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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提出，加快培育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其中，涉及数据市场的表述是：

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权利保护、跨境传输管理、

交易流通、开放共享、安全认证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深入开展数据资

源调查，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那么，全国统一大市场下的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有哪些待解之题？ 

一、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原因及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的攻关期，数据要素，被誉为 21 世纪的“黄金”“石油”，对生产率的提

升作用日益凸显，以核心引擎的方式推动着数字经济的深化发展。十九届

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

并列，按贡献参与分配。 

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具有高流动性、边际成本递减、规模

报酬递增等优势特征，对农业、工业、交通、教育、政务、城市建设等领

域具有倍增作用。因此，提升数据生产要素的地位，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

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能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

长期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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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培育统一的数据市场，将产生哪些影响？ 

就宏观而言，当前正值大数据发展的关键时期，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

能够为数据的开放共享奠定基础，通过政府部门、企业以及个人等数据资

源的有效整合，让数据能够更好地流动和应用，进一步提升数据资源价值，

从而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推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的互联互通。 

就微观而言，随着大数据产业和大数据标准化工作的推进，企业数据

治理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升，通过统一大市场需求，数据要素得到更有效

的配置，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有序的流动和合理的集聚，这将会推动科技成

果的转化应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有利于新技术、新业态、

新产业的不断涌现。 

二、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现状与进展 

随着数字经济内涵和外延的拓展，世界各国纷纷开启了数字化转型之

路，以数字经济为引擎，全面促进多环节、多领域的综合创新。在数字经

济的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上，我国聚焦世界前沿的科学技术，集中优

势资源突破大数据核心，在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领域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国内的数据交易平台正逐步发展，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互联互通和深度合作也在稳步开展。 

目前来看，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主要取得了哪些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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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在不断地优化。《中

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政策制

度的陆续出台，奠定了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基石。 

——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数据要素市场的规模和产量不断增长。

《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报告(2020~2021)》中指出，以联邦学习、安全

多方计算、数据沙箱为主的新技术的融合应用正在不断深化，我国数据要

素市场规模和数据产量正在稳步增长，其中，以数据采集、数据储存、数

据加工、数据流通等环节为核心的数据要素市场增长尤为突出。 

三、全国统一数据市场建设制约因素 

目前，在实践中，还有哪些因素妨碍全国统一数据市场建设？ 

一是区域壁垒亟须破除。此次国家出台的文件中，强调要处理好统一

性与区域性的关系。也就是说，要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坚决

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各地区不能搞“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环，更不

能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由于现阶段国内地方主导型产业政策、

商品市场分割等的存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落实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战略部署，才能够畅通全国大循环。 

二是市场标准有待统一。数据要素市场是一个综合要素市场，与传统

生产要素市场融合，与各行业各领域联通，然而，从市场微观主体来看，

企业在使用数据时，存在如分级分类标准不统一、数据孤岛等问题，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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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数据要素创新活力的释放。因此，应当建立统一的标准，将数据要素市

场划分成各种不同类型的数据要素市场，对其进行统筹规划和管理，提高

数据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提升流通率和生产率。 

三是合规数据迫需保护。随着技术和算法的发展，由于监管模式及安

全保障机制未能做出前瞻性布局，数据泄露、数据篡改、数据滥用等风险

进一步加剧，同时，数据合规，也是对大数据产业新的考验，其核心在于

数据来源的合规和数据处理利用的合规。为此，目前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独

立领土已通过了数据保护法律，强化数据要素相关的各类主体责任，关注

数据资源的安全与保护。 

四、数据要素市场未来如何建设 

一方面，推进数据要素市场统筹规划，需要顶层设计和有效监管。 

加快推动不同主体间的数据开放共享，建立健全数据开发利用、交易

服务等流通机制，加强合理的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探索数据资源配

置的新模式；同时，由于政府部门掌握着气象、交通等公共数据，可以将

数据运用于公共治理或产业升级等，支持培育农业、工业、交通、教育、

政务、城市建设等领域数字化的新模式。 

另一方面，推进数据要素市场灵活配置，需要多方力量有机结合。 鼓

励市场微观主体、行业协会商会、政府部门共同搭建数据要素市场化交易

平台，探索可行的数据交易机制；依托相关部门，努力构建公共部门主导、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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