人口经济总览

一线城市（5个）

二线城市（34个）

三线城市（52个）



依据最新划分标准的城市消费力统计



20大城市群消费力统计

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京津冀

长江
中游

成渝

哈长

山东半岛

辽中南

海峡西岸

关
中

中
原

江
淮

北部湾

天山北坡

呼包
鄂榆

宁夏
沿黄

兰西

滇中

黔中

晋
中

20城
市群

CCP
88％
人口 72％
GDP 86％
社消 86％
固投 86％

国家
级

55％
人口 41％
GDP 53％
社消 52％
固投 47％

地
区
级

6％
人口 6％
GDP 6％
社消 5％
固投 8％

区域
级

27％
人口 25％
GDP 27％
社消 29％
固投 3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华通数据



国家级城市群消费力统计

指标
国家级城市群

合计
合计比例(%)

长江三角洲
比例(%)

长江中游比
例(%)

京津冀比例
(%)

珠江三角洲
比例(%)

成渝比例(%)

常住人口(万人)  55616 36.9 13.1 11.6 8 4.2 4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33597 49.8 20.7 10.8 9.9 8.4 3.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20544 48.9 20.6 10.1 10 8.2 3.4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195460 43.1 17.1 13 9.2 3.8 3.4

城市消费力（亿元） 96328 50.4 21.6 9.9 9.5 9.4 3

国家级城市群

重点建设5大国家级城市群，具体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
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



区域级城市群消费力统计

指标
区域级城
市群合计

合计比例
(%)

海峡西岸
比例(%)

山东半岛
比例(%)

辽中南比
例(%)

哈长比例
(%)

中原比例
(%)

江淮比例
(%)

关中比例
(%)

北部湾比
例(%)

天山北坡
比例(%)

常住人口(万人)  33383 24.6 6.6 3.3 2.3 2.8 3.1 2.7 1.9 1.5 0.4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72644 27.4 5.9 5.6 4.0 3.3 3.0 2.3 1.7 1.0 0.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65595 28.6 6.8 5.9 3.8 3.6 3.1 2.0 1.8 1.1 0.5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
元）

129332 30.8 5.9 5.3 5.0 3.4 3.5 3.4 2.5 1.3 0.5

城市消费力（亿元） 47943 27.4 6.1 5.3 4.1 3.2 2.9 2.1 1.8 1.1 0.8

区域级城市群

稳步建设9大区域性城市群（国家二级城市群），包括哈长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
海峡西岸城市群、关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和天山北坡城市群。



地区级城市群消费力统计

指标
地区级城市群

合计
合计比例

(%)
呼包鄂榆比
例(%)

兰西比例
(%)

滇中比例
(%)

晋中比例
(%)

黔中比例
(%)

宁夏沿黄比
例(%)

常住人口(万人)  8645 6.3 0.8 2.4 1.1 0.6 1 0.4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9917 6.3 2.1 1.6 1 0.5 0.7 0.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2321 5.2 1.3 1.3 1 0.7 0.6 0.3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34531 8.3 2.2 2.4 1.1 0.6 1.3 0.7

城市消费力（亿元） 11269 6.4 1.7 1.5 1.2 0.7 0.7 0.6

地区级城市群

引导培育6大新的地区性城市群，包括呼包鄂榆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兰西城市群、
滇中城市群和黔中城市群。



基于CCP的中国城市划分
（二）中国二三线城市发展概况



二三线城市的人口规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二三线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2015年一线城市总人口达0.86亿人，同比增长1.7%。二三线城市人口

规模达2.36和2.06亿人，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17.2%和15.0%，分别比2014年提高0.05、0.02个百分

点，城市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2015年全国年末总人口13.75亿人 2014年全国年末总人口13.68亿人

数据来源：《2016年城市统计年鉴》，下同



二三线城市经济总量逐年扩大，增速中低位徘徊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2015年一线城市GDP总量为10.0万亿元，同比增长7.4%。二三线GDP总

量为33.3万亿，占全国比例分别为29.4%和19.8%，经济增量逐年扩大；同时受全国经济向新常态转换的

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二三线城市GDP同比增速由高位运行转档为中低位。

二三线城市的经济总量



二三线城市人均GDP稳定增长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2015年一线城市人均GDP为116324元，同比增长5.6%。二三线城市人均

GDP均值分别为84385和64909元，同比增长速度分别为6.0%和3.5%，二三线城市人均GDP稳定增长。

二三线城市的人均GDP



二三线城市的投资规模

二三线城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进一步提高，增速下行势头明显。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2015年一线城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6万亿元，同比增长10.0%。二

三线城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为23.6万亿元，比2014年增加1.8万亿元，规模继续扩大，占全国比例分别

为24.1%和18.8%，同比增长速度分别为6.3%和11.1%，受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影响，二三线城市

投资增速下行趋势明显，进入调整阵痛期。



二三线城市人均年末存款余额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从居民收入情况看，2015年二三线城市人均年末存款余额均值分别为58761元和42889元，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37701元和31397元，同比增速均在7％以上，高于GDP增速；

 从08年以来的数据看，二线城市人均年末存款余额和可支配收入分别比08年上涨108%和94%，三线

城市人均年末存款余额和可支配收入分别比08年上涨135%和96%，年复合增速均在10％以上，居民收

入大幅增长。

二三线城市的居民收入



二三线城市的消费支出

二三线城市人均消费支出平稳增长

扣除2013年以来持续加大反腐力度、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对高端消费（高档餐饮业、会所等）较明显抑制效应

的影响，消费增长平稳运行。2015年二三线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均值分别为23566元和20164元，同比增速

分别为7.7％、5.0％；

从从08年以来的数据看，二三线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08年上涨82%和79%，年均复合增速均在9％以上，

居民消费支出平稳增长。



二线城市的消费市场规模

二线城市消费稳定增长

 2015年二线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8.76万亿元，同比增长11.5%，比08年上涨

173.4％，年复合增速为15.5％，保持高位稳

定增长。

 其中增速较快的城市分别是重庆、成都、

杭州、合肥、昆明等城市，年均增幅在17％以

上。



三线城市的消费市场规模

三线城市消费同比增长11.3%

 2015年三线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

万亿元，同比增长5.6%，比08年上涨170.4

％，年均复合增速15.3％；

 其中增速较快的城市分别是徐州、南昌、兰

州、乌鲁木齐、贵阳、芜湖等城市，年均增幅

均在1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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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线城市的消费潜力

二三线城市总体消费力明显提高

根据华通人测算， 2015年全国城市消费力总量为21.9万亿元，同比增长11.0%。二、三线城市总体消费

力分别为5.4和2.9万亿元，占全国总体消费力的38.0％，同比增速分别为10.1%和7.6%，二三线城市总体

消费力逐年提高。



二三线城市消费潜力

备注：收入指标为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年末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合成指标

排名
潜力型城市

TOP10
城市消费力（亿元） 人均消费力（元） 收入指标增速(%)

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性支出增速(%)

1 重庆 3465 28985 14.5 10.1
2 成都 3059 40824 14.7 11.4
3 沈阳 2723 45446 11.8 7.5
4 青岛 1910 54208 12 8.2
5 长沙 2009 66058 13.6 10.5
6 济南 1901 47562 12.5 10.1
7 昆明 1466 41653 14.1 10.1
8 宁波 1419 50292 10.8 7.1
9 太原 1156 33015 8.5 5.2

10 淄博 1080 41065 12.2 9.9

中国涌现出一批潜力型城市
二线城市：

重庆、沈阳、昆明、青岛、宁波、太原、成都、
长沙、济南、淄博

三线城市：

临沂、襄阳、包头、宜昌、台州、潍坊、惠州、
吉林、南宁、邯郸、扬州、洛阳、柳州、南昌、
江门、海口



当前,政府大数据的应用只是冰山一角,绝大部分隐藏在表面之下。

未来，大数据所带来的精彩值得期待！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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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8610 5321 3299

•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总部基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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