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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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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 

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 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明确要建立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 

通和交易制度，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 为数据要素交易 

有序发展提供了最新指引。自 2014 年以来，各地积极开展数据要素 

交易实践，数据交易机构相继成立， 场内交易探索逐渐走深走实， 为 

数据要素合规高效、安全有序流通和交易构建了较好的实践基础， 数 

据要素交易服务生态渐次形成。

本研究报告紧扣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主线， 深入分析数据要素交  

易现状，从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入手，坚持理论指导导向、  

实践需求导向、共性特征导向、发展趋势导向， 围绕数据场内交易需  

要，初步分析构建了数据要素交易指数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 提  

出不断完善数据要素交易指标体系构架、构建评价指标数据采集机制、 

推动数据要素交易相关标准研制、推动数据要素交易指数推广应用等  

建议，希望能为社会各界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本研究报告旨在先期构建数据要素交易指数指标体系， 暂不对数据要  

素交易指数情况进行分析，未来将按照重点机构-典型区域-全国范围  

的推进方式，分步开展深入研究，分析我国数据要素交易指数发展情  

况。

随着数字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入和数据要素交易市场体系的不断



完善，数据要素交易指数将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更加科学合理地 

揭示数字技术对全社会经济运行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提升效益， 从而 

全面分析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为政府部门及 

相关市场主体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目  录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意义 ......................................... 1

（ 一）研究背景 .............................................. 1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3

二、数据要素交易发展现状 ....................................... 5

（ 一）国际现状分析 .......................................... 5

（二）国内现状分析 ......................................... 10

（三）趋势挑战分析 ......................................... 23

三、数据要素交易指数指标体系构建 .............................. 28

（ 一）指标框架 ............................................. 28

（二）指标解释 ............................................. 30

（三）计算方法 ............................................. 37

四、数据要素交易指数应用建议 .................................. 41

（ 一）不断完善数据要素交易指标体系 ......................... 41

（二）积极构建指标体系数据采集机制 ......................... 42

（三）加快推动数据要素交易标准研制 ......................... 42

（四）推动数据要素交易指数推广应用 ......................... 43



图 目 录

图 1 ：国内数据交易场所组织模式图 .............................. 11

图 2 ：国内数据交易场所分布图 ................................... 12

图 3 ：数据要素交易生态结构图 ................................... 19

图 4 ：数据要素交易安全结构图 ................................... 22

图 5 ：数据要素交易指数 1.0 ..................................... 3 0

图 6：基于 AHP 的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法流程 .......................... 38

表 目 录

表 1 ：国际典型区域数据 要素 交易发展现状 ........................ 7

表 2 ：国家层面数据 要素交易政策 一 览表 .......................... 14

表 3 ：国内典型地区数据 要素交易政策 一 览表 ..................... 1 6

表 4 ：国内部分典型区域数据 要素 交易实践探索 一 览表 ............ 2 0

表 5 ： 数据指数（ DPI 指数）解释 ................................. 3 1

表 6 ：应用指数（ AVI 指数）解释 ................................. 32

表 7 ：市场指数（ MDI 指数）解释 ................................. 3 3

表 8 ： 支撑指数（ SCI 指数）解释 ................................. 35

表 9 ：风控指数（ RC I 指数）解释 ................................. 36

表 10：Satty 标度的含义 ......................................... 39



数据要素交易指数研究报告（2023 年）

1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意义

（一）研究背景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技术加速发 

展及规模化应用，数据规模呈爆发式增长，数据正快速融入生产、分 

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 其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作 

用愈来愈凸显。2019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纳入 

生产要素范畴，与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并列。2020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 

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正式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单独列出，提出要加 

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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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要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 

进网络强国建设，强调要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加快建立数据 

流通交易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为最大化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推动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2022 年 12 月，党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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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要建立合规高 

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 

易场所，为数据要素交易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数据要素交易实践自 

此进入深度探索阶段。

作为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的重要基础， 数据在做强做优做大 

我国数字经济上持续发挥积极作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 

方式等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各级紧盯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构建，把“探 

索建立数据要素流通规则”作为重点改革方向之一，纷纷按照“ 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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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要素交易为导向”的工作思路聚力推进。基于国家政策的强力引导， 

新型信息技术持续规模化应用、数字基础设施持续提升、数字产业生 

态持续发展和海量数据持续累积，为我国推进数据要素交易构筑了良 

好的基础条件。自 2015 年以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为代表的数据交易场 

所推进相应实践探索以来，迄今全国成立的数据交易场所已近 50 家， 

场内集中交易和场外分散交易相结合的数据要素交易实践也从“摸着 

石头过河”的摸索期转入 “百花齐放”的深度探索期，数据要素交易 

机构从 “量”到“质”，数据交易活动也从 “虚”走 “实”，推动着 

数据形态沿循“数据资源-数据产品-数据商品-数据资本”持续演进 

1，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数据要素交易业已成为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构建 

的关键环节，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正在作为加速实现 

数据生产要素化转变、加快推动数据开发利用、构建基于数据的场景 

应用发展的“催化器”“加速器”“陪增器”，推动着数据要素市场 

规模化、体系化、规范化不断发展。

总的来看，随着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加快建设，我国大数据战略、 

数字经济战略正强力推进，数字经济规模超 7 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 

二。但从贡献值来看，新型信息技术应用大于数据要素赋能，数据要 

素发挥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究其原因，是数据要素的生产力属 

性还不够明显，数据开发利用及场景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数据要素 

交易还处于实践探索期，数据流动还不够活跃，数据权属、数据登记、 

数据评估、数据定价、数据交易、数据监管等体系机制还未完善，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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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锴，熊焰，梁玲玲，邵志清，汤奇峰．数据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的理论源起、 概念内涵与设计借 
鉴[J/OL]．电子政务.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5181.TP.20230119.1002.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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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海量的数据尚未形成规模化的生产力，数据潜在价值释放还没有得 

到高效激发。 当前，数据要素交易的渠道欠宽且动力不足活力不够， 

各地探索虽然“百花齐放”，但实践成效参差不齐，普遍没有形成体 

系化、规范化、科学化推进模式，这些均构成制约数据生产要素转变 

的挑战问题，如何基于数据要素交易探索实践需要科学构建评价指标 

体系，有力促进数据生产要素有序流通、 顺畅流动、安全监管，推动 

数据价值加快释放，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加快推动数据要素交易发展的 

重要研究内容。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研究报告所指的数据要素交易，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数据  

要素市场流通的数据交易。研究提出的数据要素交易指数指标体系，  

重点聚焦数据场内交易，着眼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这一目标， 

结合数据交易机构发展模式和有益实践进行构建。

本研究报告将重点聚焦数据要素交易的重点难点及要素环节，围 

绕构建数据要素交易指数指标体系， 充分借鉴部分地方实践探索经验 

及国内相关研究， 以总结分析为基础， 以促进发展为导向， 系统梳理 

数据要素交易关键因素，探索构建数据要素交易指标体系框架，建立 

要素全面、体现共性、 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要素交易评价模式，为数 

据要素交易发展提供方向指引和建设规范高效数据交易场所提供参 

考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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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的乘数效应发挥离不开 

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构建，离不开数据应用场景的不断开发和加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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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归根结底在于推动数据要素交易， 构建市场化流通模式，推动数 

据资源-数据产品-数据商品-数据资本转化发展。 只有让数据有序流 

动起来，数据交易活跃起来，数据要素市场才能加快发展起来。构建 

数据要素交易指数指标体系， 是系统梳理、科学分析数据流通和交易 

活动的创新工作，是数字经济发展大背景下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的数据要素市场的重要工作，对促进数据要素可信安全流通、数据交 

易场所规范化运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培育进程的不断发展，各地在数据要素交易上 

大胆探索，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北、上、深、 贵等数据交易所与全国各 

地相继成立运行的数据交易场所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形成了各具特色 

的数据要素交易模式创新、市场生态创新、安全可信流通创新，平台 

建设、凭证登记、专区设置等运营服务模式不断推陈出新，推动着数 

据要素健康有序流通持续向前发展，搭建了从数据供给-数据需求、

数据资源-应用场景、开发利用-市场培育的有效通道，数据要素市场  

活力进一步激发，促进着数据要素化转变逐步向先进生产力迈进。数  

据要素交易指数是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的重要度量衡， 

将为数据要素交易活动提供规范指引和综合评价，为促进数字经济做  

大做强做优发挥重要支撑。本研究报告希望从体系化、规范化、科学  

化视角审视数据要素交易活动， 力求引导建立健康有序、推动发展的  

数据要素交易发展环境，为数据要素市场加快培育构建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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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要素交易发展现状

（一）国际现状分析

1.数据要素市场日渐成熟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数据流通越来越受到地缘政 

治、国家安全、经济发展水平和隐私保护等因素影响，对数据流通的 

认识不断深化， 国际社会认识到数据流通能带来巨大收益。 目前，已 

有 30 多个国家从发展数字经济视角推出了相关制度和政策，数据要 

素市场也日渐成熟，已经出现了多所综合性数据交易中心，在财务、 

商业、健康及消费者行为等细分领域建设了企业级的数据交易平台， 

呈现出完全市场化的状态。 如，美国联邦数据战略团队（Federal Data  

Strategy Team）2019  年 12  月发布《联邦数据战略》（Federal Data  

Strategy）与《2020 年行动计划》（The 2020 Action Plan），强调数据 

基础设施、运营成熟度评估模型、基本治理、 人员数据素养和技能等 

的重要性，为其数据流通交易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动力，促进了 

美国数据产业的快速发展。 欧盟推动在“欧洲数据自由流动倡议”框 

架下消除非个人数据在储存和处理方面的地域限制，加速欧盟范围的 

数据资源自由流动。2022 年 6 月欧盟《数据法案》正式生效，欧盟委 

员会认为新规则将使更多的数据得到利用，并将确保数字环境的公平 

性，刺激数据市场竞争，使所有人更容易获取数据。2022 年 11 月颁 

布《数字市场法》《数据服务法》，对平台企业竞争和数字中介服务 

作出规定。 日本政府要求涉及国家安全的数据必须实现本地化储存， 

但对其他数据不做格外限制。提出“基于信任的自由流通体系”（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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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Flow with Trust ，DFFT），提倡在保护个人隐私基础上，打造共 

享、安全、 互信的数据自由流通空间。澳大利亚积极建立公共部门数 

据共享机制，将其使用、分享机制现代化，大力促进有价值的数据流 

通。英国提出要加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据质量标准，推动政 

府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的充分利用，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效益。 

探索隐私保护技术和数据伦理框架提升数据使用的透明度，促进数据 

共享。

2.规则共识短期内难以形成

各国也意识到数据流通可能对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经济发展水 

平和隐私保护等造成巨大冲击。由于利益的复杂性、价值观认同的差 

异性和国家安全所带来的信任缺乏，使得各国在短期内形成数据流通 

规则共识，国际范围内目前暂未形成统一的数据流通政策法规框架体 

系，采取的监管方式、倾向也各不相同。如，美国基于数字经济和信 

息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优势，始终推崇和标榜全球数据的自由流通， 

秉承“谁拥有数据谁就拥有数据控制权”原则，在限制自身数据的外 

流的同时，对域外的数据流通进行着“长臂管辖”，允许政府跨境调 

取数据。美国在规则制定上主要集中在个人隐私保护领域，以隐私权 

为基础构建了个人数据保护法律体系。欧盟倡导全球的数字单一市场 

战略，推行“欧盟数字新政”，在引领国际数据流动和保护规则作出 

努力，强调要确保欧盟成为 “数据赋能社会” 的榜样与全球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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