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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在大中小企业之间渗透不均衡等问题。

（四）数据监管、治理和保护不足

数据治理、监管对象和监管环境都在快速变化。多头管

理致使各类数据统计口径不一、底数不清、数据不实，能够

进行有效使用的数据较少。而且，政务数据资源包含个人隐

私、敏感信息，也需要在有效性、完整性、保密性和自主可

控性上得到充分保障。系统平台中也存在有安全隐患的软硬

件设施。以上困难均为数据监管、治理和保护带来了挑战。

探索构建“数据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的建议

（一）优化政务数据开放共享体系

一是建立健全数据共享机制，明确数据权利责任主体。

按照“谁提供谁负责”原则，明确数据提供和管理维护责

任。制定完善数据确权、开放、流通、产权保护、安全保护

等规范制度，健全数据质量评估标准和问题反馈机制，形成

数据全生命周期治理闭环。二是开展系统数据资源普查，摸

清政务数据资源底数。完善政务数据自主登记及动态调整机

制。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民生领域，梳理业

务流程和需求，明确业务数据项，构建基于场景和需求的人

口、法人“数据画像”，实现数据可视化展示，为政府决

策提供指引，推进服务普惠化、精准化。三是制定数据标准

规范体系，加强数据中台业务支撑。制定完善的数据共享和

应用系统规范体系，推动分散在各部门数据向大数据平台汇

聚，增强数据中台业务支撑能力。四是拓展丰富数据应用场

景，引领数据共享纵深发展。以行业为主导，以电子证照应

用为抓手，促进数据要素融合应用。全面推进数据要素融合

应用工程，构建一批政府管理、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工业

互联网发展等领域规范化数据开发利用场景，不断拓展掌上

服务应用范围。

（二）建立健全数据流通交易规则

一是建立“数商”体系，构建“数商”新业态。建立涵

盖数据交易主体、数据合规咨询、质量评估、资产评估、交

付等多领域数据交易生态体系，培育和规范新主体，构筑数

据流通交易生态。[4]二是规范数据交易配套制度。针对数据

交易全过程提供制度规范，建立从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主

体到数据交易生态体系的各类办法、规范、指引及标准，确

立“不合规不挂牌，无场景不交易”的原则，让数据流通交

易有规可循、有章可依。三是建立健全数据交易系统，保障

数据交易全时挂牌、全域交易、全程可溯。四是推进数据资

产凭证试点，探索数据资产凭证生成、存储、归集、流转和

应用的全流程管理。五是推进陕西“数据银行”建设。统筹

谋划发展陕西“数据银行”，探索建立数据汇聚、治理、增

值、交易、使用等机制及模式，推进数据增值利用。

（三）强化区域合作，拓展重点领域数据应用

一是强化区域合作，探索数据要素区域协调发展模式，

推动大型互联网企业为数字欠发达区域提供专项服务和技术

支持。强化基本保障，提升数字欠发达区域要素供给质量和

供给规模，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数据要素发

展环境。二是加快数字经济示范区建设推广，将发达地区数

据要素发展经验和成功模式向数字欠发达区域扩散。三是结

合区域现状制定数据要素发展目标。地区应立足于自身资源

禀赋和产业结构特征，从难度小、成本低的领域入手，提高

数据技术应用水平。对于数字欠发达区域，优先推动第三产

业转型，后二、一产业转型；优先在容易的交易、管理和服

务环节发展，后在生产环节进行数据要素发展。四是发挥领

军企业和行业组织作用，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车联网、

物联网等领域数据采集标准化。深入推进人工智能社会实

验，开展区块链创新应用试点。在金融、卫生健康、电力、

物流等重点领域，探索以数据为核心的产品和服务创新。

（四）建立健全数据要素监管体系

一是将政务数据资源纳入公共资源配置范畴，依法依

规探索行政化、市场化等不同配置模式。建立健全监管机

制，妥善处理数据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收益权之间的

关系。二是建立数据要素市场治理工作机制，将数据要素市

场监管与治理活动纳入市场经济监督管理体系。加强数据要

素市场法规制度建设，推动加快制定数据要素流通、保障数

据安全行为等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制度，完善数据采集、质

量保障、授权管理等标准规范。三是建立覆盖数据全生命周

期的安全管理机制，强化安全审计、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机

制。细化行业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完善数据安全保障、应用

风险评估及安全审查制度。强化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要求，推

动完善数据分级分类安全保护制度，运用技术手段构建数据

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四是探索完善个人信息授权使用制度。

五是探索建立数据安全使用承诺制度，探索制定大数据分析

和交易禁止清单，强化事中事后监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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