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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存在两面性：价值与风险并存（上） 

（来源：普华永道微信公众号，2021-07-21） 

 

2021 年 5 月，第 7 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全国人口共计

141178 万人。这个数字的背后，是我国数字化发展水平的体现，同

时也是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创新。本次普查结果受到社

会的广泛关注与期待是因为首次利用了行政记录和大数据对普查数

据进行比对核查，有助于了解人口流动趋势、老龄化情况、政府政策

走向、甚至投资机会等，形成有价值的洞察。 

但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价值与风险并存。一方面，它的

价值体现在能为企业的生产活动提供决策，公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另一方面，它的风险体现在因大数据被恶意利用，导致个人隐私的泄

露事件频发，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侵害。 

【国企改革观象台】专栏将针对大数据的价值与风险，从国家政

策和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落地两个角度，分两期探讨国内对于数据安

全及隐私保护的合规要求，和如何应对数据合规挑战、保护数据安全。 

本期文章将从国家政策方面，以价值瞭望和守护安全的视角，重

点探讨以下内容： 

 数据将是今后最具想象空间的生产要素 

 国内近期部分数据安全及隐私保护合规要求梳理 

01数据将是今后最具想象空间的生产要素 

政策驱动 

2019 年 10 月 31 日，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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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

确指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

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2020年 4月 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

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印发，其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

素市场，包括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以及

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 

以上文件中对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进行明确和强调，将数据的重要

性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 

2021 年 3 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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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多次提到数据问题，进

一步明确大数据的政策推动方向。其中相关的政策要点包括： 

 聚焦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供应链金融、信息数据、人力资源

等服务创新发展。 

 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 E 级和 10E 级超级计

算中心。 

 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 

 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

计算、网络安全等新兴数字产业。 

 构建城市数据资源体系，推进城市数据大脑建设。 

大势所趋 

以新冠疫情为例，2020 年我国政府很快控制住疫情发展，尽管

有短暂经济停摆，但很快复工复产。目前我国疫苗已大规模量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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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仍有部分国家或地区的疫情控制情况不及预期。后疫情时代

的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大众配合程度以及科技水平都对疫情控制的效

果有重要影响。其中，科技水平的背后，数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健康码在疫情期间得以普及，并与日常生活如影随形，基于大数

据追踪技术，加速实现顺利复工。从这个角度，围绕健康码汇聚的数

据已然作为生产要素，大数据时代已经全面来临。 

02强监管时代到来，合规要求逐步完善 

2021年 4月 26日，专门针对数据安全及隐私保护制定的《个人

信息保护法（草案）》、《数据安全法（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此前，网信办也制定发布了《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

用于规范 14岁以下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数据应用场景比较多的垂直领域，比如金融、

通信、电商等行业，监管机构有更细化的合规要求，建议相关国有企

业根据自身行业性质梳理适用的合规文件。普华永道梳理了企业在开

展业务时需要特别关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仅供参考。 

国内监管机构近期发布的数据及网络安全相关的主要法规及标

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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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监管机构近期发布的个人信息安全相关的主要法规及标准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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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项相关规定的出台，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落地过程中应

发挥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通过提高数据安全评估能力、梳理数

据资产与流转情况等方式，着力于数据合规建设，保护数据安全。下

一期【国企改革观象台】将就以上内容进行详细分享。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_whH9KikQsUFmnI3G0M3Q ，

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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