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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观点

 数据要素：数字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建设的核心生产要素，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加工、数据流通、数据分析、数据

应用、生态保障七大模块，具有可复制性强、迭代速度快、复用价值高等特点。数据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促进作用，根据《中

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报告》，2021年数据要素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14.7%和0.83个百分点，呈现持续上升状态。

 发展阶段：政策密集，行业景气向上

2020年4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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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将数据列为五生产要素之一。2022年12月，

财政部发文将要求企业对数据资源并表处理，数据要素行业法律法规、行业标准的持续健全。根据CIC工信安全测算数据，2021年我国数据要素

市场规模达到815亿元，其中，生态保障、数据服务、数据分析、数据交易、数据加工、数据存储、数据采集市场规模分别为50、85、175、

120、160、180、45亿元。根据CIC工信安全报告预测，预计“十四五 ”期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复合增速将超过25%。

 数据交易：数据要素产业的关键环节

随着我国数据交易法规标准持续健全，数据交易所的数量持续扩容，我国数据交易的建设进入2.0阶段。根据数据交易网披露，深圳数据交易所、

贵州大数据交易所等数据产品交易规模有望在未来2-3年突破百亿元。根据《全国数商产业发展报告(2022) 》披露，我国数商企业生态持续繁荣，

且中标额增速尤为可观。我们认为，基于我国数字化战略和人口规模等特点，我国数据交易产业将具备较好的数据规模基础。在政策、生态、市

场等多重驱动下，数据交易有望成为数据要素产业未来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投资主线及受益标的

数据要素产业将受益于法规标准持续完善以及生态持续扩容。受益标的，1）数据采集：太极股份、深桑达、东方国信、科大讯飞、广电运通、

山大地纬；2）数据存储：中国软件、海量数据、星环科技、拓尔思、云赛智联；3）数据流通：易华录、安恒信息、万达信息、上海钢联等。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影响下游需求、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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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要素：数字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

 数据价值起源。数据是信息的载体，信息是数据的呈现和内涵。数据的产生源于企业使用的需求，本身是具备价值的。进

一步演化，数据也可成为一种信用，比如银行信贷中的各种场景，核查客户的各种信息，从而做出更精准的信贷判断。数

据的价值持续丰富、衍生。

4资料来源：数据交易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使用的生命周期



 在数字社会，数据扮演基础性战略资源和关键性生产要素双重角色，一方面，有价值的数据资源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催生和推动

众多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数据区别于以往生产要素的突出特点是对其他要素资源具有乘数作用，可

以放大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社会各行业价值链流转中产生的价值。

 根据《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报告》，数据要素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在2021年分别为14.7%和0.83个百分点。总体来说，数

据要素对当年GDP增长的贡献率呈现持续上升状态，表明数据要素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促进作用。

5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据要素对GDP增长贡献图

1. 数据要素：数字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



 数据要素包含七大模块，具备泛在赋能等特点。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归结为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加工、数据流通、数据分析、数据应

用、生态保障七大模块，覆盖数据要素从产生到发生要素作用的全过程。其中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加工、数据流通、数据分析、生

态保障六大模块，主要是数据作为劳动对象，被挖掘出价值和使用价值的阶段；而数据应用模块，主要是指数据作为劳动工具，发挥带动

作用的阶段。数据要素有别于其他生产要素的特点主要有可复制性强、迭代速度快、复用价值高等。

6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 ，前瞻产业研究院，华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要素构成关系图 数据要素特点

1. 数据要素：数字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



 数据服务商在数据要素产业链处于核心位置，起到链接数据供应方和需求方的作用。数据要素产业链上游主要是数据提供

方，主要提供公共数据、业务信息、个人信息的数据。中游主要是数据服务商、数据交易所，负责采集、处理、加工、分

析数据等。下游是数据需求方，包括政府、金融、教育、医疗等行业客户。

7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要素行业产业链 数据要素市场产业图谱

1. 数据要素：数字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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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展阶段：政策密集，行业景气向上

我国数据要素政策密集发布，迈向深化发展阶段。自2014年大数据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起，我国大数据相关政策频繁出台，

持续驱动着数据要素产业快速发展。

9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华西证券研究所

我国数据要素发展历程



数据要素行业法律法规、行业标准持续健全，“四梁八柱”加速构建。

（1）法律法规：近年，我们推动出台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为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

律基础。

10
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华西证券研究所

名称 发布主体 发布日期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工信部 2021.9.30

征信业务管理办法 中央人民银行 2021.9.30

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
网信办、发改委、工信部、公安部、交通

运输部
2021.7.5

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 工信部 2021.7.30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 网信办 2021.7.11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 网信办 2021.10.29

反垄断法（修正草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1.10.23

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2021.7.28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网信办 2021.8.27

我国持续出台数据要素相关法律法规

2. 发展阶段：政策密集，行业景气向上



（2）知识产权：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通知，确定北京市、上

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深圳市等8个

地方作为开展数据知识产权工作的试点地方，试点工作期限为

2022年11月至2023年12月。

（3）行业标准：2022年11月，2022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

《数据产品交易标准化白皮书》正式发布，2022全球数商大会上，

全球首发《数据要素流通标准化白皮书》《全国统一数据资产登

记体系建设白皮书》等六大成果，以及数据交易系列标准化试点、

数据资产登记平台等六个重点示范项目。

11资料来源：《数据要素流通标准化白皮书》 ，澎拜新闻，华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要素流通标准体系框架图

报告 内容概要

《数据要素流通标准化白皮书》
描绘了我国数据要素流通标准化的国家路线图，构建了数据要素流通总体框架，聚焦政策法规、制度模式、技术标准发展现状，为

构建我国数据要素流通的标准体系奠定基础。

《全国统一数据资产登记体系建设
白皮书》

立足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全局，提出数据资产登记的“七统一”原则，即统一登记依据、统一登记机构、统一登记载体、统一登记程序、
统一审查规则、统一登记证书、统一登记效力。

《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报告》 首次测算数据要素经济价值贡献度和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化指数，回顾总结我国各行业、各城市的数据要素市场演进趋势。

《数商产业发展报告》 国内首个全国潜在数商全景图，深度剖析数商竞争力、成长能力。

《数据要素视角下的数据资产化研
究报告》

首次提出数据资产化实践路径，探索建立基于有序市场交易的数据资产价值评估方法。

《金融行业数据流通市场研究报告》 首次基于详实的交易数据披露了我国金融行业数据交易的知识图谱。

2022全球数商大会中全球首发六大成果

2. 发展阶段：政策密集，行业景气向上



2022年12月9日，财政部发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明确现阶段数据资源会计处理应当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执行，并按照会计上经济利益实现方式，进一步细分为“企业内部使用的数据资源”和“企业对外交易的数据资源”两类，明确

两类数据资源在确认、初始计量、后续计量、收入确认等环节应当遵循的具体准则，同时，对实务反映的一些重点问题，结合数据资源业务模

式等实际情况予以细化，加强实务指导。

会计是宏观经济管理和市场经济活动的基础，制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将有助于完善基础性制度供给，夯实数据要素相关业务的

会计基础，切实服务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中国建设。我们认为，数据资源会计处理制度的完善，将有利于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健康、规范发展，

助力数据要素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2资料来源：国家财政部，华西证券研究所

《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

要点 主要内容

一、适用范围。
明确《暂行规定》适用于符合准则规定、可确认为相关资产的数据资源，以及不满足资产确认条件而未予确认的数据资源的相关会计处理。

此外，《暂行规定》采取了暂行规定的形式，随着未来数据资源相关理论和实务的发展，可及时跟进调整。

二、数据资源会计处理
适用的准则

明确现阶段数据资源会计处理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执行，并按照会计上经济利益实现方式，进一步细分为“企业内部使用的数据资源”和
“企业对外交易的数据资源”两类，明确两类数据资源在确认、初始计量、后续计量、收入确认等环节应当遵循的具体准则，同时，对实务

反映的一些重点问题，结合数据资源业务模式等实际情况予以细化，加强实务指导。

三、披露要求
《暂行规定》要求企业在按照相关具体准则规定进行相应披露的同时，通过表格方式细化披露相关信息，并规定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自愿披

露数据资源（含未作为无形资产或存货确认的数据资源）的相关信息。

四、附则 附则规定了《暂行规定》的施行时间和企业的衔接处理要求，要求企业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本《暂行规定》。

2. 发展阶段：政策密集，行业景气向上



 数据资产分类。根据上海数据交易所报告，基于数据价值链视角，数据资产可以分为资源性数据资产和经营性数据资产。经营性数据资产

是企业持有的由数据集组成的、能够产生经济利益的、可作为商品合法合规地进行流通交易或提供服务的各项数据产品及服务。

 对数据资产的价值量化评估是数据要素市场交易流通的重要前提之一，也是数据资产化阶段中价值管理的关键环节。目前实践中尚未出现

成熟、统一的数据资产的价值评估方法。传统估值定价途径主要分为成本途径、收益途径及市场途径。

13
资料来源：上海数据交易所，华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资产的分类 数据资产估值的动态框架

2. 发展阶段：政策密集，行业景气向上



 数据要素市场景气向上。据国家工信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测算数据，2021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达到815亿元，其中，生

态保障、数据服务、数据分析、数据交易、数据加工、数据存储、数据采集市场规模分别为50、85、175、120、160、

180、45亿元。预计“十四五 ”期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复合增速将超过25%，整体将进入群体性突破的快速发展

阶段。

14
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2021年中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单位：亿元）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

2. 发展阶段：政策密集，行业景气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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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交易: 数据要素产业的核心引擎

 我国数据交易所数量不断扩容，

进入数据交易2.0阶段。经数据

交易网统计，随着国家和地方

不断推进数字化经济发展，全

国性和地方性的数据交易平台

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截至

2022年8月，全国已经成立或拟

成立的数据交易所（中心）共

计46家，数据交易的建设进入

2.0阶段。

 未来除了国家级、省一级的数

交所布局完成后，不排除还会

出现地市级的数据交易平台，

共同开发数据交易大市场。

16资料来源：数据交易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国内数据交易中心（部分）



数据产品、数据资产持续丰富，前景可期。

（1）贵阳大数据交易所：2015年4月正式挂牌，是运营全国第一家大数据交易所，根据数据交易网披露，截至目前，交易所已集聚交易主体

390家，上架产品495个，交易108笔，共计交易额达16398万元。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表示，力争到2025年，年度交易额突破100亿元。

（2）上海数据交易所：2021年11月揭牌交易，根据数据交易网披露，2022年，上海数据交易所交易金额有望突破1亿元。上海交易所汤奇峰

表示，2023年，场内交易有望突破10亿元。

（3）深圳数据交易所：2022年11月15日挂牌运营。深圳数据交易所预计，未来2-3年，其数据交易规模超过100亿元，对经济增加值贡献超过

50亿元，设立合规工作站100家以上，培育、引入数据服务企业50家以上。

17
资料来源：上海数据交易所官网，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上海数据交易所数据产品（部分） 我国数据交易平台的盈利模式

3 数据交易: 数据要素产业的核心引擎



18
资料来源：全国数商产业发展报告 2022，华西证券研究所

数商企业规模历年趋势（截至2022年11月） 数商企业历年中标数量及金额（2019-2022.9）

根据《全国数商产业发展报告（2022）》，我国数据交易相关服务商（数商）生态持续扩容。

（1）企业数量：截止2022年11月，数商行业企业数量达到192万家，自2000年起每年数商企业注册数量稳步上升，2012~2014期间数商企业规

模有较显著的成长，之后的每一年皆保持成长态势，但增长速率有所放缓。2021年复合年均增长率为21.7%。

（2）企业投招标：在2019年到2022年9月间，我国数商企业共产生了约101,288个中标活动。总体来说，2019到2022年，数商企业的中标数量

与中标金额快速增长，两年的年复合年增长率分别达到57.2%、101.8%。2022年前三季度的中标数量和中标金额达到2021全年的84%、52%

3 数据交易: 数据要素产业的核心引擎



 数商生态产业图谱

19资料来源：全国数商产业发展报告 2022，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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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交易有望成为我国数据要素产业的核心引擎。

 我国数据积累增速可观，为数据交易市场发展奠定基础。根据IDC和希捷的

报告显示，预计到2025年，我国产生的数据量将达到48.6ZB，超过同期美

国市场，届时美国市场的数据量为30.6ZB。

 我国数据交易市场增长前景可观。根据On Audience数据，2017-2019年，

全球最大的五个数据市场的市场分别为美国、英国、中国、加拿大、法国，

增长率均在20%以上，其中中国市场三年复合增速超过90%。2019年中国

数据市场的交易值为23.93亿美元，占美国市场总体的16%。

20
资料来源：IDC，On Audience，中国信通院，华西证券研究所

我国大数据产业应用情况

2017-2019 全球前五大数据市场（单位：亿美元，%）

中国和美国数据产生量对比

国家
2017 2018 2019

市场交易值 增长率 市场交易值 增长率 市场交易值 增长率

美国 97.82 34.9 123.41 26.2 152.09 23.2

英国 14.52 22.3 18.82 29.6 23.55 25.1

中国 7.47 127.2 14.61 95.5 23.93 63.8

加拿大 4.53 30.1 5.88 29.7 7.69 30.6

法国 2.32 56.4 3.41 46.8 4.70 37.8

3 数据交易: 数据要素产业的核心引擎



目录

21

1、数据要素：数字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

2、发展阶段：政策密集，行业景气向上

3、数据交易：数据要素产业的关键环节

4、投资建议与风险提示



4 投资建议与风险提示

 数据要素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随着我国数据要素产业法律法规、行业标准持续完善，数据交易所数

量的持续扩容，数据要素产业发展有望加速。受益标的包括，

1）数据采集：太极股份、深桑达、东方国信、科大讯飞、广电运通、山大地纬；

2）数据存储：中国软件、海量数据、星环科技、拓尔思、云赛智联；

3）数据流通：易华录、安恒信息、万达信息、上海钢联等。

22



4 投资建议与风险提示

23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注：盈利预测均为wind一致预期

业务 股票名称
EPS（元/股） PE

归母净利润
CAGR

2022E 2023E 2024E 2022E 2023E 2024E 2021-2024E

002368.SZ 太极股份 0.77 0.94 1.19 37.79 30.98 24.54 22.80%

000032.SZ 深桑达A 0.08 0.42 0.54 307.19 56.89 44.07 19.10%

300166.SZ 东方国信 0.27 0.37 0.41 31.04 23.04 20.55 16.21%

002230.SZ 科大讯飞 0.80 1.11 1.47 42.27 30.57 23.06 29.86%

002152.SZ 广电运通 0.38 0.44 0.51 25.79 22.26 19.15 15.60%

600536.SH 中国软件 0.29 0.60 1.01 208.74 101.27 60.50 106.67%

603138.SH 海量数据 0.03 0.05 0.24 738.36 434.99 98.27 82.29%

688031.SH 星环科技-U -1.72 -0.98 0.22 -58.03 -101.93 460.17 -147.49%

300229.SZ 拓尔思 0.44 0.57 0.73 28.83 22.35 17.46 28.32%

600602.SH 云赛智联 0.19 0.25 0.29 39.52 30.94 25.84 16.22%

300212.SZ 易华录 0.20 0.35 0.83 128.55 72.03 30.39 -248.88%

688023.SH 安恒信息 0.65 2.03 3.50 298.26 95.36 55.43 171.36%

300168.SZ 万达信息 -0.05 0.09 0.20 -210.64 101.59 48.38 50.05%

300226.SZ 上海钢联 0.75 0.94 1.21 38.88 31.32 24.25 22.02%

相关公司估值（2022年12月14日）：



4 投资建议与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影响下游需求、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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