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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电子业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８３）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广州市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安宏睿业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质

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广州市中标品牌研究院、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中国计量大学、义乌市倩斯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壹体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杭州翰正标准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深圳市麦斯达夫科技有限公司、标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高昂、刘颖、杨晓峰、李柏晨、程越、王双、隋媛、鲁曦、谢秋琪、咸奎桐、刘珏、

茅海军、马建红、吕宏义、马万钟、金继光、肖明威、林芸、李武贤、陈亚红、李鹏超、陈金柱、杨春平、郑波、

王超、林平、温建超、赖升昌、邹明辉、洪庭杰、邱志平、刘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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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数据资产评价指标体系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商务数据资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指标体系、指标分类和评价过程。

本标准适用于数据的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对数据资产价值进行量化计算、评估评价，也可以作为

在线数据交易过程中数据资产商品化、证券化的评价依据。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２．１

数据　犱犪狋犪

信息的可再解释的信息化表示，以适用于通信、解释和处理。

注：可以通过人工或自动手段处理数据。

［ＧＢ／Ｔ５２７１．１—２０００，定义０１．０１．０２］

２．２

元数据　犿犲狋犪犱犪狋犪

关于数据或数据元素的数据（可能包括其数据描述），以及关于数据拥有权、存取路径、访问权和数

据易变性的数据。

［ＧＢ／Ｔ５２７１．１７—２０１０，定义１７．０６．０５］

２．３

资产　犪狊狊犲狋

对组织有潜在价值或实际价值的物品、事物或实体。

［ＧＢ／Ｔ３３１７２—２０１６，定义３．２．１］

２．４

数据资产犱犪狋犪犪狊狊犲狋

以数据为载体和表现形式，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并且带来经济利益的数字化资源。

注１：数据资产能够为组织带来有潜在价值或实际价值。

注２：数据资产能够估值、交易，并以货币计量。

注３：数据资产包含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数据。

２．５

数据资产交易　犱犪狋犪犪狊狊犲狋狋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

以数据资产作为交易标的物的电子商务活动。

２．６

无形资产　犻狀狋犪狀犵犻犫犾犲犪狊狊犲狋狊

特定主体拥有或者控制的，不具有特定实物形态，能持续发挥作用且能带来经济利益的非货币性

资源。

［ＧＢ／Ｔ３５４１６—２０１７，定义２．１］

注：数据资产属于无形资产。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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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电子商务数据资产评价指标体系由一系列反映数据资产价值特性，并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指标组

成的整体系统，体系的构建遵循如下原则：

———系统性：各评价指标之间应具有逻辑关系，能够反映电子商务数据资产特征的内在联系。每一

个指标类由具体的一组指标构成，各指标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共同构成面向电子商务

数据资产评价的有机整体。

———典型性：评价指标应具有代表性，能够在体现无形资产评估特点的情况下，尽可能全面、准确地

反映数据资产的价值。

———动态性：可根据评价目的、计算方法和实际情况特点，对指标体系进行适当的修改与完善，以满

足评估需求。指标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到数据生命周期特点，确定指标的时间尺度。

———可操作性：指标体系应能够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选择的指标应以定量为主，定性定量结合，并

且具有数据采集和计算的可操作性。

４　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项

电子商务数据资产评价指标体系内容包括：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指标项说明等内容。其

中，一级指标包括数据资产成本价值、数据资产标的价值等两大类指标。

数据资产成本价值是指数据资产全生命周期过程中，数据的产生、获得、标识、保存、检索、分发、呈

现、转移、交换、保护与销毁各阶段产生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所对应的价值。数据资产成本价值一级

指标包括建设成本、运维成本、管理成本等３项二级指标，每项二级指标又包括若干三级指标。

数据资产标的价值是指数据资产持续经营所带来的潜在价值，即数据资产能够产生的价值。数据

资产标的价值一级指标包括数据形式、数据内容、数据绩效等３项二级指标，每项二级指标又包括若干

三级指标。

电子商务数据资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见图１。

图１　电子商务数据资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电子商务数据资产评价体系一级、二级、三级指标，以及指标项说明见表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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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电子商务数据资产评价指标项及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项说明

数据资产

成本价值

建设成本

数据规划

为挖掘信息及数据间规律，建立科学设计、面向实际业务的数据系

统结构，以增进信息共享，方便数据使用。评价因素包含但不限于：

———业务数据量情况估算规划；

———数据集空间占用存储情况规划；

———数据库设计语言与数据库字符集规划；

———数据库备份与还原的方案规划

数据采集

记录并获得各类数据，并将数据经清洗、校验等再处理，进行分类存

储的过程。评价因素包含但不限于：

———使用人工、半自动化、全自动化采集等方式的情况；

———数据采集过程中的测量情况；

———模拟量或数字量的采样方法与采样周期；

———数据采集后清洗、校验等入库前的加工处理过程

数据核验

提供客观证明或对数据进行符合性核验，以确保入库数据的客观性

和一致性能够满足实际业务需要。评价因素包含但不限于：

———依据数据标准规范，对入库数据进行标准符合性测试的情况；

———数据结构合理性评估情况；

———主数据和代码数据的符合性情况

数据标识

从数据中提取要素信息，并为数据定义元数据描述进行标识，以方

便数据后续合理转化与利用。评价因素包含但不限于：

———元数据各项要素信息的统一描述情况；

———元数据在识别资源、评价资源、追踪资源过程中的应用情况；

———元数据在描述数据对象存在方式及其特征等方面的认知模型

建立情况

运维成本

数据存储

数据入库后的持久化存储，以及加工数据对客观事物进行逻辑归纳

和符号描述的过程，成为信息的记录载体和表现形式。评价因素包

含但不限于：

———数据存储的密度和使用的存储载体情况；

———数据索引及数据检索的效率情况；

———存储资源管理能力及数据可用性情况

数据整合

解决多重数据存储或合并时所产生的数据不一致、数据重复或数据

冗余的问题，提高后续数据挖掘的精确度和速度。评价因素包含但

不限于：

———信息资源整合的统筹规划策略制定情况；

———对分散的信息资源进行挖掘与分析，按照既定原则、标准或方

法对信息资源进行整理与组织的情况；

———对信息资源实现相互渗透与高度协同并开发利用的情况

知识发现

从数据集中提取可信的、创新的、具有实际和潜在使用价值的能够

被人理解的模式的处理过程。评价因素包含但不限于：

———确定发现何种类型的知识，并对发现知识的潜在价值进行预

评估；

———根据目标选择知识发现算法，以及合适的模型和参数，并从数

据中提取出预期所需的知识；

———发现的知识以人能理解的方式呈现给使用者，并对发现的知识

进行检验和评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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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项说明

数据资产

成本价值

运维成本

数据维护

通过优化、完善数据库的设计，以确保存储数据的持续、高效使用，

保证数据系统安全、可靠运行，为业务实现提供支撑。评价因素包

含但不限于：

———数据资源维护能力建设和保障情况；

———数据备份、数据冗余、数据迁移、应急处置等策略的准备及演练

情况；

———数据维护质量系数考核指标的确定，以及指标评价执行的

情况；

———数据销毁过程中对存储载体进行数据覆写、介质消磁、物理处

理等过程的实施情况

设备折旧

用于保障数据资产产生价值的设备在使用过程中逐渐损耗而转移

到产品或服务成本中的部分价值。评价因素包含但不限于：

———设备的自然寿命（有形损耗）和技术寿命（无形损耗）对成本的

影响情况；

———设备的折旧寿命和经济寿命对成本的影响情况；

———修理、改造、更新等设备损耗的补偿方式对设备的经济寿命的

影响情况

管理成本

人力成本

在数据资产采集、运维、产品和服务提供活动中用于支付给人员的

全部费用。包括从业人员劳动报酬总额、社会保险费用、福利费用、

教育费用、劳动保护费用和其他人工成本等。评价因素包含但不

限于：

———人力成本预算的内外部数据收集和分项落实情况；

———人力资源产出效率的提升策略和绩效考核指标落实情况；

———人力资源应用与其成本价值的符合度情况；

———管理流程优化减少合并无效环节的情况

间接成本

在数据建设、运维、产品和服务提供活动中生产费用时，不能或不便

直接计入成本，而需结算时进行归集并选择一定分配方法进行分配

后计入成本的费用。评价因素包含但不限于：

———支出风险、隐患、停工等不可控费用的预案制定与执行情况；

———常规租赁、物料、水电、办公、带宽等费用支出的预算与决算

情况；

———间接成本费用分摊方法的适用性情况

服务外包

寻求专业服务商承接非核心的业务，整合利用其外部优秀的专业化

资源，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增强

自身对环境的迅速应变能力的目的。评价因素包含但不限于：

———服务外包在节约成本方面的评估情况；

———服务外包在技术专业性方面的对比情况；

———服务外包在安全稳定性方面的评价情况；

———服务外包在服务与支持方面的响应速度、质量效率，以保障需

求和承诺价值兑现情况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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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项说明

数据资产

标的价值

数据形式

数据载体

数据结构、存储载体与实际应用相契合的程度。评价因素包含但不

限于：

———数据检索条件与获得信息的预期契合程度；

———特定数据检索返回结果的数据脱敏情况；

———检索返回数据数量符合需求且有效易用的程度；

———信息检索的人机交互界面或接口设计的易用性程度

数据规则

数据及数据的全部副本服从某种规则的约束，并对同一数据在同一

时刻保持唯一值。评价因素包含但不限于：

———数据加工整理前、后的数据匹配、一致的情况；

———数据不同时间版本之间编码独立标识的情况；

———数据在更新（增加、删除或修改）时数据的一致性情况；

———数据一致性检验方案设计的质量情况

数据表达

阅读并理解数据资源所代表的客观事物的逻辑归纳和符号描述的

难易程度。评价因素包含但不限于：

———数据作为信息载体和表现形式的清晰易懂程度；

———数据内容和格式是否符合业务逻辑判断的要求；

———对数据元、信息分类及编码等内容的规范化程度

数据描述

数据清晰、完全、具备归属且可溯源的程度。评价因素包含但不

限于：

———数据与元数据描述的各项要素的完备性程度；

———数据入库后保持描述信息真实且可溯源的情况；

———入库数据信息要素记录的完整性情况

数据内容

数据准确性

数据内容对数据所指对象的描述、展现是否准确及其准确程度，以

及数据形式对数据内容的表述、表达是否准确及其确切程度。评价

因素包含但不限于：

———数据采集到入库的过程中数据准确性核验的方案情况；

———数据的定义规范，数据与表达语义的一致性程度；

———加工整理后的数据表述准确，与原始数据之间的语义连贯性

程度；

———结构化数据（如文本）和非结构化数据（如图像、音视频）的数据

准确性核验方案的情况

数据真实性

数据所指内容真实反映、表现出数据所指对象的实际状况及其程

度。评价因素包含但不限于：

———数据的元数据定义准确反映客观事物真实状态的程度；

———采集、传递、加工和整理后的数据偏离客观事物的误差程度；

———数据抽样检查方案的完备性情况；

———对数据增加、删除、修改的监测预警情况；

———数据在业务应用中数据正确性的验证反馈情况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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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项说明

数据资产

标的价值

数据内容

数据客观性

数据采集和生产过程中受到主观因素影响以及被影响的程度。评

价因素包含但不限于：

———数据对客观事物描述的符合性程度；

———数据通过自检或第三方核验验证的情况；

———伪造或虚假数据存在的概率情况

数据有效性

入库数据对预定义的数据元各要素的符合性程度。评价因素包含

但不限于：

———通过数据元各要素的预先约定，保障入库数据符合规范性要求

的情况；

———对不符合条件的无效数据在录入时的条件验证实施情况；

———数据满足业务应用的对数据完整性、准确性要求的情况

数据可靠性

数据在其生命周期内保持完整、一致与准确的程度，以及数据可信

赖和可信任的程度。评价因素包含但不限于：

———数据可追溯其来源和生成相关要素的情况；

———数据标注信息齐全并且可对数据进行审计追踪的情况；

———数据加工、编辑过程中的可靠性保障情况

数据绩效

数据关联

数据与数据之间以及数据与用户之间逻辑关联匹配的程度。评价

因素包含但不限于：

———信息检索结果与用户期望的检索主题关联匹配情况；

———数据与数据之间具备逻辑关系的关联匹配情况；

———数据和业务应用实现之间的关联匹配情况

数据特征

在同质化竞争中体现数据的独特性、特有性和其他特征的情况。评

价因素包含但不限于：

———数据采集的条件区别于其他数据供应方的差异化程度；

———数据经整理、加工、关联之后，满足用户直接应用特定需求的契

合性程度；

———数据的独特属性带来的增值情况评估

数据预期

数据满足使用者需求以及业务特殊预期的契合情况。评价因素包

含但不限于：

———检索到信息与检索预期的符合性程度；

———检索结果返回时无关信息对决策的干扰程度；

———检索反馈信息量与预期信息量的匹配程度

数据应用

数据在不同功能领域的应用场景为业务绩效提升、价值变现实现等

方面的作用情况。评价因素包含但不限于：

———为数据各类应用场景提供的元数据定义、描述的充分性和适用

性程度；

———建立应用场景的个性化用户画像，并通过用户画像服务数据应

用场景的情况；

———针对不同应用场景进行数据清洗、信息加工处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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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项说明

数据资产

标的价值
数据绩效 数据时效

数据的更新服务是否及时。评价因素包含但不限于：

———数据入库和加工时，标记完整准确的时间戳的情况；

———数据服务请求与响应的速度情况；

———历史数据的版本标记情况；

———同类数据的更新频次情况

　　不同的数据资产交易方在进行数据资产交易时，可根据自身特点及要求对数据资产评价指标体系

进行自定义修改与完善，以符合当前交易要求和数据评估需求。

５　评价过程

５．１　概述

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标项（见第４章），可用于电子商务数据资产价值指数计算和评价。评价过程包

括评价准备、指标选型、评价实施和评价报告等步骤。

５．２　评价准备

５．２．１　识别评价目的

在开展电子商务数据资产评价前，无论是组织自身、交易双方还是第三方，都应综合考虑评价场景、

数据资产特性、结果应用等因素来确定评价目的。不同的评价目的将影响评价数据采集、测算精度和结

果报告形式。主要的评价目的包括：

———由组织发起的，针对其所拥有的数据资产情况进行评价，从而确定组织所拥有的无形资产和总

资产的价值；

———由数据资产交易双方发起的，针对交易过程中的数据资产价值进行评价，从而确定数据交易的

定价；

———由第三方（如行业监管机构）发起的，针对电子商务行业及其相关行业的数据资产价值进行客

观公正评价，推动和规范相关行业发展。

５．２．２　确定评价方案

根据评价目的需要，综合考虑数据资产价值影响因素，制定与其需求相符合的评价方案。可选择自

行制定方案来实施评价，也可以委托专业机构或第三方制定评价方案，以期获得社会认可的评价结果。

５．３　指标选型

５．３．１　评价对象描述

评价前应识别、界定和描述被评价的数据资产及其特性，包括数据来源、采集方式、用途等。

５．３．２　确定评价指标

评价前应确定评价年度和评价周期，并按照本标准所给出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标项来确定评价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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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３　设定指标权重

评价前应考虑不同行业和不同评价目的对电子商务数据资产特性关注程度，根据实际情况，结合专

家打分，进行权重设定。当在同一行业内或同一评价目的下进行评价时，应采用统一的指标权重设定方

案，以保证评价结果具有可比性。

５．４　评价实施

５．４．１　指标信息确认

遵循真实、准确、客观、有效的原则，确认数据资产评价各项指标信息，并在相关利益方确认后，作为

评价的输入值。

５．４．２　指标评价方法

评价组织者应当根据评价目的、评价对象、价值类型、信息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收益法、市场

法、成本法等数据资产评价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者多种评价方法，对数据资产价值进行

评价。

评价组织者对数据资产采用多种评估方法时，应当对所获得各种价值结论进行比较分析，形成合理

评估结论。

５．５　评价报告

评价组织者应根据评价目的，选择适当的形式进行评价结果测算，进行评价结果分析，并出具评价

报告。评价报告内容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数据资产持有组织概况；

———评价目的；

———评价对象和范围；

———评价基准日；

———评价价值类型和定义；

———评价假设和限定条件；

———评价依据；

———评价方法；

———评价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价结论；

———特别事项说明；

———评价报告的使用限制说明；

———评价报告日期。

评价组织者应对评价报告建档存留，并在既定时间对数据资产的价值增减变动进行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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