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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发力数据要素市场培育 大数据产业或将实现全链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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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意

见”），将数据列为第五大生产要素，地位比肩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意见”要求推进生

产要素交换的市场化进程，利好数据资源开放共享、融合应用。

一、中央决策为数据要素“正名”

信息时代，数据是国家级战略资源。数据在信息时代的重要性相当于工业时代的石油。在“十

三五”规划纲要中，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的地位就已确立，要求加快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促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构建大数据产业链：硬件产品、关键技术、融合应用、公共服务）。2017

年，管理层强调，互联网经济时代，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要构建以

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经济发展与信息技术发生碰撞时，数据量增长迅猛。发改委称，2015

年，中国数据量占据全球数据总量的13%，这一比重将在2020年提升至20%，数据大国地位凸显。

高层决策力挺数据要素市场培育。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

求“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

酬的机制”。数据首次作为生产要素纳入“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创新。而近期刊发的“意见”，则将数据列为第五大生产要

素，地位比肩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要求推进生产要素交换的市场化进程，利好数据资源开

放共享、融合应用。

二、三大任务明确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方向

以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为起点，以社会数据资源价值转化为重点，以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为

后盾，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成效可期。政府制定数据共享责任清单、建立政务数据开放流动制度，破

除“数据孤岛”“数据烟囱”，再经过脱敏处理，将可读写的数据资源开放给社会，数据得以循环

利用、无限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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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政府数据开放先行，为市场开发应用铺路。与之前的政务信息公开不同，从开放共享内容来

看，企业和公众迫切需要政府开放的其实是电子化、可机读、原始记录的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进行

分析、加工。从开放共享目的来看，此轮政府数据开放意在提高社会对政府数据的利用度，本质是

政府的公共服务，而非仅仅满足公众对于政务信息的知情权。通过推动政府数据商用、民用，激发

数据价值，循环往复实现数据量的“倍增”效应，体现政府数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实质。

“意见”明确将制定数据共享责任清单、建立政务数据开放流动制度列为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抓手。

政府数据共享责任清单明确发改、工信、科技、经信、教育、公安、民政、人力、国土、住建各个

部门的数据开放内容，共享服务方式通常包括查询、核验、批量交换，以服务接口、前置机交换方

式提供数据。

创新活动是政府推进数据开放、应用共享的途径之一，也是厂商开发产品的一次机遇。以2016

年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SODA）为例，大赛集结10个政府部门，以及中国联通、电信号百、

汇纳科技等企业，总计开放29项数据，数据量超过2TB，吸引431支参赛队伍。当年获得SODA大奖的

是上海电信和银联智策（中国银联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开发的“城市金融安全侠”，应用的

就是大赛开放的消费数据集和通信数据集。该项目首先通过数据清洗、关联、整合，丰富诈骗电话

号码库，建立诈骗人特征画像模型，进行验证补充。其次，基于决策树的分类算法，将诈骗问题分

类，迭代建模。然后，建立诈骗人数据库和骚扰人数据库，从而提供反金融诈骗、反电信诈骗的解

决方案。虽说从模型到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没有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就难以调动各界力量进

行社会治理。

2.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

政府主导数据采集标准化、构建数据开发利用场景，推动数据共享和数据交易。数据资源分

置于不同业务线的系统中，也散落在不同场景的各个角落，通常由政府和互联网企业负责采集。互

联网平台掌握着行业的数据入口，坐拥海量数据资源，数据采集标准不尽相同，出于规模、成本和

竞争的考虑，难有动力统一数据采集标准。因此，能主导数据采集标准化的只能是政府。当不同行

业、不同场景对数据采集的要求得以统一的时候，数据串联才能实现。互联网平台通过服务接口等

方式接入政府数据，将可读写的数据集进行加工、分析、应用，实现数据增值。因此，政府主导数

据采集标准化，互联网平台非但不会丧失数据资源优势，数据资源变现能力强的企业还将抢占行业

应用的制高点。例如，当数据在安防、交通、移动互联、金融领域的采集标准得以统一时，数据量

暴发利于计算机视觉产业的产品迭代，行业占比高达七成的商汤、旷视、云从、依图将受益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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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

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是数据交易、循环利用的后盾。“意见”将这一任务细化为两项

工作，即建立数据管理制度、制定数据隐私保护和安全审查制度，提高数据质量，统一数据规范、

产品品类，解决数据确权、安全保护问题。2018年，中国将《数据安全法》纳入立法计划，法律法

规明显滞后于数字经济实践。关键数据的界定，以及数据权属问题是立法难点。一直以来，数据权

属究竟适用物权法、合同法还是知识产权法尚未定论。厘清数据边界、优化产权激励或许是突破口。

三、政策带动产业链升级，打开大数据增长空间

“意见”关于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三项任务涉及大数据产业链上游的数据供应和数据交易、中

游的硬件支撑和技术开发、下游融合应用，对于产业链各环节的厂商都是一次发展机遇。

政策打开数据资源入口，基于区块链的流通平台是大数据产业上游发展的重点。大数据产业

链上游是数据源，包括数据接口、数据供应和数据流通平台，产值占比较小。数据开放共享实际上

是双向的。政府主要以服务接口、前置机交换方式向社会提供数据。同时，掌握着各行业数据入口

的社会力量也能融入数据圈，包括以阿里、京东、苏宁为代表的电商数据阵营，以运营商为代表的

电信数据阵营，以百度、360为代表的搜索引擎数据阵营，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数据阵营，国企/

央企/事业单位数据阵营。数据资源入口打开后，通过开源协议、开放标准、去中心化的数据传输，

以及对交易数据的保护尤为重要。区块链使数据从产生、交换、转移、更新和开发利用的全过程可

追溯，对于防篡改有着重大的意义。

政策明确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大数据产业链中游的硬件制造商和技术提供商受益于此，

中游产值占比有望扩大。数据采集环节，硬件厂商分为采集数据的数据供应商、开发采集工具的

供应商，以及负责数据整合的供应商。挖掘、分析、存储和可视化是中游技术开发的四个环节。浪

潮大数据贵州“扶贫云”平台是行业领先的软硬件一体化平台，动态监控贫困人口情况、居住情况，

多方位测算贫困情况，帮助贵州政府实现精准扶贫。浪潮一直是智慧政务的贡献者，在“意见”的

驱动下，也许将迎来一波公共采购潮，浪潮等龙头厂商有望受益于此。

大数据产业链下游融合应用深度有望进一步提升。目前，大数据产业链下游的场景应用占比

四成，集聚高成长的中小企业。随着政府数据和社会数据汇集，以及开发利用场景日益丰富，政府

脱敏数据与安全、电信、金融、法律、工业、医疗、农业、交通、文娱、电商、社交娱乐、地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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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业的数据深度融合，利于厂商产品的更新迭代，抢占行业应用的制高点。工业大数据始终是下

游应用的热点，在新基建的风口下，或许会与工业物联网协同发展。

综上所述，“意见”将数据列为第五大生产要素，地位比肩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以政

府数据开放共享为起点，以社会数据资源价值转化为重点，以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为后盾，数

据要素市场培育成效可期。“意见”关于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三项任务涉及大数据产业链上游资源、

中游技术、下游应用。政策打开数据资源入口，基于区块链的流通平台是大数据产业上游发展的重

点。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将推动数据资源价值转化，利好中游的硬件制造商和技术提供商。随着政府

数据与社会数据的双向开放，大数据产业链下游融合应用深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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