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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探讨广东、江苏和上海科技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现状与经验，为山东开展工作提供借鉴。[ 方法 /

过程 ] 基于构建的科技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分析框架，从总体规划、科技数据要素、科技数据载体、数据主体等方面梳

理三省市科技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现状和相关典型探索，总结三省市科技数据市场化探索的路径和模式。[ 结果 / 结论 ]

三省市进行了科技数据要素配置探索，形成了典型模式，示范性和可借鉴性强。与其相比，山东存在目标不明确、政策

标准不完善等问题，应从明确建设目标、完善政策标准、推动数据集聚和应用等方面加强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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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perience of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ata elements in advanced provinces and cities such as Guangdong, Jiangsu and Shanghai were explored,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Shandong’s work. [Methods/Processes] Based on the constructed analysis framework for market-

oriented allo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ata elemen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levant typical explorations of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ata in Guangdong, Jiangsu, and Shanghai was summarized from the 

aspects of overall plan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ata element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ata carriers, data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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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ls of market-oriented explo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ata in the three provinces 

and cities were summarized. [Results/Conclusions] Guangdong, Jiangsu and Shanghai have carried out explorations on the 

allo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ata elements, forming a work path with strong demonstration and reference value. 

Compared with them,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goals and incomplete policy standards of Shandong. Theref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trengthen related work by clarifying construction goals, improving policy standards, and promoting 

data aggreg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ata; Data Elements;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Data Opening; Data Sharing

引言

数据要素是各类活动中产生的信息、数据

和知识的集合，其作为一种非物态的经济资

源 [1-2]，具有不可估量的资源配置基础能力、

价值发掘与增值能力，对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具

有乘数作用 [3-4]。科技数据是数据要素的重要

组成部分，广东省、江苏省和上海市在科技数

据管理和市场化配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

一定效益，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广东省科技政

务数据治理已处于数据治理前期阶段 [5]，在科

技数据集聚，特别是在科学数据汇交方面做了

大量探索，建设的广东科技基础平台通过向社

会提供共享服务，实现超过 1500 亿元的经济

效益 [6]。江苏集聚了大量科技数据并开展市场

化服务，2022 年挖掘企业技术需求 2570 项，

服务企业 4700 余家，促成技术交易成交金额

超 3.7 亿元，参与数据交易企业数量达 1056

家 [7]。上海推动科技政策等科技数据的深度开

发利用，建成的“政策北斗”累计访问量超过

一百万人次 [8]。本研究基于构建的数据要素市

场化配置分析框架对粤苏沪现状进行了探讨，

梳理了相关典型探索，总结相关启示，就山东

省科技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出针对性建议。

1　概念和分析框架

1.1　基本概念

1.1.1　科技数据

综合相关研究 [9-14]，本研究将科技数据定义

为省级科技行政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等收集、管

理的与科技活动相关的各类信息、数据和知识

的集合，具体包括科技文献数据、科技政务数据、

网络科技数据。同时，根据相关定义 [5, 15-16]，本

研究认为公共数据包含了政务数据，科技政务

数据是政务数据的一种，科技数据包括科技政

务数据和其他科技数据，因此科技数据和公共

数据属于交叉关系，公共数据相关政策同样适

用于科技数据。

1.1.2　科技数据要素市场化

根据相关定义 [17-19]，科技数据要素市场化

是在大量的科技数据集聚和供给前提下，通过

数据授权运营、数据特许开发应用、数据资产

凭证、数据共享和开放等方式推动科技数据要

素在不同主体间流通，推动科技数据要素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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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应用，充分发挥科技数据价值，赋能经济社

会发展。

1.2　科技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分析框架

结合数据生命周期理论、市场化配置理论，

本研究构建了基于数据生命周期的科技数据要

素市场化配置分析框架，包括总体规划、科技

数据要素、科技数据主体、科技数据载体、科

技数据制度、科技数据监管。

科技数据主体是参与科技数据供给、流通

和应用的主体。科技数据载体是承载科技数据

配置的各类载体，如数据管理平台。科技数据

监管内容可包括科技数据要素市场登记备案、

流通安全与秩序、信用体系等内容 [20]。

2　粤苏沪科技数据要素市场化配

置现状

2.1　总体规划

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广东省提出了

打造“理念先进、制度完备、模式创新、高质

安全”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和市场化配置改革

先行区的目标 [21]。针对科技数据，明确要加强

科技数据库 / 平台建设，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 [22]。

江苏省提出推动江苏成为数据要素高效配

置先导区 [23]，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开展科技资

源的统筹集成工作 [24]，建设省科技资源统筹服

务中心，推进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支持建

设科学数据中心 [25-26]。

上海提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据要

素配置枢纽节点和数据要素产业创新高地”，

到 2025 年，基本建成数据要素市场体系 [27]。

科技数据方面，上海明确要“打造国际化的上

海科技资源大数据中心，建设全球科技数据信

息资源枢纽”[28]。

2.2　科技数据要素

广东、江苏和上海的科技数据要素均包括

科技政务数据、科技文献数据和网络科技数据。

科技政务数据中，一般包含了科技政策数据、

科技计划项目数据、科技载体数据、科技成果、

科技服务数据等，广东和江苏还将科学数据纳

入其中，上海则有技术预见数据和科普数据。

科技文献数据一般为购买的国内外期刊论文、

专利、标准等。网络科技数据一般为媒体聚焦、

互动交流数据等。

2.3　科技数据载体

三省市科技厅 / 科委均建有官方网站和微

信公众号，提供科技政策和网络科技数据服务，

均针对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科技报告建设相应

平台。此外，广东还建设科技数据发布应用平

台和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使科技计划项目

数据和科学数据流通并进行供给。江苏省科技

资源统筹服务中心平台、上海科技创新资源数

据中心作为供给和流通载体，对科技文献、科

技政务数据进行了一定集成，并提供政策分析

等服务。此外，三省市还分别通过“开放广东”

和广东政务服务网、江苏政务服务、上海市公

共数据开放平台开展部分科技数据的流通。

2.4　科技数据主体

同一数据主体涉及不同类型的科技数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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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同一数据主体涉及同一类

型的科技数据，在面向不同对象时，其发挥的

作用也不同。如广东省科技厅作为数据供给、

流通和应用主体提供科技政务数据服务，参与

广东省各类科技活动的个人、法人单位是科技

政务数据的供给方和数据应用方，具体见表 1。

表 1　广东省科技数据主体
序号 科技数据主体 数据内容 主体类型

1 广东省科技厅
科技政务数据 供给

网络科技数据 供给

2 广东省科技创新监测中心 科技政务数据 供给

3 广东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 科技政务数据 供给；流通

4 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科技政务数据 流通

5 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科技文献数据等 供给；流通；应用

6
参与广东省各类科技活动的个人、法

人单位

科技政务数据 供给；应用

科技文献数据 应用

网络科技数据 应用

江苏省科技厅是科技政策法规、科技计划

管理数据及网络科技数据的主要采集方和提供

方。江苏省科技情报研究所是科技成果、科技

报告等科技政务数据的供给和应用主体，同时，

面向社会提供科技查新、知识产权评议等服务，

是科技文献数据的应用主体。江苏省科技资源

统筹服务中心推进江苏全省科技资源数据的集

成、展示与共享，面向社会提供科技政务数据

的供给和科技文献数据的供给、流通和应用。

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 江苏省大数据管

理中心提供各类公共数据的汇聚、流通。个人、

法人单位等则是各类科技政务数据的产生及应

用主体，是科技文献和网络科技数据的主要应

用主体。

上海市科委及其直属事业单位（如上海市

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是各类科技政务

数据的供给主体，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提供相

关科技文献数据的供给、流通和应用，上海市

大数据中心和上海数据集团公司主要提供公共

数据的流通和应用，个人和法人单位是各类科

技数据的应用主体。

2.5　制度标准建设

广东已出台一系列典型政策法规，详见表2。

截至 2024年 3月，除《广东省科技创新“十四五”

规划》，尚未出台与科技数据直接相关的政策，

但在政策覆盖范围、政策涉及内容方面都有了

较大的突破。覆盖范围上，广东省，广州、深

圳等市均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内容方面，

除宏观管理内容，还涉及了数据确权（如政务

数据资源所有权归政府所有）、数据资产登记、

数据开放共享、数据流通交易、技术安全、数

据监管及数据经纪人，可以说涵盖了数据生命

全链条管理。

广东省围绕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数

据安全制定了 15 项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见表

3，涉及了科技政务数据、科技大数据，起草单

位部分为省科技厅所属单位，具有一定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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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相关政策
序号 政策名称

1 《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2 《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3 《广东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

4 《广东省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

5 《广东省政务数据资源共享管理办法（试行）》

6 《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十四五”规划》

7 《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

8 《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 2023 年工作要点》

9 《广东省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

10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优化调整广东省科技报告管理工作的通知》

11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深入推进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的若干措施》

12
《广东省数据流通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广东省数据资产合规登记规则（试行）》《广东省数据
流通交易监管规则（试行）》《广东省数据经纪人管理规则（试行）》《广东省数据流通交易技术安

全规范（试行）》征求意见稿

表 3　广东省数据要素相关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类别

1 《电子政务数据资源开放数据管理规范》 地方标准

2 《电子政务数据资源开放数据技术规范》 地方标准

3 《政务信息资源标识编码规范》 地方标准

4 《政务信息共享平台接入规范》 地方标准

5 《科技平台建设规范》 地方标准

6 《公共数据安全要求》 地方标准

7 《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平台运行规范》 地方标准

8 《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平台数据交换规范》 地方标准

9 《广东省科技政务大数据应用平台数据采集管理规范》 团体标准

10 《广东省科技政务数据交换接口管理规范》 团体标准

11 《科技热点数据分析应用标准规范》 团体标准

12 《广东省科技政务大数据应用平台科技专家数据规范》 团体标准

13 《科技大数据平台业务规范》 团体标准

14 《科技大数据平台数据仓库开发指南》 团体标准

15 《科技大数据平台数据仓库建设规程》 团体标准

《江苏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对公共数据

供给、共享、开放、利用与安全等提出了明确

要求。《江苏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围绕公共

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模式、运营机制和应用等提

出要求。新修订的《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对科技资源统筹机构、资源统筹集成、共享和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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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收费等进行了规范。《江苏省“十四五”

科技创新规划》对科技数据提出规划。《江苏

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管理办法（试行）》《江

苏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考核评价实施细则》等

系列政策对江苏全省科技资源统筹集成与开放

服务，科技资源统筹服务体系、考核等进行了

规定，特色比较明显。标准规范方面，江苏虽

出台了一些公共数据和政务数据地方标准，但

这些标准为市级层面，如南京市的《政务数据

安全管理指南》、泰州市的《政务数据安全分

类分级指南》、无锡市的《公共数据分类分级

实施指南》等。

《上海市数据条例》从法律的角度明确了

上海数据法治管理体系，围绕公共数据共享

和开发、授权运营等方面提出了创新举措。

《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完善科技数据管理

机制，将良好的数据管理纳入科技计划项目管

理要求 [28]。《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

明确市科学技术部门建立公共科技创新资源共

享机制，推进重要科技信息、科学数据、科技报

告等开放共享 [29]，《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

办法》《上海市公共数据共享实施办法（试行）》

对公共数据开放和共享进行了规范。标准方面，

上海主要围绕公共数据制定了《公共数据资源

目录》等 6项地方标准，未见科技数据相关标准。

2.6　数据要素市场监管

《广东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广东省数

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广东省数

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任务分工表》《广

东省数据流通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征求

意见稿）等对监管责任部门、职责与分工和监

管内容等进行了规定，见表 4。

表 4　广东省科技数据市场监管
序号 数据监管主体 数据监管内容

1 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公共数据主管部门）
公共数据管理工作等；数据交易平台；数据经纪人监管；

数据交易监管；数据交易流通安全监管

2 广东省科技厅（行业主管部门） 数据安全

3 广东省科技厅确定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 公共数据日常监控

4 广东省商务厅 数据交易监管

5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 数据交易监管

6 网信、通信管理等部门 公共数据安全

《江苏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江苏省

科技资源统筹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等规

定了江苏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

室负责网络安全协调，江苏省科技厅负责数

据管理监管、安全监管、管理单位成本核算

和服务收费标准监督，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

办公室统筹监管公共数据管理和日常监管，

江苏省公安厅等负责数据安全监管，各科技

数据提供部门负责数据安全监管和国有资产

监管。

《上海市数据条例》《上海市公共数据和

一网通办管理办法》《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

行办法》等规定了各类监管主体、监管内容，

具体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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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上海市科技数据市场监管
序号 数据监管主体 数据监管内容

1 上海市网信办 相关监管，数据开放安全

2 上海市公安、国家安全机关 数据安全

3 上海市政府办公厅
日常公共数据管理工作监督

公共数据开放

4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

公共数据质量监督

被授权运营主体实施日常监督

数据开放平台

5 上海市科委等数据开放主体
公共数据利用情况监管

行业监管

2.7　科技数据要素市场配置流程与模式

结合《广东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广东

省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绘制了广东省科

技数据市场配置流程图，如图 1。其中，公共

管理和服务机构为广东省科技厅及相关执行单

位。具体流程为科技厅等收集、汇聚参与科研

活动的个人、法人等产生的数据，分别向广东

政务服务网、“开放广东”、政务数据共享交

换平台提供数据和目录，通过该部分平台供数

据使用者使用。数据使用者利用公共数据开展

科学研究等活动，相关活动产生的数据产品或

者数据服务可通过数据交易平台开展数据交易。

同时，科技厅也通过广东省科技数据发布应用

平台等自建平台向数据使用者提供数据服务。

针对科技文献数据、网络科技数据，广东一般

通过自建平台开展共享和利用。

参与各类科技活动
的个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等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
构、科技资源管理

单位自有平台

省政务数据中心；
数据开放平台

数据利用主体

提交

反馈

有/无条
件共享

汇聚

共享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
构（科技行政部

门）、科技资源管
理单位

已建

公共数据主管部门

建设

网信、公安等进行监管

数据交易平台

省人民政府

建设

开放共享

交易

图 1　广东省科技数据市场配置流程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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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苏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江苏

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绘

制了江苏省科技数据要素市场配置流程与模式，

如图 2。其中，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由江苏省

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会同有关主管部门确定。

配置流程上，各类用户通过省科技厅等公共管

理和服务机构开发建设的平台办理业务并产生

各类科技政务数据，省科技厅等进行加工、处理，

部分结果数据通过自建平台反馈给个人、法人

等，部分数据目录汇交至江苏政务服务网等公

共数据平台、省统筹平台（江苏省科技资源统

筹服务云平台），通过该部分平台面向其他公

共管理和服务机构、数据利用主体实现共享和

开放。

参与各类科技活动
的个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等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
构、科技资源管理
单位自有平台

公共数据平台

数据利用主体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
构（其他）

提交

反馈

共享

开放
利用

汇聚

共享

公公共共管管理理和和服服务务机机
构构（（科科技技行行政政部部
门门））、、科科技技资资源源管管

理理单单位位

已建

汇聚

公公共共数数据据运运行行管管理理
机机构构

建设

网网信信、、公公安安、、公公共共数数据据主主管管部部门门、、有有关关主主管管部部门门、、公公共共管管理理
和和服服务务机机构构等等进进行行各各项项监监管管

公共数据资源交易
平台

县县级级以以上上地地方方人人民民
政政府府

培育

省统筹平台

对接
发布汇交

开放利用等

省省科科技技资资源源统统筹筹服服
务务中中心心

建设

图 2　江苏省科技数据要素市场配置流程与模式

根据《上海市数据条例》《上海市公共数据

开放暂行办法》《上海市公共数据和一网通办管

理办法》等，绘制上海市科技数据配置流程与模

式，如图 3。科技政务数据要素配置流程上，个

人等通过参与科技活动产生并提交各类数据，公

共管理和服务机构（科技）对科技政务数据进行

归集、校核和整合，通过市大数据资源平台开展

数据服务，其中，面向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通

过共享交换子平台开展数据共享服务；面向社会，

通过开放子平台提供数据开放服务。公共管理和

服务机构（科技）也通过自建平台面向社会提供

科技政务数据浏览、科技政务数据收费增值服务

（如政策可视化分析、各类科创数据服务）。科

技文献数据主要由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科技）

采购后通过自建平台开展服务，网络科技数据通

过自建平台开展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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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各类科技活动
的个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等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
构、科技资源管理
单位自有平台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
构（其他）

被授权运营主体

采购

反馈

数据
开发

开放

归集

共享

公公共共管管理理和和服服务务机机
构构（（科科技技行行政政部部
门门））、、科科技技资资源源管管

理理单单位位

已建

共享

市市大大数数据据中中心心

建设

上上海海市市政政府府办办公公厅厅、、网网信信、、公公安安、、科科委委、、上上海海市市大大数数据据中中
心心、、数数据据开开放放主主体体等等进进行行各各项项监监管管

其他各类数据供给
主体

提供

网络
爬取

公共数据运营
平台

开放子平台

共享交换平台

自然人、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

市市政政府府办办公公厅厅

确定
市市大大数数据据资资源源平平台台

共享、增值服务

图 3　上海市科技数据要素配置流程与模式

配置方式上，三省市均采取了开放和共享

的方式，其中，开放包括无条件开放、有条件

开放和不予开放，共享包括无条件共享、有条

件共享和不予共享。此外，广东率先通过公共

数据资产凭证推动公共数据市场化配置，在高

科技试点场景颁发了公共数据资产登记证书，

这为开展科技数据资产登记提供了范例。江苏

通过数据深加工等方式挖掘数据价值，采取市

场化收费的形式向数据利用主体提供数据服

务。上海还开展了授权运营探索，由上海市政

府办公厅确定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主体，被授权

运营主体即上海数据集团有限公司依托统一规

划的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实施数据开发利用，

部分机构通过提供科技数据增值服务的方式进

行市场化收费运营。

3　典型探索

3.1　广东省科学数据中心

广东省将科学数据中心定位为“国家科学

数据中心体系的补充，与国家体系相辅相成”，

探索采取“科学数据服务管理平台 + 科学数据

中心”的建设模式，打造广东省科学数据服务

管理平台和若干领域科学数据中心 [30]。

广东省科技厅通过广东省平台基地及科

技基础条件建设项目支持科学数据中心建设，

已建设服务管理中心 1 家、省科学数据中心

11 家，每家给予 300 万元立项经费支持。开

展了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在粤分中心建设，纳

入广东省科学数据中心体系，并给予 100 万

元立项经费支持。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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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广东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粤

科汇），平台已汇集 10391 条科学数据目录，

涵盖林业、基因组、地理、中医和农业等领域。

3.2　江苏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中心

江苏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中心是江苏省建

设的省科学技术资源统筹服务专业机构，汇聚

了科技载体资源、科技条件资源、科技成果资源，

以及科技服务资源等科技数据，数据量超 5 亿

条 [31]。

载体方面，除了统一建设的江苏省科技资

源统筹服务云平台，还包括科技资源管理单位

自行建设的科技资源在线服务平台，这些平台

要与省资源统筹服务云平台互联互通。

江苏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中心建设了数据

平台并向社会提供统一检索、浏览和下载等服

务。集合各类政策，研发“策立得”，提供政

策匹配、企业体检等。同时，允许按照成本补

偿和非盈利原则收取费用，服务收入纳入单位

预算 [32]。

3.3　上海科技创新资源中心

作为科技数据类新型研发机构和上海新型

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 [33]，上海科技创新资源

中心着力于科技资源数据的集聚融合、运行评

估与服务 [34]，通过采购、合作协议等形式集聚

了上海市科委等科技部门提供的科技政务数据、

各类文献与服务资源及其他各类科技数据。

载体方面，上海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建

立了上海大型仪器设施信息服务数据库、研发

基地资源数据库等平台。配置服务方面，通过

注册登录、购买服务、服务外包、签署定制合

同等，向各类用户提供科技数据检索服务、咨

询服务、科技中介培育一站式科技资源服务 [33]。

4　粤苏沪鲁比较分析

山东围绕科技数据管理与市场化配置也开

展了一些工作，但与粤苏沪相比，仍存在一定

短板。

总体规划方面，山东虽提出了“打造形成

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先行区”的目标，

但对科技数据的总体规划和目标不明确，部分

政策中仅提出加强科技计划数据管理，与三省

市明确的目标和举措相比，仍需改进。

科技数据要素集聚方面，科学数据是科技

数据的重要组成，与广东相比，山东尚未开展

科学数据汇交，科学数据中心体系建设未有进

展；同时，科技数据的开发利用也不足。

制度建设方面，广东和江苏对政务数据、

公共数据等权属进行了界定，山东尚未涉及。

标准方面，山东尽管出台了与公共数据、政务

数据资源、政务服务平台和数据产品登记等相

关的地方标准、工程标准和团体标准，但未见

科技数据相关标准，与广东相比仍有短板。

科技数据主体和载体方面，江苏和上海均

通过相对统一的数据主体建设了集中的数据平

台，而山东科技数据分散于山东省科技云平台、

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科技档案管理平台等多个

数据载体，平台间互联互通不足。

市场化配置方面，山东虽通过公共数据开

放网等开展了科技数据的开放和共享，但在数

据授权运营、数据开发和市场化交易等方面探

索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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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启示与建议

5.1　启示

5.1.1　明确科技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目标

广东、江苏和上海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公

共数据和科技数据进行了谋划，提出了数据要

素市场建设目标，对公共数据提出了一定措施

和任务，对科技数据进行了布局。尤其是上海，

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全球性科技资源数据中心

和枢纽的目标，对科技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引领

作用更强。

5.1.2　制定科技数据政策和标准

三省市出台了数字经济条例或数据条例，

从法律高度确定了数据要素市场或公共数据相

关内容。公共数据方面，江苏和广东出台了针

对公共数据的管理办法，此外，广东还针对公

共数据开放专门出台办法，上海更是增加了公

共数据共享办法。科技数据方面，广东、上海

将科技数据纳入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江苏还

将其纳入新修订的《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专门出台了科技资源统筹服务办法和考核细则。

标准方面，上海主要围绕公共数据资源目

录和公共数据交换工作规范制定了标准。广东

除公共数据和政务数据地方标准外，还围绕科

技政务大数据和科技大数据发布了团体标准，

可为相关工作提供借鉴。

5.1.3　建设多元科技数据主体和载体

三省市科技数据载体和科技数据主体呈现

多元化特点。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是实现数据管

理和流通功能的重要基础设施，三地均建立了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广东专门建立了广东省科

技数据发布应用平台，江苏和上海对科技数据

进行了一定的统筹，分别建设了江苏科技资源

统筹服务中心和上海科技创新资源中心。

5.1.4　推动科技数据要素集聚和应用

三省市均聚集了一定的科技数据要素，广

东在科学数据汇聚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江苏

和上海对科技数据进行了一定的统筹。其次，

实现了科技数据不同程度的开发与应用。如江

苏和上海就科技政策提供政策可视化分析、政

策匹配等深度服务。上海等还建设了长三角科

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推动跨区域科技数据的

共享和利用。

5.1.5　明确数据要素市场配置流程与模式

三省市对公共数据的市场配置流程和方式

进行了明确，也具有一定的共性。如在配置方

式上，面向不同主体实行共享和开放。广东对

公共数据资产登记进行了试点。上海设置了公

共数据授权运营即基于应用场景的授权，并将

其纳入相关数据条例，同时，上海数据集团有

限公司进行相关实践探索。针对科技文献数据

和网络科技数据，三地一般实行免费共享。

5.1.6　加强数据要素市场监管

三省市均对数据要素市场监管进行了谋划，

在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明确，但

存在各项内容分散于多项政策，聚焦不足的问

题。

5.2　建议

粤苏沪三省在科技数据要素市场化进行了

探索，形成了工作路径。山东应充分借鉴粤苏

沪三省市经验，围绕规划不明确、科技数据集

聚不全、政策标准不完善、主体和载体不统一、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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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登记和市场化交易不足等短板，从以下几

个方面开展工作：

（1）明确总体规划和建设目标。在“打造

形成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先行区”目

标的基础上，结合科技数据集聚和管理现状，

提出具体的科技数据市场化目标，根据目标做

好相关规划。

（2）推进科技数据要素集聚。加快山东省

科学数据管理平台及省级科学数据中心体系等

主体和载体建设，推动全省科学数据的汇交；

加强对已有科技数据的挖掘和利用，发挥科技

数据对科技创新的乘数效应。

（3）进一步完善政策标准。从法律、制度

上做好数据确权 [35]，从根本上解决数据产权问

题。充分发挥山东数据要素创新创业共同体作

用，探索出台科技数据相关标准，推动科技数

据要素市场标准化建设。

（4）探索多元化配置方式。在数据开放和

共享的基础上，加强与国家及各省市数据交易

所的合作，同时，利用山东数据交易平台，探

索开展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授权经营、市场化

交易，积极培育数商，完善最大化释放数据价

值的实现路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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