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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花开又一春 

——简评数据二十条给地方智慧金融平台带来的发展契机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

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市场称之为“数据二十条”），系统性

明确了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前进方向和工作重点，历史

性绘制了数据要素发展的长远蓝图，对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具有里程碑式的重

要意义。从数据要素的流通应用来看，“数据二十条”不仅会加快

推动数据要素的市场化应用，激发数字消费、数字生产和数字贸易

的提质增效，也有利于提高数据要素在城市管理、园区发展、金融

服务、电子政务、医疗健康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价值，提升公共

服务可及性和普惠性。其中，对大数据应用密集的金融领域也将会

产生积极作用，地方政府搭建的线上金融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地

方智慧金融平台”1）或因此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具体影响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明确产权机制，解决了数据使用权问题 

当前各地方智慧金融平台推动的困难首先在于数据处置使用

的合法性问题。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不清晰，使得大数据在地方智慧

                                           
1 地方智慧金融平台大都由地方政府或国企建设并主导，旨在通过线上平台提高金融效率、落地金融资源，

重点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地方智慧金融平台以省市级居多，功能上一般包括交易撮合、大数据服务、

公共服务、服务专区（如绿色普惠等）等模块。 

其中，大数据服务是金融机构最为看重的，它对金融企业识别客户、控制风险具有极大的价值，在普惠金融

领域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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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平台中使用的责任不明确，造成平台建设推动部门、数据来源

部门之间会因为责任问题而导致效率降低甚至事项搁浅。  

《意见》在数据产权上明确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置，这让地方大

数据开发与应用有了依据。《意见》对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

权进行了分置，明确“探索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要求“根据数

据来源和数据生成特征，分别界定数据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各参与

方享有的合法权利”，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产权制度体系。这可

以有效解决地方数据所有、归属和使用之间的界限问题，解决数据拥有

部门不敢授权、平台建设部门不能使用的根本问题。 

《意见》第四条鼓励大数据在包括地方智慧金融平台等在内的诸多

领域开放应用。其指出，“对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职或提

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公共数据，加强汇聚共享和开放开发，强化统

筹授权使用和管理”。并进一步明确，“鼓励公共数据在保护个人隐私

和确保公共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

的要求，以模型、核验等产品和服务等形式向社会提供，对不承载个人

信息和不影响公共安全的公共数据，推动按用途加大供给使用范围”。 

二、明确收益权，拓展了平台的商业运营空间 

缺少商业运营空间、形不成商业推广模式是地方智慧金融平台缺

乏发展驱动力的主要原因。目前，大部分地方智慧金融平台是免费提供

服务的，运营费用基本依靠政府或国企投入。重要原因就是收益权的合

理性无法得到明确。该模式下，地方智慧金融平台无法形成或吸引有活

力的商业主体，过分依赖行政推动，缺乏对数据的商业价值深挖与再加

工的积极性。而相比于免费的、无法保证质量的数据，商业银行等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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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更乐于为高质量的数据付费。“数据二十条”由于明确了数据的收

益权问题，为平台的商业化运营勾勒出了清晰的路径。 

《意见》第七条指出，“在保护公共利益、数据安全、数据来源者

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承认和保护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获取的数据加

工使用权，尊重数据采集、加工等数据处理者的劳动和其他要素贡献，

充分保障数据处理者使用数据和获得收益的权利。” 

《意见》第八条更进一步明确了公共数据有偿使用的模式：“支持

探索多样化、符合数据要素特性的定价模式和价格形成机制，推动用于

数字化发展的公共数据按政府指导定价有偿使用，企业与个人信息数据

市场自主定价”。 

如果运营主体可以形成基于数据的收益，那么地方智慧金融平台

就具备了商业价值逻辑。这将大大提高各类主体建设地方智慧金融平台

的积极性。商业化运作的地方智慧金融平台可以提供更高质量、更符合

市场要求的数据，将更受金融机构的欢迎。 

三、明确分类授权制度，拓宽了平台数据来源 

明确数据来源对于地方智慧金融平台的大数据功能应用至关重要。

很多平台数据合作单位少，提供的数据质量不稳定、更新不及时，导致

金融机构无法靠此形成稳定、持续的产品供给，影响了金融机构与平台

合作的积极性。《意见》明确了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的分类

分级确权授权制度，为地方智慧金融平台拓展数据来源提供了有效的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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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地方智慧金融平台应用最多的公共数据，《意见》第四条明确，

“推动用于公共治理、公益事业的公共数据有条件无偿使用，探索用于

产业发展、行业发展的公共数据有条件有偿使用”。这为政务大数据用

于金融领域，特别是准公共性的普惠金融领域提供了政策支撑。 

针对差异较大的企业数据，《意见》第五条指出：“支持第三方机

构、中介服务组织加强数据采集和质量评估标准制定，推动数据产品标

准化，发展数据分析、数据服务等产业”。这为地方智慧金融平台开展

第三方的数据采集提供了支撑。 

个人数据方面是目前地方智慧金融平台涉及较少的内容，但各地

方金融平台可以借鉴第六条内容进行探索。方向上可重点关注《意见》

第六条“创新技术手段，推动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保障使用个人信息

数据时的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 

四、打破数据孤岛，推动数据资源整合 

跨部门的数据隔阂与跨区域数据标准不统一是当前地方智慧金融

平台数据整合的两大难题。对于此，“数据二十条”明确要打破“数据

孤岛”，推动数据的标准化建设。 

《意见》第四条指出，“对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职或

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公共数据，……要推进互联互通，打破‘数

据孤岛’”。 

《意见》第八条提出要加速推动数据标准化。指出，“建立数据分

类分级授权使用规范，探索开展数据质量标准化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数

据采集和接口标准化，促进数据整合互通和互操作”。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1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