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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数据要素大潮澎湃奔涌，
各地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运
行、管理及安全等探索实践正
纵深推进。北京市加快推进
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建设，主
动探索创新监管方式，打造数
据基础制度综合改革试验田
和数据要素集聚区，促进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海市以建
设“国际数字之都”为目标，围
绕城市治理、金融服务、产业
发展等重点领域，拓展数据要
素应用广度和深度，推动高质
量发展……

为充分激活数据要素潜
能，让数据要素“供得出、流得
动、用得好”，当下，全国多地
加速探索数据要素价值转化
路径，积极提升各领域智能化
发展水平，不断为城市治理赋
能增效。

多地加速探索
数据要素市场化

从《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
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
意见》到《“十四五”数字经济
发展规划》及《数字中国建设
整体布局规划》，再到《“数据要
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
2026年）》，近年来，我国积累
了丰富的数据要素改革发展
政策经验。

“但当前，制约数据‘供得
出、流得动、用得好’的卡点堵
点问题依然突出，数据产权、
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
理等制度还需完善。”近日，国
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中国
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上
表示，要加快完善数据要素基
础制度体系，加快推出一批可
落地的政策文件。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
研究员、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
际治理研究院战略与宏观研
究项目主任刘典在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进一步解
释，数据产权界定不清，制约
了数据资产的有效利用和市
场化进程。同时，数据孤岛导
致数据难以互联互通，阻碍了
数据价值的全面释放。数据
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突出，影
响了公众对数据共享的信任
度。并且，缺乏统一规范的数
据交易市场和成熟的定价机
制，也使得数据交易活动面临
诸多挑战。

“统筹解决数据要素流通
使用与安全问题，需要相关部
门进行动态管理，根据具体情
况和有效信息及时调整，准确
预判发展趋势；需要加强技术
的创新应用，包括AI的应用，

确保以完整准确的信息提供
决策支持、以完备的技术手段
提供相应措施；并且要进行试
点创新，从具体实践探索中发
现问题，找出解决方案。”《数
据要素流通标准化白皮书》专
家组成员、全国信息技术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大数据标准工
作组专家高勇表示。

针对数据要素的试点创
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
员、数据资产化研究院执行院
长王鹏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总结，自数据要素相
关系列政策文件发布后，我国
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明显加
速。在制度方面，北京市、上
海市等地制定了公共数据管
理等相关政策法规，对数据产
权、加工生产、流通交易、监管
治理、数据安全等方面进行了
立法实践。在授权经营方面，
多地根据自身特点，已探索出
集中统一授权、分领域专区授
权、分地域分散授权等不同授
权经营方式。

“在数据资产化方面，北
京、贵阳、杭州等地已实现了
数据资产质押融资贷款、无质
押数据资产增信贷款额度、数
字资产保险、数据知识产权等
数据资产化的突破；在开展试
点示范方面，北京、浙江、江
苏、山东、福建以及广东深圳
等地已启动开展数据知识产
权登记工作。这些举措共同
推动了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
的深入发展。”王鹏补充说。

构建区域特色
“数据要素×”发展体系

“在不断推进数据要素市
场改革的过程中，我国重点城

市的数据要素改革方向和模
式无疑成为全国各地数据要
素改革的标杆。”高勇说，各地
区市、县两级都有自己的优势
产业集群或独特的产业，尤其
是县城作为“城尾乡头”，承载
着接合城乡的重要使命。构
建独具特色的“数据要素×”
体系对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
学院)教授张蕴萍表示，我国
县域数字基础设施日渐完
善，既为县域数据要素采集、
传输与应用创造了有利条
件，又带动土地、劳动力、资
本等传统生产要素更为顺畅
流动，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
升。实践证明，发展县域数
字经济，能够有效激发县域
经济发展活力。

张蕴萍详细说明，一方
面，数据要素流动的高效率、
低耗费等特性与县域低廉的
生产费用相结合，有利于县
城对接和吸纳大中城市的数
字产业转移，形成县域数据
高地和数字产业基地，带动
县域产业发展。另一方面，
数据要素能够赋能县域各类
传统资源，发展多样化的数
字服务，推动县域打造全方
位智慧化生产生活场景。“利
用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可
以发展县域智能交通、现代
智慧物流网络，加速智慧城
市建设；可以开发广泛应用
于县域农业、制造业与服务
业发展的数字技术，提升县域
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提升电
子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县域数
字营商环境，完善网络化、数
字化、智慧化的利企便民服务
体系等。”张蕴萍表示。

如何构建具有区域特色
的“数据要素×”体系？“可以
借鉴北京、上海、深圳等重点
城市的数据要素产业发展经
验，结合本地特色资源和发展
需求，搭建符合地方实际的数
据交易平台，鼓励引导区域内
各行业、部门间数据资源共享
共用；同时注重培育本土数据
服务商和产业链条，形成具有
区域特色的‘数据要素×’体
系。”刘典说。

王鹏称，首先要构建完
善的市场体系和基础设施，
确保数据要素的顺畅流通和
高效交易。各地通过建设数
据交易平台、数据中心等关键
设施，形成多级市场体系，为
数据要素的流通和交易提供
有力支撑。其次，各地应通过
公开、共享等方式，让数据要
素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助
力县域产业升级和城市治理
创新。

“构建‘数据要素×’体系
还需注重与区域特色的结
合。根据各地独特的地理位
置、产业结构和社会需求，量
身定制数据应用方案，通过数
据要素的精准赋能，推动县城
特色产业发展，提升县城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注重数据的普
惠性，让数据要素的成果惠及
广大民众，实现‘共享福祉’的
目标。”王鹏说。

发挥协同作用
优化服务“还数于民”

去年5月，北京市大数据
中心、天津市大数据管理中
心、河北省大数据中心共同签
署了《京津冀大数据发展战略
合作协议》，探索三地数据流

通和数据协同的新模式；去年
11月，黄河流域公共资源交易
数据综合服务平台开通、碳市
场服务平台揭牌、国企数字化
采购合作签约和数据要素流
通交易系统上线，推进“悠悠
黄河‘数据流’”；同是去年11
月，广东省印发《“数字湾区”
建设三年行动方案》，明确以
数据流动带动要素市场化，实
现湾区发展“要素通”……

“加强区域协同治理、推
动城市群数据打通和业务协
同等，是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乘
数效应、赋能城市治理的重要
内容。”高勇说。

王鹏表示，大数据是“大
家的数据”，应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要确保数据既能为
政府管理提供有力支撑，又能
为民众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
便利。

“数据要素的流通和共享
是实现全域互联的基础。通
过构建城市大数据中心和数
据交换平台，可以实现城市各
个部门、行业、企业之间的数
据整合和互联互通。”王鹏说，
各地通过部署各类传感器和
监控设备，收集城市运行的实
时数据，结合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分析技术，可以实现对城市
交通、环境、安全等方面的智
能监控和预警，这不仅能够提
高城市管理的灵敏度和响应
速度，也能让民众更加便捷地
享受城市服务。地方政府通
过开放数据平台，向社会提供
各类公共数据资源，鼓励企业
和公众参与数据的创新应用，
积极践行“还数于民”理念，这
在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的同时，还能够充分激发社会
创新活力。

四川泸州：
抢抓农时采摘“明前茶”

日前，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

护国镇德红村红岩子茶园，茶农们

抢抓农时采摘“明前茶”。

清明临近，气温回升，纳溪区的

茶园进入“明前茶”采摘高峰期，当

地茶农在茶园里抢采茶叶嫩芽供应

市场，茶园里一派繁忙景象。纳溪

区是同纬度茶树发芽最早的区域之

一，目前拥有茶叶基地31.5万亩，

年总产量2.3万吨，茶产业年综合

产值83亿元。

中新社发 廖胜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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