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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数据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张涛 
 
    宏观经济治理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的，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原则，均衡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完善科技、产业、就业等各方面制度建设，

最终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局的一项重大改革发展任务。宏观经济治理的起点

是精准把握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意见》对“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作了明确要

求。大数据以其丰富的信息价值，为宏观经济监测与预测开拓了新的思路，成为提升宏观经济治

理能力的重要保障。 
    发挥大数据“摄像头”作用，强化宏观经济监测 
    大数据是在生产生活中被实时记录和存储的巨型信息集合，具有数据量大、形式多样、处理
快速、信息真实和价值量大等特征，像“摄像头”一般清晰、准确、真实地描绘了宏观经济运行

的全景图，为宏观经济监测在数据的定点提取、定量分析和定向挖掘等方面创造了基本条件。将

大数据作为宏观经济治理的丰富信息源，正不断开辟出众多新的应用场景。 
    依据大数据了解宏观经济系统运行的总体态势。一是用于监控经济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
物价水平、对外贸易额等总量性指标的变化，精确显示经济总水平的发展状况。二是用于监控三

大产业结构、消费投资和贸易占比、农村和城镇经济比重、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系数、居民收入

差距等结构性指标的变化，辅助研判宏观经济系统的机制演化。三是用于构造经济景气指数，揭

示经济涨落的周期性变化、信用和货币流通规模的阶段性收缩或扩张等情况，帮助中央与各级地

方政府、央行制定合理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发挥大数据“显微镜”作用，助力宏观经济预测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在生产生活中的渗透率不断攀升，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已充分暴露
在由大数据汇成的信息海洋中。大数据如同一台宏观经济“显微镜”，能够生动显示出宏观经济

现象的微观联系，为宏观经济预测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并大大提升了预测的实际效果。高质量的预

测能够为宏观经济治理提供先导性的指示，助力宏观经济治理由经验型转向数据型、由定性目标

转向定量目标、由粗放调控转向精准调控，提升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准确性和有效性。 
    充分利用“搜索大数据”预测宏观经济在需求侧的结构性变化。我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
互联网用户群体，而搜索信息是中国网民使用互联网的重要目的之一。海量的网民搜索行为留下

了可观的搜索大数据资源，能够及时反映重大的民生关切，继而用于预测宏观经济在需求侧的结

构性变化。比如，当消费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出现集体上涨时，大量网民将通过搜索引擎了解市场

价格变化的原因和未来趋势，这些数据为了解公众预期和精准预测通货膨胀率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来源，也为政府及时出台政策平抑物价，利用宣传工具稳定市场预期，创造了宝贵的时间窗口期。 
    充分利用“舆情大数据”预测宏观经济在供给侧的结构性变化。企业是宏观经济系统的细胞，
一方面受政策公开、市场情绪和公共舆论影响，另一方面又通过信息披露、新闻发布等渠道影响

整个市场的走势。企业信息平台、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日渐成熟，加速了整个市场的信息发布与

信息流动。这些由文本、图像和语音等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共同组成的舆情大数据资源，生动

地揭示出宏观经济在供给侧的微观变化。以金融市场为例，利用大数据技术挖掘企业客户在各类

信息平台上的痕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对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等各

类金融市场的行情变化展开预测，这为央行调控货币总量与信贷规模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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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大数据高效安全开发，筑牢宏观经济治理基础 
    大数据是信息化时代的馈赠，能够进一步揭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规律，是提高宏观经
济治理效能的有力支撑。将大数据进一步转化为宏观经济治理红利，需要加快大数据高效安全开

发，破解目前存在的重大瓶颈限制。 
    增加大数据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出境率”，根源在加快数据流通。目前，人类社会可直接
利用的大数据资源仍然只是“冰山一角”，大量“数据孤岛”“数据烟囱”的存在，导致大数据资

源高度分散、流动性差、协同处理效率低。地方政府应从政务大数据互联互通做起，加强顶层设

计与统筹协调，破除利益本位主义思维，切实做到“让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必须加快

电信、金融、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的数据流通，大力推动数据标准体系建设，在关乎国家发展、

城市建设、百姓生活等国计民生方面，率先实现数据集成和数据共享。应鼓励业界建立行业规范，

逐步实现产业大数据、商务大数据融合发展。只有充分流动、开放分享的大数据资源，才能够提

升大数据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提升大数据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正确率”，关键在加强数据挖掘。大数据是包藏大量未知
价值的数据集，必须树立大数据思维，提升运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知识发现等大数据处理技

术的能力，尊重大数据分析的客观性、准确性，重视大数据与传统统计数据在相互检验方面的作

用，戒除拍脑袋、主观主义决策陋习，在充分发挥大数据监测与预测宏观经济走势的基础上，持

续提升宏观经济政策的精准性、科学性和预见性，稳步增强宏观经济治理的效能，为建设数字化

政府与智慧型政府提供助力。 
    确保大数据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合格率”，底线是保障数据安全。大数据的开放、集成与
运用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必须在立法层面完善相关规则，要进一步权衡数

据开放与权益保护、信息安全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完善数据安全等级保护和关键信息保护制

度，强化数据安全防护体系，明确可开放、可共享、可转用的数据范围，规范数据资源的开发利

用。此外，应当秉持《民法典》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精神，将侵犯个人数据权利的案件纳入公

诉范畴。只有满足安全性要求，宏观经济治理才具有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可能性和基础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