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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国家数据局获悉，

2025 年国家数据局将重点推进企

业、行业、城市 3类可信数据空间建

设和应用。

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

荣辉表示，可信数据空间是基于共识

规则、联接多方主体，实现数据资源

共享共用、数据要素价值共创的应用

生态，是从数据要素维度探索数据规

模化流通利用的中国方案，将助力构

建繁荣活跃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建设5类可信数据空间

2024年 11月 21日，国家数据局

印发《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

（2024-2028年）》（以下简称“《行动

计划》”），强调结合全球发展趋势和

我国产业实践，将分类施策推进企

业、行业、城市、个人、跨境 5类可信

数据空间建设和应用；提出到 2028
年，建成100个以上可信数据空间。

“《行动计划》是国家首次针对可

信数据空间进行系统性布局。总体

看，我国可信数据空间发展处于起步

阶段。”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司长

张望表示。

以建设企业可信数据空间为

例。目前，我国已有部分互联网平

台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央国企积极

开展可信数据空间建设。从企业内

部看，搭建受控、可信、合规的数据

流通和开发环境，可以打通企业内

部单元甚至跨越法人主体间数据共

享的堵点卡点，也可以吸引外部专

业团队在确保数据不出域的前提

下，协同开发利用好数据资源，帮助

企业提高创新能力。从企业外部

看，行业链长型龙头企业建设可信

数据空间，能够更加有效地协同上

下游企业开放资源，增强合作信任

度，提高供应链竞争力。

《行动计划》发布后不足一周时

间，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太极股份”）就对外发布了“太

极可信数据空间 V1.0”产品。该产

品基于国家“数据二十条”提出数据

产权“三权分置”制度，即数据资源持

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

营权，形成数据资源供给、数据产品

开发、数据产品经营三大平台，并紧

扣可信管控、资源交互、价值共创三

大核心能力，助力数据“供得出、流得

动、用得好、保安全”。

“上述三大平台紧密联接数据流

通上下游，确保流通环节衔接顺畅与

全程监管，助力各主体发挥核心能

力，实现数据要素安全合规流通。”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数字治理

领域首席专家程建润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截至目前，太极股份上述产品

已在行业、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建设

中得到应用，如太极股份联合中国

电力企业联合会打造的电力行业可

信数据空间，为电力产业链上下游

数据互联互通提供桥梁，促进行业

数据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太极股

份还以可信数据空间产品技术为支

撑，参与建设长安链·数据流通利用

增值协作网络，打造国家数据流通基

础设施北京节点。

“当前，许多行业在转型升级过

程中存在共性业务和数据需求，但面

临数据资源碎片化、数据开放权责利

不清晰等堵点痛点，行业可信数据空

间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办法。”

张望举例说，在新材料方面，可以通

过建设新材料大数据中心，建立数据

有序流通、安全共享和高效利用的机

制，为科研机构、经营主体参与新材

料研发和应用创造条件。

此外，“个人可信数据空间、跨境

可信数据空间对数据安全合规要求

高、政策性也很强，我们将联合有关

部门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积极探

索、稳慎推进。”张望说。

如何建设有效可信数据空间

《行动计划》提出三大能力建设

行动，通过构建可信管控能力、提高

资源交互能力、强化价值共创能力，

打造可信数据空间核心能力体系。

“目前看，这三大能力均有待加

强，如隐私计算、使用控制、智能合

约、交互式开发等技术仍有待突破。”

程建润表示，不同来源的数据资源、

产品和服务的跨主体互认，仍面临技

术标准、体制机制上的约束，数据价

格形成机制及各参与方公认合理的

收益分配机制还没有确立，可信数据

空间的运营、技术、生态、标准、安全

等体系均有待加快建设，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可信数据空间建设和作用的

发挥。

“各方应积极试点试验，逐渐收

敛技术路径，形成关键技术共识，另

外需要加快技术标准编制，以及贯标

评测等服务，并根据技术演进持续更

新。”程建润补充说。

“可信数据空间不能为建设而建

设，20%的工作在建设，80%的工作

在运营。”程建润认为，要做到可持续

运营，首先要坚持场景牵引，努力挖

掘和构建高价值、高频次的应用场

景，要能够带来持续稳定的收入，覆

盖空间建设的投资；场景明确后，就

要从各个渠道汇集数据，接入场景所

需的高质量数据，推动跨域数据融合

创新。

在这个过程中，可信数据空间运

营方要构建基于共识的规则机制，包

括资源接入规范、互联互通标准、收

益分配机制等，并通过可信管控、资

源交互、价值共创的技术体系实现。

然后组织数据服务方提供数据开发、

供需撮合、授权托管、审计仲裁等多

样化数据服务，最终通过会员制、数

据产品售卖、收入分成等各类商业模

式实现收益合理分配，实现数据流通

利用的闭环。

“概言之，要围绕高价值场景、高

质量数据、先进的算法和模型、合规

高效的服务、繁荣的产业生态进行发

力，提高可信数据空间的活力。”程建

润说。

近日，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

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报告》显

示，我国互联网网民规模

达 11.08 亿人，互联网普

及率升至 78.6%。互联网

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

助力。

2024 年是我国全功

能接入国际互联

网 30 周 年 。 30
年来，我国互联

网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

大到强的跨越式

发展，建成了全

球规模最大、技

术领先的互联网

基础设施，构建

起全球最大的网

络零售市场和网

民群体。

中国互联网

络 信 息 中 心 主

任、党委书记刘

郁林表示，站在

新的发展起点，

互联网行业发展

紧跟数字时代发

展浪潮，以“数”

赋能、以“智”提

质 ，通 过“ 二 三

四”逐层赋能，即

促进实体经济与

数字技术、数字

经 济“ 两 个 融

合”；加快农业、

制造业、服务业

“三个产业”数字

化 升级；拓展生

产、分配、流通、

消费“四个环节”数字化场

景，不断向“深”扎根、向

“实”掘进、向“远”而行，谱

写数实融合新篇章。

网络基础更加坚实

《报告》显示，2024年

我国互联网基础资源持

续拓展，5G、千兆光纤宽

带网络建设有序推进，移

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延续

较快增势，信息通信业高

质量发展成效显著。

互联网基础资源持续

丰富。域名、IPv6等互联

网基础资源是互联网的

“神经中枢”，也是数字世

界的底层基础。截至2024
年 12月，域名总数为 3302
万个，其中，国家顶级域名

“.CN”数量为 2082 万个；

IPv6地址数量为69148块/
32，同比增长1.6%。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协调发展。截至 2024 年

11 月，已累计建成 5G 基

站 419.1 万个，比 2023 年

末净增 81.5 万个；3 家基

础电信企业发展蜂窝物

联 网 终 端 用 户 26.42 亿

户，占移动网终端连接数

的比重达 59.6%，人、机、

物泛在智联有序推进，为

更多用户接入互联网服

务提供坚实支撑。

网民与应用规模
不断壮大

截 至 2024 年 12 月 ，

我国网民规模

突 破 11 亿 人 ，

达 11.08 亿 人 ，

较 2023年 12月

增 长 1608 万

人。手机网民

规模达 11.05亿

人 ，较 2023 年

12 月增长 1403
万人，网民中使

用手机上网的

比例达 99.7%，

人均每周上网

时长为 28.7 个

小 时 ，较 2023
年 12月提升 2.6
个小时。

从 年 龄 结

构 看 ，10- 19
岁 、20- 29 岁 、

30-39 岁和 40-
49 岁网民占比

分别为 13.0%、

13.1% 、19.0%
和 17.1%；50岁

及以上网民群体

占比由 2023 年

12 月 的 32.5%
提升至 34.1%，

互联网进一步

向中老年群体

渗透。

从城乡数据看，我国

城镇网民规模达 7.95 亿

人，占网民整体的 71.8%；

农村网民规模达 3.13 亿

人，占网民整体的 28.2%；

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85.3%，较 2023 年 12 月提

升 1.9个百分点；农村地区

互联网普及率为65.6%。

在互联网应用方面，

《报告》显示，2024 年，我

国各类互联网应用不断

深 化 ，用 户 规 模 持 续 增

长。其中，网络文学、网

上外卖、网络支付和在线

旅行预订的用户规模增

长最快，较 2023 年 12 月

分别增长 5474万人、4777
万人、7505万人和 3935万

人，增长率分别为 10.5%、

8.8%、7.9%和 7.7%。

在所有应用中，即时

通信、网络支付和网络购

物的用户规模最大，分别

为 10.81 亿人、10.70 亿人

和9.74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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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我国有

“人造太阳”之称的全

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

实 验 装 置（EAST）在

安徽合肥创造新世界

纪录，首次完成1亿摄

氏度 1066 秒“高质量

燃烧”，标志我国聚变

能源研究实现从基础

科学向工程实践的重

大跨越，对人类加快

实现聚变发电具有重

要意义。

图为全超导托卡

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控制大厅。

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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