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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东省数据要素创新创业共同体提出。

本文件由山东数据交易流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山
东
数
据
交
易
流
通
协
会



T/XXXX XX—2024

3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的术语和定义、总体原则及概述、评估指标、评估方法、评

估流程的组织与实施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开展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活动,行业主管部门、数据集聚区、

数据企业可在经营管理、绩效评价等工作中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T/SDME 03—2023和T/SDME 06—202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 data

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

[来源：T/SDME 03—2023,3.2]

3.2

数据要素 data element

经过一定加工处理，能够通过市场流通、可参与到社会生产经营活动、为使用者或所有者带来经济

效益的数据资源。

[来源：T/SDME 03—2023,3.10]

3.3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 data element cluster

以服务数据权属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通为目标而形成的数据产业集聚区，是数据要素流转、价

值释放、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载体。

[来源：T/SDME 06—2024,3.1]

4 总体原则及概述

4.1 原则

开展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宜遵循以下原则。

——科学合理。评估指标体系表征集聚区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的内涵和特征，突出集聚区对

数字经济发展、数据要素市场的贡献和成效，符合数据资源流通的特点和规律。

——系统全面。坚持系统评估，综合考虑各评估要素与集聚区规划、建设的逻辑关系和对数字经

济发展的贡献，评估指标覆盖面全，评估结果全面反映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建设运营水平。

——客观准确。考虑集聚区核心产业所在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前景，评估指标具有可测性、可比性，

评估指标的数据可获得、真实、完整、准确，能够体现评估的导向和要求。

——专业务实。评估方法科学有效，评估流程规范、务实、高效，评估机构和人员专业规范，评

估结果反映集聚区的建设、发展阶段，指明集聚区进一步发展路径。

4.2 评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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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运营过程中，对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进行综合评估的过程，主要包括产

业集聚、资源供给、平台应用、保障能力等情况等方面。

5 评估指标

5.1 通则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由三级指标体系构成，包括6项一级指标、11项二级指标和38项三级指标。

评估指标体系表见附录A。

实际评估活动中，宜综合考虑被评估集聚区的规模、发展阶段、行业领域等因素，选择下列指标体

系中的全部或部分指标进行评估。

5.2 产业集聚发展能力

5.2.1 产业集聚规模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产业集聚规模评估包括以下内容。

——产业资源汇聚情况：集聚区对行业数据资源、产业要素等资源的汇聚水平程度。

——数商数量：通过孵化、培育、引进等途径，集聚区中与数据生产、数据流通和数据应用相关

的数商数量。

——算力供给：集聚区算力总规模（单位：flops）。

——数据产业规模：集聚区数据要素市场总规模（单位：万元）。

——数据流通水平：集聚区数据交易总额（单位：万元）。

——数据产品数量：集聚区数据产品总量。

——数据资产价值：集聚区数据资产的总价值。

5.2.2 科技创新水平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科技创新水平评估包括以下内容。

——科技创新能力：各数商已获得的各类知识产权数量，包括但不限于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等。

——科技创新型企业资质：各数商在科技创新方面已经获得的相关资质，包括但不限于高新技术

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等。

5.2.3 荣誉资质水平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荣誉资质水平评估包括以下内容。

——集聚区获得荣誉：以集聚区为主体获得的各类荣誉资质情况。

——数商获得荣誉：集聚区中数商获得的各类荣誉资质情况。

5.3 场景流通建设能力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场景流通建设能力评估包括以下内容。

——应用场景数量：数据要素的应用场景数量。

——场景质量：数据要素场景的应用质量，包括但不限于覆盖率、转化率、经济价值等。

5.4 数据资源供给能力

5.4.1 数据供给能力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数据供给能力评估包括以下内容。

——公共数据资源供给能力：公共数据资源纳入及供给能力。

——企业数据资源供给能力：企业数据资源纳入及供给能力。

5.4.2 数据资产登记入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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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数据资产登记入表数量评估包括以下内容。

——数据资产登记数量：开展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的企业数量。

——数据资产入表数量：开展数据资产入表的企业数量。

5.5 平台设施支撑能力

5.5.1 平台系统应用能力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平台系统应用能力评估包括以下内容。

——平台建设水平：提供数据汇聚、数据治理、数据合规、数据托管，数据产品登记、数据资产

登记、数据资产评估、数据交易、数据跨境、数据入股、融资等全链条系统性服务的平台，

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登记平台、数据交易平台、数据资产平台等。

——平台普及率：平台普及率=已入驻平台的企业数量/园区企业总数×100%（平台指数据登记平

台、数据交易平台、数据资产平台）。

——收录数量：各类平台收录数据数量。

——平台服务水平：集聚区提供数据汇聚、数据治理、数据合规、数据托管，数据产品登记、数

据资产登记、数据资产评估、数据交易、数据跨境、数据入股、融资等全链条综合服务能力

及水平。

5.5.2 基础设施支撑能力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支撑能力评估包括以下内容。

——网络覆盖情况：指光纤、宽带、5G 等网络覆盖及应用部署情况。

——算力设施情况：集聚区落地超算中心、智算中心、通用数据中心等数量。

——新技术支撑情况：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覆盖及应用情况。

5.6 园区服务管理能力

5.6.1 数据服务管理能力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数据服务管理能力评估包括以下内容。

——数据交易服务能力：通过数据交易平台，提供数据交易撮合、数据评估、交易监管等服务的

能力及水平。

——数据治理服务能力：提供数据管理、数据清洗、数据整合等服务，提高数据质量和价值的能

力及水平。

——数据分析与挖掘服务能力：提供数据分析工具和技术支持，帮助企业挖掘数据中的潜在价值，

支持决策制定的能力。

——数据资源管理：制定数字资源整合管理的制度，打造管理机制，培育支持数据资源管理机构。

——数据安全服务能力：提供数据加密、身份验证、访问控制等安全措施，确保数据的保密性、

完整性和可用性的能力及水平。

5.6.2 园区基础服务能力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园区基础服务能力评估包括以下内容。

——技术支持与培训：园区提供技术咨询、培训和支持服务，帮助企业提升数据处理和应用能力

情况。

——合作交流数量：组织各类行业活动、研讨会、培训课程数量。

——法律财税金融服务能力：园区为企业提供政策、法律、财税、融资等方面的服务能力。

——生活配套水平：提供餐饮、住宿、休闲等生活配套设施，改善区内工作生活环境情况。

——人才引进与培养数量：引进、培养数据科学家、数据分析师、数据工程师等专业人才数量。

5.7 组织制度保障能力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园区组织制度保障能力评估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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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园区基础服务能力评估包括以下内容。

——组织架构建设情况：园区工作机制水平，管理机构与职责分工情况。

——制度建设情况：按照 T/SDME 06—2024 建设情况。

——工作机制完善程度：与省级、市级相关部门沟通情况，整体推进和综合协调力度。

——其他保障机制：数据安全管理机制、数据交易仲裁机制、绩效评估机制、云网数一体化协同

安全保障体系等建设情况。

6 评估方法

6.1 评估方法选择

根据评估指标的类型以及评估数据的可获取性、方法可实现性，综合考虑评估委托者的需求、评价

周期和预算等因素，选择适用的评估方法。常用的评估方法包括：前后对比法、成本-效益分析法、数

据分析法、专家评议法、利益相关者调研分析法等，实践中应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种评价方法。

6.2 指标权重确定

根据38项三级指标在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中的重要性，并考虑被评集聚区的规模、发展阶段、行业

领域等因素赋予各项三级指标不同的权重。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a）主观赋权法。一般包括层次分析法、专家赋分法、模糊分析法、回归验证法等；

b）客观赋权法。一般包括最大熵技术法、主成分分析法等；

c）主客观综合赋权法。根据评估指标特性，将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结合使用。

三级指标权重确定后，应选取权重较高或重要的指标定为关键指标，选取的数量不超过三级指标总

数的30%。

6.3 计分方法

根据三级指标的得分，合理选择合适的计算方法，计算集聚区评估指标总得分。常用的评估指标计

算方法包括：加权平均法、综合评估指数计算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综合考虑评估方法、权重计算

方法及集聚区发展情况，合理选择评估指标计算方法。加权平均法见附录B，综合评估指数计算方法见

附录C。

6.4 等级划分

根据评估指标的总得分区间，将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划分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共三个等

级，并根据评估对象、评估目的等实际情况，设置综合评估指标分级。

——五星级产业集聚区：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管理和发展全面优秀。

——四星级产业集聚区：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管理和发展比较优秀，少数指标有短

板。

——三星级产业集聚区：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管理和发展一般，有部分指标存在明

显短板。

评估机构在具体分级操作时应通过评估案例进行验证和调整，分级结果分布应符合正态分布规律，

其中五星级和三星级占比为少数，四星级占比为多数。

7 评估的组织与实施

7.1 评估流程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宜采用以下流程。

——接受任务：评估机构接受政府、企业等单位发起的评估工作。

——编制评估计划：明确评估工作的总体安排与目的，确定人员构成、时间计划、评估专家等信

息；在此过程中，告知被评集聚区做好相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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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初审：被评集聚区提供相关佐证材料，评估机构对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如果审核通过，

则进入评估下一步流程；如果材料提供需要补充，则指导被评集聚区补充完善所需材料。

——制定评估方案：制定具体评估方案，明确评估内容、指标体系、评估方法、评估材料和报告

编写格式等具体技术细节。

——专家评估：评估机构组织专家讨论评估模型，对各项指标进行打分，并提出专业建议和意见。

——出具评估报告：评估机构依据专家评估结果，经综合计算得出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综合评估

指数及评估等级，出具评估报告。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流程见图1。

图 1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流程

7.2 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评估机构和集聚区的基本信息、评估基本情况、评估指标体系及

评估方法、各级评估指标的实际得分、综合评估指数及等级、评估专家意见和建议、评估机构盖章等。

评估报告的格式规范、表述准确。评估结论经过评估专家组充分讨论，形成一致意见。

7.3 评估用途

可作为一定区域范围内不同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建设、运营成效的对比。

可作为各级政府考核测评的依据。

可作为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相关制度调整完善、项目实施绩效管理等依据。

7.4 数据归属权

集聚区评估涉及的所有原始数据归评估发起方所有，经评估发起方授权，二次加工的数据可以向市

场流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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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指标体系表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指标体系表见表A.1。

表 A.1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产业集聚发展能力

产业集聚规模

产业资源汇聚情况

数商数量

算力供给

数据产业规模

数据流通水平

数据产品数量

数据资产价值

科技创新水平
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型企业资质

荣誉资质水平
集聚区获得荣誉

数商获得荣誉

场景流通建设能力 应用场景建设能力
应用场景数量

场景质量

数据资源供给能力

数据供给能力
公共数据资源供给能力

企业数据资源供给能力

数据资产登记入表数量
数据资产登记数量

数据资产入表数量

平台设施支撑能力

平台系统应用能力

平台建设水平

平台普及率

收录数量

平台服务水平

基础设施支撑能力

网络覆盖情况

算力设施情况

新技术支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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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服务管理能力

数据服务管理能力

数据交易服务能力

数据治理服务能力

数据分析与挖掘服务能力

数据资源管理

数据安全服务能力

园区基础服务能力

技术支持与培训

合作交流数量

法律财税金融服务能力

生活配套水平

人才引进与培养数量

组织制度保障能力 组织制度保障能力

组织架构建设情况

制度建设情况

工作机制完善程度

其他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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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加权平均法

B.1 各项评估指标计算

B.1.1 产业集聚发展能力

产业集聚发展能力指标平均得分计算见公示（1）。

 
 1

11
N

i iiHXT ………………………………（1）

式中：

iX ——产业集聚发展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的平均得分；

Hi——产业集聚发展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的权重；

N1——产业集聚发展能力指标下三级指标的个数；

1T ——产业集聚发展能力平均得分。

B.1.2 场景流通建设能力

场景流通建设能力指标平均得分计算见公示（2）。

 
 2

12
N

i iiLYT ………………………………（2）

式中：

iY——场景流通建设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的平均得分；

Li——场景流通建设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的权重；

N2——场景流通建设能力指标下三级指标的个数；

2T ——场景流通建设能力平均得分。

B.1.3 数据资源供给能力

数据资源供给能力指标平均得分计算见公示（3）。

 
 3

13
N

i iiGZT ………………………………（3）

式中：

iZ ——数据资源供给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的平均得分；

Gi——数据资源供给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的权重；

N3——数据资源供给能力指标下三级指标的个数；

3T ——数据资源供给能力平均得分。

B.1.4 平台设施支撑能力

平台设施支撑能力指标平均得分计算见公示（4）。

 
 4

14
N

i iiKST ………………………………（4）

式中：

iS ——平台设施支撑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的平均得分；

Ki——平台设施支撑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的权重；

N4——平台设施支撑能力指标下三级指标的个数；

4T ——平台设施支撑能力平均得分。

B.1.5 园区服务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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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服务管理能力指标平均得分计算见公示（5）。

 
 5

15
N

i iiRWT ………………………………（5）

式中：

iW ——园区服务管理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的平均得分；

Ri——园区服务管理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的权重；

N5——园区服务管理能力指标下三级指标的个数；

5T ——园区服务管理能力平均得分。

B.1.6 组织制度保障能力

组织制度保障能力指标平均得分计算见公示（6）。

 
 6

16
N

i iiPUT ………………………………（6）

式中：

iU ——组织制度保障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的平均得分；

Pi——组织制度保障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的权重；

N6——组织制度保障能力指标下三级指标的个数；

6T ——组织制度保障能力平均得分。

B.2 评价指标总平均得分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指标总平均得分计算见公式（7）。

654321 TTTTTTT  ………………………(7)

式中：

T——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总平均得分。

山
东
数
据
交
易
流
通
协
会



T/XXXX XX—2024

12

附 录 C

（资料性）

综合评估指数计算方法

C.1 各项评估指标计算

C.1.1 产业集聚发展能力

产业集聚发展能力指标总得分计算见公示（8）。

 
 1

11
N

i iiHXT ………………………………（8）

式中：

Xi——产业集聚发展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归一化后的得分；

Hi——产业集聚发展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的权重；

N1——产业集聚发展能力指标下三级指标的个数；

T1——产业集聚发展能力总得分。

C.1.2 场景流通建设能力

场景流通建设能力指标总得分计算见公示（9）。

 
 2

12
N

i iiLYT ………………………………（9）

式中：

Yi——场景流通建设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归一化后的得分；

Li——场景流通建设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的权重；

N2——场景流通建设能力指标下三级指标的个数；

T2——场景流通建设能力总得分。

C.1.3 数据资源供给能力

数据资源供给能力指标总得分计算见公示（10）。

 
 3

13
N

i iiGZT ………………………………（10）

式中：

Zi——数据资源供给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归一化后的得分；

Gi——数据资源供给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的权重；

N3——数据资源供给能力指标下三级指标的个数；

T3——数据资源供给能力总得分。

C.1.4 平台设施支撑能力

平台设施支撑能力指标总得分计算见公示（11）。

 
 4

14
N

i iiKST ………………………………（11）

式中：

Si——平台设施支撑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归一化后的得分；

Ki——平台设施支撑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的权重；

N4——平台设施支撑能力指标下三级指标的个数；

T4——平台设施支撑能力总得分。

C.1.5 园区服务管理能力

园区服务管理能力指标总得分计算见公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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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5
N

i iiRWT ………………………………（12）

式中：

Wi——园区服务管理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归一化后的得分；

Ri——园区服务管理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的权重；

N5——园区服务管理能力指标下三级指标的个数；

T5——园区服务管理能力总得分。

C.1.6 组织制度保障能力

组织制度保障能力指标总得分计算见公示（13）。

 
 6

16
N

i iiPUT ………………………………（13）

式中：

Ui——组织制度保障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归一化后的得分；

Pi——组织制度保障能力指标下第i个三级指标的权重；

N6——组织制度保障能力指标下三级指标的个数；

T6——组织制度保障能力总得分。

C.2 评价指标总得分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指标总得分计算见公式（14）。

654321 TTTTTTT  ………………………(14)

式中：

T——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总得分。

C.3 综合评价指数

C.3.1 影响分计算方法

影响分包括所有高分项及低分项影响分、关键指标高分及低分影响分两类。

所有三级指标实际得分中高分项及低分项的影响分计算方法见公式（15）。

2211 xqxqQ  ………………………(15)

式中：

Q——各三级指标实际得分中高分项及低分项的影响分；

q1——高分项影响系数；

x1——实际得分在该项指标满分值80%以上的指标项目数；

q2——低分项影响系数；

x2——实际得分在该项指标满分值50%以下的指标项项目数。

三级指标项中关键指标实际得分为高分及低分的影响分计算方法见公式（16）。

2211 ynynN  ………………………(16)

式中：

N——三级指标项中关键指标实际得分为高分及低分的影响分；

n1——关键指标高分项影响系数；

y1——实际得分在该指标满分值80%以上的关键指标项目数；

n2——关键指标低分项影响系数；

y2——实际得分在该指标满分值50%以下的关键指标项目数。

C.3.2 综合评估指数计算方法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综合评估指数计算方法见公式（17）。

NQTI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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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综合评估指数；

T——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实际总得分；

H——各三级指标实际得分中高分项及低分项的影响分；

K——三级指标项中关键指标实际得分为高分及低分的影响分。

山
东
数
据
交
易
流
通
协
会



T/XXXX XX—2024

15

参 考 文 献

[1] GB/T 36343-2018 信息技术 数据交易服务平台 交易数据描述

[2] GB/T 37728-2019 信息技术 数据交易服务平台 通用功能要求

[3] GB/T 37932-2019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交易服务安全要求

[4] T/SDME 03—2023 数据交易流通活动 术语

[5] T/SDME 06—2024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建设与管理规范

[6] 《济南市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5年）》

山
东
数
据
交
易
流
通
协
会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总体原则及概述
	4.1　原则
	4.2　评估概述

	5　评估指标
	5.1　通则
	5.2　产业集聚发展能力
	5.2.1　产业集聚规模
	5.2.2　科技创新水平
	5.2.3　荣誉资质水平

	5.3　场景流通建设能力
	5.4　数据资源供给能力
	5.4.1　数据供给能力
	5.4.2　数据资产登记入表数量

	5.5　平台设施支撑能力
	5.5.1　平台系统应用能力
	5.5.2　基础设施支撑能力

	5.6　园区服务管理能力
	5.6.1　数据服务管理能力
	5.6.2　园区基础服务能力

	5.7　组织制度保障能力

	6　评估方法
	7　评估的组织与实施
	附录A
	（资料性）
	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指标体系表
	（资料性）
	加权平均法
	B.1　各项评估指标计算
	B.1.1　产业集聚发展能力
	B.1.2　场景流通建设能力
	B.1.3　数据资源供给能力
	B.1.4　平台设施支撑能力
	B.1.5　园区服务管理能力
	B.1.6　组织制度保障能力

	B.2　评价指标总平均得分

	（资料性）
	综合评估指数计算方法
	C.1　各项评估指标计算
	C.1.1　产业集聚发展能力
	C.1.2　场景流通建设能力
	C.1.3　数据资源供给能力
	C.1.4　平台设施支撑能力
	C.1.5　园区服务管理能力
	C.1.6　组织制度保障能力

	C.2　评价指标总得分
	C.3　综合评价指数
	C.3.1　影响分计算方法
	C.3.2　综合评估指数计算方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