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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数据可作为一种产生价值的资产，这一观点逐渐得到认可。在认识到数据可以资产化的同时，如

何评价数据资产的价值、如何分配由数据资产产生的收益、如何进一步评估数据资产价值，从而实现

将数据资产纳入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成为数据资产化的一项重要工作。 

本文件将从数据运营过程中的数据资产价值评价与收益分配评价入手，根据数据在运营过程中的

使用与收益情况，量化数据质量、数据应用情况、变现量和收益分配比例，进而对数据资产的价值与

收益分配进行评价。该评价结果可作为数据资产评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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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据资产价值与收益分配评价模型的框架、维度及指标和评价过程。 

本文件适用于数据运营过程中，对数据资产的价值与收益分配进行量化计算、价值评价；可作为

数据资产评估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5274-2017 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服务安全能力要求 

GB/T 35295-2017 信息安全 大数据 术语 

GB/T 36344-2018 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GB/T 38667-2020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数据分类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35274-2017、GB/T 35295-2017、GB/T 36344-2018和GB/T 38667-20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

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资产 data asset 

合法拥有或者控制的，以数据为载体和表现形式，能进行计量，可以产生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数据

资源和数据产品。 

注：改写GB/T 37550-2019，定义2.4、GB/T 40685-2021，定义3.1。 

3.2 数据运营 data operation 

经政府有关部门授权符合条件的运营单位，在构建安全可控开发环境基础上，挖掘社会应用场景

需求，围绕需求依法合规进行数据汇聚、治理、加工处理，提供数据资源、产品与服务的相关行为。 

3.3 数据产品 data product 

由开展经济活动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使用运营单位提供的数据资源与服务，开发的有

明确应用场景的新的数据资源或数据服务，以及对数据资源投入实质性加工和创新性劳动形成的数据

衍生品，产品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数据集、数据分析报告、数据可视化产品、数据指数、API 数据、加

密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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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ETL：数据提取、转换和加载（Extract-Transform-Load） 

ID：身份标识号码（Identity Document） 

5 概述 

5.1 数据资产特征 

数据资产应以数据为载体和表现形式，由特定主体合法拥有或者运营，能持续发挥作用并且能带

来直接或者间接经济利益，其价值能够被计量。 

5.2 数据资产价值与收益分配评价模型 

5.2.1 评价模型目的 

该模型适用于数据运营过程中，根据数据的使用与收益情况，对数据质量、数据应用情况、变现

量和收益分配比例进行量化，进而对数据资产的价值与收益分配进行评价。该评价结果可作为数据资

产评估的依据。 

5.2.2 评价对象范围和粒度 

评价对象包括所有可运营的数据资产。 

评价对象的粒度可以参照数据资源的分类目录的层次结构来划分。可选择数据分类目录的某一层

级下的全部数据作为评价对象，也可选择其中数个并列的层级进行评价比较。 

5.2.3 评价模型思路和框架 

数据资产价值评价包括数据质量评价、数据应用评价、数据变现量评价。 

数据收益分配评价用于建立数据要素按数据提供者、运营者和加工者三方的价值贡献参与利益分

配机制。 

 

 

图 1 数据资产价值与收益分配评价模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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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维度及指标 

6.1 数据质量评价 

数据质量是保证数据应用的基础，是获取数据价值的重要保障。根据目前业界对于数据质量的衡

量标准，并结合数据治理经验，可基于数据完整性、唯一性、有效性、一致性、准确性和及时性 6 个

维度来评估数据质量。依据以上指标，结合 ETL 等工具，针对不同的数据源做出定量的数据质量评估，

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评估执行中进行取舍。 

——完整性：完整性指的是数据信息是否存在缺失的状况，数据缺失的情况可能是整个数据记录

缺失，也可能是数据中某个字段信息的记录缺失。不完整的数据所能借鉴的价值就会大大降低，也是

数据质量最为基础的一项评估标准。 

——唯一性：针对某个数据项或某组数据，没有重复的数据值。值必须是唯一的如 ID 类数据。 

——有效性：有效性指的是描述数据遵循预定的语法规则的程度，是否符合其定义，比如数据的

类型、格式、取值范围等。 

——一致性：一致性是指数据元素的类型和含义必须一致和清晰，如数据迁移或加工的前后数据

表大小一致性对比。 

——准确性：准确性是指数据记录的信息是否存在异常或错误。和一致性不一样，存在准确性问

题的数据不仅仅只是规则上的不一致，更为常见的数据准确性错误就如乱码，其次异常的大或者小的

数据也是不符合条件的数据。常见的准确性指标有：缺失值占比、错误值占比、异常值占比、抽样偏

差、数据噪声。 

——及时性：及时性是指数据从产生到可以查看的时间间隔，也叫数据的延时时长。对于数据更

新频率的满足程度，针对用户对信息获取的时间及时性要求，确保数据及时更新。 

表 1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评估维度 满分 评估指标 指标说明 细分项满分 

1.完整性 15 

非空约束 数据记录内容中存在空值的情况。 5 

编码表是否缺失 
对数据编码维表的描述是否为空的情

况。 
5 

字段是否缺失 重点字段内容是否为空值。 5 

2.唯一性 15 

主键是否唯一 主键数据 ID 必须为唯一的。 5 

编码表是否唯一 编码含义，编码规则必须唯一。 5 

数据是否重复 数据记录中是否存在重复内容的情况。 5 

3.有效性 20 

代码值域约束 是否符合数据值域约束，无超出情况。 4 

长度约束 符合数据长度要求。 4 

内容规范约束 符合数据类型约束要求。 4 

取值范围约束 符合数据范围的约束要求。 4 

标志位取值约束 
重点标识数据必须满足要求。如：身份

证号。 
4 

4.一致性 20 
相同数据一致性 

同一数据在不同位置存储或被不同应用

或用户使用时，数据的一致情况。 
7 

关联数据一致性 符合基础数据元组合的数据集的比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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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一致性约束 
跨表逻辑含义一致的数据定义及内容要

一致。 
7 

5.准确性 15 

取值准确约束 
数据获取内容同来源要保障准确，无偏

差。 
5 

脏数据重复情况 数据中出现脏数据的占比情况。 5 

数据格式约束 
数据是否符合标准格式校验要求的情

况。 
5 

6.及时性 15 

时段数据准确 
日期范围的记录或者频率分布符合业务

需求的情况。 
5 

时点数据准确性 
特定时点的记录数、频率分布或延迟时

间符合业务需求的情况。 
5 

数据时序准确性 数据时序的正确性。 5 

合计 100 - - 100 

注1：细分项得分 = 细分项满分 ×（A/B）。 

注2：A=满足要求的数据个数，B=被评估的数据总数。 

6.2 数据应用评价 

数据应用评价是从数据资源的应用层面评价数据资产的价值。本评价模型从应用场景、商业模式、

使用范围和数据调用趋势 4 个维度来评价数据的应用情况。 

——应用场景：从数据目录和数据条目的被调用次数对数据的应用情况做综合评价。具体可按月、

年计算；按模型或产品类别计算；按使用用途类别计算，使用用途包括数据资产涉及的行业、领域和

区域等。 

——商业模式：从产品或模型通过服务或场景产生的效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角度评

价数据应用情况。该评价维度主要考虑数据服务的模式、赋能模式和金融模式等，例如金融科技产品

给实体经济带来的融资或贷款额度。 

——使用范围：从数据资源覆盖模型或产品的数量、广度的角度评价数据应用情况。具体可按数

据目录被模型或产品调用的次数和频次计算。 

——数据调用趋势：由于某一数据资源的使用在时间上可能存在集中性，为减弱在某一时段对数

据应用评价的片面性，将数据目录和条目的历史调用情况纳入评价范畴。 

表 2 数据应用评价指标 

指标 指标说明 评价方法 满分 计算方法 示例说明 

1.应用场

景 

数据目录和数据

条目被调用次

数，具体按月、

年计算，被某个

模型或产品调用

次数 

数据分析 25 

按月、年计算；按模

型或产品类别计算；

按使用用途类别计

算，使用用途包括数

据资产涉及的行业、

领域和区域等。 

 

2.商业模

式 

产品或模型通过

服务或场景产生

的效益，包括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数据分析 25 

主要考虑数据服务的

模式、赋能模式和金

融模式等。 

比如金融科技产

品给实体经济带

来的融资或贷款

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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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范

围 

覆盖模型或产品

的数量、广度 
数据分析 15 

按数据目录被模型或

产品调用的次数和频

次计算。 

 

4.数据调

用趋势 

数据目录和条目

被调用趋势 

历史数据分

析 
35 

按数据目录和条目的

历史调用量和年均调

用量。 

 

合计 100 - 

6.3 数据变现量评价 

数据资源或数据产品能够变现产生的收入能够直接反映数据资产的价值。在数据资产价值评价模

型里，使用资源或产品在某一时间段内，按照合同或协议产生的变现收入和累计变现收入对该指标评

分。 

表 3 数据变现量评价指标 

指标 指标说明 评价方法 满分 计算方法 示例说明 

数据资源

或者数据

产品变现

收入 

资源或产品变现

收入 

合同或协议 100 合同或协议收入 

 

合计 100 - 

6.4 数据收益分配评价 

数据收益分配评价用于判定数据流通过程中各参与方的收益分配比例。该评价可依据数据流通过

程中，各参与方产生的收益贡献度进行收益分配。例如，根据流通过程中数据提供者（所有权和使用

权）、数据运营者（运营权）、数据加工者（使用权）三方贡献度进行收益分配。贡献度可依照各参

与方投入的成本作为评判依据。 

表 4 数据收益分配评价指标 

指标 指标说明 评价方法 满分 计算方法 示例说明 

数据流通

过程中产

生的收益

按贡献度

分配 

获得收益按照数

据提供者（所有

权和使用权）、

数据运营者（运

营权）、数据加

工者（使用权）

三方分配 

按贡献度分

配 

100 协议 

 

合计 100 - 

7 评价过程 

7.1 指标体系配置 

根据评价目的和对象的具体情况，配置评价指标、确定指标计算方法、配置权重。 

a) 配置评价指标 

选择合适的评价指标及评价内容，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动态调整、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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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确定指标计算方法 

指标计算方法是指依照评价内容、用于检查和分析数据应用效果的技术方法，包括工具计算评价

和人工计算评价两种方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数据应用效果评价指标计算应采用工具计算评价的

方法。 

c) 配置指标权重 

配置一维指标和二维指标的权重。指标的权重设置可以根据自身业务特性及上一评价周期的得分

情况进行调整。 

7.2 评价实施 

在本规范的数据资产价值评价模型中包含多个评价维度和指标层级，首先需要确定数据质量、数

据应用和数据变现量三个一维指标的权重，进而计算各维指标得分和总得分。评价所得的各一维指标

得分和总得分，均可作为数据资产评估的标准依据。 

a) 确定一维指标权重 

数据价值评价的3个一维指标满分均为100分。在计算数据价值评价指标得分时，首先需要确定各

一维指标的权重。3个一维指标的初始权重分别为：数据质量得分𝑋1占比30%，数据应用得分𝑋2占比

30%，数据变现量得分𝑋3占比40%。由此可得数据资产价值评价得分𝑁的计算公式为： 

𝑁 = 𝑋1 ∗ 30%+ 𝑋2 ∗ 30%+ 𝑋3 ∗ 40% 

b) 计算一维和二维指标得分 

根据数据资源情况对二维指标进行打分，或按既定规则计算其得分。将各一维指标下的二维指标

得分累加，得到一维指标得分。对于包含m个二维指标的第n个一维指标，其得分为： 

𝑋𝑛 =∑𝐴𝑖

𝑚

𝑖=1

 

以第2个一维指标“数据应用”为例，该指标包含4个二维指标。假定这4个二维指标得分依次为18、

22、20、15，则该一维指标得分为75（𝑋2 = 18 + 22 + 10 + 25 = 75）。 

c) 计算指标总得分 

将各一维指标得分，乘以相应权重后求和，所得数值即为数据价值评价指标最终总得分。 

假定一项数据资源的三个一维指标得分为𝑋1 = 80，𝑋2 = 75，𝑋3 = 60，则数据资产价值评价得分

𝑁 = 80 ∗ 30%+ 75 ∗ 30%+ 60 ∗ 40% =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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