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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竞争力。产业数字化具有更大拓展深度和广度，要

面向农业、工业、金融、教育、医疗、交通、能源等重

点领域，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

转型。这既是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可行路径，也是传统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要 利 用 大 数 据 、 人 工 智 能 等 数 字 技 术 ， 推 动 制 造

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

加 、 倍 增 作 用 。 逐 步 探 索 不 同 行 业 、 不 同 企 业 规 模 的

“数实”融合平台，为各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公共

服 务 ， 培 育 优 良 产 业 数 字 化 生 态 。 加 强 跨 区 域 融 合 协

作，发挥各区域在数字经济上的发展优势，努力构建共

建、共享、共赢的发展格局。

　　　　　建立和完善数据要素市场，

　　　　　强化高质量数据要素供给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数

据被认为是关键的生产要素，其重要性日益与劳动、资

本和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相当，为我国数据市场发展打

开了新局面。

促 进 数 字 经 济 的 增 长 是 当 前 我 国 经 济 向 创 新 型 、

知识型、技术型驱动的增长方式进行转变的重大战略举

措。数字经济不仅改变了经济增长结构，而且提升了经

济增长质量，对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

要意义。当前，数据作为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在我国

生产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引领数字经济蓬勃

发展的同时，逐渐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发展路径

的变革目标。与此同时，政府大力兴建5G、物联网、工

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

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也使得大数

据作为释放我国下一波生产力巨大增长浪潮的内在核心

驱动力量的战略地位愈发显著。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

数据要素对其他传统生产要素效率的倍增作用，是促进

数据要素与其他传统生产要素优势互补，充分提高各类

要素的生产活力和效率，使大数据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手段。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和完善数据要素市场。政府引导好

大数据交易平台、交易所、交易中心的建设，深刻理解并

应对好数据要素供给新方式，明确数据要素市场准入、竞

争和退出规则，确保进入数据要素市场的数据企业具有资

质并遵守规则，有序开展竞争，规范化市场交易。

政府不但可以是数据要素市场的顶层设计者和运行

治理者，还可以是数据要素市场的交易者。政府可以将

部分自身以及下属单位的一些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出售，

也可以购买一些数据用于治理。故需明确政府及下属事

业单位可以出售数据和购买数据的权利和范围，避免由

于政府自身身份扭曲公正平等的交易关系，同时也要避

免行政体质自身的效率和腐败问题，导致数据交易的过

低收益和数据流失。

要加强数据要素市场监管，解决好监管盲区、监管

缺位、监管失当三大问题，尤其注意预防、监控和解决

破坏数据要素市场秩序的行为，做好反数据垄断工作，

加强对平台的监管，规范化平台和个人的合同或协议，

防止平台和资本无序扩张形成垄断构建市场壁垒，防止

平台通过对个人数据的算法运算形成“数据茧房”对用

户进行选择权限制、大数据杀熟。

要 促 进 数 据 要 素 市 场 交 易 ， 探 索 数 据 交 易 的 新 形

式，深入挖掘区块链、联邦学习、边缘计算等新技术在

数据要素市场交易中的应用。持续研究数据定价的新方

法，合理评价数据当中蕴含的价值和做出的贡献，应对

好“阿罗悖论”带来的负面后果，促进数据要素市场交

易达成，并保障各方主体公平参与分配，赋予市场主体

活力和创造力。

筑牢数字安全坚实屏障，护航数字经济全面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愈发依赖于海量数据和作为载体的信息网络，

我国数字经济获得了高速蓬勃发展，为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带来信息的互联互通，孕育新

的数据生态与数据价值释放网络，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

力。与此同时，对数据的越发依赖可能会放大经济系统

的脆弱性。关键数据或网络系统一旦遭到攻击、侵入、

干扰、破坏、泄露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以及意外事

故，可能会给经济运行造成损失，对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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