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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 数据要素市场对外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对内构建经济增长新动力。我
国是全球首个将数据确立为生产要素的国家，发展数据要素市场有两个
重要目标：一是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推动资源高效流动、市场
主体加速融合，提升经济社会各领域资源配置效能；二是在世界各国争
相发展数字经济之际，有利于我国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构筑起国家
竞争的新优势。2023 年 3 月国家组建国家数据局，7 月底国务院任命首
任国家数据局局长，表明政府高度重视并加速数据要素市场建设。 

◼ 数据资产市场潜在总规模数十万亿元，有能力接力土地财政。根据相关
测算，全国数据资产市场总规模 8.6 万亿，带动相关产业数字化潜在受
益 34.4 万亿，叠加数据资产衍生市场，其潜在总规模可能超过 60 万亿。
此外，根据国内机构的观点，其认为数据资产市场最大可能接近百万亿
规模。我们认为数据资产作为 10 万亿级别市场具备足够资本驱动力接
过土地财政（近 10 万亿市场）的大旗。从长远看，数据要素将为下一
个 30 年的黄金发展期打开一扇战略性的大门。 

◼ 医保数据要素商业价值和市场空间大，有望先行先试。医保数据在临床
诊疗、医疗科技创新、医疗保险和患者等具备巨大价值。医保数据维度
非常丰富，随着政策的持续推进，我们预计未来医保数据要素市场有望
先行先试，成为第一个数据要素放开方向。根据我们测算，商保公司每
年调用数据服务费将达 554 亿元，医药和医疗器械公司市场调研带来的
市场空间至少在 106 亿元，金融调用医保数据服务费将达到 187 亿元。
未来随着疾病智能筛查、健康管理等大健康应用拓展，医保数据应用市
场空间将达千亿以上。 

◼ 交通数据要素市场空间近千亿元。交通领域数据体量大、种类繁多，包
括高速大数据、车辆大数据、ETC 大数据、运力大数据、运政大数据、
北斗大数据等。根据我们测算，车险和汽车金融公司每年购买数据的相
关费用将达 817 亿元，车企数据服务应用市场预计将有 149.5 亿元市场
规模。 

◼ 投资建议及相关标的：建议提升对数据要素整体板块关注度，具体标的
方面： 

1、医保数据运营：久远银海、山大地纬、国新健康、中科江南； 

2、国资云：云赛智联、深桑达 A、易华录、卓朗科技、广电运通； 

3、其他数据放开方向：上海钢联、信息发展、中远海科、航天宏图、卓创
资讯。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的影响；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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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要素的格局和立意：全球首创，对外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对内构建经济增长行动力 

我国是全球首个将数据确立为生产要素的国家。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本世纪

最具时代特征的生产要素。2022 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

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是我国专门针对某一要素的第一份基础制度。我国成为

全球第一个将数据确立为生产要素的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数据是国

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没有数据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将提供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在当下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已经越来越有限。因此，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

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其最终的价值在于两个重要的目标指向，一是增强我

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推动资源高效流动、市场主体加速融合，提升经济社会各领域资

源配置效能；二是在世界各国争相发展数字经济之际，有利于我国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

济，构筑起国家竞争的新优势。 

通过数据资产化、资本化，数据财政有望成为经济持续增长新动力。过去 30 多年，

土地资产化是中国经济腾飞背后非常重要的推动力之一。1987 年，深圳 “土地第一拍”

实现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成为土地资产化的重要标志。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新

内生动力，目前地方政府积极发展数据要素市场，通过数据资产化、资本化，数据财政

有望引领地方经济继续前进。 

组建国家数据局，中央加速建设数据要素市场。2023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国家数据局。2023 年 7 月 28 日，国务院任

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刘烈宏为国家数据局局长。随着数据局局长的正式任命，我们预

计数据局正式挂牌步入倒计时，围绕数据要素各方面的制度体系（确权、定价、交易、

流通，以及各地实施细则等）和配套政策将有望加快出台，产业发展有望进入加快发展

阶段。 

图1：国家数据局的职责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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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华社，东吴证券研究所 

 

2.   数据资产市场潜在总规模十万亿量级，有能力接力土地财政 

数据资产市场作为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动能，其潜在市场规模有多大是市场

最为关心的问题。 

维度一： 

2022 年全国数据资产总规模在 8.6 万亿元左右。根据深圳市统计局测算，按照支出

法，2022 年深圳全市业务数据要素支出超过 1000 亿元，包括购买相应的软件、硬件产

品等。以深圳占全国企业总数比例（2022 年约为 2.3%左右）和 3 年折旧率简单推算，

则 2022 年全国数据资产总规模在 8.6 万亿元左右。 

数据资产市场潜在规模将超过 60 万亿元。根据信通院报告，2022 年数字产业化对

产业数字化约有 1:4的带动效应，则产业数字化潜在收益在 34.4万亿元左右。两者相加，

全国数据资产潜在总规模在 43 万亿元左右。进一步考虑围绕数据资产的评估、融资、

质押等衍生市场，预计整个数据资产市场潜在规模将超过 60 万亿元。 

图2：全国数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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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东吴证券研究所测算 

维度二： 

通过公开资料整理目前国内主流机构的观点： 

1) 上海数据交易所总经理汤奇峰： 

国家社会面固定资产规模大概在 1500 万亿元，如果数据资产入表，可能再创造 100

万亿元新增资产规模。 

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陆志鹏： 

目前估计数据资源的价值大概在 10 万亿，如果经过数据要素化，能够实现超过 100

万亿级的数据资产。 

3)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主任卢延纯： 

据初步测算，全国企业数据要素支出规模约 3.3 万亿元。如果考虑数据资产评估、

质押、融资等衍生市场，整体规模可能超过 30 万亿元。 

数据资产市场潜在总规模十万亿元量级。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数据资产潜在总规模

至少是数十万亿元量级，这样一个 10 万亿级别的市场和资本驱动力，有望接过土地财

政（近 10 万亿市场）的大旗。从长远看，数据要素将为下一个 30 年的黄金发展期打开

一扇战略性的大门。 

图3：全国成交土地出让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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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f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要素市场是一个横跨各领域的综合要素市场，我国数据资源应用场景丰富： 

1、金融服务场景。包括但不限于客户画像、授信贷款、知识产权担保联合征信、金

融反欺诈。 

2、医疗健康场景。包括但不限于智慧导诊、疾病诊断、比较效果研究风险识别、健

康干预、医保反欺诈。 

3、交通运输场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红绿灯、智慧停车、港口停泊、智能公交车、

运营车巡游。 

4、生态环境场景。包括但不限于环保监测、气象监测、气象预警、移动源污染监

测、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 核算。 

 

3.   医保数据要素：商业价值和市场空间大，有望先行先试 

医保数据平台已建成，数据要素流通必要性凸显。医疗数据公认具有巨大的价值，

临床诊疗、医院管理、医疗科技创新、医疗保险和患者等都可以从中获益良多。2022 年

5 月，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建成，该平台直接面向全国 31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全域上线，涵盖全国 13.6 亿参保人、40 万个定点医疗机构以及 40 万家医疗零售商店，

为信息共享提供了基础支撑。6 月 21 日，为推进基本医保与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共享，国

家医疗保障局起草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与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推进商业健康保险

信息平台与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信息共享的协议（征求意见稿）》。医保数据维度非常

丰富，随着政策的持续推进，我们预计未来医保数据要素市场有望先行先试，率先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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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医保数据要素流通相关政策 

时间 部门 文件 内容 

2023年 

6月 21日 
国家医保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与国家

医疗保障局关于推进商业健康保

险信息平台与国家医疗保障信息

平台信息共享的协议（征求意见

稿）》 

1）大病保险、长护险等政策性业务领域的

信息共享；2）基本医保和商业健康险在药

品、医用耗材和医疗服务项目等目录以及

定点医药机构和医护人员等方面的信息共

享；3）基本医保和商业健康险历史数据汇

总分析的信息共享；4）基本医保和商业健

康险在定点医药机构支付结算情况的信息

共享；5）基本医保参保报销和商业健康险

投保理赔情况的信息共享；6）双方同意的

其他领域。 

2022年 

5月 4日 
国务院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2 年

重点工作任务》 

探索推进医保信息平台按规定与商业健康

保险信息平台信息共享。 

数据来源：医保局、国务院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市场空间测算： 

1) 商保公司： 

1）维度一：根据医保商保融合支付场景推算 

通过医保商保融合支付等形式提升参保人体验，降低理赔和核保成本以及经营风险。

目前部分城市，如天津、武汉，已经开始试点医保和商保融合支付，参保患者仅需通过

刷入社保卡，诊疗后的结算过程全部自动通过数据传输与保险公司的系统完成对接，几

秒钟内就可以同步完成社保报销和商业医疗保险部分的理赔。  

以人保健康天津分公司为例，在天津展开的试点保障公司能够通过真实有效的诊疗

数据，避免票据、就诊资料造假等骗保行为，还降低了运营成本。未来人保健康还考虑

切入药企、药店，深耕健康管理服务和健康科技环节，拓展大健康领域的应用。  

我们以医保和商保融合支付场景为例测算市场规模。假设一家商保公司接入一家医

院试点，愿意为接入平台支付给第三方信息化平台服务商每年 20 万元的服务费。我们

根据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测算 2021 年国内二甲以上医院数量大约为 8114 个；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 2021 年统计，我国从事健康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主要有 86 家。我

们按照医院和商保公司不同的渗透率情况测算市场规模，在医院 30%渗透率，商保公司

30%渗透率的情况下，仅医保商保融合支付这一场景就有望打开 126 亿元的新市场空间，

并且未来有望随着试点推进，渗透率提升，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  

表2：医保商保融合支付潜在市场规模（以 2021 年数据测算） 

二甲以上医院数量（个） 8114 

医院渗透率 20% 30% 40% 

提供健康险公司数量（个）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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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保公司渗透率 20% 30% 40% 

服务费（万元） 20 

潜在市场规模（亿元） 56 126 22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前瞻产业研究院，东吴证券研究所 

2）维度二： 

根据医保商保融合支付场景一家医院试点面向一家商保公司收费 20万/年服务费推

算： 

以天津北辰医院（三甲医院）为例，该医院 2021 年收治住院病人 3 万余人次，一

般认为，商业健康险渗透率不到 10%，我们按照住院病人中 10%，即 3000 人次购买了

健康险计算，则 20 万/年服务费对应每次调用数据 66 元/人次。 

除了理赔环节，医保数据放开后，商保核算保费也可以从原来的体检变为直接调用

医保数据，医保数据对商保公司应用将贯穿全流程。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 年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 84 亿人次，按照商业健康险渗

透率 10%，调用数据 66 元/人次计算，则每年商保调用数据服务费将达 554 亿元。 

3）维度三： 

根据银保监会披露，2022 年全国健康险保费收入 8653 亿元，医保数据开放后，将

节省商保公司理赔成本，并有效为产品设计提供数据支撑。 

假设原先商保公司投入的理赔、产品设计前期市场调研、核算保费等环节成本占保

费收入比例 5%，则相关市场空间有望达到 433 亿元。 

 

图4：2022 年 12 月保险业经营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银监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2) 相关医药和医疗器械企业市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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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产业调研，一般医药或医疗器械公司通过市场调研公司开展市场调研或战略咨

询项目来辅助产品设计、定价、营销策略规划，根据不同内容和周期要求，单次项目成

本一般在几十万-几百万之间。一般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药企和医疗器械企业在产品

立项或在国内上市前都需要进行市场调研。 

2022 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共受理注册申请品种 7911 个，医疗器

械首次注册申请 2660 项。 

我们按照平均每种药品和医疗器械从前期产品设计到后期定价和营销策略规划整

体在市场调研上投入的成本为 100 万元计算，则 2022 年国内外药企和医疗器械公司在

国内的市场调研成本在 106 亿元左右。 

医保数据要素放开后，医药和医疗器械厂商市场调研可以直接使用医保数据产品，

数据可信度更高、颗粒度更细，范围更广，则该部分每年市场空间至少在 106 亿元。 

3) 金融普惠小微贷款： 

按照前文调用医保数据 66 元/人次计算，2022 年我国普惠小微贷款授信户数 5652

万户，一般从业人员 50 人以下都是小微企业，按照平均每户平均调用 5 人医保数据，

即每户调用数据收费 330 元/次计算，则每年金融调用医保数据服务费为 187 亿元。 

4) 大健康其他应用场景： 

◼ 疾病智能筛查诊断场景，通过融合医院诊疗数据，促进如疾病自动筛查、辅助

诊断（CDSS）、智能医疗培训等医疗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发展以及规模化应用； 

◼ 普惠健康险场景，通过融合保险数据、诊疗数据、医保数据、健康数据等，设

计普惠创新的医疗保险，提供更加精准的保险定价、投保核保、理赔等服务； 

◼ 健康管理场景，通过融合医疗、健康管理（手环、手机健康 APP 等）、消费等

数据，对个人健康进行综合建模，形成慢病管理、疾病预防、健康产品推送等

综合应用。 

 

4.   交通数据要素：市场规模近千亿元 

交通领域数据体量大、种类繁多，包括高速大数据、车辆大数据、ETC 大数据、运

力大数据、运政大数据、北斗大数据等。交通领域数据维度非常丰富，随着政策的持续

推进，我们预计未来交通领域数据要素市场有望持续推进和落地。 

市场空间测算： 

1) 保险和银行： 

维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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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2 年底，国务院统计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 31903 万辆。 

截止 2022 年底，全国拥有公共营运交通工具： 

◼ 公路营运汽车 1222.08 万辆； 

◼ 水上运输船舶 12.19 万辆； 

◼ 运输飞机在册架数 4165 架； 

◼ 公共汽电车数据 70.32 万辆、城市轨道交通配属车辆 6.26 万辆、巡游出租汽车

136.20 万辆、城市客运轮渡船舶 183 艘； 

◼ 铁路机车 2.21 万台、铁路客车 7.7 万辆、铁路货车 99.7 万辆。 

车险、车贷/抵押应用场景市场规模测算：根据国务院统计的数据，目前全国民用+

公用交通工具保有量为 33643 万个，假设一个交通设备的数据的购买价格为 1 元/

年，我们按照车险公司和银行不同的渗透率情况测算市场规模，在车险公司 40%渗

透率，银行 15%渗透率的情况下，仅交通数据服务费这一场景就有望打开 351 亿元

的新市场空间，并且未来有望随着试点推进，渗透率提升，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 

表3：交通车辆数据资源潜在市场规模测算 

民用汽车保有量（万辆） 31903 

公用运营交通工具（万辆） 1740 

合计（亿辆） 33643 

提供车险公司数量（2020 年）（个） 30 

车险公司渗透率 30% 40% 50% 

银行数量（个） 152 

银行渗透率 10% 15% 20% 

合计数量（个） 24.2 34.8 45.4 

打包服务费（元/个） 1 

潜在市场规模（亿元） 81 117 15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观研天下，东吴证券研究所 

维度二： 

根据银保监会披露，2022 年机动车辆保险 8210 亿元，民用交通车辆数据开放后，

将节省车险公司理赔成本，并有效为产品设计提供数据支撑。假设原先车险公司投入的

理赔、产品设计前期市场调研、核算保费等环节成本占保费收入比例 5%，则相关市场

空间有望达到 411 亿元。 

根据中银协披露，全国 25 家汽车金融公司零售贷款余额为 8138.26 亿元，假设民

用汽车数据放开后，假设原先汽车金融公司投入的理赔、产品设计前期市场调研、核算

保费等环节成本占保费收入比例 5%，则相关市场空间有望达到 40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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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车企： 

车企数据服务应用场景市场规模测算：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海关总署、

市场监管总局公告，2022 年度中国境内 125 家乘用车企业，假设民用车辆数据打包费用

为 1 元/辆，在 30%渗透率下，民用汽车数据服务市场预计将有 149.5 亿元。 

 

5.   数据要素相关标的 

投资建议及相关标的：建议提升对数据要素整体板块关注度，具体标的方面： 

1、医保数据运营：久远银海，山大地纬，国新健康、中科江南； 

2、国资云：云赛智联、深桑达 A、易华录、卓朗科技、广电运通； 

3、其他数据放开方向：上海钢联、信息发展、中远海科、航天宏图、卓创资讯等。 

图5：数据要素相关标的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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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6.   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不及预期。相关政策推进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节奏和力度可能不及预期。 

行业竞争加剧。行业市场空间广阔，可能吸引更多公司参与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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