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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数字经济成重要形态

农业经济 工业经济 数字经济

以土地、劳动力为核心 以资本、技术为核心 以数据为核心

数据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
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经济形态。

——2021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一. 前言：数字技术驱动数据价值释放

数据来源更丰富

数据开发更有效

高质量数据需求更大

数字
技术

采集
汇聚

价值
评估

存储

流通
交易

管理

数据安全



2019.11.5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
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
制的意见》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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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5.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2021.3.13 2021.6.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2021.8.2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2021.1.31

2020.4.9

• 统筹发展与安全，培育与发展数据要素市场

一. 政策：战略意义



2021.11.15

《“十四五”大数据产
业发展规划》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的意见》

2021.10.18

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
集体学习

《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
点总体方案》

2022.1.12

《“十四五”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

2022.4.10

《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
意见》（数据二十条）

2022.1.6

2022.6.22

• 加快建设数据基础制度，健全数据价值有序释放制度体系

一. 政策：着力点



• 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放大、叠加、倍增耦合

一. 政策：目标

数 据 要 素 ×

1 2 项 重 点
行 动

工业制造 现代农业 商贸流通 交通运输

金融服务 科技创新 文化旅游 医疗健康

应急管理 气象服务 城市治理 绿色低碳

耦合程度更高

土地 劳动力

资本 技术

数据

协同、融合、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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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状：学界研究视角

数据要素化

A

数据价值化

B

数据资产化

C

1 数 据 采 集

3 数 据 处 理

5 数 据 交 换

4数 据 传 输

2 数 据 存 储

新 的 数 据 采 集
6 数 据 销 毁



• 数据要素化是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发挥的内在逻辑

二. 现状：数据要素化

数 据 资 源 化 数 据 产 品 化 / 服 务 化

生产资料 政府、企业及个人资产 显性或隐形社会资本



数据资源 数据资产
转化

（物理属性） （资产属性）（交易属性）

数据产品
/服务

• 数据价值化是数据要素乘数效应的重要测度

二. 现状：数据价值化

转化

数据资本

（资本属性）

转化

测度

成本法

市场法

收益法
A

信息价值

B

知识价值

C

经济价值

D

战略价值



• 数据资产化是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发展的重要抓手

二. 现状：数据资产化

2024年1月1日起，财政部会计司2023年8月1日发布的《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正式施行

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确认为无形资产或存货
等资产类别的数据资源

01 企业合法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
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由于不
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资产确认
条件而未确认为资产的数据资源

02

厘清企业数据资产有利于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



二. 问题：数据基础制度不完善

组建国家数据局

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国家数据局

数据产权01 数据流通02 收益分配03
安全治理04 公共数据开

发利用05 企业数据开
发利用06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07 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08

8项制度文件



二. 问题：数据价值化遇阻碍

大模型
的发展

数据价值
体现

数据
价值化

高质量数据
需求增加

数据要素
流通定价

数据估值过高

风险
意识增强

多源数据融合
障碍

促进

抑制



二. 问题：数据资产化进程缓慢

战略规划

缺乏

问题1

数字人才

短缺

问题2

业务场景

缺乏

问题3

安全合规

顾虑

问题4

跨部门协作

困难

问题5



二. 问题：面向政府数据

规模“虚夸”

省级平台有效数据集占比

服务“虚置” 利用“虚化”

省市
名称

数据应用
工具数量

互动交流
数量

江西 1 0
海南 4 5
天津 11 10
四川 12 30
重庆 15 47
福建 70 4
广西 318 0

工具数量较少，互动少

省市
名称

数据集下载
次数

省市
名称

数据集下载
次数

山西 0 内蒙古 73

河北 336 辽宁 1269

陕西 1348 重庆 1547

安徽 2150 江西 3146

下载量过低

数据来源：政府数据开放脱虚向实的内部报告



二. 问题：面向企业数据

动
机
不
足

• 数据提供方难获持续收益可复制性

• 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责任风险大

• 厂商无动力将消费者数据转让给其他厂商负的强外部性

供
给
不
足

1. 数据要素型企业 2. 第三方专业服务商 3. 数据需求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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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大模型：数据典型应用场景

三. 思路一：数据自身价值释放

高质量数据集

 数据要素可自身实现价值（交易、训练大模型）



数据共享融通

三. 思路二：数据融合释放价值

数据AB 数据B数据A



交易定价

三. 思路三：数据结合技术、资本等要素

数据供给方

数据需求方

数据交易平台

技术支持方

中介服务商

必需角色 三方服务

供给方 需求方

数据交易平台

供给方 需求方

场内交易

场外交易



交易机制
国内数据交易平台

政府主导

企业主导

1.0 阶段

2.0 阶段

三. 思路三：数据结合技术、资本等要素



交易机制

国外数据交易平台
• 以企业主导

• 数据提供

• 网络爬虫

• 政府公开

• 数据社区

• 线下收集

• ······

三. 思路三：数据结合技术、资本等要素



三. 建议

 “数据要素x”大赛，探索新模式

以赛促用

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思路

激励创新

形成协同效应

合作共赢



三. 总结

• 数据可通过共享融合、流通交易、AI大模型研发等释放价值

• 数据可协同、赋能其他生产要素共同释放价值

• 多主体、异构的多源数据融合可以产生额外的价值

• 激活数据要素价值需要数字能力，以赛促用探索新模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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