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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预测社会风险，政策模拟推演引擎基于多智能体建模评估最低工资调整对产业链影响。

应该看到，新质生产力对社会科学数据应用方法的影响目前处于早期阶段，更深刻、更广泛

的变革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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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建立健全数据资产定价机制可为促进数据要素流通、

盘活数据资产、释放数据价值提供有力支撑。当前，数据资产“千人千价”的现象较为普遍，还

需支持市场实践，强化政策引导，推动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健全数据资产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1 数据资产价格形成机制尚处于探索期   

数据要素是我国首先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数据资产定价是全球性难题之一，在世界范围内

没有成熟经验，需持续探索。

1.1 数据资产定价为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提供支撑

目前，社会各行各业都积累了大量“沉睡”的数据资产。随着数据资源入表等实践的推进，

对企业拥有的数据资源进行评估定价并确认为资产的工作提上日程。新质生产力以数据要素的

深度应用为核心，依托数字化技术优化生产流程、创新商业模式，而数据资产的市场化定价正

是释放这一潜能的关键前提。探索数据资产市场定价，一方面能够促使数据供给主体对数据资

产价值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强化数据资产保护。如此一来，处于

“沉睡”状态的数据资产将被盘活，这有助于达成数据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提升数据供给的

质量。另一方面，科学合理的数据资产市场定价也将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合规流通，提高数据商

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专业化运营能力，有助于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优化数据资源

配置。

1.2 数据资产市场定价的基本原则逐步确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以来，随后《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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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

素作用的意见》相继出台，逐步明确了数据资产定价的基本原则。一是按照数据要素来源和特性

分类定价，用于产业发展、行业发展的公共数据按政府指导定价有偿使用，企业与个人数据市场

依法合理自主定价。二是市场定价与政府监管有效结合，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要素价格机制，政

府制定定价规则，加强要素市场价格异常波动调节。三是鼓励试点探索，鼓励经营主体探索多样

化数据资产定价机制，推动形成数据资产目录，逐步完善数据定价体系。鼓励数据交易平台探索

报价、询价、竞价和定价机制。

2 数据资产价格形成机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数据资产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探索刚刚起步，数据资产存在“千人千价”、盲目“资本化”

的潜在风险，以及当前数据要素体系不完善等制约因素，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2.1 数据要素区别于传统要素的特点导致其定价难

与传统要素不同，数据具有非消耗、非独占性，以及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结构多变等

特点，导致数据要素领域很难采用传统的定价方法进行定价。同时，数据的可用性和潜在价值

通常无法在交易使用前确定，交易双方信息高度不对称，导致难以形成参与各方公认的公允价

格，只能采取“一事一议”协商定价的方法，“千人千价”现象较为普遍。数据价格信号的混

乱又进一步加剧了数据市场交易透明度不足、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此外，数据的价值释放高

度依赖场景，只有深耕行业多年的企业才了解数据在本行业的实际应用场景和潜在价值，因此

“千人千价”充分体现了数据应用场景的复杂性以及对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专业能力的

高要求。

2.2 数据“资本化”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出台后，市场反响热烈，但部分市

场参与方积极探索数据资产化实践的同时，也表现出忽视数据要素市场发展阶段、盲目“资本

化”的倾向，存在滋生资产泡沫的潜在风险。若放任数据无序定价，未来数据资产可能像商誉一

样成为企业资产的“腾挪空间”，存在滋生资产泡沫的可能性。如果数据资产进一步向金融衍生

品转化，数据市场可能因过度估值和非理性投资造成虚假繁荣，给我国金融体系带来系统性风

险。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数据市场体系不完善的条件下，地方政府若盲目推进“数据财政”，

依靠数据资产获取大量融资，易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2.3 数据要素市场体系不完善制约数据资产价格形成

数据要素市场还处于早期培育阶段，数据供给主体缺乏动力，持续运营数据和资产保值增值

的意识相对薄弱，存在对盘活数据资产和参与数据流通交易积极性不足的情况。数据要素市场第

三方服务机构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数据质量评估和价值评估等服务内容未标准化，商业模式仍在

探索。完善的数据交易市场规则体系尚未建立，数据交易以场外为主，数据交易所交易规模小，

且尚未明确其价格指导或监管的功能，场内交易定价作用未充分发挥。

2 数据资产价格形成机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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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善数据资产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实践路径   

当前，数据要素市场方兴未艾，市场交易主体还有待培育，场内外交易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价

模式，应积极关注市场实践，及时总结规律，适时完善政策，健全数据资产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3.1 支持市场实践

鼓励数据资源入表是向数据资产入表的探索尝试，进一步提升企业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内生

动力。跟踪数据资产评估的实际应用场景和创新方法，鼓励数据交易机构与第三方服务机构探索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数据定价中的应用。这些技术不仅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还

能通过提升数据交易的透明度和自动化水平，推动形成更精准、动态的定价模型。例如，基于智

能合约的自动化定价机制可减少人为干预，降低交易成本，为数据要素的高效流通提供技术支

撑，进而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升级。关注国内外交易所在数据资产定价方面的最新实践，鼓励

交易机构制定数据要素价值评估框架和评估指南。鼓励条件成熟的地区先行先试，支持市场探索

多样化的定价模式和价格形成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

3.2 强化政策引导

尽快出台《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加快建立符合公共数据要素特性的价

格形成机制。探索对企业数据价格进行调查和信息发布、加强市场价格异常波动调节。在政策制

定中注重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支持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与创新应用，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

合作开发数据驱动的解决方案，推动数据要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同时，加强对数据要素市场

基础设施的投入，如建设安全可信的数据交易平台和算力网络，为数据资产的高效流通与价值释

放提供基础保障，从而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技术底座。统筹推进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发展

数据要素服务业，大力培育数据服务商，为健全数据资产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营造良好的发展生态。

最后，政府应充分发挥其有序引导以及规范发展的作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清晰明确监管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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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要求从传统的资源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强调知识、技

术和数据的深度融合。数据要素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已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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