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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世锦 

 

近些年来，与全球数字化大潮相适应，我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

迅速，在部分领域与先行者已呈并跑或领跑之势。中央明确将数据作为与

传统要素并列的新生产要素，“十四五”规划纲要专门就建立健全数据要

素市场规则作出部署。同时，由于数据具有不同于传统要素的“非竞争

性”“非排他性”等特点，现有的利益格局、管理体制、政策法规的不适

应、不协调，数据的流通和利用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应有的作用空间。建议进一步提高认识，理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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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采取得力措施，力争在不长的时间内推动数据要素的流通和利用取得

大的进展。 

第一，坚持用足用好用活各类数据要素、加快发展我国数字经济的目

标导向。既要重视数据产权保护不力、数据不安全等问题，也要防止有关

利益主体借口数据产权和安全问题人为限制合理的数据流通的行为。强调

数据产权保护和数据安全，是为了用好数据，本末不能倒置。我国正处在

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期，必须抓住用好这一机遇

期，坚持“用”字当头，平衡和处理好数据产权保护、安全与利用的关系。

这一条要作为各级政府发展数字经济的基本方针加以明确和坚持。 

第二，在数据产权保护和安全上守住底线、放活渠道。由于数字技术、

数字经济的特性，在有些规律还看不大清楚，法律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

可在大量实践中看得准、有共识的领域，重点是在个人和机构隐私、国家

安全等方面，列出不能流通或交易的负面清单，守住数据产权保护和数据

安全的底线。同时要科学地界定数据的初始产权与增值产权，平等保护数

据流通不同环节各类产权的合理权益。 

第三，打破行政机构和平台企业对数据的不当垄断。政府在推动数据

流通上要起带头作用。政府部门之间、政府对社会的数据阻隔依然是当前

数据流通中的突出问题。可借鉴部分城市的经验，设立大数据局，统筹协

调政府部门数据的权属、安全和流通，加快解决政务数据部门化、部门数

据利益化的问题，把大量长期沉睡的政务数据解放出来，实现其应有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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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价值。对企业投入资源收集加工挖掘的数据增值权益要依法确认和保护，

同时要防范和纠正某些平台企业利用市场垄断地位限制具有公共属性数据

流通的行为，打击数据流通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分享

数据的权利和机会平等。 

第四，注重运用隐私计算等新技术助推数据流通。隐私计算是指在保

护数据本身不对外泄露的前提下实现数据分析计算的技术，具有“数据可

用不可见”“数据与信息适度分离”的特点，是平衡数据安全和利用很有

潜力的新途径。近年来这类技术发展很快，在部分领域已得到应用。政府

机构应带头使用这类技术，取得经验后再向更多领域推广。通过扩大需求，

加上必要的政策支持，带动相关技术创新和企业发展。 

第五，鼓励地方积极试验探索有效管理模式。数字经济总体上说仍处

在发展初期，在顶层设计指方向、划底线的基础上，对数据流通和利用的

市场组织形式、监管模式与法律制度，要留出较大的试错演化空间。目前

已有部分城市设立了大数据交易所等机构，应鼓励多种技术结构和运营模

式的竞争，既要开展场内交易，也要允许符合市场交易规则的场外交易。

对数据流动的管理监管不宜“一刀切”，可在若干城市进行试点，允许不

同模式的探索和比较，通过持续积累经验、总结提升，逐步形成稳定的全

国性数据治理架构。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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