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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前，全球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

今年初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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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对于大

数据的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历经多年发展，大数据从一个新兴的

技术产业，正在成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要素、资源、动力、

观念。 

特别是我国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后，大数据的发展

迎来了全新的阶段。可以看到，2021 年以来，全球各国大数据战略

持续推进，聚焦数据价值释放，而国内围绕数据要素的各个方面正

在加速布局和创新发展。政策方面，我国大数据战略进一步深化，

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成为核心议题；法律

方面，从基本法律、行业行政法规到地方立法，我国数据法律体系

架构初步搭建完成；技术方面，大数据技术体系以提升效率、赋能

业务、加强安全、促进流通为目标加速向各领域扩散，已形成支撑

数据要素发展的整套工具体系；管理方面，数据资产管理实践加速

落地，并正在从提升数据资产质量向数据资产价值运营加速升级；

流通方面，数据流通的基础制度与市场规则仍在起步探索阶段，但

各界力量正在从新模式、新技术、新规则等多角度加速探索变革思

路；安全方面，随着监管力度和企业意识的强化，数据安全治理初

见成效，数据安全的体系化建设逐步提升。 



 

 

本白皮书是中国信通院自 2014 年以来第六次发布的大数据白

皮书。基于多年研究和分析，本白皮书将以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作

为核心逻辑，重点探讨大数据政策、法律、技术、管理、流通、安

全等方面的内容，并对‚十四五‛期间我国大数据的发展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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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大数据战略布局持续深化 

当前，数据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美英与欧盟稳步推进各自的数据战

略，聚焦数据价值释放。2021 年是我国‚十四五‛开局之年，这一

年，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并将大

数据视为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重要应用，在多个篇章重点

着墨，为未来五年的大数据发展谋划了总基调，对加快培育数据要

素市场、保障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国外大数据战略稳步推进 

在全球经济衰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影响下，世界经济运行

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因素持续增加，相比商品和资本全球流动受

阻，数字化驱动的新一轮全球化仍保持高速增长，推动以数据为基

础的战略转型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抢占全球竞争制高点的重要战略

选择。2021 年，各国继续深化数据领域实践，探索发展方向，推动

经济的复苏与繁荣。 

1.美国：强化机构协同，深挖数据资源价值 

美国作为数据强国，率先施行‚开放政府数据‛行动，旨在通

过开放公共领域数据增强政府与公众间的互动，激发数据经济在社

会经济增长中的引擎作用。2019 年 12 月，美国发布国家级战略规

划《联邦数据战略与 2020 年行动计划》，《战略》中明确提出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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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略资源，并以 2020 年为起点，勾勒联邦政府未来十年的数据

愿景。 

2021 年 10 月，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发布 2021 年的

行动计划，鼓励各机构继续实行联邦数据战略。在吸收了 2020 年行

动计划经验的基础上，2021 年行动计划进一步强化了在数据治理、

规划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活动。计划具体包括 40 项行动方案，主要

分为三个方向：一是构建重视数据和促进公众使用数据的文化；二

是强化数据的治理、管理和保护；三是促进高效恰当地使用数据资

源。可以看出，美国在数据领域的政策越来越强调发挥机构间的协

同作用，促进数据的跨部门流通与再利用，充分发掘数据资产价值，

从而巩固美国数据领域的优势地位。 

2.英国：细化国家数据战略，强调数据应用 

英国政府为促进数据在政府、社会和企业间的流动，于 2020

年 9 月发布《国家数据战略》。《战略》中明确指出了政府需优先执

行的五项任务以促进英国社会各界对数据的应用：一是充分释放数

据价值；二是加强对可信数据体系的保护；三是改善政府的数据应

用现状，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四是确保数据所依赖的基础架构的安

全性和韧性；五是推动数据的国际流动。五项任务发布以来，英国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促进数据的高效合规应用，如颁布《政府数

据质量框架》，助力公共部门提升数据管理效率以及建立数据市场部

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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