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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首次增列“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中国成为首个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国家。

随着《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的发布和国家
数据局组建，《“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等10余项政策文
件陆续印发，我国数据要素化进入新阶段。数据感知采集出现新技术、数据基础设
施产生标准化新需求、数据交易机构打开新局面、公共数据启动授权运营、数据开
发利用涌现新模式、数据服务商形成新业态、数字化转型大规模铺开，数据生产存
储、流通交易、开发利用的各个环节产生新变化，亟需构建一套新的调查方法和指
标体系，来全面摸底我国数据资源发展情况。

2024年2月，国家数据局联合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组织开展
全国数据资源调查，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承担调查实施工作。在前期工
作基础上，此次调查扩大调查范围、扩展调查对象、增设调查指标，通过全量测算和
抽样调查等方式，调查全国关键数据资源情况，为政府施策、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调查发现，我国数据资源“产-存-算”规模优势基本形成，数据“供给-流通-应
用”主体逐渐丰富，海量数据和丰富场景优势潜力亟需释放，数据资源管理和利用
整体处于起步阶段。

一是数据生产总量大，但有效供给不足。2023年，数据生产总量1达32.85泽
字节（ZB），同比增长22.44%。5G、AI、物联网技术的创新发展及智能设备的规
模应用，推动数据生产规模快速增长。2023年，全国数据存储总量2为1.73泽字节
（ZB），新增数据存储量3为0.95泽字节（ZB），生产总量中2.9%的数据被保存。
存储数据中，一年未使用的数据占比约4成，数据加工能力不足导致大量数据价值
被低估、难以挖掘复用。

1  全国数据生产总量指2023年全国数据创建、复制、捕获和消费产生的数据总量。
2  全国数据存储总量指全国累计存储的数据量，包括算力中心存储量，以及政府、企事业单位、个人终端的数据存
  储量。
3  当年新增数据存储量包含当年新增存储设备的存储量，以及既有设备中被当年数据覆盖的数据量。



二是算力存力较合理，还需适度超前布局。2023年，全国2200多个算力中心
的算力规模约为0.23十万亿亿次浮点运算/秒（ZFLOPS），同比增长约为30%；全
国数据存储总空间4为2.93泽字节（ZB），存储空间利用率5为59%。随着大模型研
发应用不断增加，对存力、算力提出更高要求，需保持适度超前布局。

三是数据流通交易需求旺盛，多元流通模式待完善。2023年，全国数据总流
量同比增长7.6%，消费领域数据交互活跃度较高。中央企业6和平台企业7发挥行业
枢纽作用，探索数据交互机制。数据交易机构建设加速，场内交易活跃度较低，产
品成交率为17.9%。数据供给难以满足旺盛需求，急需建立和完善多元流通模式。

四是数据应用场景加速落地，数据价值有待释放。公共数据成为引领数据开
发利用的催化剂，公共数据开放量同比增长超16%，授权运营初步探索。数据多场
景应用、多主体复用难度大，96%的行业重点企业8已实现数据场景化应用，但实
现数据复用增值的大企业9仅占8.3%，数据价值有待释放。

全国数据资源调查工作验证了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具备超大规模市场、海量数
据资源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未来，随着数据技术不断进步，基础制度持续完善，
数据生产规模将保持高速增长，存储计算将向按需调度发展，数据流通将向规范
有序、多元协同发展，数据开发利用将向需求牵引、智能驱动发展。

报告研究时间较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4 数据存储空间包括全国算力中心的存储空间，以及政府、企事业单位、个人终端的存储空间。
5 存储空间利用率=累计数据存储总量/累计数据存储总空间。
6 本报告提到的中央企业，有效样本数量为94家。
7 本报告提到的平台企业，有效样本数量为354家。
8 本报告提到的行业重点企业为东部地区百强企业，中部地区80强企业和西部地区50强企业，有效样本企业数量

1202家，不含94家中央企业和768家数据服务商。
9 按照《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2017)》（国统字〔2017〕213号）对行业重点企业中的大中小型企业进行
划分，报告中的大企业为统计上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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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结果

调查发现，我国数据资源管理和利用整体处于起步阶
段，数据“产-存-算”规模优势基本形成，数据“供给-流通-应
用”主体逐渐丰富，海量数据和丰富场景优势潜力仍待释放。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具有重要基础性和战略性，是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在政产学研用合力推
动下，我国数据规模实现快速增长，数据流通交易架构逐步
形成，数据开发利用创新探索，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为做
大做强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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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组数据：数据“产-存-算”规模优势基本形成

（二）一批成效：数据“供给-流通-应用”主体逐渐丰富

全国数据生产、存储、计算呈现规模大、增速快的特点。

2023年，全国数据生产总量达到32.85泽字节（ZB），同比增长22.44%。

2023年，全国数据存储总量为1.73泽字节（ZB），存储空间利用率为59%。

2023年，2200多个算力中心的算力规模超0.23十万亿亿次浮点运算/秒
（ZFLOPS），同比增长约30%。其中，智能算力占比约30%。

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中，各类主体不断涌现，为数据“供给-流通-应用”提供
有力支撑。

2023年，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接入53个国家部门、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数据，“一网通办”事项不断增加。

2023年，公共数据开放量同比增长超16%。18.6%的平台企业和51%的中央
企业在数据开发利用过程中应用到政府开放数据。

2023年，4个国家部门、15个省级数据管理部门探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

（三）一些问题：海量数据和丰富场景优势潜力仍待释放

数据生产存储、流通交易、开发利用过程中的数据量降幅较大，能支撑人工智
能训练的数据资源较少，数据价值仍需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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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产存转化率=当年新增存储数据量/当年生产数据量。

2023年，全国数据产存转化率10为2.9%，海量数据源头即弃。

2023年，企业一年未使用的数据占比为38.93%，大量数据被存储后不再被
读取和复用。

2023年，交易所需求方是供给方的1.75倍，数据产品成交率为17.9%，数据场
内交易供需匹配率低。

2023年，尚未建设数据管理系统的大企业比例为21.9%，实现规划管理的数
据资源仍然较少。

2023年，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大企业中，实现数据复用增值的仅有8.3%，数据
价值挖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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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方法

近年来，数据资源的基础作用日渐凸显，正在激发数据产业创新
活力，不断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4年2月，为适应数据要素
化市场配置改革形势，更好分析我国数据资源结构、利用情况和存在
问题，国家数据局、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四部门发布
《关于开展全国数据资源调查的通知》，面向政府部门、高校、协会
以及重点企事业单位开展调查。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在
原有工作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借鉴国际相关机构调查方法，设立
了“指标体系-采集机制-分析测算-结果论证”调查方法体系，以期更
加充分反映我国数据资源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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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来源

本次全国数据资源调查以人、机、物广泛连接产生的电子化数据为调查对象，
涵盖数据生产存储、流通交易、开发利用和安全管理全生命周期。在调查项目上，
强化对数据资源活跃度、应用场景、投入产出等方面的调查分析。

本次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标准时点为2023年12月31日，调查结果中的全国数据
不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数据。

数据生产和数据存储两项指标综合国外专业机构研究方法、国内相关专家论
证，经过全国22个行业协会推荐，设定数据生产存储样本库。数据生产主要来源
各类主体在生产生活、交通运输、物联感知、生产制造、数据处理领域，创建、复
制、捕获和消费产生的数据总量。数据存储主要来源各类存储介质的数据记录和
保存总量，以及各类存储介质的存储容量。

表2.1  2023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有效样本说明

序号 名称 样本说明

1 数据生产
根据主要数据生产/采集设备及系统软件等厂商和协会数据，测算
全国数据生产总量。

2 数据存储 根据主要数据存储介质厂商和协会数据，测算全国数据存储总量。

3 数据计算 来自2200多个算力中心的数据。

4 数据流通 来自四大运营商、27家数据交易所的数据。

5 数据应用

来自全国29个国家部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
市、33家重点高校、14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27家数据交易所、10
个国家实验室和2064家样本企业（含94家中央企业和354家平台
企业）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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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数据产生和存储样本情况

序号 数据产生和存储分类

1
人

生产生活 包含手机、PC、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

2 交通运输 包含火车、飞机、船、智能汽车等

3
物

物联感知 包含监控设备、仪器仪表、传感器等

4 生产制造 包含边缘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等

5
机

存储计算 包含服务器、内存、硬盘等

6 软件系统 包含资源管理系统、研发设计软件等

数据计算主要来源于2200多个算力中心数据资源调查信息，涵盖通用计算中
心、智能计算中心和超算中心。

数据流通主要来源于四大运营商和27个数据交易所数据，覆盖数据交互和交
易情况。

数据应用主要来源于中央企业、数据服务商和行业重点企业共计2064家有
效样本企业，以及重点高校、国家实验室、国家科学数据中心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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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方法

本次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方法主要采用全量数据测算和抽样数据调查两种方式。

数据生产和数据存储数据结果采用全量测算模型，应用龙头企业和行业协会
数据设置模型参数，测算结果反映总体情况。

数据计算、数据流通、数据应用3项指标采用抽样调查方式。对样本单位数据
进行梳理、计算后得出调查结果。

（三）结果校验

针对数据结果开展三次校验。一是数据之间校验，在数据各环节主体信息开展
交叉验证，如协会与设备厂商、云服务商与算力中心等。二是数据结果与国内外研
究机构数据校验，如国际数据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相关报告结果进行交叉验
证。三是数据结果专家论证，开展八轮专家论证会，邀请20多位数据领域专家论证
数据可靠性。

表2.3  数据应用样本情况

序号 分类

1
政务数据

国家部门
2 省级数据主管部门
3 计划单列市数据主管部门
4

科研数据
高校

5 国家实验室
6 国家科学数据中心
7

企业数据

中央企业
8 数据

服务商
平台企业

9 其他企业
10

行业重点
企业

农业
11 工业
12 金融
13 交通物流
14 消费民生
15 科教文卫
16 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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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分析

我国数据产量、存量、算力规模大，数据流通、交易变化
快，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授权运营加快探索，企业数据多场景
落地，为构建数据要素市场提供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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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生产规模大，范围广，增长速度快

我国数据生产规模持续扩大。2023年数据生产总量达到32.85泽字节（ZB），
同比增长22.44%，非结构数据爆发式增长。随着5G、AI技术的快速发展及智能设
备的规模应用，内容创作、影像视听等非结构数据对我国数据总规模增长贡献较
大，消费民生领域新业态不断涌现，满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娱乐消费需求。

智慧城市扩大物联感知范围。公共数据获取范围不断扩大，设施物联传感数据
占比超40%。城市各种基础设施、资源、服务等加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
摄像头、传感器、无线设备等相互连接形成城市的“神经脉络”，实时捕捉城市交
通、人流等各种信息，推动海量数据从大街小巷汇入城市大脑。

图3.1  数据来源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2023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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