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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据的地址梳理在电子政务领域的应用介绍 
 

背景 

随着政府服务意识的不断深入，电子政务的应用也不断推陈出新，进入对细

节的精益求精的阶段。 

传统电子政务倾向于以支撑现有的政府管理/服务业务为主，系统的建设直

接根据原有政府部门归口。在这种情况下，电子政务的业务数据相互之间很难有

直接的关联。这种情况造成了虽然主管领导对每个业务口的数据和发展情况都相

对清楚，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对政府所拥有的综合数据分析依然比较缺乏，也

很难基于电子政务的数据对政府的未来工作发展方向进行判断。 

地方政府的主要服务对象还是本地区。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地址不匹配所造

成的政府部门各不同归口的数据无法有效互联互通，是阻碍整个电子政务系统不

断走向深入的主要原因。首先，各政务数据源基于自己的规范录入数据，其中的

地址规范存在较大的偏差。其次，在数据量日益庞大的条件下，又无法通过手工

方式对所有数据进行清洗。第三，由于国家缺乏相关的统一标准和规范，政府主

管部门也很难强行要求所有部门都按照某种地址规范对地址进行统一更新。这就

造成了虽然大家都知道地址问题是造成电子政务中数据无法正确和有效对接的

一个主要问题，但是也无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现状。更重要的问题是，随着城

镇化道路的不断深入，地址系统必然会变化量很大，而且越来越复杂。如果无法

有效解决这种问题，就无法提供本地区发展的准确统计分析数据，电子政务系统

的建设的意义和价值也会随之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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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数据库的功能和特点： 

 帮助政府单位建立地址的对象化管理体系； 

 支持树状地址管理体系，用于信息源关联信息在不同级别地域内的统计

和分析； 

 利用地址的灵活层级管理体系描述并解决政务数据在地址管理过程中面

临的诸多问题； 

 实现标准地址库： 

 利用地址自动解析，在低成本的条件下建立电子政务的标准地址库，以

符合本地地方特色的方式实现地址的规范和标准化； 

 建立地址的标准编码，支持本地化的、可定制的地址编码体系。针对一

个信息源的地址自动匹配出标准地址编码，并该地址编码为基础匹配其

它地址源；； 

 支持历史地址，支持地址系统的演进关系跟踪和展示； 

 支持同义词、支持常用名以及典型错误用法； 

 根据标准地址库，对不同政务数据源进行规范化； 

 自动清洗不同信息源的地址库； 

 地址匹配成功率近百分百； 

 地址匹配速度快（毫秒级的速度）。 

 

基于地址匹配的信息关联 

 户籍信息源； 

 法人信息源； 

 财税信息源 

 。。。 
 

基于地址匹配的信息关联价值 

 快速实现政府各归口信息源之间，基于地址的信息勾连； 

 帮助政府行业更加有效地对地址信息进行管理，提高地址管理的精度，提高

地址的质量； 

 帮助政府行业通过建立树状地址体系，更加清晰的展示本地区的经济/政治/

人口情况，从而为今后的政府导向提供更加精准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