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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市场化推进力指数（2024）

研究报告主要内容

数据要素作为事关经济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的战略性

资源，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为了充分发

挥数据要素的价值，培育数字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我国正

以政府为引领，全面动员社会与市场的力量，共同推动数

据要素市场化的进程。为响应和服务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国

家战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

学院于 2023 年发起了“数据要素市场化推进力指数”研究

项目，旨在全面反映各地政府在引导和规范数据要素市场

发展方面的能力和成效，为数字中国建设和数据要素市场

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该指数在“数据二十条”发布一

周年之际进行了首次发布，获得了来自政府、业界和学界

的广泛关注。

本年度研究团队立足基础环境、保障支撑、执行推进

三大维度，从指标测量、计分方法等方面进一步优化评价

体系，对全国各地数据要素市场最新实践进行持续跟踪，

形成了《数据要素市场化推进力指数（2024）研究报告》。

以下从综合排名、区域特征、指标进展和政策建议四个方

面对本年度的主要研究结果进行介绍。



一、综合排名

根据对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要素市

场化推进力指数的综合评价结果，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

仍处于初级阶段，各地因地制宜开展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

的探索,在数字产业发展、数据要素制度建设、组织架构完

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交易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各地在推进中体现出不同的路径、重点、模式和成效，整

体上呈现出三大梯队分布。

图 1 数据要素市场化推进力的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包括广东、浙江、北京、上海、江苏、山东、

福建、贵州、安徽、四川。以上 10 个地区的数据要素市场

化推进力表现出色，大多拥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勇于先行

先试，大胆创新探索，在保障支撑、重点举措、阶段性成



效等方面表现突出，在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推进中发挥了

引领示范作用。

第二梯队包括湖北、重庆、广西、天津、湖南、河南、

海南、山西、辽宁、江西。以上 10 个地区逐步提升保障支

撑力度，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这些地区正努力缩小

与第一梯队地区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在基础环境建设、执

行推进方面蓄势发力。这些地区之间的差距并不显著。

第三梯队的地区的数据要素市场化推进力尚显不足。

这些地区基础相对薄弱，支持力度有限，推进力度不足，

相关工作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随着国家“东数西算”工

程稳步推进，这些地区正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部分地区

已经积极发掘区域优势，加快算力基础设施规模化、绿色

化发展，深化与头部地区的协作，合作设立数据交易所等，

显示出一定的发展潜力。

二、区域特征

数据要素市场化推进力整体上表现出显著的地域性特

征，通过以省为界，沿“胡焕庸线”将全国划分为东西两

部分，可以发现两部分在数据要素市场化推进上的显著差

异。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地区均分布在“胡焕庸线”以

东，各地形成互促共进的良好态势；“胡焕庸线”以西的地

区的推进有待更强的改革力度和政策支持，以深化与中东

部地区的数字化协同发展。



图 2 东部地区表现

东部地区在各维度上的表现突出，整体推进扎实全面。

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地区进一步巩固优势，持续引领

全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多地持续开展前瞻性和示范性的

创新探索，显示出一定的辐射带动效应。

图 3 中部地区表现

中部地区在各维度上的表现虽不及东部地区，但发展

势头良好，整体稳步提升。各地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



发展模式，重点地区竞相发力，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

距。

图 4 西部地区表现

西部地区在各维度上的表现存在较大差异，呈现出明

显的不均衡。其中贵州和四川持续引领区域发展，而大部

分地区的整体推进力仍有待加强，包括完善基础环境、执

行重点举措等。

图 5 东北地区表现



东北地区在各维度上的整体表现与东部地区存在差距。

地区之间的差异不明显，需要进一步加强数据要素市场化

路径的探索，包括持续完善基础环境、激发各类主体活力、

瞄准重点方向提升执行推进力等。

三、指标进展

(一)基础环境

在基础环境方面，东部省市优势显著，西部“东数西

算”节点省份潜力明显。根据评价结果，基础环境推进的

平均得分为 9.96 分（50%，即百分制得分为 50 分，下文百

分比同），其中广东、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安

徽、湖南、湖北、福建位列基础环境推进力前十。

图 6 基础环境前 20 名

在产业环境发展方面，当前全国各地抢抓数字经济发

展机遇，积极发掘地区优势，推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

2023 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已达 10%，



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和软件服

务业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 32.7 万亿元，利润总额 2.6 万亿。

在产业政策扶持下，各地涌现出一批数字经济领域的科创

企业，目前数字经济领域独角兽企业 260 余家，体现了数

字经济的强大发展活力，为各地数据要素市场化提供了有

力支撑。

(二)保障支撑

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国家顶层设计，完善数据要素政策

与标准体系、技术支撑、组织建设，保障支撑初步成型。

根据评价结果，保障支撑推进的平均得分为 30.62 分

（61.3%）。其中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北京、

安徽、四川、湖北、陕西位列保障支撑推进力前十。

图 7 保障支撑前 20 名

在政策标准方面，政策体系构建更具系统性与指导性，

25 个省份发布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工作的上位性条例文件，



24 个省份建立起包含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

三类文件的数据要素政策体系。政策内容的考量更具全面

性与均衡性，17 个省份在政策内容中对数据要素市场、数

据安全、权益保障三方面进行全面考量。相关标准制定具

有高覆盖度与区域引领性，全国累计出台相关标准 900 余

项，其中出台标准数量超过 30 项的省份共 19 个。14 个省

份全面覆盖数据管理、质量评估、分级分类、共享、开放

五个内容维度。

在技术支撑方面，全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速。算力

总规模达到 230EFLOPS，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算算力规

模高速增长。各地着力建设新型数据中心与智能计算中心，

践行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数字技术发展高度活跃，先进

技术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全国数据相关专利数量超 54 万项，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95.3 万项；人工智

能核心企业数量超过 4500 家，核心产业规模达 5000 亿元，

位居全球第二。

在组织工作方面，全国省级数据主管部门全部就位。

国家数据局成立以来有 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成

立数据局、数据管理局等。全国已组建省级数据集团 27 家，

数据相关的行业协会 500 余家，包括数字经济产业协会、

大数据产业协会、数据要素产业协会、数商协会等，数据

要素市场建设力量更加多元。



（三）执行推进

全国多地切实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围绕数据开放、公

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流通交易开展积极探索，取得初步

成效。根据评价结果，执行推进的平均得分为 24.02 分

（53%）。浙江、广东、上海、北京、福建、江苏、山东、

贵州、广西、海南位列执行推进前十。

图 8 执行推进得分前 20 名

在数据开放方面，12 个省份在政策中明确了对公共数

据开放工作的监督与评估考核要求。数据开放平台建设基

本普及，目前可访问的省级数据开放平台 23 个，开放数据

集超 37 万个，数据总量超 980 亿条。其中，13 个省份通过

数据开放平台向社会供给的公共数据量超过 1 亿条。19 个

省级公共数据平台开放的公共数据覆盖《“数据要素×”

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提出的 12 个重点领域。11

个省级数据开放平台数据利用次数超过 10 万次，19 个省级



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有利用成果展示渠道，6 个省级数据开放

平台展示了超过 100 个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成果。

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方面，目前全国有 31 个省级地区

发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相关政策法规，26 个省份发布了具

体的管理办法、实施方案或实施细则。14 个省份已经建成

并上线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已上线或在建的各级公共

数据授权运营平台累计 21 个，已上线的平台中六成以上具

备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申请与需求发布的核心功能。29 个省

份已经启动公共数据授权工作，24 个省份开展了不同形式

的运营主体征集，聚焦贴近民生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累计涵盖了超过 13 个领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累计产出

了 280 多个应用场景、1690 个公共数据产品。

在数据流通利用方面，全国先后成立 60 家数据交易机

构，在数据交易机构上架的数据商品总数约 32000 余款，

16 个省份合作签约的数商均超过 200 家，18 个省份提供了

包括数据集、API、数据报告、数据模型/算法等多种类型

的数据商品。全国场内数据交易额累计突破 362 亿元，其

中 17 个省份的累计数据交易额均突破 1 亿元。20 个省份在

政策中部署数据跨境流通的相关措施。各地在流通利用生

态建设表现活跃。21 个省份的数据交易平台已发布数据交

易规则，24 个数据交易机构进行互认互通。31 个省级地区

相继举办“数据要素×”分赛，18 个省份的数据交易机构



设立行业专区，引导重点领域的数据流通发展。

四、政策建议

第一，强化产业环境支撑力，夯实数字经济根基，推

动区域协同发展。首先，建议强化数字经济战略地位，培

育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深厚土壤，进一步探索并深化数字

经济对数据要素市场化推进的多维支撑作用。其次，立足

各地区的比较优势，通过国家统筹和地区协作，带动全国

范围内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建设奠定

基础。最后，依托重大工程建设，优化跨地区的资源配置，

缩小地区间在产业化水平以及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人才

等方面的差距。

第二，提升政策机制保障力，出台组合型政策，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首先，建议加强多维度配套支持，创新激

励机制，提升市场主体参与动力；其次，完善安全合规机

制，形成尽职免责、减责机制,为市场主体“松绑”；最后，

建立沟通协作机制，通过数据局、数据集团、数商企业的

高效协同，实现共商共赢。

第三，培育数据市场竞争力，供需两侧能力培育并举，

升级市场化发展水平。首先，面向市场化需求推动公共数

据供给，实现公共数据资源“由量到质”跨越；其次，加

速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深化市场场景建设与规模

化推广，带动社会数据参与市场化的流通利用;最后，发展



壮大需求侧市场主体，在重点领域加强产业数据的采集和

处理，推动形成具有地方和行业特色的数据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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