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好政策频出

千亿级数据要素市场迎来发展机遇

本报记者 彭思雨

数据要素市场利好频出。 1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简称“数据二十条”），从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四方面提出20条政策举措，初步搭建了我国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业内人士表示，数据基础制度的构建将有效引导数据要素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有助于开启企业“逐数兴业”新蓝海，带动形成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相关行业迎来发展机遇。

市场不断完善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具有无形性、非消耗性等特点，可以接近零成本无限复制，对传统产权、流通、分配、治理等制度提出新挑战，亟需构建与数字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断解放和发展数字生产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数据二十条”坚持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这一主线，以充分实现数据要素价值、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为目标。

在数据产权方面，“数据二十条” 提出，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 。

在流通交易方面，“数据二十条”明确，完善数据全流程合规和监管规则体系，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构建多层次市场交易体系，围绕促进数据要素合规高效、安全有序流通和交易需要，培育一批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 在智能制造、节能降碳、绿色建造、新能源、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大力培育贴近业务需求的行业性、产业化数据商。

国联证券认为，数据基础制度的构建将有效引导数据要素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为市场参与主体合法合规推进业务落地提供了制度依据，数据生产、采集、确权、加工、分析、评估、定价、交付等环节将催生新兴产业链，将拉开产业链大发展的序幕。

民生证券分析师吕伟表示，在数据确权之后，交易流通至关重要，而市场、生态是实现交易的基础。 “数据二十条”明确“严控交易场所数量” ，利好现有规模较大、规范度较高的交易场所。 同时，提出“培育一批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 ，预计相关机构有望在政策鼓励下加速发展。

除了“数据二十条” ，数据要素相关政策正密集出台，推动其市场建设。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指出，规范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处理活动，加强数据分类分级管理，促进数据开发利用。 12月9日，财政部办公厅发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旨在加强企业数据资源管理，规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 10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提出2023年底前，初步形成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的建设目标。

相关赛道机遇显现

数据要素市场包含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加工、数据流通、数据分析、数据应用、生态保障七大模块。 数据要素市场是将尚未完全由市场配置的数据要素转向由市场配置的动态过程，其目的是实现数据流动的价值或者数据在流动中产生价值。

以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标注、数据交易等核心数据要素环节构成的中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据国家工信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测算，2021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达到815亿元；预计“十四五” 期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复合增速将超过25%，市场规模将突破1749亿元。

数据要素涉及的产业链条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产出对数据要素最为敏感。 东方证券认为，拥有数据资源的企业、与政府合作开展公共数据运营，以及进行数据加工与保障数据安全的企业有较好的成长机会。 此外，信创标的有望持续扩展。 以CPU、操作系统、数据库、办公软件为代表的基础软硬件产品型公司，ERP、OA等通用管理软件企业，以及面向重点行业的管理软件和业务软件厂商，有较高的景气度。

“政策密集出台标志着数据要素市场化进入到了具体落地阶段。 ”财通证券分析师杨烨表示，IT服务商商业模式有望逐步从项目制向数据服务模式转型，实现业绩长期可持续增长，业绩周期性减弱。 深度了解行业的 IT服务商能够基于其经验与积累，有效合理地对数据异质性价值进行定价。 未来随着数据要素市场逐步成熟，垂直领域IT厂商的经验与技术变现渠道有望多样化，打开广阔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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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配送能力 快递业加速复苏

●本报记者 金一丹

见习记者 常芷若

多家快递企业日前发布11月经

营简报，受疫情影响，经营数据表现

分化。 可喜的是，12月以来，邮政快递

业保通保畅利好不断，快递企业复苏

脚步加快。 业内人士表示，保通保畅

政策红利效果将进一步显现，线上消

费渐回活跃区间，快递业发展环境日

益优化。

保通保畅政策显效

近日，顺丰控股、圆通速递、申

通快递、 韵达股份等快递企业发布

11月经营简报，经营数据表现分化。

顺丰控股11月速运物流业务营业收

入、完成业务量、单票收入分别同比

下 降 3.24% 、 增 长 2.92% 、 下 降

6.01%。 圆通速递11月快递产品收

入、完成业务量、单票收入分别同比

下降1.91%、下降6.74%、增长5.17%。

申通快递11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

完成业务量、 单票收入分别同比增

长8.89%、增长2.15%、增长6.50%。

韵达股份11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完

成业务量、 单票收入分别同比下降

4.72%、下降21.40%、增长21.01%。 从

各业务指标来看，仅申通快递11月实

现全面增长。

11月， 快递业务规模体量受到疫

情多点散发影响， 部分快递网点暂停

运营、快件积压。 国家邮政局日前发布

的2022年11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

显示，11月，中国快递发展规模指数为

393.3，同比下降6.4%。 11月1日-11月

11日，“双十一” 快递包裹处理量达

42.7亿件， 是日常业务量的1.3倍，但

同比下降10.6%。 11月下旬，疫情多点

散发， 对行业在生产端的揽收和消费

端的派送带来较大压力。

12月以来，多条邮政快递业保通

保畅政策出台，快递业加快复苏。交通

运输部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交通运输工作的通

知》，确保交通物流畅通。国家邮政局

持续推进保通保畅工作， 报请国务院

物流保通保畅工作机制出台政策，大

力推动助企纾困政策落地实施， 推动

邮政快递企业和从业人员纳入“白名

单”管理，动态疏解积压的邮件快件。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业务

研究三部副主任王岳含表示， 保通

保畅政策红利效果将进一步显现，

线上消费渐回活跃区间， 快递业发

展环境日益优化。 同时，传统运行旺

季的潜力空间依然可期，前期投入带

来的能力提升，将推动快递业在畅通

经济循环与支撑实体经济中发挥更

大作用。

加大运力供给

近日， 国家邮政局部署邮政快递

服务畅通工作， 全力畅通邮政快递服

务网络，有效保证企业末端投递能力，

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及部门支持， 积极

保障快递员上岗作业。

“双十二” 迎来新一轮快递业务

高峰，民生、医疗物资需求加大，加之

疫情影响， 北京快递业出现快件积

压、企业人力不足等问题。 国家邮政

局积极推动解封，调度首都邮政快递

业末端畅通工作。

“我是从内蒙古来支援北京快递

配送工作的。 ” 北京市西城区某网点

京东快递员王义林告诉记者，“刚开

始送快件时对各街道小区不是很熟

悉，效率较低，大部分客户都表示理

解。 几天下来，北京快件送达时效已

基本恢复，部分‘爆单’ 地区时效性

可能会慢1-2天。 ”

京东物流从全国调集首批1000

余名快递员陆续抵达北京， 顺丰控

股也已发动500名京外快递员抵达

北京，德邦股份首批200余名京外快

递员也已奔赴北京， 增援快递配送

等工作。“目前京东、顺丰、德邦、丹鸟、

极兔、圆通等企业已派出超过2300人

增援北京的投递服务工作， 人员力

量得到相应补充。” 北京市交通委副

主任，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金京华介绍，目前北京市快递

企业产能整体上已恢复到正常的

水平。

快递企业积极加大基础能力建

设， 提升服务能力， 强化末端配送能

力，打通民生物资“最后一公里” 。 申

通快递通过设立专项帮扶基金、 加强

人员储备渠道、 调配运力等方式加快

统筹全网资源， 全网逐步进入常态化

运营。

申通快递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公司一直以

来高度重视时效和服务质量， 通过多

举措提高客户黏性，拓展规模客户量。

“11月，申通快递实现‘量利’ 双增

长，得益于产能建设投入，产能大幅度

提升奠定了单量增长的基础， 今年以

来业务增速持续向好。 ”

国信证券指出， 展望2023年，宏

观经济和商务活动恢复、 居民消费复

苏、快递经营效率提升，叠加今年快递

需求低基数， 快递需求增长大概率将

恢复至两位数以上。

国家邮政局表示， 我国快递市场

规模大、发展空间广、发展韧性足、政

策红利多的优势将进一步彰显， 快递

业必能在畅通经济循环与支撑实体经

济中发挥更大作用， 为我国经济注入

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

价格出现反弹 钢材冬储市场清淡

●本报记者 董添

12月20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多方

采访调研了解到，目前，受钢材价格

反弹等因素影响， 钢材冬储市场较

清淡。

“往年来看， 一般12月20日前后，

钢贸商就会全面进入冬储期。今年的情

况与往年不同，一方面，今年过年时间

提前， 理论上冬储时间应相应提前，但

大规模冬储远未出现。 另一方面，钢材

价格目前出现反弹，三级螺纹钢价格突

破4000元/吨大关， 对钢贸商来说，这

种价格下开展冬储，存在较大风险。 ”

天津一家大型钢贸商负责人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

主动冬储情况较少

上海钢联资讯总监徐向春对记者

表示，一般来说，冬储在12月底到1月

初这段时间，今年春节早，冬储时间节

点比往年会稍微提前一点。 实际上，现

在已经陆续开始了，只是钢厂冬储政策

出的不多，更多的都是低调进行。

“相比钢贸商主动冬储，今年钢厂

的被动冬储应仍然是主流。 ” 业内人士

对记者表示，“一方面， 钢贸商今年普

遍没有盈利，受资金限制，冬储投入力

度有限。另一方面，冬储价格较高，钢贸

商普遍认为风险较大，主动冬储的情况

比较少。 ”

从钢厂端看，虽然目前钢材价格有

所反弹， 但钢厂受原材料价格高企、产

量整体较低等因素影响，盈利能力整体

较低。为了促成冬储价格达成，以新疆、

甘肃为代表的部分西北地区企业出台

了冬储政策。

新疆一家大型钢厂冬储政策规定，

冬储期间，订货量达到5000吨，价格可

以达到3630元/吨； 订货量达到8000

吨，价格可以达到3600元/吨；订货量

超过1万吨，价格可以达到3570元/吨。

“钢厂当然希望钢贸商主动冬储，

如果价格与钢贸商达不成一致，就只能

选择被动冬储， 与钢贸商只协议销量，

不协议价格，等到明年春天以即时价格

结算。 ”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库存有所增加

中钢协数据显示，2022年12月上

旬， 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为

1534.15万吨，比上一旬增加3.76万吨，

增长0.25%；比上月同旬减少138.03万

吨，降低8.25%；比去年底增加404.46

万吨， 增长35.8%； 比去年同期增加

199.9万吨，增长14.98%。

“目前冬储的量还不多，价格还偏

高。 12月中旬，钢价涨幅整体过快，最

近由于需求疲软， 价格出现了一定调

整，但仍然处于高位。 冬储的整体情况

还要看后续市场变化。 ”兰格钢铁研究

中心主任王国清对记者表示。

对于接下来的市场行情，兰格钢铁

研究中心副主任葛昕认为，12月全国

粗钢日产将维持在260万吨左右水平，

其中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粗钢日产将

维持在210万吨左右水平，预计12月国

内钢铁产量将呈现一定回升。

中国联通着力打造四张精品网

5G基站数占全球三成

●本报记者 杨洁

“中国联通已拥有117万个5G基

站，占到全球30%左右；累计打造1.2万

个5G规模化应用项目， 覆盖国民经济

40个大类，加速推动5G应用从‘样板

间’ 向‘商品房’转变。 ” 12月20日，中

国联通董事长刘烈宏在2022中国联通

合作伙伴大会上介绍。

会上，中国联通发布了5G精品网、

宽带精品网、算力精品网、政企精品网

四张精品网方案。 按照规划，2023年，

中国联通将持续推进900MHz低频网

建设，新建不少于今年数量的900MHz

基站；在全国助力打造超200个千兆城

市，南方重点城市将100%建成宽带精

品网络。 此外，中国联通2023年还将启

动“5G点亮千座工厂”计划，打造1000

个5G全连接工厂， 并加大力度推进

“联通数村”平台和智慧社区建设。

加大投入力度

刘烈宏表示，中国联通将坚持适度

超前、以建促用、建用结合，坚定不移加

大投入力度，加快打造5G、宽带、政企、

算力四张精品网。

在5G精品网方面，当前，中国联通

已在全国部署117万个5G基站，建成全

球规模最大、带宽最高、速率最快的5G

共建共享网络，实现全国乡镇及以上区

域连续覆盖、行政村有效覆盖。后续，中

国联通将持续深化共建共享，加快推进

900MHz低频网建设， 力争2023年实

现全国连续覆盖， 人口覆盖率达99%；

持续提升5G网络能力，为5G全连接工

厂、智能制造等提供小于4ms的超低时

延、 大于99.9999%的超高可靠网络保

障；持续提升5G网络质量，为用户提供

信号强、 网速稳、 感知优的5G品质服

务； 持续提升5G网络体验， 发挥多频

段、大带宽组网优势，打造全球最快5G

网速，提供下载4Gbps、上传1Gbps以

上的极致体验。

此外， 中国联通还将打造全光接

入、全域千兆、全屋WiFi、全天候服务

的宽带精品网；打造超广覆盖、超大带

宽、超低时延、超高可靠、智能体验的政

企精品网；打造算力丰富、运力充沛、算

网一体的算力精品网。

在算力精品网建设方面，中国联通

积极构建多级算力供给，算力中心覆盖

国家8大枢纽节点和31省， 联通云实现

200多个城市“一市一池” ，MEC节点

部署超400个； 积极构建运力充沛的算

力输送网络，在四大城市群打造低时延

圈， 在国家枢纽间部署超100G直达通

道，提供SRv6低时延专用平面，通过高

效的数据流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

构建算网一体化编排调度体系，实现联

通云及200多个外部云商云池与算力输

送网络的协同编排调度，提供“联接+

感知+计算+智能” 的算网一体化服务。

云业务收入强劲

运营商的云业务是市场关注的重

点。 12月20日，在2022中国联通合作伙

伴大会上，刘烈宏介绍，联通云全面升

级后，树立了“安全数智云” 的品牌形

象和良好口碑。 今年以来，联通云收入

同比增长超过140%，全年收入将突破

300亿元。

刘烈宏表示，将倾力打造为中国式

现代化提供算力服务的云计算 “国家

队” ，持续加大联通云的研发投入，进一

步丰富以联通云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

工具箱，推动2023年联通云收入继续保

持高速增长，成为国家信得过、靠得住、

用得好的“安全数智云” 。 会上，中国联

通全面升级联通云至7版本， 并正式发

布“格物” DMP平台、“资治” 政务大数

据平台和“墨攻”安全运营服务平台。

在此前的业绩说明会上，刘烈宏强

调，今天的中国联通已经不再是传统意

义的“管道运营商” ，而是自身就已经

先行成为数字化的企业并对外提供数

字化服务的科技创新公司。

刘烈宏认为，电信行业正在数字经

济新赛道上全面升维，估值模型也需要

与时俱进地进行重塑。“以当前云计算

厂商4到8倍的市销率估值， 中国联通

仅云业务市值就有较好的提升空间。 ”

“未来，联通云将继续释放数字化

转型算力引擎势能，将自身的硬实力与

丰富的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产业数字化

转型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力量，持续为

数字中国注入新动能。 ”刘烈宏表示。

利好政策频出

千亿级数据要素市场迎来发展机遇

数据要素市场利好频

出。 12月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数

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

要素作用的意见》（简称

“数据二十条” ），从数据

产权、 流通交易、 收益分

配、 安全治理四方面提出

20条政策举措，初步搭建

了我国数据基础制度体

系。业内人士表示，数据基

础制度的构建将有效引导

数据要素市场健康、 有序

发展， 有助于开启企业

“逐数兴业” 新蓝海，带动

形成新产业，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相关

行业迎来发展机遇。

● 本报记者 彭思雨

市场不断完善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具有

无形性、非消耗性等特点，可以接近

零成本无限复制，对传统产权、流通、

分配、治理等制度提出新挑战，亟需

构建与数字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

产关系， 不断解放和发展数字生产

力。 ”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数据二十条” 坚持促进数据合

规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这一

主线， 以充分实现数据要素价值、促

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为目标。

在数据产权方面，“数据二十

条” 提出，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

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 建立

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

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

机制。

在流通交易方面，“数据二十

条” 明确，完善数据全流程合规和监

管规则体系，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

据交易场所，构建多层次市场交易体

系， 围绕促进数据要素合规高效、安

全有序流通和交易需要，培育一批数

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在智能

制造、节能降碳、绿色建造、新能源、

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大力培育贴近

业务需求的行业性、产业化数据商。

国联证券认为，数据基础制度的

构建将有效引导数据要素市场健康、

有序发展，为市场参与主体合法合规

推进业务落地提供了制度依据，数据

生产、采集、确权、加工、分析、评估、

定价、 交付等环节将催生新兴产业

链，将拉开产业链大发展的序幕。

民生证券分析师吕伟表示，在数

据确权之后， 交易流通至关重要，而

市场、生态是实现交易的基础。 “数

据二十条” 明确 “严控交易场所数

量” ，利好现有规模较大、规范度较

高的交易场所。 同时，提出“培育一

批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 ，

预计相关机构有望在政策鼓励下加

速发展。

除了“数据二十条” ，数据要素

相关政策正密集出台，推动其市场建

设。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的《工

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

（试行）》指出，规范工业和信息化

领域数据处理活动，加强数据分类分

级管理，促进数据开发利用。 12月9

日，财政部办公厅发布《企业数据资

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征求意

见稿）》， 旨在加强企业数据资源管

理， 规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

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 10月28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全国一体化政

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提出2023

年底前，初步形成全国一体化政务大

数据体系的建设目标。

国家邮政局日前发

布的2022年11月中国快

递发展指数报告显示，

11月， 中国快递发展规

模指数为393.3，同比下

降6.4%。

6.4%

相关赛道机遇显现

数据要素市场包含数据采集、数

据存储、数据加工、数据流通、数据分

析、数据应用、生态保障七大模块。数

据要素市场是将尚未完全由市场配

置的数据要素转向由市场配置的动

态过程，其目的是实现数据流动的价

值或者数据在流动中产生价值。

以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标

注、 数据交易等核心数据要素环节

构成的中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快速

增长。 据国家工信安全发展研究中

心测算，2021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

规模达到815亿元；预计“十四五”

期间， 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复合

增速将超过25%， 市场规模将突破

1749亿元。

数据要素涉及的产业链条长，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产出

对数据要素最为敏感。 东方证券认

为，拥有数据资源的企业、与政府合

作开展公共数据运营，以及进行数据

加工与保障数据安全的企业有较好

的成长机会。 此外，信创标的有望持

续扩展。 以CPU、操作系统、数据库、

办公软件为代表的基础软硬件产品

型公司，ERP、OA等通用管理软件

企业，以及面向重点行业的管理软件

和业务软件厂商，有较高的景气度。

“政策密集出台标志着数据要

素市场化进入到了具体落地阶段。 ”

财通证券分析师杨烨表示，IT服务

商商业模式有望逐步从项目制向数

据服务模式转型，实现业绩长期可持

续增长，业绩周期性减弱。 深度了解

行业的IT服务商能够基于其经验与

积累，有效合理地对数据异质性价值

进行定价。未来随着数据要素市场逐

步成熟， 垂直领域IT厂商的经验与

技术变现渠道有望多样化，打开广阔

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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