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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要素
（一）数据资源资产化

探索数据资产评估和入表 。推动建立健全数据资产评估

标准， 建立完善数据资产评估工作机制， 开展数据资产质量

和价值评估 。探索将国有企业数据资产的开发利用纳入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激励机制。

——关于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进一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实施意见

鼓励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活动。对于数据资源首次实

现入表且入表金额大于 100 万元的， 可以对企业为实现数据

资产入表所发生的数据质量评价 、数据资产评估和第三方审

计等服务费用予以 30%的补贴， 同一企业数据资产入表补贴
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2023 年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资金实施指南（第三批）

推进数据采集处理标准化。推动自动驾驶 、数字医疗、

数字金融 、智慧城市等领域开展数据采集标准化试点。

——北京市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放发展行动方案

开展数据资产登记 。建立公共数据资产基础台账， 推动

公共数据资产化全流程管理 。组织建设行业数据资产登记节

点， 推进工业 、交通 、金融等行业数据登记 。支持市属国有

企业以及有条件的企业率先在数据交易机构开展数据资产
登记。

——关于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进一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实施意见

鼓励企业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进行数据资产登记。

对于企业首次开展数据资产登记并获得相应证书的， 可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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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该企业首批取得数据资产登记证书的登记费用的 30%予以

补贴， 同一企业年度补贴金额不超过 10 万元。

——2023 年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资金实施指南（第三批）

（二）数据交易流通

鼓励企业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开展数据交易。对于

企业签订的首个数据产品交易合同， 可以按照第一年度数据

交易额的 4%对企业予以奖励， 同一企业年度奖励金额最高
不超过 200 万元。

——2023 年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资金实施指南（第三批）

探索数据资产金融创新 。探索市场主体以合法的数据资

产作价出资入股企业 、进行股权债权融资 、开展数据信托活
动。

——关于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进一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实施意见

建设一体化数据流通体系。探索建设基于真实底层资产

和交易场景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给予数据资产运营单位相

应业绩考核支持 。允许数据商建立商用化的行业数据服务平

台， 为中小微企业等用户提供数据产品。

——关于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进一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实施意见

推进社会数据有序流通 。推动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的

价格形成机制， 支持建立数据交易机构预定价 、买卖双方协

议定价 、按次定价等数据产品定价模式 。推动建立数据交易

范式及合同模板 。引导承担公共服务的单位依托依法设立的
数据交易机构开展数据服务和数据产品交易活动。

——关于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进一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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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探索数据跨境流通 。完善数据跨境监管机制， 推进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落地实施 。支持海淀区等建设北京数

字贸易港， 支持朝阳区建设北京商务中心区跨国企业数据流

通服务中心， 支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建设数字贸
易试验区。

——关于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进一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实施意见

（三）数据共享开放

鼓励企业通过数据训练基地 、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平台或

其他权威网站等渠道向社会首次开放数据资源 。可以根据数

据规模、数据质量、更新频率和应用效果，对企业予以奖励，
同一企业年度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2023 年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资金实施指南（第三批）

推进公共数据专区授权运营 。市大数据主管部门规范公

共数据专区授权条件、授权程序、授权范围，以及运营主体 、

运营模式 、运营评价 、收益分配 、监督审计和退出情形等 。

被授权运营主体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 、数据可用不可见 ”

的要求， 以模型 、核验等产品和服务， 向社会提供有偿开发
利用。

——关于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进一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实施意见

持续加大数据开放共享力度 。发布本市公共数据开放年

度计划， 升级改造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依托公共数据开放创

新基地， 组织公共数据创新应用大赛和数据融合应用实验攻

关 。探索搭建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库或知识生产平台， 面向社
会提供数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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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放发展行动方案

推进数据应用场景示范 。建立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应用场

景库， 加快推出一批满足“一 网通办”“一 网统管”和“一
网慧治 ”等功能的便民利企数据产品和服务。

——关于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进一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实施意见

（四）数据治理体系

创新数据监管模式 。建立数据联管联治机制， 推进分行

业监管和跨行业协同监管 。推出一批数据产权制度 、数据流

通领域的典型司法案例， 为国内外数据要素司法实践提供参
考。

——关于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进一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实施意见

推动企业合规体系建设。研究制订涵盖数据收集、存储、

加工 、使用 、传输 、共享 、开放等全流程的数据合规指引，

出台大数据应用的禁止清单和谨慎清单 。支持重点企业内部

设立数据治理委员会， 明确首席数据官或首席合规官 。在重

点行业形成一批数据合规典型案例， 形成示范引领效应 。开

展《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贯标试点， 增
强企业数据管理能力。

——北京市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放发展行动方案

强化数据安全和治理 。 建立实施数据安全管理认证制

度， 引导企事业单位等通过数据安全管理认证提升数据安全

管理水平 。推进企事业单位等开展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
和贯彻标准执行。

——关于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进一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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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产业

（一）数字产业化
1. 信创

打造行业标杆示范。对于首次解决重点行业典型应用场

景需求并实际落地的优质解决方案， 按照解决方案中信创非

硬件部分实际采购额的一定比例给予“首方案 ”奖励， 最高
不超过 3000 万。

——北京市关于加快打造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

支持信创标准落地应用 。对首轮贯标的用户企业， 给予

“首贯标 ”奖励， 单个企业奖励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单项
标准奖励总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北京市关于加快打造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

深化行业推广应用 。对重点行业开放应用场景 、推广信

创标准的重大建设项目给予资金支持， 最高不超过 1000 万

元 。对于在京设立的行业共性适配平台， 根据产品适配和解

决方案推广应用情况给予资金支持， 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北京市关于加快打造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

提升园区发展能级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信创园对

符合员工入驻数量 、 比例等条件的园内新设国家重点实验

室 、新型研发机构 、重点行业适配平台等， 给予 5 年租金减
免。

——北京市关于加快打造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

开拓资金支持渠道 。组织金融机构开发信创软件项目研

发贷款， 对重大项目给予贷款贴息， 期限不超过 3 年； 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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