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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国家数据局的成立以及数据相关政策与改革举措的相继推

出，我国数据要素发展路径愈加清晰和完善，这为数字经济时代的

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各行各业的数据管理和应用创新提

供了有力支撑。

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体制机制持续优化的新阶段，金融机构凭

借其天然的数据优势，积极响应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号召，不

断深化数据的创新应用。以数据为核心要素，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

金融机构正加快推动数据要素的流通与交易，着力提升内部数据与

外部数据的深度融合能力，为促进数据要素市场的繁荣发展贡献积

极力量。

在此背景下，外部数据管理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金融机构

自身的发展，也影响着整个数据要素市场的健康运行。因此，为更

好地指导金融机构在外部数据管理方面的实践，大数据技术标准推

进委员会在《金融机构外部数据管理实践白皮书（2023年）》的基

础上，发布《金融机构外部数据管理实践白皮书（2024年）》，最

新版白皮书立足外部数据领域最新发展，根据行业情况迭代了外部

数据管理流程，对当前外部数据管理的热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对

外部数据管理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2024版本继续收集汇总金融

行业在外部数据管理上的实践案例并在本书附录部分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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