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随着现在都知道政府公共采购项目是，行业内有

两家公司很早有准备，它们现在做的是非常好，也可以说是我

们的标杆，一个是上午的维度，下午我们也有幸请到了零点，

它们两家公司现在形成了南有维度，北有零点的标杆，我们希

望通过它们的分享，他带来的题目是《基于数据的公共决策管

理方案》，首席营销官张燕玲，掌声有请。 

张燕玲：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零点的张燕玲，我说我是

2006 年市场研究协会一等奖的获得者，我也很开心他记得我，

正向上午的各位前辈讲的，他们是第一代的市场研究人员，我

们八零后是第二拨，也是目前在市场环境圈里面的研究主力，

今天带来的这个主题是大数据智能驱动下的公共决策支持，首

先在讲具体的内容之前，我想给大家先说一下什么是大数据智

能，在座的各位也都是在市场研究行业浸泡了很多年的同仁，

当大数据智能放在我们领域里讲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思考它跟

大数据智能和传统市场研究之间的联系是什么？脱离了这种联

系去看数据智能，你可能会觉得它会比较的宏大，也不知道怎

么样去实现一些升级转型，我在这个地方想讲三点：首先大数

据智能强调的第一点是数据的多元化，以往在传统市场研究当

中，其实获得数据的渠道是比较的单一的，虽然大家说有问卷

调查、各种访谈、座谈会看似多元，放在今天大数据背景下是

相对单一和薄弱的，在今天的数据时代，非常多的技术平台为

我们提供了很多，获取多元数据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它



暗示的第一点就是当你在用数据认识一个问题的时候，必须采

用多边数据研究的视角去整合更多的数据去看待它，在这个点

上，我刚才讲了多边数据的验证，核心的市场在传统的市场研

究当中一直都是沿用的，这就是一个连接点；第二个刚才郑总

在讲，他最后结尾的时候讲了一点说在大数据多的时候，其实

也是需要小数据去做一些数据弥合的，这也是我要在这里再次

强调，传统获取数据的方式在大数据时代，因为大数据很多虽

然它量大，但是每一块相对独立的大数据来源都是相对断裂

的，这时候就需要基于传统数据研究方法更快、更高频的升级

成一种交互获得数据的方法，这也是我们做传统数据研究相嵌

在今天的数据所在；第二个就是算力，算立就是运算的能力，

今天说大数据智能时代到来了，它其实也是刚刚起步，为什么

呢？不管从政府来讲，还是从企业来讲，大量的数据它没有上

短云端，所以云计算、云存储依然是实现大数据智能的一个因

素；第三个关键词是算法，算法这个词听起来很宏大，或者是

高大上，但它一点不陌生，它也是跟传统数据研究连接最紧密

的一个层面，因为其实算法对于一个特定的问题的解题思路的

逻辑，专项研究当中也积累了一个又一个扎实的解题思路的逻

辑，无非是如何用软件的方法把这些解题的思路软件化、产品

化。 

我刚才讲了大数据的三个核心要素，一个就是数据多元，

第一个是算力，第三个是算法，零点在公共研究领域是如何实



现这三个关键点的，这张图中间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数

据源，这些数据源除了整合目前 BAT 这些大数据平台的痕迹数

据以外，还有大量是来自于企业 ERP、CRM 的数据，都为较大

范围的数据源的建立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持，当然还有零点这样

长期企业自己有一些自有的数据库，在这样相对闭环或者说完

善的大的数据圈的结构下，通过算法不断的更迭，从而生成了

很多把一些专项的研究能力，把它进一步的通过数据智能的方

法沉淀成了数据产品，所以大家看到外围的这些是之前公共智

能领域推出的一些产品品牌。 

那在数据圈里我刚才一直在强调数据源，必须对数据源有

更深刻的认识，先主观数据，传统的数据中获取的大多是主观

数据，还有一类是主观数据的范畴，更准确的一个词应该是叫

上报数据，比如说每个城市政府都有 123456 的线，在一个城市

就可以有好几万打电话的情况，这些电话收集到的音频的文

本，也非常实时的在后台做成了一个可分析的结构化的文本，

包括公安系统各地都有报案的一些数据，这些上报的统统都可

以叫主观数据的范畴，相对在数量级上，如果有一个比例，它

可能算是一个河流级的，第二个是痕迹数据，电商数据、游戏

数据这些在网上平台沉淀到消费行为，以及消费浏览的数据都

是痕迹数据，这个数据量可以把它叫为海量级的，更多的是监

测数据，比方说在各个城市当中，交通的绕道口都会有摄像头

去采集，所以摄像头采集的数据就是监测数据， 再比如说在国



家很多的河流、水电，都有很多的监测数据，再比方说刚才讲

到的公安系统，就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公安系统还会根据监

测每个小区排水口的毒品残留去判断，第一时间就可以知道哪

个小区里的几层楼里有可能在吸食白粉，监测的能力也是非常

强的，从数据量级来看，它比痕迹数据要更高一层，可以说大

洋级别的。 

有了这么多数据源可以去用，自然倡导大家做一些数据洞

察的时候，一定要多融合、多元素的去进行一些分析判断，你

会发现说当有了更多的事物整合做一些分析的时候，得到的一

些数据洞察会更接近于本质，也会能够看到一些之前小数据看

不到的东西，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去年给国家做“一带一路”智库

研究的时候，也是做了很多元的分析，上午维度的总结也讲到

了，它们是聚焦在绩效评估的视角做研究的一家公司，确实是

这样的，在公共事务领域，评估研究是一切研究的起点，只有

评估清楚现实，从中发现了问题才知道怎么去改进，它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我在这里想对评估这一点讲更深入一点，评估评

估评什么呢？不是说光评做的好不好，首先是评效能，去评各

个城市营商环境的建设水平是怎么样，其次可以评价它的效

率，做的投入产出比是怎么样，再一个会去评它的效果，这个

事有没有做成，国家的一些项目由于缺乏后期效果的追踪，导

致很多项目起步了，但是并没有达到原来设定的工作目标，所

以评估效果也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就是效应，我们发现从政



府的角度花了很多的财力、人力、资源，当它去做一件事情的

时候，不会单单看这件事本身有没有做成，还会看这件事带来

的社会效应是怎么样的，举个例子，奥运会在哪个国家承办了

以后，相应的体育运动项目在这个国家非常快速的就有增长，

旅游也会打开，相关从业人员也会增多，这些都是一些效应，

从评估的角度来讲就有这四个方面。 

大家看到的这张图，是零点的数据中台集成系统，集合从

各个数据源的端口，包括接口数据、爬虫数据、智能硬件数

据、交互数据、政府口上上报上来的数据等渠道，我们会得到

类似文本、视频、音频、位置数据、企业主体的数据等等，不

同类型的数据形态，当抓到了这些数据之后，我们会进一步去

进行数据的清洗，给数据贴上数据描述的标签，形成源数据，

再把这些处理过的源数据进行数据融合，从而为它进行数据更

多接口衔接形成数据分发和数据准备。再往上就是数据中台系

统，也会根据之前的一些专项需求的类目，比如政务政府、绩

效评估、硬商环境会进入数据覅台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提供

高效率的产出，通过数据集成系统的一些运作，原来专项的服

务类目现在都变成了数据智能化的产品。 

那大家感兴趣，一会儿我会带两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根

据刚才的介绍来看，我们也讲了其实数据评估它非常的重要，

但是它仅仅是作为数据源的公司服务于政府系统的一个起点，

那数据分析完之后，数据呈现现在成了数据领域当中非常重要



的一个课题了，这也是跟传统数据研究相比来讲不太一样的地

方，其实在传统数据研究领域，我们对于数据的传统呈现重视

程度没有那么的强烈，但在今天大数据多元数据汇总的一个时

代，数据的呈现也就是大家通常讲的数据可视化变得越来越重

要了，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贵阳大数据交易中心，或者是有机

会去到阿里 ，你都会看到很大的数据大屏，一个大屏上整合了

实时滚动的分析结果，数据呈现越来越重要了，有一些客户不

仅仅是要在决策的时候能看到核心的数据的呈现，同时还希望

你们在汇总数据的时候就能帮我解决问题，什么叫解决问题，

比方说零点的巡查宝，之前是监测了，然后反映回来给到客

户，再去考量和改进，但现在当调查人员用巡查宝手机端口的

时候，发现问题就可以第一时间把照片发送给相关部门的负责

人，那个人就可以马上的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对整个数据研究

行业也是一个更高的要求，我们不再是提供给企业方数据决策

的依据，而是更多要走到数据解决的现场，促使企业解决问

题，或者是促使政府解决问题，让它变成一个帮手。再一个就

是重购，发现问题之后，还要通过一些服务设计的方法和工作

坊和政府一起探讨该怎么去改进，以及怎么优化变成比较大的

服务体系、服务流程，有一些业务其实也会涉及到工作流程的

再造、管控，管控指的就是跟评估差不多了，不管是优化后的

流程，还是说造出来的一个新的流程，都是需要在执行当中去

监测，动态的去监测执行结果怎么样，做好更好的管控，更理

想的情况来讲就是这四个环节可以环环紧扣去运作，如果我们



作为数据研究服务机构的决策，我们可以很好的相嵌进政府服

务的流线当中，那我们就会仿的更深。 

以上讲的其实是零点在大数据智能环境下的一些理解，接

下来给大家展示几个案例，右边的这个图是零点目前的智能产

品，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这是我们的一个优服通 PLUS 的产

品，政府服务越来越受到政府的关注，尤其习大大上台之后，

对政府服务这个端口更加关注，比如说线下的办事大厅、线上

的办事系统，包括刚才有举例讲的热线 12345 都算是政府的领

域当中，之前这个板块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随着这几年社

会矛盾逐渐的集中在前端，政府也是特别关注，大家如果留意

看新闻，你会发现习大大不管是在雄安还是在海南市场的时

候，一定会市场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去看这个是不是很好

的，无论是在效率方面还是在体验方面，都能够很好的满足人

民的需要，之前政府服务政府部门是没有端口负责的，现在是

国务院办事厅秘书处有专门对接政府服务的端口，在这样一个

中央都很关注的领域当中，对我们数字研究行业来讲，肯定也

是存在很多的机会，我们要帮助政府服务这个领域去做什么

呢？要把政府服务现在的发展方向，要从有政务服务进一步发

展到有用，但是发现的更好，要好用，优化体验，在这个环节

中都是有很多事迹可以去做的。 

这是在政府服务领域怎么做的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以

前去采集政府服务终端服务细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通常会用



立刻，现在摄像头这么多，有些时候可以通过摄像头去实时的

获取到更多更细节的信息，而且是有时间延续性的，而且你可

以做各种对比，你甚至还可以跟标杆做对比，和以往的一些表

现去做对比，通过多维度一体的而且是非常实时高效的分析，

自然可以帮到政府服务的前端改进做到很好的建议。这个刚刚

讲不单单止步于收集数据做分析，同时会跟相关的应用方，也

就是委托方一起去做工作坊政府办事大厅工作的优化，比如说

用优服通数据采集系统的基础之上，再结合服务设计的创新工

坊帮它再造办事大厅的布局，优化了服务动线，后期做实际的

监测和改进，如果效果好或者是不好，还会去跟踪、采访一线

使用人员，并且培训、辅导，已经从简单的评估延伸到后面一

系列帮他们去做落地优化的过程。 

这个是优商通是零点环境的营商环境评估的平台，通过传

统的研究对城市和投资者做一些访谈和问卷调查的评估，但当

大数据到来的时候，有更多的条件可以从大数据的角度去做，

一方面了解投资人投资企业的情况，另外还可以去整合这个城

市当中跟营商环境相关的一些数据，比如说酒店的数据，包括

律师事务所的数量，会计事务所的数量，包括测量土地的价格

等这些数据，都可以通过多渠道口让相关的部门去做上报，从

而能够融合起来做营商环境数据分析的评估，这套系统也是为

了满足大数据的角度去分析营商环境，快速采集的一个平

台，。 



这是给大家截取了一些事例，在数据采集的端口当中，不

仅配合了有基于微信开放的数据采集平台，微交互的一个工

具，同时做了 PC 端演示的系统，共同来完成营商环境的研究，

大家知道从 2018 年 12 月份开始，整个中央领导都在强力去推

行营商环境的建设，营商环境领域也是大的一些商业机会的。 

最后我给大家提几点从公共事务领域，怎么样发挥大数据智能

对于公共决策的一些支持呢，其实还是需要多方面做一些努力

的，首先关于数据整理的问题，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

的机构是数据没有整理，所以是非常庞杂，需要大量的清洗工

作，如果没有数据清洗，数据就不会值钱，第二个是很多的企

业政府缺乏数据上传到云端更开放的一些思路，其实随着现在

数据安全系统技术的一些升级，包括法律法规的完善，就像上

午张总给我们分析的数据法律条款都在不断完善，那我们是需

要慢慢的更多去学习了解如何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更愿

意更开放的把数据源上传到云端，如果没有上传这些更多元数

据，大数据怎么去做呢？那是没有土壤的。第二个是要强化应

用算法的智能模块化，这也是很重要的，在市场研究行业，沉

淀了大量好的一些算法，怎么样把这些算法能够转换为软件化

的智能模块，并且能够通过更好的软件的技术，能够把它沉淀

下来很流畅的去使用，以及跟服务方、跟政府、跟企业更好的

把接口打通，实现双方整合起来，把数据架构运用上来，还有

很长的路。第三个是强化数据中台的应用，最后一点是说数据

智能现在刚刚是起点，包括零点从 2014 年、2015 年在数据智

能领域开始了很多的探索，到 2019 年算是成果比较明显了，但

其实依然是一个开始，以后要走的路要很多，它会越是智能，

越是软件化的东西，一定会有一个长期迭代、持续更新的过

程，它里面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挑战，但我们必须要这样去走，

再当谈到智能化、软件化的时候，就一定会涉及到一线操作，

不管是数据研究人员，还是说服务客户、政府里面一线使用的

一些人，怎么去关照它们的效率感受，更好的理解它们的业务

流线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多方的体验都能感受到，都能



照顾到的，我想大数据智能和数据智能推进才会更快的发展起

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