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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加快建设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财政厅

深入开展理论制度研究

浙江省财政厅针对数据资产管理中潜在的法

律、财务和安全等风险，积极参与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建设，起好规则体系建设“第一步”，力争使数据资

产管理做到有章可循，数据资产安全风险可防可控。

一是为资产确认立标准。在全国率先发布《数

据资产确认工作指南》地方标准，聚焦数据资产初

始确认、变更确认和终止确认条件，通过业务与技

术相结合，细化内控流程，规范资产确认过程，既有

效避免虚增数据资产，又有利于激活数据要素价值，

促进数据资产交易和流通。

二是为资产管理树规范。积极配合财政部起草

全国《关于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着力破

解数据确权、保护、评估、交易等难点，为数据资产

管理提供了明确指引。同时，指导温州因地制宜制

定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相关政策措施，出台了《关

于探索数据资产管理试点的试行意见》。

三是为资产登记搭框架。推进《数据资产登记

导则》团体标准研制，联合省总会计师协会、省标准

化研究院、省属国企等单位共同推进登记标准制订

工作，将数据资产登记分为财务登记、产权登记和

交易登记，明确不同登记行为的定义、相关工作要

求和流程，力争 2024 年完成标准发布，为省内各部

门和单位开展数据资产登记提供指导。

积极开展实践探索

（一）打造数据资产确认登记“第一单”。主动聚

焦企业关注关切问题，探索突破数据资产确认登记

难点，以温州市“信贷数据宝”为样本，探索推进数

据资产确认登记，实现数据资源资产化。一是建立

资产确认工作机制。指导试点企业成立数据资产确

认工作小组，制订企业数据资产确认工作办法，明

确数据资产确认工作程序和流程，指导企业对过去

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数据资源进行梳理，做好数据

资产识别、确认和成本归集。二是组织专家集中评

审论证。组织省内外财务、数据、评估等专家团队深

入企业，开展专业辅导，对“信贷数据宝”这项数据

资产确认情况进行集中评审论证，指导入账的成本

价值的测算。三是探索数字赋能数据资产管理。采

用开放、开源、共建模式，搭建数据资产治理实验平

台，开展数据资产管理仿真、模拟、择优，为企业降

低安全合规成本和试错成本 ；运用数据溯源、访问

控制等数字化技术，为企业数据资产颁发合法“身

份证”，破解数据确权难题，为后续数据资产全过程

管理提供工具支撑。

（二）探索开展数据资产评估。会同浙江省资产

评估协会指导温州制订《数据资产评估操作指引（试

行）》，明确数据资产的评估对象、评估方法、操作要

求、披露信息，探索指导资产评估机构开展数据资

产评估业务，研究开发数据资产评估信息化工具，

提高评估效率，更好适应市场对数据资产评估业务

日益高涨的需求。截至目前，浙江省已有部分资产

评估机构探索开展了数据资产评估业务，找到了一

些可复制的评估方法，积累了一批评估案例。比如，

在成本法的评估路径下，探索运用层次分析法、模

糊综合评价法、情景分析法搭建测算模型 ；在不适

用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的情境下，探索运用回

归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数理统计分析法进行评估。

如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汽车分销渠道数据资产采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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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信息化辅助计算 EXCEL 测算模型进行评估，该

模型具有一定的通用性，普遍适合于尚未产生收益，

也不具备采用市场法评估条件下企业数据资产价值

的评估 ；北京新网数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域名市

场价值项目采用聚类分析法进行评估。

（三）共同培育交易生态。杭州市、宁波市成立

了数据集团，浙江省金控成立了数发公司，省杭钢

集团成立产业大数据公司，共同致力于数据应用和

激活。省注协、评协成立了会计师、评估师专家团

队，给予智力支持。在各方努力下，数据产品公开交

易已初步具备条件，去年底浙江省国家电网公司的

双碳绿色信用模型数据产品成功上架浙江省大数据

交易中心。

（四）协同推动授权运营。浙江省财政厅会同省

数据局、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协同推进授权运营工

作，加强安全监管和监督评价，健全完善授权运营

相关制度规范和工作机制，推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

试点。目前，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湖州市等地

已在卫生健康、公共信用、金融服务、车联网等领域

开展授权运营，授权运营产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正在产生。如在交通运输领域，数智绿波产品有

效缓解了道路拥堵，让群众出行更顺心 ；在医疗健

康领域，AI 大模型产品可以提供免费的辅助问诊和

健康管理服务，让群众看病更舒心。

（五）开展面向社会的宣传和公益培训。杭州市

财政会计学会开展了“数智化财务视角下数据资源

入表及数据资产化”专场公益培训，原定 100 人的规

模，最后吸引了250人左右前来听课，现场十分火爆。

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是制度层面。当前国家数据产权体系尚未形

成，数据确权法律依据和数据资产相关政策制度缺

乏，数据资产管理标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是实践层面。现有技术还不能完全保证数据

流通过程绝对安全与全链路数据溯源，数据保护难

度较高。数据本身存在易复制、迭代快、无效数据多

的特点，数据入账价值确定、资产评估都非常难。

三是组织层面。各地争相成立数据交易机构，

但是数据交易场所的互联互通机制尚未形成，数据

登记、合规公证、数据经纪、安全审计、资产评估、

争议仲裁等各环节面向数据要素市场主体的服务生

态体系尚未健全。

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加快制度标准体系建设。加快财政相关数

据基础制度建设探索，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

企业数据资产管理监督和指导，明确国有和公共数

据资产权益。制定出台《浙江省加强数据资产管理

的实施意见》，加快《数据资产确认工作指南》地方

标准落实实施，推动地方标准升级为国家标准，推

动《数据资产登记导则》团体标准发布。以标准建设

先行方式，引领数据资产确认和登记工作。

二是开源共建数据资产治理实验平台。通过数

据资产治理实验平台，打通数据资产生产、管理、流

通和交易、监管和合规全过程，为数据资产确认、评

估、登记、保护、流通和交易等各类场景提供安全可

靠的技术支撑，保障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培育

数据服务市场，行政事业单位通过数据交易市场购

买数据服务和交易数据资产，以具体业务场景为导

向，打造一批标志性成果，为全国开展数据资产管

理当好探路者。

三是推进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试点。省市区联

动，发挥杭州市、滨江区数字经济实力雄厚的先发

优势，开展试点，丰富数据资产管理实践。杭州市财

政局、数据局联合下发通知部署市属国企开展数据

梳理工作，推动符合条件的数据资源入账入表。滨

江区面向社会数商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交易、

融资等业务研讨，培育数据市场生态，力争在今年

能够推动一批成熟企业形成一批实践案例。同时联

合省卫健委信息中心通过卫生健康数据授权运营打

造可供交易的数据产品，联合省市场监管局加快推

动数据知识产权确权登记，指导省总会计师协会举

办数据资产管理公益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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