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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随着移动互联网

日益普及和第五代移动通信(5G)商用范围的不断扩

大，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底层数字

技术驱动的数字经济正在全球蓬勃发展。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的宏

伟蓝图指引下，中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进

程不断加快，基于数字经济而衍生的海量数据即大

数据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在大数据时代背景

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

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

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这

是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

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

为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关键要素，蕴含着巨大

的使用价值和潜能，随之而来面临两个亟待解决的

重要问题：

第一，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如何推动生产力

的发展?海量数据能为经济主体带来巨大价值，“数

据是新货币”“数据是新石油”等概念在社会上广为

传播，人们对数据价值特征的认识逐渐加强。但这

些概念不足以系统、清晰地阐述数据作为一种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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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性质差异，甚至会造成

一定的误解。另外，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不能仅

停留在概念层面上，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

数据如何切实融入经济与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中仍

有待探索。因此，数据形成生产力、提高生产力的机

制和途径亟待深入研究。

第二，数据要素如何实现市场化的配置，并进一

步激发数据所蕴藏的巨大价值?数据要素的市场化

配置要求数据能够在社会成员和生产部门间自由流

通，并通过市场评价贡献、由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进

一步激发数据的投入。但当前数据产权划分、保护、

交易的滞后引发“数据孤岛”“数据垄断”等割裂化、

不平衡的发展趋势。同时，数据参与分配的主体划

分和量的边界也亟待明确。

综上，本文的研究重点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

面：一是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理论依据及其形

成生产力、提高生产力的特征和机制；二是通过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阐述数据市

场化配置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三是以数据产权的划

分和实现为核心问题，提出数据市场化配置的实现

方式。

二、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的理论依据

(一)数字经济中的“大数据”特征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依托，以数据的生

产、流通、使用、消费等活动为支柱的全新经济形

态。在数字经济下，数字技术逐渐渗透到经济和社

会的各个层面，人类所有的活动环节都逐渐被数据

所记录，数据产生主体泛化，数据收集和创建的体

量前作未有。从数字技术与经济活动融合的进程

看，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全面普及和渗透首

先带来消费端的数字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年 3月，我国网民规模

为 9.04亿人，庞大的网民为消费市场贡献了海量数

据。消费端数字化要素向供给侧的渗透又进一步

带来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传统行业在 5G、移动互联

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赋能下，

可以实现更大范围的数字化和互联互通，包括来自

生产端的机器装备、传感器等实时产生的海量数据。

由此可见，数据的海量集聚和爆发式增长是数字经

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与特征。根据国际数据公

司 IDC发布的《数据时代 2025》白皮书预测，2025年
全球每年产生的数据将高达 175ZB，相当于每天平

均产生491EB的数据。

数据的重要性体现在其信息和知识的属性上，

海量数据被不断提取出信息，通过信息解读转化

为创造性的知识，从而支撑经济主体实现高质量

的发展。唐·泰普斯科特在《数据时代的经济学》

中提出，全社会各环节的海量数据已不再是传统

数据处理程序的累赘，而是新的资产。随着数字技

术与经济活动的不断融合，数据逐渐从辅助性资源

中独立出来，演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生

产要素。

(二)数据演化为生产要素的理论依据

尽管当前经济社会呈现出数据爆发式指数级增

长的特征，但规模(Volume)属性不是数据成为关键生

产要素的原因。基于辩证唯物论的视角，任何事物

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

果。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部条件是

事物发展的动力，可促进或阻碍事物的发展。因此，

数据演化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依据需要从内部矛盾和

外部条件两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1.基于生产力要素的内部矛盾。数据演化为关

键生产要素符合马克思对生产力内涵的阐述。马克

思提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1]因

此，生产力包括两个重要的层面，一是创造财富的能

力，二是在人类需求倒逼下的关键生产要素的动态

演变。后者表明每一次经济形态的重大变革，都将

伴随着新型生产要素的诞生，形成更加先进的生产

力来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这是有限生产力与人类

日益增长的需求矛盾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过

程中，面临着持续增长且不断高级化的需求发展，除

劳动力以外的关键生产要素大体经历“土地—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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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才能—数据”的演化。从生产要素的特征来

看，关键生产要素的演化呈现出竞用性逐渐降低、通

用性不断增强的趋势。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在生

产过程中具备极强的竞用性。在人口数量持续增长

的趋势下，土地对生产力的贡献很快达到极致。进

入工业经济时代，能够部分打破自然资源约束、有效

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生产性机器、设备等)应运而生。

同样的生产机器可以被不同劳动力使用，增强了资

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水平。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物

质条件的不断丰富导致消费者需求高级化发展，厂

商需要不断提高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配

置效率，以有限的要素投入形成更有竞争力的生产

力，于是企业家才能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企业家才

能进一步降低了生产要素的竞用性，可以灵活、弹性

地服务于不同生产组织，比如经理人不仅可以在委

托公司发挥才能，还可以通过智库专家等形式为其

他经济主体提供资源优化配置方案，进一步提升与

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程度。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产生和流通的速度前

所未有，整个经济系统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其中

消费者需求碎片化、个性化升级，供应链体系趋于

数字化、智能化。[2]此时，企业家才能已经难以应对

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复杂的组织管理，

须通过数据搜集、处理得到真实信息和新的知识，

从而驱动精准决策来应对复杂经济系统的不确定

性。数据天生具备非竞用性，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被

不同主体同时使用而不发生任何损耗，因此极大提

高了知识生产效率，带来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不

断提升。同时，数据流通带来真实信息的互联，通

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性缓解市场失灵的问题。厂商

通过对外部环境和需求变化的研判，能够有效避免

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配置的盲目性，形成敏

捷、柔性的生产方式，从而实现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的最大化。

2.基于技术进步和需求升级的外部条件。

首先，数据的生产要素属性建立在数字技术进

步的客观事实上。海量数据必须要与算力、算法相

结合才能打通价值创造的链条。在云计算、边缘分

析等数字技术成熟运用之前，海量数据的存储、计

算、分析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同时基于算法的

限制，初始阶段数据转化为有效信息的能力有限，企

业没有经济动机付出高昂的成本来使用数据创造微

不足道的价值。因此，“数据+算力+算法”是人工智

能的基本要素，也是数据演化为生产要素的外部必

要条件。从算力角度看，云计算等基础设施全面覆

盖，使海量数据的存储、处理、应用成为可能。与此

同时，由摩尔定律①可知数字技术成本将持续下降，

生产部门更有动机通过数据挖掘优化资源配置。从

算法角度看，算法的迭代更新不断提高从数据中提

取有用信息的能力，信息的积累带来新知识的获取，

进而提高人类决策的能力。因此，生产部门只有基

于算力、算法等数字技术普惠发展的客观条件下，才

具备经济动机利用数据创造价值。

其次，人类价值观的动态变化倒逼数据成为关

键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的演进是由消费者需求引致

的，而需求根植于人类价值观的发展水平。工业经

济下的大生产模式通过机器和设备等放大和延伸体

力劳动，此模式下追求的是丰裕的物质财富生产。

在物质需求被不断满足的条件下，个性化、定制化的

消费主义浪潮开始出现，原始生产要素对于满足消

费者需求的动态变化无显著贡献，而数据可以做到

对消费者价值观的精准映射。与工业经济时代不同

的是，数字经济时代是通过不断放大和延伸智力劳

动，将人类的自我实现需求放置于经济活动的重心，

追求的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高水平发展。

三、数据对生产力的作用机制

(一)数据要素对生产力的作用条件

数据具备非竞用性、外部性、财产性等经济属

性，同时在财富创造过程中，需服从大数据的作用机

制。大数据具有4V特征，即数据的规模性(Volume)、
聚合数据的多样性(Variety)、数据收集运用传播的快

速性(Velocity)、数据蕴含的价值性(Value)。[3]4V是数

据要素的存在属性，同时也是数据对生产力的作用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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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的规模性。一定规模的数据能够产生持

续积累型的生产能力。一方面，规模性的数据是创

造价值的前提。单个数据创造财富的能力极为有

限，个人数据必须通过量的累积才能被提取出商业

价值。“普通人恐怕永远无法真正地靠出售个人数据

赚钱……除非被收集后与其他来自相近社会经济类

别的个人资料汇总在一起加以利用。”[4]另一方面，数

据的积累可以带来强烈的正反馈作用。在正反馈的

机制下，以数据挖掘和利用为价值创造方式的平台

企业应运而生，[5]成为数字经济最为关键的商业模

式。这些平台企业通过数据的积累和挖掘持续形成

新的商业洞见，向市场交付更具创新性的产品和服

务，并由正反馈机制吸引更多消费者进行更多数据

的积累。

2.聚合数据的多样性。多维数据能够发挥乘数

效应，形成“大数据×”类型的生产能力。在数字经

济中非结构性数据占比 80％左右，[6]来自人与人之

间的交互信息、物联网世界的终端数据、企业的生

产运营数据等。其格式并非狭义的数字形式，而是

综合声音、视频、图片、文本等多种格式。多元异构

的零散数据被广泛连接、耦合，其带来的经济价值

和社会价值大于孤立数据的简单加总，实现价值创

造的涌现效应。经济运行机制是多维的，在大数据

广泛应用之前，通过抽样、局部、片面的数据来源对

世界的认知往往是表面的、静态的甚至是扭曲的，

而全视域、多维度的系统数据，会帮助经济主体获

取过去无法获取的客观认知，从而带来财富的系统

性增长。

3.数据收集、运用、传播的快速性。海量数据的

实时收集、运用和传播能够形成更加敏捷的生产能

力。在日趋激烈、复杂的市场竞争态势下，企业的

创新能力不仅是向市场交付创造性的产品和服务，

更需要快速地对市场需求和潜在机会进行响应。

大数据的实时处理机制，可以通过挖掘需求、识别

机会、化解风险三个方面来逼近对需求的机敏反

馈。从资源配置效率看，通过及时捕捉用户需求和

市场机会，能够推动企业形成更加柔性化的生产能

力；从风险化解看，利用数据实时处理的机制，能够

识别萌芽状态中的风险。无论是生产过程的风险

预警，还是来自潜在竞争对手的威胁，都能以最小的

成本化解。

4.数据蕴含的价值性。一方面，从大数据的低

密度性来看，在政府、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中，存在

大量冗余数据、孤立数据等使用价值含量极低的数

据。这些数据无法对经济形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和预

测，对减少信息不对称无显著贡献。相较于庞大的

数据量，真正能够创造价值的数据依然是稀缺的。

另一方面，数据创造价值的过程紧密依赖于技术分

析手段，不同的数据解读技术创造出的价值密度差

异极大。从应用场景来看，数据的价值密度在不同

场景中有显著差异，某些数据在特定应用场景中极

度稀缺，但在其他场景中并无任何贡献。

(二)数据要素对生产力的作用规律

数据形成精神生产力，推动物质生产力向高级

化发展。工业革命时期，主要依靠生产性资本带来

体力劳动的大幅延伸，从而推动生产力“量”的增

长。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通过不断延伸人的脑

力劳动，持续推动社会产生新的需求和新的生产模

式，从而带来生产力“质”的增长。马克思将生产力阐

述为“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7]

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辩证统一，两

者的有机协同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条件，并且

随着经济形态的高级化发展，精神生产力逐渐成为

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因素。

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实质是将市

场价格作为一种信息要素，即信息和知识形态的要

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马克思认为，“一般社

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

力。”[8]阿罗的“干中学”及保罗·罗默的知识溢出效

应都是将经济的持续增长归功于知识要素的积累

和再生产。而数据作为信息和知识的数字化载

体，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将大幅提高人类获取信

息和产生知识的效能，从而推动精神生产力的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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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据价值创造闭环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如图 1所示，从数据形成生产力的机制来看，数

据无法独立创造价值，必须与脑力劳动结合，通过“数

据—信息—知识”的转化过程，[9]形成精神生产力。

基于数据积累的正反馈机制形成“数据—信息—知

识—数据”的价值增值闭环：在人类不断积累知识的

过程中，在面临“数据—信息—知识”的提取时，会发

挥创造性甚至天才性的解读分析，涌现大量原来无

法形成的商业洞见。数据通过价值增值闭环不断提

高人类智力，持续提高精神生产力的效能，由此推动

物质生产力高级化发展，带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的新增长态势。

从物质财富的角度看，数据的流通、分享带来社

会分工程度和分工机制的变革。由于数据带来的信

息流通显著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使精细化的专业

分工成为可能，从而更好地服务于“长尾市场”，物质

财富更加丰富。根据《湿营销》的记录，当前商品数

量已经是 1990年的 500倍，[10]阿里平台目前的商品

数量更是高达十亿级。在分工机制方面，厂商的分

工机制由线性的上下游分工转向网络化分工，大规

模协同生产有效打破企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产能盈

缺约束。在数据驱动决策的过程中，原本环环相扣

的研发设计、生产组装等生产环节可被无限拆分，通

过数据流通实现价值网络全时域的关联和泛在协

同。基于“数据+算力+算法”的智力积累，实现了从

“串行生产”的线性分工到“并行制造”的网络化分工

的转型，显著提升社会财富的创造水平。

从精神财富的角度来讲，人类需求不断向动态

化、多样化、碎片化升级，只有基于知识积累的精神

生产力才能有效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在需求

识别上，随着“数据+算力+算法”的逻辑演绎，一方面

海量数据突破了传统市场调研汇总样本量小、抽样

偏差的约束，可以更加准确地识别消费者的偏好及

需求。另一方面，数据的实时分析可以突破生产者

和消费者之间的时滞效应，个性化、碎片化的需求可

以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实时流通，厂商可以根据

这些信息及时调整生产策略，从而形成以消费者需

求为主导的价值共创体系。[11]消费者为满足个性化

的自我实现需求，更倾向于亲自参与到研发设计生

产的全价值链环节，[12]如小米的米粉社区、海尔的个

性化定制平台、今日头条的个性定制等，实现由过去

的“千人一面”向“千人千面”的生产范式转化。数据

连接的不仅是消费者和生产者，还带来生产场景和

使用场景的全渠道、全生命周期的连接。在广泛连

接的基础上，消费者和生产者能够实现双向的互动

和理解，生产者掌握消费者的实时动态，消费者理解

生产者的能力边界，两者由博弈关系转向合作共赢，

共创需求和财富。因此，数据通过不断强化人类处

理信息、积累知识、配置资源的综合能力，推动精神

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的协调化、高级化发展，不仅通

过信息互联带来精细化分工和大范围协作而显著提

高物质生产力，更能消除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二

元对立身份，通过平等、高效的信息互联网，形成公

平和效率兼顾的财富创造能力。

四、数据市场化配置的理论依据与现实矛盾

(一)数据市场化配置的必要性

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能够将劳

动力从简单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通过不断激发

人类的智力潜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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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在量的维度上不断突破，但海量数据并没有与

其他生产要素充分结合，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没有

被充分释放。2011年，麦肯锡发布的《大数据：下一

个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前沿》报告中预计中国政府

数据资源的潜在价值将达到10万亿左右。2019年，

移动、联通、电信的用户总量超过16亿户，腾讯微信

的用户高达11.51亿，阿里巴巴移动端月度活跃数量

达7.21亿。这些用户背后的海量数据蕴藏着经济发

展和社会福利的巨大潜能，但这些数据资源还仅在

各自领域中发挥有限的作用，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市

场。问题的关键在于，数据对生产力的贡献要在流

通中形成，数据要以“流转”来实现价值创造的循环，

而现实中的“数据孤岛”“数据垄断”极大地阻碍了数

据潜在价值的释放。

当前，数据要素的投入数量和配置水平已经成

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问题。为激励和调动数据

所有者进行数据交换、交易和共享，就必须在分配结

构上给予数据所有者与贡献相适的报酬。在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后，2020
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

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

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充分挖掘数据要素价值。

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核心是通过市场机制激励数据

投入并提高数据与其他要素的结合水平。一方面，

通过数据要素市场让每个经济主体在数据要素的

使用上都拥有平等的机会，提高信息、知识的创造

效率与效能；另一方面，通过报酬激励充分调动经

济主体不断生产、交换数据要素，充分释放数据的潜

在价值。

(二)数据市场化配置的理论依据

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关系中，数据的

市场化配置包括两个关键环节：一是生产资料的分

配，也就是数据要素在各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二

是创造财富的分配，即数据所有者凭借数据要素的

贡献获得报酬。

从数据要素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来看，分配关

系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马克思提出，

“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

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分

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结构，产品

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13]生产资料的分

配先于生产过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的分配关系

能够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提升生产力发

展水平。因此，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关系需要与生

产力的发展特征相匹配，形成合理的分配方式并进

一步激发生产力，形成“(先进)生产力—(相适)生产关

系—(合理)分配关系—(更加先进)生产力”的正反馈

效应。

从数据创造财富的分配来看，生产关系决定分

配关系，从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形式来看，数据产权

的合理划分是数据参与分配的先决条件。马克思

认为，“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

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

形式说也是如此。”[14]基于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分配

是生产的反面，社会财富是分配的对象，生产资料

所有制决定财富分配的主体。生产资料所有制是

指生产要素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等经济关系的

相互联系，产权关系是所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因

此，基于狭义视角，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要素所有权

为核心的一系列产权关系，其他产权如转让权、租

赁权、收益权、处分权等都是根据所有权的基础实

现的。

由此可以看出，数据产权的清晰界定是以上两

个分配步骤的先决条件，即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实

现的基础。首先，只有产权清晰的数据才能分离所

有权和使用权，数据才能顺利进入要素市场，实现数

据要素在各成员和各生产部门的分配。其次，只有

产权清晰的数据才能进入市场实现交易权和收益

权，从而实现按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获取报酬的分

配机制。

(三)数据市场化配置的现实矛盾

数据市场化配置的本质是所有社会成员能够以

平等的身份按需获取数据要素，并根据生产活动中

的贡献得到相应的财富分配，但现实情况并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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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数据所有权的关键产权束及现存矛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此。在互联网发展初期，丹·希勒曾提出互联网将带

来极不均衡的发展矛盾。[15]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根源

来自数据驱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

此之上衍生出个人用户与平台企业二元对立、企业

之间的数据垄断等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经济高级化发

展的必然规律。生产力是经济发展中最活跃、最革

命的因素，[16]发展水平一般领先于生产关系，因此需

要不断创新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基于大

数据的生产力致力于构建透明、信任、平等、高效的

财富创造能力，但传统的对要素产权划分的原则和

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在面临数

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时，无法依赖原始的方式解决

数据确权问题，从而衍生了数据产权保护、交易环节

的不确定性和矛盾。

第一，数据产权确立难题。数据的所有权是数

据产权束的核心，只有界定清楚数据的归属，才能

进一步明确数据其他权利的主体和边界，否则使用

权的让渡、交易权的行使、收益权的实现都将在执

行层面产生矛盾和冲突。(见图 2)从数据的特征看，

数据具备非竞用性和无限复制的特征，一份数据被

生产出来，就有可能被其他主体无限复制、共享、加

工。实际上，大部分数据搜集者在网络上获取数据

时，都无法确定数据的真实源头。数据一旦产生便

能以极短的时间被大量主体所控制，因而数据溯源

和确权的执行成本极高。从数据产权划分的主体

角度，目前的争议围绕数据生产者和数据控制者②

哪一方应该获得数据的所有权。两个主体狭义范

围上可以对应为个人用户和平台企业，个人用户产

生的数据是平台企业获取垄断利润的核心资源，但

对个人用户数据的归属问题存在较大争议。一方

面，一部分学者从数据创造价值的“大数据”特征论

证独立的个人数据在个人手中不产生任何价值，因

此数据产权应配置给创造价值的平台企业。[17]另一

方面，一些学者从数据创造价值的逻辑链条出发，

指出虽然个人数据在直接使用价值上较为微薄，但

其依然是企业数据、行业数据、政府数据甚至国家

数据的逻辑起点。[18]个人用户通过贡献数据为平台

企业创造了巨大价值，却无法从数字红利中分得相

应的报酬，造成数字经济不平衡的发展态势。还有

学者认为数据的天性导致数据权属确定本身就是

一个悖论。[19]

第二，数据产权保护难题。数据的非竞用性和

低成本复制性同时带来产权保护的难题。即便产权

清晰的数据，也无法避免被其他主体占用、盗用、滥

用。首先，数据的传输和存储的便捷性造成了数据

产权保护的困境。如，音乐、电影本身都具备清晰的

产权，但盗版却能在网络上以极低的成本大范围传

播。从数据搜集的角度看，如今数据收集、抓取的技

术发展迅速，即使普通人也可以使用网络爬虫等方

法收集各类数据。同时，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数据

的价值特征，在利益诱导下的数据交易“灰色产业

链”不断盛行，在暗网上，身份证号码、电话、住址信

息被打包售卖，依据数量和详尽程度标价。这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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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的数据流转渠道严重侵害数据所有者的产权，

损伤数据稀缺性。

第三，数据产权交易难题。一是由于缺乏数据

确权的方案及可行技术手段，交易主体无法清晰界

定。二是数据产权保护体系的不完善使得数据产权

交易没有安全保障。三是即使数据产权确立、保护

的难题都得以解决，数据产权便捷流通也极难实

现。在面临体量庞大、实时传输的数据交易市场时，

在保护个人隐私、商业机密的目标下，很难低成本、

高效率地实现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为保护

数据产权，确保数据在事前、事中、事后的合规使用，

在数据交易过程中需要多方授权和监管。这种数据

产权的流通形式与数据形成生产力的“大数据”特征

矛盾。基于此，各国在实践过程中也尚未形成体系

成熟的数据交易市场，数据大范围的流通使用受到

严重阻碍。同时，数据产权配置难题进一步衍生了

个人与平台、平台与平台之间的对立矛盾，造成数字

时代不平衡的发展趋势。

衍生矛盾1：个人用户与平台企业的二元对立。

个人用户产生的数据是平台企业创造利润的核

心来源，也是数字经济中财富与价值的起源。但目

前基于个人数据权属不明的问题，导致个人数据限

用不足或限用过足的极端情况，形成消费者和平台

企业之间的二元对立矛盾。

基于个人数据限用不足的视角，平台企业对个

人数据的垄断及滥用，造成了消费者福利的损失。

个人用户作为数据生产者在经济活动中处于绝对弱

势的地位，这种弱势地位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从

基础层面看，个人用户的隐私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数据盗用、隐私泄露问题频发。第二，从中级层面

看，个人用户作为价值创造的源头却无法参与数据

红利的分享，反而遭受各类权益侵害的事件多发。

如，平台企业基于海量个人数据的垄断，对消费者生

活轨迹、消费偏好进行精准画像，从而进行定向广

告、“千人千价”的差别性定价行为。[20]第三，从高级

层面看，个人用户的人格权没有被充分考虑。个人

数据天生具有人格权，表面上各类平台在收集、利用

用户个人数据时必须获得个人授权，但大部分授权

协议根本没有体现人格尊重的内涵，个人授权结果

通常与产品或服务的使用相捆绑，个人用户只能被

动贡献数据。

基于个人数据限用过度视角，数据的过度限用

将导致“私地悲剧”的发生。针对个人数据的应用问

题，国内外立法机构逐步加强对个人数据隐私的保

护。2020年 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三份重要的数字

战略文件，③贯穿三份战略文件核心的是2018年5月
正式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这份文件

对个人数据的产权问题做了清晰的划分，即个人用

户产生的数据必须为个人所拥有。同时，对个人数

据在事前、事中、事后的使用进行了最高程度的尊重

和保护。GDPR关于个人数据的产权界定和隐私保

护非常值得借鉴，但其实现形式的不经济性反而成

为数据释放价值的阻碍。一份实证论文显示GDPR
的实施导致欧盟境内企业融资金额下降约 26.5％，

减少就业岗位 5000～30000个，[21]这说明GDPR的产

权实现形式与数字经济发展特征不相适应，如果沿

袭传统的产权保护流程，将导致产权的系统成本、设

权成本和估量成本过高，超过使用数据能够带来的

收益，从而抑制平台企业等数据控制者使用数据的

积极性。

衍生矛盾 2：企业之间的“数据孤岛”和“数据

垄断”。

尽管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产生的速度极快、体量

巨大，但大部分数据都被少数经济主体控制，无法被

合理的分配和利用。数据垄断的局面是数据创造价

值的正反馈效应的结果，即“积极的反馈使强者更

强，弱者变弱，从而导致一种极端的结果”。 [22]而现

在平台企业积累的数据越多，就能通过数据的正反

馈机制获取更多数据并加以控制，通过“数据生数

据”不断占用并积累价值。尤其是在数据产权界定

不清晰的情况下，各企业间基于利益驱动频发数据

争夺，这不仅降低企业双方的生产效率，更对消费者

的福利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导致企业“数据孤

岛”和“数据垄断”的根源在于数据产权界定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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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1 个人数据与增值数据的特征

产生主体

数据生产者

数据控制者

类别

个人数据

增值数据

性质

人格性、记录性

智力性

使用价值

生产要素的源头，单一数据使用价值微薄

生产要素，处于经济结构的重心位置，
极具使用价值

产生途径

非经济目的驱动下的日常经济活动

经济动机驱动下的智力劳动，
结合大量的资本、技术等

企业无法拥有并保护数据的产权，就不能通过数据

的开放共享获得任何回报，更会放大商业机密泄露

的风险。在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企业没有任何动

机去开放共享数据，反而需要通过对自身数据资源

的绝对控制获取基于数据壁垒的竞争优势。

数据驱动的生产力让各经济主体愈发注重数据

的价值属性，但生产关系的滞后已经严重阻碍数

据价值的释放。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需要将原

本信息互联的发展原则向价值互联的发展逻辑转

变，即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需要考虑人和人之间

的相互联系和制约，从公平和效率两个角度进行数

据产权的划分，并以此构建平等、开放、高效的数据

要素市场。

五、数据市场化配置的实现方式

(一)构建数据产权制度体系

1.数据产权体系的构成。数字经济推动着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本质是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谐

发展。为了发展与数据生产力相适的生产关系，需

要从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进行数据产权配置的研

究。基于公平角度，数据产权是划分参与分配主体

的依据，产权的配置应该让数据所有贡献者共享数

据红利。从效率来看，数据产权的实现形式必须符

合当前经济发展的特征，不应该通过增加事情的复

杂程度来实现和保护产权，应在法律、经济、道德的

框架下有效率地实现。

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特征的数据产权应该是包括

多方主体的产权集合，整个权利体系需根据数字经

济的发展情况动态调整，并根据“谁产生、谁所有”进

行产权划分。其依据是，在数据价值链条上，产生矛

盾的主体所对应的数据类别并不相同④，应据此进行

数据多元产权划分。同时，应该根据不同主体在数

据价值链的相互联系、制约等关系，给予权利相应的

扩展或限制。

为简化分析，以数据二元产权结构为例。首先，

把数据价值链上的主体划分为数据生产者和数据控

制者：前者产生的是个人数据，后者产生的是增值数

据，两者对应的数据并不是同一个范畴。同时，在数

据价值链上，两个主体产生的数据都具备使用价值，

因此应该根据个人数据和增值数据的本质与特征，

建立二元产权结构。

个人数据是增值数据能够创造财富的逻辑起

点。基于数据创造财富的“大数据”特征，孤立的个

人数据在直接使用价值上比较微薄，但不能否认个

人数据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数据生产者

是数据价值链的起点，因此无论是法律框架还是经

济实现方面，都应该赋予个人自身数据的完整权利，

不仅可以凭个人意愿选择是否将数据授权给企业，

还应该参与更广范围的数据红利分配。但是基于个

人数据使用价值的微薄性，导致现有条件下个人参

与数据红利分配时很难靠货币形式实现，因此需要

平台企业创新红利共享方式，通过免费增值服务、

折扣券、积分换购等形式支付给消费者贡献数据的

报酬。

增值数据是基于海量原始数据加工形成的，数

据控制者不仅投入大量的资本和技术，尤其在“数

据—信息—知识”的转化过程中倾注大量脑力劳动，

增值数据还是数据控制者的智力凝结。基于洛克

的劳动赋权理论，[23]一方面数据控制者理应获得增

值数据的产权；另一方面，增值数据使用价值密度

极高，是数字经济中的关键生产要素，为激励增值

数据的形成，应对数据控制者的合理产权加以保

护。在获取增值数据的产权后，数据控制者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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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市场上通过许可、转让、出资、融资等方式实现

经济利益。

数据生产者与数据控制者是相互促进又相互制

约的矛盾统一体。增值数据是凝结数据控制者脑力

劳动所创造的产品，但原始数据是增值数据的“原材

料”，增值数据由原始数据派生。(见图3a)因此，数据

控制者对增值数据的产权必须在数据生产者约束下

配置，要以数据生产者的隐私权、收益权、人格权不

受侵害为底层逻辑。(见图3b)
从基本层面看，数据生产者对个人用户隐私权

的保护需贯穿事前、事中、事后整个过程。事前需要

使个人用户对数据收集的用途有知情权和许可权。

事中约束指数据控制者使用个人数据的目的要与告

知用户的目的保持一致，如果超出了初始的约束范

畴，需要告知用户并征得个人同意。事后约束指个

人用户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对已收集数据进行更改

或者删除，数据控制者对原始数据的采取和使用始

终受到个人用户权益的法律约束。从中级层面看，

对于个人用户的产权实现是基于所有权上的收益

权、交易权等在经济上的实现，需要通过建立共享机

图3 数据价值链条及数据生产者与数据控制者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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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2 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数据产权确定、保护、交易

产权实现

数据产权确定

数据产权保护

数据产权交易

具体方式

“上链即确权”，数据生产者、数据控制者、数据加工者、数据需求者等不同主体作为节点组成区块链网络，数据

产生、流转、加工、交易等全部历史都可详细记录在区块链中

利用哈希算法、非对称加密等技术实现对个人数据产权的保护，做到更加细致颗粒度的授权；利用智能合约技

术可以实现个人数据(隐私权、产权、人格权)对增值数据的约束

交易规则通过代码转化为智能合约，实现链上数据产权确定、保护和流转功能，提高自动化的价值流转水平。

利用溯源机制验证买卖双方真伪，或发起违规使用的追责

制将数据生产者和数据控制者绑定为利益共同体，

核心问题是用数据产生的巨大财富反哺于个人。从

高级层面看，人格权不同于隐私权，是数据生产者能

够实现自我尊重的权利，也就是面临个人数据授权

时，其选择结果不应受到平台产品或服务使用的捆

绑，在使用过程中，个人有自由选择和进入与退出的

权利。

总体看，在价值链条上，数据控制者的全部利益

大部分建立在数据生产者之上，因此其对增值数据

的产权必须受到数据生产者的限制。同时，由于数

据生产者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弱势地位，应该给予尽

可能广泛的权利，包括底层的隐私权和上层的人格

权。对于数据控制者而言，保护增值数据的产权有

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维护市场过程的有效性，但

增值数据的使用必须受到数据生产者的约束，一旦

产权与数据生产者的隐私权、所有权、人格权发生冲

突时，必须让位于数据生产者的各项权利。因此，数

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关系，应该以开放、发展、动态的

数据产权体系为重心，充分考虑参与主体之间的社

会关系。

2.数据产权制度体系的实现。构建开放、发展、

动态的数据产权体系，需要格外注重产权实现方式

的经济性。划分数据产权的初衷在于鼓励而非限制

利用数据创造价值的行为。不仅新型生产关系的内

容需要与生产力相适，其实现方式更需要与数字经

济的发展特征一致。否则，类似欧盟的GDPR依旧

延续传统的复杂授权、人工监管等形式，将损害数字

经济的生产效率。

在数字经济时代，应考虑利用新型数字化技术

完善生产关系，如区块链技术、数据清洗技术等的不

断发展，有助于实现数据产权的数字化、智能化升

级，顺应并推动数字生产力的发展。以区块链技术

为例，区块链的技术特征是通过分布在全球的各个

节点，按照统一的共识机制存储数据，保证数据的安

全可信，相较于熟人信任、第三方信任和制度信任节

省了大量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同时，区块链公开

透明，无法篡改和取消链上记录，因此与数据流通场

景具有天然的契合度。区块链的去中心化、非对称

加密机制、智能合约、不可篡改等技术特征，为数据

产权的确定、保护和流通提供了安全有效的操作手

段。(见表2)
透过区块链在生产关系实现中可能出现的应用

场景，可知数字技术不仅能赋能生产力，还可以引发

社会组织和治理的革命，推动生产关系的数字化转

型。因此，在考虑生产关系的构建和实现的过程中，

应该突破传统流程的约束，主动探索数字技术在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数字化升级方向的应用。

(二)完善数据要素的市场配置机制

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能够有效激励要素所有

者的生产积极性，但量化生产要素的贡献一直是一

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即便西方经济学提出的边际

生产力方法，在要素异质性普遍存在的客观条件

下，也无法有效分离出单一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

贡献。 [24]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

“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在某种产品中土地、资本和劳

动各占多少分量……因此，按照当前的条件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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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三种要素来分配收入，是找不到他们所固有的

内在尺度的，于是问题只能靠一个完全外在的偶然

因素即竞争或者强者狡诈的权利来解决。”[25]也就是

说，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充分耦合共同作用，通

过静态的量化手段对生产要素的贡献衡量存在一

定偏误。同时，为最大程度激发要素的投入，不能

通过“强者狡诈”的方式量化分配的份额。因此，需

要构建竞争性的要素市场，通过市场机制评价数据

的贡献。

市场评价数据贡献的机制本质是要实现数据要

素的市场化配置。传统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能够通过

“看不见的手”将要素转移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部门。

同时，要素供给者可以在自由流通的市场过程中，获

取公平客观的报酬。而数据要素可以完全解决要素

流通的物理性约束，在各生产部门实现跨时空的无

磨损流动。阻碍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键在于机

制障碍和人为垄断。完善要素市场化机制需重点关

注以下方面：建设完备的要素市场，平衡各要素进入

市场程度，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化，[26]也就是通过供求

机制、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实现数据要素的市场化

配置。

1.推动形成完备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由市场

评价要素贡献是在强调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分配原则

下，通过市场的价格、供求、竞争等机制进行数据贡

献的评价，既能广泛调动生产积极性，又能有效配置

各类数据资源，但前提是必须形成一个公开、透明、

活跃的数据要素交易市场。我国生产要素市场一直

滞后于商品市场的发展，针对数据这类新型生产要

素，更没有形成统一、成熟的数据交易平台。目前，

国内以贵州大数据交易中心为代表的几类数据交易

平台的交易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尚不健全，

无法支撑海量、大范围的数据流通、交易、共享业

务。在数据要素市场不完备的条件下，无论数据质

量好坏、数量大小、数据要素所有者是否自愿贡献数

据，都无法获得相应的收益。

数据交易平台是数据要素市场的微观载体，企

业、政府、社会组织应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需求建立

不同类别的数据交易平台。数据要素市场的自由流

通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和机制规划为保障。首先，

应规划设计异质性的数据交易平台，丰富数据产品

种类。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前期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资

本和物质资本，中期的维护、运营成本极高。因此，

数据交易平台的建设需要切实符合发展需求，避免

盲目投资。其次，各平台的数据采集标准和数据产

品标准需统一。标准化的数据具备可携带性，赋予

数据供需双方自由进出交易市场的权利。数据的标

准化规制是建立统一数据要素市场的关键，否则即

便建立起各类数据交易平台，也只不过是大型的“数

据孤岛”。最后，应统一规划数据交易市场的问责机

制和信誉机制。缓解数据交易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和

逆向选择问题，规范数据交易双方在市场上的行

为。如，当某个经济主体在任意一个数据交易平台

出现败德行为时，其他交易平台能够及时同步相关

信息，并根据平台统一的问责机制，对风险主体的交

易行为进行限制或取消。

2.规范各类数据进入市场的机制。为最大限度

地激励各类数据要素进入市场，打破“数据孤岛”和

“数据垄断”，应对各类数据要素进入市场进行规

制。数据要素的异质性极强，从主体角度看，分为政

府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等，从行业范畴看，涉及

医疗、交通、金融、教育、科技等领域，从开发应用的

角度看，有原始数据、衍生数据、多方交互数据等。

数据要素涉及的权利主体广泛，为促进各类数据要

素有序进入市场，需要着力推动数据分类分级，根据

不同数据的属性和开放特点，规范数据要素进入市

场的机制。

以经营目的为视角，数据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

性。营利性数据大部分对应平台企业或其他经济组

织投入智力劳动的增值数据。这部分数据凝结着不

同领域的脑力劳动，具备极高的价值创造能力。在

产权清晰、贡献激励的作用下，营利性数据要素具备

足够的动机进入市场。但数据要素天生的外部性、

准公共物品属性及垄断性特征，导致要素市场机制

失灵现象，因此对于营利性数据，监管者应以价值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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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数据占用最小化为原则，结合新兴数字技术创新

市场失灵纠正方式，保证数据要素市场的充分竞争，

使营利性数据要素以平等有效的方式进入市场。对

于非营利性数据，主要对应的是政府数据中的交通、

医疗、教育、金融、科技等基础数据。这些基础数据

是增值数据的“原材料”。因此，应该着力推动政府

数据分级分类，将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数据有序向社

会公开，通过规范数据分类、规制数据开放平台、保

护数据正常开发使用等途径，推动政府数据进入数

据要素市场。

3.创新数据要素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在一个

充满竞争性的要素市场中，要素的稀缺性和质量信

号能够客观地反映在要素价格中。但数据要素市

场具有信息双向不对称性，数据需求方无法提前

得知标的数据的质量、价值密度、可用性等特征；

数据供给方也很难掌握需求方使用场景的全部信

息，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受阻。同时，数据在价值

形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反复使用的特征，使得事

前静态的评价机制无法带来客观的贡献分割标准。

因此，基于数据的特征，应创新数据要素价格市场化

形成机制。

目前，国内数据交易平台对要素的定价有自动

计价、平台预设计定价、协商定价、拍卖式定价等形

式，这些定价方式为数据市场化价格形成做出了有

益探索。但基于数据体验品的属性及其价值创造不

确定的特征，应进一步创新数据价格市场化形成机

制。首先，基于体验品的特征，应探索突破单一价格

体系的机制。数据供给方可以通过二元定价的方

式，将数据产品分割为体验型和完整型。需求方可

以通过较低的价格购买体验型数据，通过阅读、检

索、简单建模的方式掌握目标数据的部分信息。需

求方通过体验型产品掌握部分数据信息后，双方可

以根据完整型的数据产品进一步磋商。其次，针对

数据创造价值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共享价格体系

设计，采取事后收益共享的措施。总之，根据数据的

独特特征，需要采取动态性、创新性的市场价格形成

机制，提供客观的报酬分割标准。

六、促进数字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相关建议

(一)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实现数字要素优化配置的前提和基

础，只有数字经济繁荣发展，大数据才有用武之地。

为此，要从建设“数字中国”的国家战略层面出发，聚

焦新基建，积极组织开发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数

据中心等各类示范项目，研究制定扶持性产业政

策。大力营造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积

极探索工业、农业、金融、能源、教育、医疗、政务等垂

直领域的数据开发利用场景，支持发展数据交易平

台的各种新模式，如数据审计、数据抵押、数据保险

等新型业务。

(二)完善数据产权相关法律体系，探索符合数字

经济特征的产权实现方式

一是完善数据产权的法律体系，针对数据保护、

数据公开、数据交易、数据侵权认定、法律救济等方

面合力构筑数据流转的法律保障。二是探索符合数

字经济发展规律的数据产权实现形式。已有研究表

明，当前实施的让用户认真浏览隐私协议的做法都

近乎无效。[27，28]基于未来规模性数据交易的需求，必

须转变当前要素确权的底层逻辑和技术支撑。应积

极探索区块链、边缘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在数据产

权划分及实现方面的应用，推动生产关系向适应数

字经济发展转型。

(三)推动数据分类分级，健全各类数据的开放管

理机制

首先，通过政府数据的分类分级，实现政府数据

的有条件开放和无条件开放，鼓励企业、科研院所、

第三方机构等社会组织参与政府数据的开发和应

用。其次，加快实现企业数据的标准化。借鉴《欧盟

企业间数据共享研究》，制定我国企业元数据、数据

目录、数据产品的标准，从根源上规范企业数据之间

的兼容性和标准性，破除企业数据在要素市场流转、

交易、共享的壁垒。

(四)完善数据要素市场的监管机制，推进数据要

素市场的反垄断工作

首先，完善数据要素市场经济性监管和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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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制度，完善数据交易需求方和供给方的资格审

查流程。其次，规范数据交易平台的进入与退出准

则，整合现有数据交易平台，保证数据平台的交易服

务质量。最后，针对数据市场加大反垄断、反不正当

竞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行政执法力度，以适应数

据要素市场竞争导向的发展要求。

注释：

①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

件数目，约每隔 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

倍，即数据存储和处理器的成本每隔 18～24个月便会下降

一半。

②数据生产者指原始数据的产生主体，目前大部分指个

人用户。数据控制者是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法中的法律概念，

是指决定数据的收集目的、面向用户个人收集和使用信息的

主体。

③分别是《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Shaping Europe's
digital future)、《人工智能白皮书》(The White Paper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和《欧洲数据战略》(European Data Strategy)。

④数据生产者指个人用户，对应个人数据。数据控制者

指生产主体，对应增值数据。实际上这是最简化的模型，还应

该有数据加工者、数据需求者、数据第三方主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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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Factor Property and
the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Mechanism of Data in Digital Economy

Qi Yudong Liu Huanhuan

Abstract：The large-scale growth of data is an inherent featur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further explore how to realize the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data as a new factor of production through
the study of data factors, so as to maximize the value of these production factors.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law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for data to
become a key production factor.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lag of existing production relations brings about the contradiction of data market- oriented configura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alization form of data marketization configuration.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the market-
oriented allocation of data factors consists of two distribution steps, one is the distribution of data among the members
of society, and the other is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creation effects. Regarding the division of data participants,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multi-data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nd focus on reform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ata property
rights system. For the definition of the amount of data participating in the distribu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and
innovate the supply and demand mechanism, competition mechanism, and price mechanism of the data factor market,
and to conduct reasonable regulation based on the failure of the facto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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