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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

的意见》。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筑牢数据安全底线。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数据基础制度建

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要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

秘密，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数据安全是保障数据自由

流动、创造价值的生命线，将数据安全上升到国家发展安全层面，既是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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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根本前提，也是对我国数据要素市场长远发展的重

要部署。一方面，数据要素市场规模高速增长，数据重要性日益凸显。2020

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达到545亿元，预计到2025年，规模将突破1749

亿元，整体上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后疫情时代，全球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加

速，数据的价值有望充分释放。另一方面，数据安全形势愈发严峻。其一，

网络安全攻击更加频繁，数据泄露事件多发。根据身份盗窃资源中心（ITRC）

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球公开报告的数据泄露违规事件达到1291起，

超过 2020 年的 1108 起，创下历史新高。我国 2021 年数据泄漏事件呈现

不断增长的态势，尤其在 2021 年下半年，伴随《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

保护法》相继出台，对数据安全级别清晰界定后，数据泄漏事件发生的频

率进一步提高。其二，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应用场景持续开放施压

数据安全保障。2021 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已经达到

了 55.3%；衣、食、住、行、玩等生活领域的数字化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数字人民币落地场景持续丰富；数据要素在疫情防控、资源调配、复工复

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传统行业企业多因数据资产界定模糊、

数据分析能力薄弱、防范攻击能力不足等导致数据安全问题时有发生，造

成较大损失。据 IBM Security 数据，2021 年受访企业每次数据泄露事件

平均为公司带来 424 万美元的损失，成本上升 10%。 

第二，分类分级推动数据确权。会议指出，要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数

据确权是数据交易的基础，数据要素交易的前提是明确要素所有权归属。

首先，分类分级确权授权，高效推动数据要素标准化。对不同安全层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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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实施差异化使用权限，通过设定“非授权”“授权不可交易”“授权

可交易”等多个级别，能够确定不同数据要素的使用标准。通过不同数据

授权级别，有利于分类分级健全治理体系，规范各级各类的数据交易。其

次，健全产权运行机制，明确各阶段权责归属。数据要素产权明晰涉及数

据要素的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多项权责的划分与

确定。通过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

置的产权运行机制，既有利于厘清权利边界，保证数据要素对应的各类主

体间形成公平高效的收益分配，也能够明确各方主体责任，强化数据交易

各阶段监管效率。 

第三，合规高效完善数据交易。会议指出，要建立合规高效的数据要

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数据交易是数据确权的最终目标。首先，建设规范的

数据交易市场，加快推动数据交易市场化和一体化。数据交易市场为供需

双方搭建了集中交易平台，反映数据要素的供需关系、市场动态，有利于

数据交易定价规范化。当前，全国各地推进建设的各类数据交易机构达 80

多家，全国副省级以上政府提出推进建设数据交易中心（所）达 20 余家，

全国数据交易市场体系初具规模，为数据要素更大规模流通奠定了较好基

础。其次，发挥政府引导调节作用，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相对

独立的标准和交易规则，会导致数据要素在区域间相互分割，难以最大限

度释放价值。此外，场内市场交易规模不足，场外交易频发，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数据要素市场的有序发展。通过政府引导，一方面，能够加快推动

区域间数据交易市场生态体系建设逐步完善，打通区域间数据要素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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