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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推动数据这一新型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然而,数据要素的供给、流通和使

用仍存在卡点堵点,突出表现为缺少有效的生态连接主体和价值共创机制。 平台企业是数据要素向生产力转化、推动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的有力主体,但鲜有研究关注到平台企业如何发挥资源、技术与场景等优势,以新机制加速数据要素向重大场景

转化,催生新质生产力。 本研究立足于数据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新使命、新要求和短板痛点,基于场景驱动创新理论,系统论述

平台企业牵引多维场景和多元主体构建数据要素创新联合体这一新质主体,推动形成数据要素“收-存-治-易-用”价值链良性

循环,加速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理论逻辑。 进一步,结合典型实践提炼总结平台企业构建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

转化“生态飞轮”的 4 个实践路径,旨在以平台企业这一新质主体,探索新型生产关系,推动数据要素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向新

质生产力转化,释放数据要素放大、叠加、倍增价值,赋能千行百业万企场景创新,培育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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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引领未来的战略性、基础性新型生产要素,为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

进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1-2] 。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据要素创新发展,202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

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应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充分发挥海量数据规模和丰

富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2024 年 1 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强

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激发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对推动数据要素赋能海量场景和产业链环节,
加快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提出新要求。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将“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作为年度

首要工作任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三大核心议题,提出要“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健全数

据基础制度,大力推动数据开发开放和流通使用”。 充分表明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在推动生产力能级跃

迁方面的主力军作用,而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成为了加速新质生产力培育,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

重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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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首要任务,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深化数据

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出了新要求。 然而,当前数据要素市场活力不足、数据要素向海量场景应用和新质生产

力转化滞后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2024 年 3 月 25 日,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 年年会数字化赋能产业转型专题研讨会上指出,“制约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的卡点堵点问

题依然突出,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制度还需完善”。 其核心难点在于各个主体之间缺

少有效的技术手段、平台建设和共享机制。 而平台企业作为桥接数据与场景需求的有力主体,是解决当前

核心难题的重要突破口。 一方面,平台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地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高端化、绿
色化转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水平;另一方面,其能够以数字技术创新和数据要素交互流通,加速

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和催生未来产业。 同时,平台企业作为深度参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型

实体企业,是打造科技领军企业、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成攻关的有力载体,能够发挥平台优势,推动数

字经济领域大中小企业深度融通和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产业智能化发展步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不

竭的市场驱动力。
与此同时,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 年年会数字化赋能产业转型专题研讨会上

强调,“数据只有与场景结合,才能改变传统生产函数,更好实现数据价值”。 然而,当前缺少有力主体面向

海量场景推动数据要素和场景适配的机制设计[3] ,导致数据要素与应用场景割裂、难以通过场景牵引数据

要素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4] ,将其切实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因此,为了加速数据要素向新型生产力

的转变,平台企业必须把握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利用庞大的数据资源作为切入点,深入理解并把握场

景驱动创新范式[5]带来的新机遇,激活数据要素生态,加快数据要素真正转化为各个场景下的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

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

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因此,本文基于场景驱动创新理论,旨在深入探讨平台型企业如何

面向场景,激活数据要素创新生态,加速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逻辑与进路,以期为发挥数据要素乘

数效应,实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二、文献回顾

(一)数据要素与新质生产力

数据要素作为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新型要素[6] ,具有可共享、可复制、可无限供给等特征[7] ,被视为数

字经济时代的“石油”,是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8-9] ,以及促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战略新兴产业乃至

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资源基础[10] 。 同时,数据要素也逐渐从资源化走向资本化和资产化,通过重构既有生

产要素配置影响全要素生产率[11] ,为创新提质增效带来了新资源禀赋[4] 。 因此,数据要素不仅赋能了数字

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也进一步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具有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要素配置优、环境友好等特点[12] ,是创新

起主导作用、科技创新作为核心要素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3-14] ,也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生产力[15] 。 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13] ,将科技成果有效赋能创新

主体和应用场景[16] ,引领企业创新跃迁、产业结构的深度转型、社会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区域和国家经

济发展的效能提升[17] ,是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二)平台企业和平台生态

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创新的关键力量。 它们不仅仅是数据的拥有者和

运营者,更是数据流通和交易的枢纽。 其在产业端和用户端积累了大量的规模数据,形成了独特的数字平

台优势和数据融通优势,能够连接多元主体,促进数据的有效流通和交易,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化[3] 。
现有关于平台企业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平台在商业生态中的作用[18-19] 。 平台企业通过采取开放架构的

策略,吸引多样化种群进入,构建多平台相互联结的共生网络体系,逐渐形成数字平台生态系统[20-21] ,促进

了不同参与者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价值共创[22] 。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核心优势在于其能够促进数字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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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务的提供者与用户之间的有效匹配,促进二者之间的互惠交易[21] 。 平台企业通过运用先进的数字技

术,以及开发和利用数据资源,有效地连接多元主体进行价值交换,在价值互通中实现数字创新[23] 。 数字平

台生态系统则为数字创新提供了必要的互补性资源和丰富的应用场景[24] 。 在此生态系统中,不同的参与者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能力,进行资源的互补和整合,共同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推动整个生态系统的

创新和发展。 这不仅为平台企业本身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也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场景驱动创新范式

Kenny 等[25] 率先将场景概念引入管理学领域,并将其定义为顾客生活中的特定情境以及在这种情境下

产生的需求或情感因素,多运用于面向用户设定场景进而促进营销的企业创新行为。 在此基础上,尹西明

和陈劲等[5]系统论述了场景驱动创新(context-driven
 

innovation)这一新兴创新范式,为推动数据要素有效流

通、高效配置和价值最大化提供新思路。 场景驱动创新的核心逻辑在于瞄准由复杂综合性需求构成的多维

场景,围绕场景整合应用各类创新要素[16] ,不仅将现有技术、数据、产品或服务应用于特定场景,进而创造更

大价值的过程,也基于未来趋势与愿景需求,驱动战略、技术、组织、市场需求等创新要素及情境要素整合共

融,突破现有技术瓶颈,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渠道、新商业模式[16,26] ,乃至开辟新市场和新领域。
对平台企业而言,发挥场景嵌入优势,驱动数据要素价值化是其助力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重

要途径[27-28] 。 平台企业能够发挥自身优势,链接多元数据要素市场主体,围绕重大场景,将数据要素精准落

地于场景应用,释放数据的全场景价值。 平台企业通过结合具体的应用场景,瞄准特色场景中数据要素市

场化配置的个性需求、识别场景中的痛点问题[29] ,进而明确场景设计的重点任务和建构方案[30] ,推动数据

要素配置进程中多层次、多主体、多功能以及多要素的融合[31] ,加速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和倍增价值释放,赋
能新质生产力持续涌现和发展。

(四)研究评述

学者们对数据要素价值化实现路径[1,3] 、数据要素市场建设[32-33] ,以及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34-35] 等进行

了大量研究,表明数据要素开放共享及市场化配置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8-9]和产业发展[10] ,实现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36] ,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持续涌现。 但忽略了对将数据要

素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有力主体和有效机制的探究,缺少面向场景创新机制设计[5,32] ,难以牵引发挥各类数

据要素创新主体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新要求、新场景、新任务[13] ,将数据要素切实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此外,尽管有学者逐渐关注到平台企业是以数字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创新,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双向协同发展的关键市场主体[2,24] ,对于数据要素价值化生态系统建构与市场化配置具有重要作用[2,28] 。
但并未进一步探究平台企业作为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力主体”,如何从系统视角推动数据要素生态建

设,以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并吸引多元主体共同围绕重大场景,参与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过程,创新优化

数据要素生态,将数据要素真正转化为各个场景下的新质生产力。
因此,本文基于场景驱动创新理论,进一步探讨在数据要素价值化过程中平台企业牵引各参与方通过

构建数据要素创新联合体协同共创、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和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为加快

数据要素创新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动能。

三、平台企业加速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理论逻辑

平台企业是数据交互与场外数据交易的主战场[37] ,是嵌入数据要素应用场景、加速数据要素向新质生

产力转化的关键主体,能够通过高效的价值链整合机制和技术创新能力牵引多元创新主体[38] ,构建场景驱

动型数据要素创新联合体,推动形成数据要素市场多元主体价值共创、利益共享的创新生态,从而以新质主

体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将数据要素这一新型生产要素通过高效的价值链循环,转化为各个场景中的新质生

产力(图 1)。
(一)生态逻辑:打造场景驱动型数据要素创新联合体,培育数实融合生态

平台企业的关键作用是超越单一项目和产品,走向体系化市场和竞争力培育,能够通过创新联合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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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台企业加速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理论逻辑

和运行培育体系化竞争优势,推动数据链、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39] ,形成数实融合的创新发展生态。 平

台企业,尤其是科技领军平台企业,不仅通过对接政府、产业、企业、用户场景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还能通过

双边或多边平台的商业模式,嵌入实体产业海量场景,更好地理解不同场景需求,从而与多维场景与多元主

体形成紧密连接,是推动构建场景驱动型数据要素创新联合体的关键主体。
一方面,平台企业链接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研究机构、产业链上下游利益相关者等,形成了多元主体参

与、价值协同创新的数据要素创新联合体,进一步,平台企业通过利益共享吸引和激励更多平台互补者参与

平台建设以增强平台的网络效应,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平台价值共创[40-41] 。 另一方面,平台企业基于自身业

务与平台利益相关者的业务能够主动嵌入到多维场景中,并通过技术引领场景跃迁[5] 。 在此过程中场景会

进一步提供需求反馈,牵引平台企业联合其利益相关者加快技术迭代,反哺场景需求实现,不仅能够推动平

台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持续提升技术能力和场景适应性,同时也使得场景不断进化和升级,实现更高层次

的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和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总体而言,平台企业通过构建场景驱动型数据要素创新联合体,推动多维场景和多元主体的深度融合。

通过场景驱动型数据要素创新联合体,数据要素以更低成本和更高效能转化为各个场景中的新质生产力。
 

(二)过程逻辑:以新型生产关系融通新型生产要素,促进新质生产力涌现

平台型企业加速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本质逻辑在于通过构建场景驱动型数据要素创新联合

体,以新型生产关系融通新型生产要素,促进新质生产力涌现,终极形态在于以多维数据汇聚与场景驱动型

数据要素创新联合体的形成,发挥数据要素在海量场景中的乘数效应,绽放数实融合的生态价值[42] 。
从实现过程看,新型生产要素即为数据要素,由于其本身来源于公共、企业、产业、用户等多维场景需求

中,因此,价值实现也紧密依赖于场景,需要有场景思维的新质主体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从而充分将数据要素

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动能[28] 。 新型生产关系即为由场景驱动型数据要素创新联合体这一新质主体结合数据

要素在实际场景中的复杂综合需求建构多维场景体系、拆解场景需求并通过耦合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形成

场景化数据要素价值化解决方案[16] ,将平台的网络效应与数据要素的自生长、可复用、非竞争等特性叠加,
从而以技术优势实现数据要素低成本收集、存储和治理,以平台网络优势推进数据要素的高效率交互、交易

和使用[2] ,从而推动数据要素“收→存→治→易→用”全价值链循环。
最终,通过数据要素这一新型生产要素与新型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向国家、产业、组织和个人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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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释放价值,形成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例如,通过智慧政府、城市智慧大脑、东数西算等工程

项目赋能国家和区域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维数据训练产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和新产业

培育;通过数据分析洞察市场环境,助力企业等组织形成先导战略和先导能力,加快组织效能提升与生态位

跃迁;通过数据分析工具与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普惠性应用,赋能个人创造力提升与超级个体形成[43] ,最
终以广域链接、泛在智能和数据融通交易与场景化交互打通自上而下的数据市场化和自下而上的数据复用

与基于数据的创新涌现,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能。

四、平台企业加速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实践进路

平台企业具有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的天然优势,能够推进构建场景驱动型数据要素创新联合体,助
力数据要素场内交易和场外交互并行互促,进而畅通数据要素价值链良性循环,最终推动新质生产力涌现。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把握多维场景体系建构、数据融通技术供给、数据要素价值融通以及价值共创生态激活

等关键路径,形成“小飞轮”,进而以“小飞轮”带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生态飞轮持续旋转(图 2),
从而释放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实现多维场景目标,推动数实深度融合,以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培育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图 2　 平台企业加速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生态飞轮

(一)多维场景体系建构

多维场景体系构建是平台企业加速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实践路径,平台企业的核心优势

在于其不仅是数据应用的直接参与者,也是连接不同场景、整合多元主体的关键枢纽。 平台企业自身拥有

丰富的数据应用场景,覆盖了从消费者到企业自身管理的多个层面,为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应用提供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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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场景。 同时,平台企业凭借其强大的技术实力、广泛的用户基础和多元的合作主体,能够快速洞察利

益相关者在不同场景下的具体需求[44] ,进而构建多维场景体系。 基于此,平台企业需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不仅局限于单一产业领域,更将跨越行业和应用场景实现数据的跨界融合和价值创造。

以华为为例。 华为作为科技平台型企业,本身具有广泛的用户基础和多元的合作主体,覆盖了从消费

者到企业自身管理到产业合作伙伴等多维场景。 对此,华为将场景融入企业战略,通过多维场景体系构建

切实推进数据要素的跨界融合和价值创造。 针对电力场景,华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全球 190 多家电力

客户提供防控工作与复工复产服务,打造电网智能巡检、配电物联网、站级边缘云等方案。 针对教育场景,
华为研发的 HarmonyOS 实现多终端学习数据同步,助力华为教育中心构建智慧教育全场景生态,加速各个

场景下数据要素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二)数据融通技术供给

数据融通技术供给是实现数据要素价值化的关键环节,其中涉及数据空间、隐私保护、联邦计算等高端

技术的集成与应用,而平台企业通常具备数据融通的技术和经验优势,尤其是科技领军平台企业,能够通过

数据融通技术的创新应用推动数据要素加工、交互和交易最终形成符合真实场景需要的新质生产力形态。
平台企业需要构建强大的数据基础设施,包括云计算平台、大数据中心和分布式存储系统,以支撑海量数据

的存储、处理和分析,从而为数据融通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使得数据能够在不同的业务场景中自由流动和

高效利用。 进一步,平台企业可以运用联邦学习、区块链、可信数据空间等前沿技术,实现数据的安全共享

和协作计算,并开发和部署高效的数据治理工具,以确保数据质量和合规性,包括数据清洗、数据标注和数

据质量管理系统等。 此外,平台企业还需推动数据标准化和互操作,通过制定统一的数据格式和接口协议,
提高数据交互效率,从而为数据跨场景应用提供有力支撑,加速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

以腾讯为例。 腾讯作为典型的数字科技平台企业,基于自身发展积累的数字技术和数据融通经验为合

作伙伴瑞泰马钢打造了一座“透明工厂”,围绕瑞泰马钢透明工厂建设场景的核心诉求,解决了数据融合问

题,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异构数据汇集到腾讯微瓴这个深度适配智慧建筑场景的物联网操作系统,通
过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数字孪生等新技术融通数据,实现了生产设备在线、管理流程在

线的终极目标,赋能传统制造业智能化、融合化和绿色化转型升级。
(三)数据要素价值融通

平台企业不仅是数据资源的汇聚者,更是数据要素价值融通的关键主体。 科技型平台企业本身也是数

据要素型企业,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数据资源,还能够通过与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合作伙

伴共享数据,形成多元化、立体化的数据资源库。 一方面,平台企业通过参与数据要素资源汇聚与资源编排

推动数据要素从资源、资产走向资本化,探索数据信托、数据要素资产入表等新模式,形成数据驱动的融资

投资,财务结构优化与公司价值提升新路径,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数据跨境流通新

模式,扩大高水平数据对外开放与交易交互,形成国内国际数据要素价值双循环发展的发展格局。
以中国电子集团为例。 中国电子作为现代产业链链长和产业平台型企业,不仅通过成立数据产业集

团,聚焦探索自主计算、数据安全、数据要素化等领域促进数据要素价值融通,也通过投资入股的方式助力

深圳数据交易所探索场内数据交易新机制新模式,推动数据交易和交互双向协同。 此外,中国电子也在积

极探索数据要素资产入表的理论逻辑,并与数鑫科技、德生科技等数据要素型企业达成合作,以平台牵引带

动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双向协同助力数据要素从资源走向资产最终转化为资本,充分融通数据要素价值。
(四)价值共创生态激活

由于数据要素天然带有的不确定性,其在价值化过程本身合法性难建立,因此,公众信任对于数据要素

创新机制尤为重要。 而头部的科技型平台企业凭借其品牌信誉和用户信任,能够构建多元主体间的互信合

作机制,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共创生态,不仅能够通过设计合理的收益分配和价值共享机制激发企业客户参

与,更能够凭借自身的用户基础和口碑激励个人用户参与数据要素价值共创生态,推进生态全面激活。
以蚂蚁金服为例。 作为金融科技平台,蚂蚁金服推出的芝麻信用分能够通过分析用户的金融行为和信

用历史数据,为用户提供信用评估,从而促进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个性化,其推出的理财类产品能够将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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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钱转化为社会剩余财富的再分配,促进个人资产的市场化。 鉴于此,个人不再需要单独将数据出售,而是

通过将数据贡献给平台,以互利合作的方式,实现数据的价值转化,不仅推动了数据流通,还为个人从自己

的数据中获益提供有益探索,从而为个人和社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可能。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聚焦于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紧迫需求和现实挑战,基于场景驱动创新理论,研究了平台

企业加速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本文发现,平台企业加速数据要素向新质生

产力转化的理论逻辑在于由平台企业牵引,联动多维场景与多元主体构成场景驱动型数据要素创新联合

体,进一步将新型生产要素融入新型生产关系,从而加速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 具体而言,由平台企

业构建的场景驱动型数据要素创新联合体通过建构多维场景体系、拆解场景需求并通过耦合管理能力和技

术能力形成场景化数据要素价值解决方案,推动数据要素“收→存→治→易→用→管”价值链循环,以低成

本、高效率加速数据要素交易、交互,最终推动数据要素在各个场景中持续涌现出新质生产力。 进一步,本
文提炼了平台企业赋能新质生产力转化生态飞轮,并以华为、腾讯、中国电子等平台企业为例,阐明推动生

态飞轮持续增长的 4 个关键进路,即“多维场景体系建构、数据融通技术供给、数据要素价值融通和价值共

创生态激活”。 本文结合了数据要素创新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现实需求,弥补了现有研究鲜有关注平

台企业如何赋能数据要素价值化的理论缺口,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和

实践启示。
(二)对策建议

坚持数据要素在生产要素中的战略地位、促进数据要素的有效转化和新质生产力的持续涌现需要以系

统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围绕数据要素应用场景培育、创新联合体构建、场内外交易交互互促、国际开放合作,
把握场景构建、技术供给、价值融通和生态激活的关键路径推动平台企业充分发挥有力主体优势,最终形成

数据场外交易与场内交易协同发展,数据交互与数据交易互促并行的数据要素创新格局,加速数据要素迈

入创新发展快车道,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形成。
第一,开放和培育数据要素重大应用场景,推动数实经济深度融合。 积极开放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

能制造、国资央企供应链等重大应用场景,基于重大场景将公共数据向平台企业开放共享,鼓励平台企业探

索数据要素向重大场景转化的新技术和新路径,促进数据要素在实际场景中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应用,从而

加速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化。
第二,支持平台企业牵头组建数据要素创新联合体,激发数据要素新质创新主体战斗力。 通过财政资

金支持、税收优惠、人才培养等措施,鼓励和支持平台企业深入嵌入数据要素应用场景,围绕场景需求与不

同领域的领军企业、科研机构共同组建场景驱动型数据要素创新联合体。 聚焦特定领域,整合各方资源和

能力,共同开展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和模式创新,以创新联合体的超强战斗能力推动数据要素的高效利用和

产业智能化升级。
第三,支持平台企业与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中心等场内交易平台的合作发展,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化国

内大循环。 一方面,引导平台企业参与数据要素国标地标制定,凭借其在数据融通技术与数据运营经验在

标准制定过程中提供实践见解和技术指导,形成国内统一的数据分类、数据质量、数据安全和数据隐私保护

等标准,提高数据的互操作性和可移植性,降低数据交易和交互的成本。 另一方面,激励平台企业积极参与

数据交易所的建设与运营,发挥场内外数据要素创新主体在不同场景中的差异化优势,支持平台企业以数

据交互创新可交易的数据要素产品和服务,并上架数据交易所;并发挥场内数据交易平台的撮合与动员优

势,推动多元主体通过数据交互实现业务扩展和场景拓展,全面提升数据要素市场的生态活力。
第四,鼓励平台企业围绕数据要素价值化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形成数据要素价值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

格局。 通过简化数据出境流程、优化数据跨境传输的监管框架、建立健全的数据安全评估机制等措施降低

企业在国际合作中的运营成本和合规风险。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与国际数据要素型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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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共同探索数据融通的前沿技术,引导平台企业在国际数据治理、数据交易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数

据驱动的创新成果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享与应用,形成开放、包容、共赢的国际数据合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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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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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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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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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ta
 

as
 

a
 

new
 

type
 

of
 

element
 

into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reby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bottlenecks
 

and
 

blockages
 

in
 

the
 

supply,
  

circul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data
 

elements,
  

which
 

are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lack
 

of
 

effective
 

ecological
 

connecting
 

entities
 

and
 

value
 

co-creation
 

mechanisms.
 

Platform
 

enterprises
 

are
 

powerful
 

subjec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ta
 

elements
 

into
 

productive
 

forces
 

and
 

in
 

driv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Yet,
  

few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how
 

platform
 

enterprises
 

can
 

leverage
 

their
 

advantages
 

in
 

resources,
  

technology,
  

and
 

context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ta
 

elements
 

into
 

significant
 

context,
  

thereby
 

giving
 

rise
 

to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research
 

is
 

grounded
 

in
 

the
 

new
 

mission,
  

requirements,
  

and
 

pain
 

points
 

of
 

data
 

empow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text-
driven

 

innovation,
  

it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how
 

platform
 

enterprises
 

lea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on
 

consortium
 

of
 

data
 

elements
 

by
 

engaging
 

multidimensional
 

context
 

and
 

diverse
 

subjects.
 

This
 

consortium
 

aims
 

to
 

foster
 

a
 

virtuous
 

cycle
 

in
 

the
 

value
 

chain
 

of
 

“acquisition-storage-
governance-exchange-usage”

 

of
 

data
 

elements,
  

thereby
 

accelerating
 

their
 

transformation
 

into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urthermore,
  

by
 

integrating
 

typical
 

practices,
  

this
 

study
 

distills
 

and
 

summarizes
 

four
 

practic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platform
 

enterprises
 

construct
 

an
 

“ecological
 

flywheel”
 

to
 

em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ta
 

elements
 

into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goal
 

is
 

to
 

explore
 

new
 

types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with
 

platform
 

enterprises
 

as
 

the
 

new
 

quality
 

subjects,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ta
 

elements,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factor,
  

into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approach
 

aims
 

to
 

unleash
 

the
 

amplifying,
  

stacking,
  

and
 

multiplying
 

value
 

of
 

data
 

elements,
  

empowering
 

innovative
 

context
 

across
 

a
 

myriad
 

of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and
 

cultivating
 

new
 

drivers
 

of
 

momentum
 

for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ata
  

elements;
 

platform
 

enterprises;
 

context-drive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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