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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全球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推动着数字经济的快速

发展，当今社会已迈入数字化发展重要机遇期，数据规模正呈现爆发式增长、海

量式集聚态势。数据要素是传统生产要素理论的重大突破，准确反映了当下经济

社会发展所呈现出的特征与趋势，数据正成为催动各行各业快速发展变革的核心

竞争所在。不管是政府行政、企业生产经营，还是民众日常生活都无时不刻在与

数据产生着紧密关联，数据成为了新的生产要素，加速数据要素流通，释放数字

生产力成为推进各国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发展的关键任务之一。数据

不同于传统要素，其具有可复制、易衍变、流动性强等特点，数据从基础资源到

数据资产、数据产品，再到数据共享、数据开放、数据交易的转变过程，数据首

先要实现要素化转变，只有数据要素化的安全高效流通才能充分挖掘数据价值，

推进数据开放高效利用和应用。

我国有着发展数据要素流通市场的良好基础条件，国家政策引导为推进数据

要素流通建立了强大的信心，海量数据资源为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提供巨大空间，

新型数据基础设施为数据要素流通奠定良好基础，产业生态优势为数据要素市场

注入了创新活力。随着政策及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数据要素流通这片土壤将更

加优渥，随着数据要素流通模式的不断规范完善，数据要素市场也将更具规模化、

体系化，在大数据、可信计算、区块链等新型技术加持下，也为数据要素可靠、

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奠定了扎实技术基础。数据要素流通是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的基本前提，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核心引擎，是促进数字政府持续

长效运营、激活政府公共数据的社会化价值和市场化潜力重要手段，是数字社会

生产生活方式变革、服务及治理模式创新、数字产品和服务创新的加速器。

当前，国外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日渐成熟，已经有 30 多个国家出台了推动数

字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2020 年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数据战略”，持续推

进欧盟数据法律制度的路线图，“欧盟数据战略”的推动极大促进了全球各个国

家数据法律法规的制定。国外数据要素流通及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发展起步较早，

2008 年前后国外数据交易平台就已进入到萌芽时期，并出现了“数据市场”、

“数据银行”乃至“数据公约”等条文，现今已经发展有多所综合性数据交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