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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二十条数据二十条””加速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加速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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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意见》），从多个方面提
出了20条具体措施，为解放和
发展数字生产力开辟新路径。

作为首部从生产要素高度
部署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国家
级专项政策文件，《意见》详细
地回答了如何提高数据供给的
质和量、如何规范数据流通规
则、如何在要素分配时体现公
平和效率等重要议题，对于我
国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
里程碑意义。

系统性构建
数据基础制度“四梁八柱”

从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
到公元一世纪左右的《九章算
术》；从南北朝时期祖冲之首次
将圆周率精确度计算到小数点
后七位，再到当今的电子计算、
数据建模，数字作为人类文明
的重要载体，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数
字再次以全新的姿态高调出
现，成为多领域发展主体在困
境中溯流而上的重要动力。

2020年4月9日，《关于构建
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
机制的意见》公布，其中明确将数
据作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
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

为什么是数据？“数据是数
字经济时代的石油，是新型燃
料。数据的流动，就像是石油
的燃烧，可以产生动力，动力则
带来价值。”此前，工业和信息
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司长谢少
锋将数据喻为数字经济时代的

“钻石矿”，这种比喻强调了数
据对于现代经济的重要价值。

在谢少锋看来，通过多维
度、多领域数据揭示单一数据无
法展示的规律，可实现精准决

策，增加确定性、可追溯性、可预
判性，降低决策失误，降低风险。

“数据要素的价值在于重
建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理解、预测
和控制的新体系新模式，提高了
人才、资本、技术、土地这些传统
要素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推动
传统生产要素革命性聚变与裂
变，并成为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
关键因素。”天使投资人郭涛对
中国城市报记者分析称。

今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意见》。时隔半年，《意
见》全文公布，引起了社会各界
的高度关注。

“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
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意见》
开宗明义地表明了此次文件出
台的重要意义，并针对性部署
构建与数据生产力相适应的生
产关系，系统性构建数据基础
制度“四梁八柱”，旨在有效破
除阻碍数据要素供给、流通、使
用的体制机制障碍。

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王鹏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意见》相当于制定一个
总体性的顶层设计，后续从中
央到地方，从行业到企业也会
根据《意见》的主要内容进一步
优化细化相关工作方案，加速
推进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和市场
化改革。

创新数据产权观念
提出“三权分置”

数据确权是数据要素商业
化的重要前提。此前，关于数
据确权的问题已讨论多年，即
数据归属于谁？数据所属方享
有什么样的权利？

建诚晟业总经理苑承建对
中国城市报记者表示，只有对
数据产权保护到位，合法数据
可以持续产生价值，才能有越
来越多的机构开放数据，开放
越来越多有价值的数据，实现
数据产业“活水”源源不断。

那为何数据产权制度迟迟
难以落地？国家发改委有关负
责人表示，在数据生产、流通、
使用等过程中，个人、企业、社
会、国家等相关主体对数据有
着不同利益诉求，且呈现复杂
共生、相互依存、动态变化等特
点，传统权利制度框架难以突
破数据产权困境。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意见》虽然没有明确界定数据
的权属范围，但为数据产权制
度破题提供了“船”和“桥”——
淡化数据所有权，强调数据使
用权，以促进数据使用权流通
为核心目标，提出建立数据资
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
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
数据产权制度框架。

对此，独立国际策略研究
员陈佳对中国城市报记者分析
称，这是个打通前期数据交易
产业链发展中确权难、定价难、
互信难三难瓶颈的破局之策。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
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
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在接
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说，
数据产权划分是一个非常细节
化和琐碎的领域，未来还需对

“三权分置”的方式进行立法细
化，要具备可执行性，要能够为
数据相关从业者普遍认同，这
还需要在“三权分置”边界划定
上进行更加细化的描述。

此外，关于产权制度的描
述上，《意见》还明确了分类分
级授权的基本方法，着力推进
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
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

“这些数据权属原则和方
法的明确，有利于激发经济社
会各主体的创新热情，在探索
中推动数据产权制度的形成和
数据价值的释放。”王鹏说。

统一标准构建多层次
数据交易市场体系

2015年4月14日，贵阳大

数据交易所挂牌运营。作为国
内第一家以大数据命名的交易
所，其曾吸引了无数眼球。

此后，各地数据交易所如
雨后春笋般建立。据不完全统
计，截至2022年底，国内由副
省级以上政府牵头组建的数据
交易场所已超过30所。

虽然交易平台数量激增，
但数据交易并没有想象中活
跃，交易规模与额度仍低于
预期。

数据交易为何困难？“造成
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现实原因可
能在于，数据交易与传统要素
的交易模式并不完全相同。”盘
和林分析，数据在主体特征、权
属界定、价值溢出、交叉关联性
以及资源稀缺性、排他性、资源
均质性等方面与传统生产要素
仍存在差异，因此数据交易的
权属、交易规模和交易频率也
更具独特性。

盘和林表示，数据商品定
价、数据资产评估本身受到包
括数据品种、时间跨度、数据完
整性、数据样本覆盖和数据时
效性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数据
交易也不宜采取市场流通商品
的交易模式。

“目前地方数据交易‘各自
为战’，无法形成统一市场，未
能最大限度发挥数据使用效
应。”盘和林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意见》从流通规则、交易市场、
服务生态等方面加强数据流通
交易顶层设计，提出制定全国
统一的数据交易、安全等标准
体系，降低交易成本；统筹优化
全国数据交易场所规划布局，
出台数据交易场所管理办法，
构建多层次市场交易体系。

“这相当于把目前数据交
易最为薄弱的市场架构培育工
作，纳入到了整个重点工作体系
之中。我国数据交易产业链的
加速崛起指日可待。”陈佳说。

此外，《意见》还特别提到
“培育一批数据商和第三方专

业服务机构”。在智能制造、节
能降碳、绿色建造、新能源、智
慧城市等重点领域，大力培育
贴近业务需求的行业性、产业
化数据商，鼓励多种所有制数
据商共同发展、平等竞争。有
序培育数据集成、数据经纪、合
规认证、安全审计、数据公证、
数据保险、数据托管、资产评
估、争议仲裁、风险评估、人才
培训等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
提升数据流通和交易全流程服
务能力。

“《意见》将为数据归集、存
储、处理、传输等服务中介、技
术提供服务商、基础设施运营
商带来机遇。”中央财经大学证
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
银行研究发展部总经理杨海平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分析称，随着数据基础制度体
系的完善，围绕数据资产的商
业模式创新将趋于活跃，不排
除会产生数据领域的平台型企
业、综合服务商及新业态主体、
新型商业模式主体。

确立按贡献
决定报酬的分配机制

除了数据产权和交易制
度，数据分配制度也极为重
要，甚至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公
平效率。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
余晓晖称，当前数据分配主要
是通过“以数据交换服务”“谁
占有谁受益”等事实上的分配
机制为主，难以真正满足要素
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基本分配原
则和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意见》从
多个方面来破解这一全球性难
题：一方面明确提出数据要素
的分配要由市场评价贡献、按
贡献决定报酬，按照“谁投入、
谁贡献、谁受益”的原则，保护
数据要素价值创造各方的利
益；另一方面，强调可以通过协
议、分工、提成等多种方式来实
现收益共享。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王轶撰文表示，《意见》
确立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分配机
制，符合每个人得其所应得的
公平原则基本要义，同时具有
维护各方当事人合理利益预
期、鼓励各方当事人积极参与
数据要素的生产和流通、激活
数据要素价值的重要作用。

此外，《意见》也特别强调
数据分配的区域公平性与群体
公平性：一方面，要通过发挥政
府的引导调节作用，充分利用
数据生产要素超越地理空间限
制的能力，消除不同地区、不同
人群间的数字鸿沟；另一方面，
要推动在数字经济活动中处于
优势地位的大型数据企业承担
社会责任，防止数据垄断和数
据孤岛现象，帮扶中小微企业
提升数字化生产能力。

海南琼海文体中心体育场
钢结构“鸟巢”顺利合围

12月23日，海南省琼海市建设

工人在晨曦中的文体中心体育场吊

装最后一组钢结构构件。经过施工

单位工人加班加点连续奋战，琼海

文体中心体育场在2023新年到来

前夕顺利合围，为明年底工程全部

竣工打好基础。据介绍，该中心体

育场共设有3万个坐席，建成后的

体育场和体育馆、大剧院将集文化、

娱乐、体育、健身、休闲于一体，成为

举办大型演唱会、体育比赛等活动

的重要场所。

中新社发 蒙钟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