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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高可信数据资产（第二期） 

（来源：德勤微信公众号，2021-09-03） 

 

前言 

在第一期文章，德勤从国家以及我国金融行业数据治理体系的发

展分析着手，结合监管的数据管理政策演进，提出了数据治理 2.0——

构建高可信数据资产体系。在此期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数据安全法》三审稿，该法将于 2021

年 9月 1日起正式施行。我们提出的高可信数据资产正与《数据安全

法》规范数据处理活动、保障数据安全的要求完全一致。 

数据治理 1.0进阶升级 

    德勤数据治理实践 1.0主要从数据管控、数据管理、数据应用 3

个层面，结合数据治理审计和数据治理技术支撑，在 14 个领域开展

工作。传统数据治理工作侧重以数据管理组织架构、数据管理制度流

程、监管报送、数据标准建设、数据质量评估等工作为基础开展，重

在基础隐蔽工程的建设，而这些领域的工作与业务部门以及数据实地

应用场景相对较远，数据价值的直接体现有待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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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据治理 1.0 实施框架 

随着数据要素概念的提出，数据要素的价值评估、数据确权、数

据跨境传输等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讨论，对于企业来说数据资产的可

见、可解、可查、可得、可用是急于解决的问题。就以上内容综合信

息技术发展，德勤提出高可信数据资产的概念，以高可信为前提，数

据资产为落脚点，探讨数据治理 2.0工作。 

首先，何为数据资产 

早在德勤与阿里联合发布的《数据资产化之路：数据资产的估值

与行业实践》中指出，数据资产不完全符合会计准则中对于“资产”

及“无形资产”的定义。因此，数据资产目前尚未体现在企业的财务

报表上。但对于数据资产的确认和计量，从会计角度的讨论其实只是

一个起点，这一研究议题更重要的价值指向还在于：如何从广义上认

可数据的价值及其对企业价值的贡献。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在此次系列

文章中进行讨论的一个重点。 

通过数据资产与传统资产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他们之间的认定

标准和表现特征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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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传统资产与数据资产的财务特征差异 

财务认定特征是一方面，数据资产还具有传统资产所不具备的其

他方面特征： 

1.价值易变性，数据资产随着应用场景的不同、技术以及时间的推移，

其价值也会发生变化，而低价值密度的数据随着数据量的增加，可以

分析总结出高价值的内容。 

2.可共享性，在授权范围内，数据资产可以无限的进行交换、转让和

使用，为他人所共享，而这共享应用可以无限复制，其边际成本趋于

零。 

3.可加工性，数据资产可以被多维度加工，加工后的数据可以成为一

种新的数据资产。使得数据使用者通过各类算法和模型，将数据转换

为更为多样的形式，挖掘数据中的价值，发展数据的应用能力。 

4.介质依赖性，数据资产不能独立存在，其存储、传输、利用的过程，

必须依托其他介质，例如纸质、磁盘、光盘、硬盘等。 

数据资产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对业务过去已发生、将来要发生和

应该怎么做等与业务经营相融合的数据应用来发挥其价值，企业结合

其自身的业务应用视角、管理分析视角丰富数据的使用场景，支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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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经营、营销展业、风险管控或经营决策等。这对数据资产的“可见、

可解、可查、可得和可用”提出了要求，要求了解企业内部到底有哪

些数据资产，这些资产分布在哪里，解释定义是什么？如何找到和获

取这些数据资产？获取数据资产的形式和方式有哪些？这些数据资

产是否可以直接使用？质量情况如何？等等。 

正是这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资产，我们更需要通过业务应用的

场景，结合数据供应端、数据中介机构（数据保管/存储端、数据定

价机构、数据审计机构等）、数据消费端等不同的角色的视角，对数

据资产进行讨论，通过讨论与实践对相关的概念和关系做进一步的厘

清。 

其次，何为高可信 

在前文中，我们对高可信的五个可信进行了阐述，高可信数据资

产指企业所拥有的来源清晰、操作合规、质量可靠、安全可控的数据、

模型、算法。 

构建高可信数据资产，需做到以下“五个可信” 

1.来源可信：明确黄金数据 

2.操作可信：遵循规范流程 

3.内容可信：数据质量达标 

4.安全可信：数据安全可控 

5.防线可信：构筑治理防线 

这些可信的要求贯穿数据的应用以及数据的全生命周期之中。例

如德勤人工智能方案中要求的高可信，需要保障人工智能的公平中立，

透明可解释；还需要保障人工智能系统的稳健、可靠和安全、稳妥；

此外人工智能还需要尊重消费者的隐私，确保安全以及遵守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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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等等，这些都是高可信数据资产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示例。 

构建高可信数据资产管理 

通过对“数据资产”与“高可信”的分析与阐述，我们提出构建

高可信数据资产管理应该从以下五个层面贯穿数据的整个生存周期。

具体可以包括： 

 

图 3 高可信数据资产管理体系 

1.数据战略层面 

企业从整体战略上进行规划设计，将高可信、数据资产概念以及

相关工作与企业的业务发展和科技战略相结合，通过顶层设计的方式

将高可信数据资产融入到公司日常经营中，是高可信数据资产建设的

航标。 

2.数据治理层面 

数据资产管理相对原有的数据治理组织架构进行优化升级，强化

可信数据资产的供给与应用。通过建立更完善的管理制度、组建更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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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管理团队，使决策、管理协调等不同层次组织的有机协同，结合

考核与相关的文化培训建设，是高可信数据资产建设的组织与制度保

障。 

3.数据信任层面 

企业结合现行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标准规范的解读与落地，通过

数据合规、数据保护、数据运营、数据审计等方式构建数据资产管理

安全信任的多道防护体系，保障数据的持续可信，是高可信数据资产

建设的信任基础。 

4.数据管理层面 

企业利用数据管理相关的技术工具和方法，通过对数据资产进行

编目、溯源，规范化、质量监控以及价值评估等实现数据资产高质量、

透明与可解释，是高可信数据资产建设的工具与方法保障。 

5.数据应用层面 

企业结合自身的业务场景与应用生态通过对数据标签、数据指标、

人工智能、分析建模能力建设，有效支持数据资产的价值实现，是高

可信数据资产建设的价值实现手段。 

结语 

高可信数据资产管理实践，将持续从数据管理领域中的创新思考

与尝试实践进行解读分析。在数据治理 1.0的系列文章中我们对数据

战略与数据治理有着较为详细的介绍，下期文章我们将结合《数据安

全法》的发布，优先从数据信任层进行展开，重点介绍数据资产在数

据保护领域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敬请关注。 

为更深入地阐释数据治理领域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成效，探索数据

治理进阶之路，德勤将邀请国际数据管理协会中国（DAMA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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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业内理论与实践应用专家参与此次数据治理 2.0 系列文章的编撰，

邀请微众银行的数据及建模专家分享在数据模型应用、算法实践等领

域经验。 

 

文章作者：德勤中国副总监何向飞，德勤中国副总监张华，国际数据

管理协会中国理事郑保卫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p_YX62VMqzhmL2Att_Ilw ，

转载请注明。 

https://mp.weixin.qq.com/s/Zp_YX62VMqzhmL2Att_Il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