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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作为

关键要素的作用日益体现，数据已成为最具时代特

性的生产要素，数据作为数字时代的重要资源和关

键要素已成为当下共识，积极发展以数据为关键要

素的数字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党中央、国务院

多次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2022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强调，要积极探索数

据产权制度和市场体系，尽快完善保障数据合规流

通、有效利用、安全保护的数据要素市场体制机制。

本文在梳理总结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成效的基础

上，结合市场建设实践进程和政策取向，深入把握市

场建设面临的挑战，提出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

对策措施，为推进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数据要

素市场建设、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要素的重要性

越来越凸显并被广泛认识，数据要素市场化呼声越

来越高，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实践加速推进。与此同

时，数据要素市场化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相关研

究文献也日渐丰富。

在理论研究方面，鲁泽霖和陈岩（2022）对数据

要素市场化的理论内涵和重大意义进行了较系统阐

述，通过数据要素市场化指数测度发现我国当前数

据要素市场化面临的挑战，提出相应实践解决路径。

王凯军（2022）构建“产权—治理”分析框架，指出数

据市场治理对于数据要素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魏益华和杨璐维（2022）着重对数据要素市场化

配置的产权制度进行理论研究，指出应完善相应制

度体系，以解决目前市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任保平

和王思琛（2022）结合新发展格局剖析我国数据要素

市场培育的逻辑机理、现实制约，提出培育数据要素

市场的原则性对策。李松龄（2022）对数据要素属性

及其市场化配置改革进行了较深入思考，指出数据

要素作为公共产品、商品和资本(资产)，需要相应的

平台建设、运行机制和制度安排。乔晗等（2023）探讨

区域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的作用机制，提出全国统

一的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要分步骤、分区域稳步推进，

因地制宜。陆威文和苟廷佳（2023）基于对数据资产

内涵与价值规律的认识，提出需要尽快建立数据要

素分类分级标准体系等对策。

在实践检视方面，顾天安等（2022）基于专家调

查问卷结果，建议加快完善基础性制度等，建立全国

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陈舟等（2022）对打造新一代

数据交易平台加以研究，提出健全数据要素制度体

系、丰富数据要素供给体系等对策。欧阳日辉（2022）

认为，建设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是当前的战略选择，

也是复杂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多类市场建设，形

成主体合力。陈伟伟（2022）着眼完善数据要素交易

体制机制，指出影响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育的关键

堵点，提出分类界定数据要素产权等完善数据市场

化配置建议。伍旭川（2022）梳理了数据要素市场化

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提高数据资产管理水平、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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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以全国统一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构为一体中心，以有效市场资源配置和有为政府监管服务为两翼战略支点，以基础设施体系、

数字技术体系和数据基础制度为三个核心底层根基，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所必需的总量盘点、权属分置、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企

业数据资产估值、主体培育、流通交易机制和市场治理体系等七大要点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②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要素白皮书(2023年)[ R ] . 2023 .

数据要素市场效率与秩序、合理和合法界定数据权

属等建议。李文军和李玮（2023）总结了大数据产业

和数据要素市场发展过程中我国部分省（市）先行先

试的独创性经验做法和存在问题，提出加强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强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套体系等建议。

尹西明等（2023）通过对深圳数据交易所的深入考

察，总结其数据交易多维度成效。张会平等（2023）指

出，当前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的主要模式为政

府数据授权运营和数据交易平台，提出未来发展应

丰富并创新应用场景等。孙静等（2023）从数据市场

配置的关键环节提出数据要素市场标准化建设思路

及重点标准研制方向，提出完善顶层设计等措施。周

乐欣（2023）对比分析我国省域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

情况，对促进区域高标准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提出建

议。孙建军等（2024）通过剖析当前全国数据要素统

一大市场建设面临的瓶颈与挑战，提出全国统一数

据要素市场体系“一体两翼”“三基”“七要点”①的

总体架构思路。

综上，无论是对数据要素的理论探讨，还是对数

据要素市场建设实践的分析总结，大都涉及我国数

据要素市场化发展存在问题与面临挑战，对需要突

破的障碍提出方向性对策建议，但问题揭示较一般

化，特别需要结合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探索实践的

新进展深入把握，突出关键问题，进一步提升对策建

议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实践探索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持和完善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四种生产

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制度，创造性地将数据确立为生

产要素，提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

开启了探索和实行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历程。纵

观这一历程，大致分为初步探索数据资源价值、确立

数据的生产要素地位和市场化配置制度以及开启数

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化建设等三个阶段。

1.截至 2015年，初步探索数据资源价值。2015

年 4月，我国第一家数据流通交易场所———贵阳大

数据交易所正式挂牌运营，开启了数据要素市场培

育的率先探索。同年 8月，国务院颁布《促进大数据

发展行动纲要》，明确数据是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

提出要“全面推进我国大数据发展和应用”。这是在

国家层面获得对数据价值的首次认可。2015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

略，国家大数据战略开始全面启动。

2.2016-2021年，确立数据的生产要素地位和

市场化配置制度，深入探索数据要素配置和治理问

题。2016年 12月，国家工信部印发的《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再次强调数据是国家基

础性战略资源，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地位

得以确立，数据基础制度建设日益铺开并逐步推进。

2019年 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确

立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2020年 3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

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作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的战略部署。2021 年 3月，《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加快建立数据资源产

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数据要素市场

建设的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2021年，中央和地方

政府围绕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主权与保护、数据分级

分类管理等方面，着眼“兼顾安全与发展”，加快推进

中央—地方两级数据治理的制度建设，密集出台数

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包括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

护方面的独立法规等。

3.2022年以来，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化建设

深入推进。2022年伊始，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启“我为

数据基础制度建言献策”和“数据基础制度观点征集

意见”活动，征集数据基础制度构建总体思路等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以对数据确权、公开共享、流通交易

乃至数据资源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规则制定提供

有价值的参考。2022年 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

的意见》（简称“数据二十条”），为构建我国数据基础

制度体系搭建起初步框架，这是我国构建数据基础

制度体系的里程碑事件。2023年 10月，国家数据局正

式成立，其主要职能是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

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

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无疑，国家数据局的

成立将对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促进数据要素全

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快速推进，形式多

样、机制自主的数据交易平台和交易场所在各地纷

纷涌现。截至 2023年 8月底，全国数据交易机构已

达 53家，一些数据交易机构运行较活跃，其上架数

据产品超 12000种②。特别是部分省（市）积极开展探

索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实践，如“东数西算”工程启动，

我国区域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已经呈现出集聚协同发



展的局面。其中，北京、浙江、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

地区和数字化领先城市成为主要分布区域。各数据

交易机构积极创新，拓展业务模式，强化权益保障，

提升数据进场交易吸引力。当前，我国数据要素市

场发展政策体系正逐步完善，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公

共数据开放积极推进，数据开放共享水平不断提高。

三、数据要素市场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与水平居全球前列，数

据资源现有规模及未来潜力巨大，具备构建超大规

模全球领先的数据要素市场的先天优势。近年来，

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从初步探索到积极推进，大

数据产业快速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由于数据要素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数据要素市

场建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仍存在着诸多挑战。

（一）数据要素市场总体发育尚不平衡不充分

我国数据要素市场体系目前呈“两类两级”特征

（戎珂，2022）。所谓两类，是指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

场内交易主要来源于数据交易所；所谓两级，是指原

始数据交易和数据产品交易。数据交易所为数据流

通和交易提供场所，是典型的数据要素市场的物理

平台，也是数据流通和交易的重要公共基础设施。

总体而言，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育尚不平衡、不充

分，需要进一步遵循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原则构

建数据交易体系，推进数据要素安全、合规、大规模、

高效率的流通和交易，充分有效释放数据要素的应

有价值。

就数据交易机构分布而言，大多集中于经济较

发达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随着经济发展也在积极

布局，经济发展基础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布局较少。

此外，场内交易发育不充分，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未达

到理想目标，仍处于初期萌芽阶段。场外交易活跃，

为数据交易主要形式。2022年场外数据交易规模约

为 1000亿元，是场内交易规模的 50倍①。

（二）数据要素市场基础设施有待健全

随着数字经济加速发展，数据作为关键要素发

挥作用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基础设施，以适应数据要

素的独特特征，促进数据顺畅流通利用，发挥数据价

值效用。数据基础设施是指以网络、算力等设施为支

撑，涵盖数据汇聚、处理、流通、应用、运营、安全保障

服务的硬件与应用程序、开源协议、产品服务标准、

流通应用规范、安全机制设计等软件设施在内的有

机整体。打造基于应用场景并可能创造新的应用场

景的政府政务数据共享平台，可以完善数据安全合

规机制，使数据登记凭证、数据流通凭证、数据交易

凭证相互印证，实现数据交易的合法合规、安全有

序，推进数据和其他各领域数据融合应用，最大化释

放数据价值。

我国数字经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进

步，但与数据要素市场相匹配的上述基础设施仍存

在诸多不足，特别是交易系统等数据交易公共基础

设施仍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交易生态系统尚不健

全。这必然导致数据交易所场内交易成本过高，数据

交易相关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受限。官方撮合和引导

成为数据交易的主要模式，市场主体自发参与的积

极性不够。数据要素市场创新生态亟待政府、企业、

科研院所、创新创业园区孵化器、国际合作等多元主

体积极参与协同推进。

（三）数据应用场景释放不够

场景是数据应用的主战场，也是生成新的数据

并催生数据应用新场景。在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

贸流通、科技创新、文化旅游、金融服务、医疗健康等

国民经济诸多领域，大数据应用场景极为丰富，但都

存在释放不够、挖掘不力等问题。数据应用场景释放

不够必然导致数据流通不畅，数据交易难以活跃。以

数据交易所场内交易为例，交易清淡还源于交易大

多和应用场景不关联。虽然有一些规范要求，但无法

实现数据要素的便捷流通和低成本多场景应用，未

能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可以说，不含应用场景的

数据市场难以形成真正活跃的数据要素市场。

与交易所数据交易相比，数据的场外交易大多

都和应用场景相结合，是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占比

大、较活跃，但由于交易基础设施不健全，规则不统

一、不规范，呈现无序状态。场外数据“灰市”甚至“黑

市”提供了大量数据需求交易。个人身份信息及与之

相关的社会交往活动、生活购物行为、交通出行方式

等数据被大量互联网企业广泛收集并关联归集，以

为用户“精准画像”，成为“暗网”和数据“黑市”中潜

在的热门交易产品。近年来，由于“内鬼”盗卖和黑客

攻击，已经爆发逾数十起涉及千万量级的用户隐私

数据泄露事件（ 璟王 璇等，2021）。这无疑给数据安全

治理带来难题，凸显了加快数据治理的紧迫性。

（四）多重难点制约数据交易要件体系完善

从数据市场建设全过程看，数据要成为可以自

由流通的要素进入生产环节释放应有价值，有赖于

突破数据确权、数据定价和数据流通等市场化各环

节的诸多难点，建立起支撑数据要素流通的完善交

易要件体系。但目前我国仍面临着基础理论薄弱、数

据权属界定困难、数据产品标准化难以建立、数据产

品难以合理定价等问题，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所

必须的商品化、资产化机制尚需加强。

1.数据要素确权难。市场交易需要交易对象有

①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要素白皮书(2023年)[ EB / OL ] . 2023 .



明晰的产权和完善的权属登记制度作为基础。与传

统实物商品不同，数据是一种虚拟环境物品，数据主

体多元，数据衍生流动不定，权属生成过程多变，确

权视角多维，彼此之间难以通约，清晰界定数据权属

需要扩充和完善传统民事权利体系理论，突破其中

障碍。我国市场体制尚不成熟，数据确权原则尚不

清晰，微观主体难以施展拳脚。

“数据二十条”为搁置数据要素产权争议，探索

所有权、持有权、处置权、使用权、收益权分离与匹配

提供了顶层安排，也为市场主体探索创新数据要素

交易各类行之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带来了可能。

2.数据要素定价难。数据产品不同于大多数商

品可以先了解后使用，多数数据产品需要在使用过

程中了解，无法事先确定数据可用性，对于数据价值

的评估买卖双方有不同认知，存在“双向不确定性”。

再者，数据难收集但易复制或扩散，因而固定成本

高、边际成本低，叠加数据来源多样、产权确定不易、

结构变化多端、数据运行管理复杂等特征，致使数据

要素定价殊为不易，统一的数据定价规则难以形成

并成为行业通则，针对特定应用场景一事一议定价

为目前数据交易定价的通行模式。

3.数据交易双方互信难。数据交易双方互信是

交易顺利开展的基本要求，但目前缺乏权威、统一的

数据可信流通基础环境。在交易事前阶段，“点对点”

场外交易方式是当前流行方式，缺乏能被普遍认可

和接受的数据产品评估体系，数据质量良莠不齐，

“脏数据”、假数据难以识别。在交易事后阶段，交易

第三方监管机制缺乏，数据“买定离手”，数据移交后

交易双方彼此均很难控制对方的数据使用流向或再

交易行为。数据交易双方互信难，也导致逆向选择和

道德风险增加，市场交易成本提高。

四、加快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政策建议

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在理论基础、技术支持、

规则设计、制度保障等方面已经取得诸多突破，进一

步健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还需要政府、企业乃至学

界在深刻认识前述尚存问题的基础上，做好以下更

多功课。

（一）完善规则体系顶层设计，促进数据要素合

法合规流通

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需要突破基础理

论瓶颈制约，厘清数据资源、数据要素、数据资产等

基本概念的内涵，加快建立数据基础制度和标准规

范的顶层设计，完善数据要素市场配套规则体系。

1.完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财产所有权、使用权

与收益权分置与匹配相协调，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

探索伊始的创造性经验，有效推动了生产率提高和

生产力发展。“数据二十条”吸取了这一经验，区分资

源持有权、加工使用权和产品经营权等三类数据权

利，创造性提出了三权分置框架，明确了我国数据产

权制度体系建设的方向，也对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提

出了新要求。完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推动数据资产

化提质增效，需要加快建立全国数据要素统一登记

平台，推进数据要素登记系统建设；鼓励地方结合场

景应用开展登记试点；拓宽数据产权登记应用场景，

鼓励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登记平台

建设；鼓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登记平台率先登

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细化法律法规体系和

标准规范体系，明确法律边界，指导行业合规发展。

2.推动数据价格形成机制建设。随着我国数据

要素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数据定价逐渐成为关键制

度建设的瓶颈。应当在多层次、多样化数据市场的框

架下，加快构建有利于数据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提

高数据产品估值水平。要完善数据资源的场景定价

模式，探索以成本法为主的数据要素定价模式，推进

以收益法为主的数据产品和服务定价模式，坚持企

业与个人数据市场自主定价原则，鼓励各类市场主

体与交易平台从供需、成本、收益、价值等因素出发，

坚持市场化原则，推进数据定价机制形成，合理发挥

政府对数据价格的指导作用。

3.推进数据资产入表落地。当前，数据资产入表

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数据正在加速从资源要素转

向经济资产，会吸引更多企业进入数据资产赛道，也

将由此引发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全面竞争。要稳步推

进数据资产入表落地，激活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内生

动力，需要夯实数据资源的会计理论研究，持续完善

数据资产入表路径，推进完善数据资源价值评估体

系，加强数据入表合规风险管理，强化数据入表前后

衔接工作，确保数据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权益保障。

（二）做好数据资源基础性工作，促进数据资源

有序开放

建设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需要构建多层次、多

样化、多级市场体系，丰富数据交易内容、品种和渠

道，促进数据资源、数据要素、数据产品和服务的有

效交易。其前提是做好数据资源标准化、数据授权、

数据流通等基础性工作，促进数据资源有序开放，畅

通流通渠道。

1.推进数据资源标准化建设。打造数据要素市

场，要进一步规范不同领域数据资源描述方法，持续

推进数据资源标准化，加快数据资源标准与规范建

设，推动数字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据资源标准化，加

强专门的数据要素交易流通场所建设。加快企业数

据标准化，研究制定企业元数据、数据资源目录、数

据加工产品标准，提高企业数据之间的兼容性，促进



企业数据在要素市场流转、交易与价值创造和提升。

2.加大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加大数据资源开放

共享有序流通，是保障数据要素高质量供给的必然

要求。要重点解决数据授权、数据流通等问题，不断

完善数据资源持有权和使用权的转让或授权许可机

制，促进数据集、数据接口等形式的原始数据资源交

易。明确数据交易对象，持续拓展可交易数据范围，

有序增加公开交易的数据数量与种类。公共数据资

源量大面广，应在安全保障前提下逐步向社会开放。

鼓励社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推动数据采集标准化，

促进产业、互联网等领域数据规范采集。鼓励市场主

体挖掘自身的商业数据价值，开展数据专业化服务

与个性化定制服务。调动多方主体或组织发掘重点

行业数据开发利用需求，参与相关创新活动，扩大数

据产品服务供给，推进供需高效联动。

加大数据资源开放共享要突出合法合规采集

数据，支持数据企业通过用户自主授权、市场化授权

等方式开展数据收集，持续降低因数据获取产生的

交易成本。对政府数据实行分类分级制度，推动政

府数据开放，促进政府数据开发和应用。

3.加大数据产品和服务政策支持力度。针对数

据开放共享设立相应的激励制度。根据企业开放数

据数量与质量、创新能力、社会责任履行等指标，构

建数字企业评估模型，制定数据开放企业白名单制

度，对进入白名单的企业和开放数据产生量较多的

平台实施相应税收优惠政策，提高数据安全保护技

术支持。加大对数据服务商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励

对数据资源进行加工处理和算法模型化，丰富数据

产品和服务形式，满足不同场景的用户需求。

（三）落实“数据要素×”行动，持续探索放大数

据应用场景

发挥数据要素支撑作用特别是乘数效应，对于

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至关重要。为充分发挥数据作为关键要素对产业发

展和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和倍增效应，2023 年 12

月，国家数据局联合 16 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

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以下简称“数

据要素三年行动规划”）。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要

以“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规划”为抓手，推动地方政府

和行业主管部门积极落实计划部署，细化实施细则，

推动数据要素多场景、多领域融合应用，发挥数据乘

数效应。鼓励数据类企业积极探索数据资源利用，创

新开发全生命周期产品，紧扣行业特点和用户需求，

研发既符合个性化又兼有适用性的数据产品，拓展

配套增值服务，促进大数据与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

合。探索在重点行业如金融、医疗、交通等领域建设

大数据平台，扩大应用场景，形成典型案例，并向其

他行业和领域推广。

支持地方政府重点围绕新型工业、现代农业、商

贸流通、普惠金融、卫生健康、智慧城市建设、公共资

源交易等领域，归集融合行业主管部门及公共企事

业单位公共数据，加强政务数据、行业数据、社会数

据汇聚整合、关联分析和融合应用。整合构建结构合

理、智能集约的平台支撑体系，打造行业数据中台，

为数据要素参与应用提供平台支撑。支持跨场景数

据流通和要素市场培育，依法依规促进数据高效共

享和有序开发利用。

支持产学研深入合作，加强数据流通场景开发，

推进数据产品研发，完善数据服务体系。培育数据

流通解决方案集成供应商，探索数据要素融合广泛

的应用场景，打破数据专业壁垒，不断降低数据应

用成本。

加强应用场景创新，拓宽数据要素融入传统产

业路径。聚焦数据要素产业链中的流通环节，完善数

据要素流通规则体系，加快打通不同链条之间流通

渠道；鼓励数字科技企业积极向传统产业延伸数据

价值链，加强应用场景创新，支持通过数据加工、数

据清洗、数据融合等技术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四）夯实数据流通底座建设，促进数据要素有

序高效应用

数据基础设施是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重要物质

条件，需要适当超前布局。要以完备的新型数字基础

设施为应用新场景的创造与放大提供保障，引导消

费新需求，促进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更广泛应用数

据要素。夯实数据流通底座建设，补强数据要素流通

基础，助力传统产业数字化赋能。

1.构建完善的数据基础设施。完善的数据基础

设施包括网络、算力、数据汇聚处理与流通运营、安

全保障服务等设施。其中，网络设施以 5G、光纤、卫

星网络等为代表，为数据提供高速、高效、便利、泛在

的连接能力；算力设施以通用、智能、超级算力为代

表，为数据提供快捷灵敏高效的处理能力；数据汇聚

处理与流通运营设施以数据空间、区块链、高速数据

网为代表，打通数据开放共享流程中的堵点；数据安

全设施以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为代表，为数据安全

提供物质技术保障。

构建完善的数据基础设施，需要强化数据流通

技术创新。以满足关系型、实时性、结构化等多类数

据计算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和使用，增强

多源异构数据处理能力，探索隐私计算在数据传输

中应用，增强数据资源跨机构跨场景流通安全性。加

强区块链技术应用，加快推进可信数据空间建设，完

善可信数据流通技术体系与应用体系，推动数据要

素实现安全可信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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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造数联网。建设数据要素市场需要放大数

据应用场景，打造多渠道流通多场景应用的数联网，

形成基础牢固功能强大的数据流通底座。所谓数联

网，是指同一数据在不同应用中具有不同语义和用

途，并自发形成数字对象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数

联网突破数据流通的技术架构约束，使得数据流通

“畅通无阻”，因而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

施之一。打造数联网可以使互联网的数据使用做到

“数据互联、因需调度、域内自主、域间协作”。

打造数联网，需要按照“制度规范 +运行机制 +

底层技术 +试点应用”的方式，对数据场景解耦、数

据授权机制、政府监管等支撑实现数据要素有序流

通的关键环节进行全面布局，构建数据确权登记平

台和数字身份认证中台、区块链存证平台、数字主体

加密空间、公共数据综合服务平台、授权平台等底层

技术平台。底层技术平台作为授权技术实现的重要

支撑，是构建数据流通底座的关键保障，为数据申

请、授权、使用等环节提供身份认证、授权管理、数据

主体自主管理、政府监管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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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heoretical Path of Improving the Data Factor Market Construction in China
LI Wenjun

Abstrct: Data has become the most distinctive factor of produc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has been an important

resource and key factor of the digital age. Actively developing the digital economy with data as the key factor has become a

national strategy.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achievements of data factor market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deeply reveals the shortcomings and challenges of market construction, and proposes more targeted and fea-

sibility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development policy system of China's data factor market is gradually ad-

vancing step by step, the market size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the level of data openness and sharing continues to improv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constraints, overall development is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market infrastructure needs to be

improved, data application scenarios are not released enough, and problems such as difficulty in confirming data factor rights,

pricing, and mutual trust between trading parties constra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ata transaction elements system. To im-

prove the data factor market,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rule system, promote the orderly opening

of data resources, amplify data application scenario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 circulation bases.

Keywords: data factor; data resources; data factor market; data gover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