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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在我国，不

仅在中央战略层面加快推动“数实融合”,而且许多地方政府都进一步明确

了 2023 年数字经济发展目标和举措，努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促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 

我们看到，政策与市场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双轮动力”。一方面，

自 2015 年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到 2020 年 4 月中

央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再到 2022

年底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

用的意见》，与数据要素、数字经济相关的政策不断完善，逐渐构建起数据

基础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另一方面，伴随着大数据、新技术的应用

普及，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据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 7.8%。如再加上产业数字化的贡

献，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已据全球前列。 

当然也要看到，目前我国正处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转折点”，除

了关注宏观与产业层面的问题，还需要以数据资产入手，不断优化用于维

持数据要素活力的微观基础。 

首先，是明确从数据要素到数据资产的财务界定。根据国际数据管理

协会(DAMA)的定义，数据是以文字、数字、图形、图像、声音和视频等

格式对事实进行表现。数据并非天然是生产要素，而当其成为后者，就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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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资源，也是维系国民经济运行及市场

主体生产经营的基本因素之一。同时，数据要素也并非一定成为数据资产。

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界定，资产是“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

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将会使利益流入企业的资源”。虽然数据资产在理

论和实践中仍未形成共识性概念，但仍需基于会计准则中资产概念的延伸

进行理解。就全球看，过去对于数据要素更多强调披露而非会计计量，这

一状况正在逐渐改变，只有从财务会计意义上界定数据资产，数据要素才

能深度参与现代市场运行。2022 年 12 月财政部发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

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已经开启了新的改革探索，如过去数据

采购、处理、加工，均在当期进入成本或进行费用化处理，而新办法则有

助于实现“数据资源的资本化”。 

其次，是完善微观主体的数据资产治理。从宏观层面看的数据治理，

通常是指完善与数据应用有关的法律、法规、标准、技术等。而微观层面

的数据治理，则强调市场主体围绕数据安全、有序管理、实现价值等目标，

对元数据进行系统、有效地处理。按照 DAMA 的定义，即对数据资产管理

行使权力、控制和共享决策（规划、监测和执行）的系列活动。事实上，

当前我国数据要素应用的最大障碍就在于治理和交易环节，而数据资产治

理则是更为前沿和复杂的领域。我们认为，数据资产治理一是基于管理学

意义，使得数据成为标准化、有价值、权益清晰的资源，二是基于会计学

意义，使得数据更加可确认、可计量、可流通，从而全面提升数据的价值

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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