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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广西可信数据空间高质量发展 
对策建议 

 

可信数据空间是数据要素价值共创的应用生态，是支撑

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可信数据

空间典型做法主要体现在建设可信数据空间能力、培育各类

可信数据空间和夯实可信数据空间底座上三个方面，为我区

下一步推动可信数据空间能力建设、应用场景和基础底座，

推进可信数据空间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          2025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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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信数据空间特点和应用前景 

可信数据空间1是国家数据要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

动可信数据空间的部署应用，有助于解决大量企业、行业和

个人数据不会用、不能用、不敢用问题，从而促进数据流通，

发挥数据要素价值。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前景十分丰富，一是

在数据流通上。以隐私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为基础，可信数

据空间通过动态权限控制、存证溯源等机制，实现数据“可

用不可见、可控可计量”。通过统一标识与语义互通技术，

打破跨主体、跨行业的数据孤岛，建立标准化流通框架，并

结合多方共识规则降低协作摩擦，最终形成安全、高效、可

审计的数据要素流动生态。二是在产业协同上。基于多方共

建共治的协作模式，可信数据空间整合分散的行业数据资

源，转化为可流通、可复用的数据资产。通过标准化治理与

场景驱动创新，支撑产业链上下游从线性链式协作向复杂网

络化协作转型，提升全链条资源配置效率与协同创新能力。

三是在收益激励上，依托价值评估模型与收益分配机制，可

信数据空间激励多方参与，形成按贡献分配价值的良性循

环。推动数据从资源化向资产化、资本化跃迁，实现价值规

模化释放与生态共赢。 

二、可信数据空间国内发展趋势 

当前国内各方积极围绕《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

（2024—2028 年）》开展可信数据空间建设，聚焦可信数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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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是数

据要素价值共创的应用生态，是支撑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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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特点并结合自身特点开展，积极围绕三方面开展研究，

分别是建设可信数据空间能力、培育各类可信数据空间和筑

牢可信数据空间底座三个方面，通过强化三大能力建设和发

展可信数据空间，相关具体做法如下。 

（一）建设可信数据空间能力 

一是建设可信管控能力。山东制定《山东省“产业大脑”

建设指引 1.0》，要求开展可信数据空间建设时，搭建统一的

可信认证体系建设，完善可信数据空间的可信管控能力，建

立数据安全防护机制，为可信管控能力建设提供了指引。济

南市积极构建可信数据空间平台，基于政务数据云的数据治

理、隐私计算、数据沙箱、区块链等底层技术能力，满足授

权数据安全存储、可信传输、数据存证溯源、融合分析、隐

私计算、联合建模等数据流通需求，搭建起多方安全可信的

数据空间环境，支撑多源数据资源汇聚融合与创新应用。 

二是建设资源交互能力。深圳数据交易所与长虹股份公

司达成合作，建设企业可信数据空间，完善数据跨区域互联

互通服务体系，与国家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

进数据跨区域跨行业合规高效流通使用。沈阳建设可信数据

空间实施全要素接入认证体系、全过程动态管控、全场景存

证溯源和全主体流通授权“四全原则”，构建全链条、多角

色参与数据流通服务生态。海南 16 家政府机构及企业建设

可信数据空间生态联合体，构建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探索可

信数据空间发展建设模式。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



— 4 — 

三是建设价值共创能力，山东公共数据流通交易可信数

据空间构建了“一体化大数据平台+授权运营平台+数据交易

平台”的数据安全可信流通架构，打通公共数据的汇聚治理、

开发利用以及交易流通各个环节，提升了数据供给和流通效

率，完善可信数据空间价值共创能力。青岛启动海洋可信数

据空间建设，通过依托海洋大数据交易服务平台建设，平台

已汇聚 292 类海洋数据资源，带动海洋相关产值超过 3 亿元。 

（二）培育各类可信数据空间 

一是开展城市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宁波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数据流通利用服务生态链，启动“一个枢纽、两个中心”

城市数据空间建设，通过建设城市数据资源互联互通的核心

枢纽，构建统一的数据资源体系，通过建设城市数据资源可

信加工利用中心和城市数据产业价值共创中心，驱动多主体

联动。广州市围绕城市特色优势产业数字化发展，以“1 个

城市枢纽+N 个产业专区”的方式建设广州城市可信数据空

间，探索城市可信数据空间运营场景，推动湾区数字化协同

发展。哈尔滨围绕城市数字化转型需求，建设城市可信数据

空间，基于政务数据资源中心构建，按照“1+2+4+N”架构

建设城市数据空间，包括 1 个城市数据空间平台底座，2 个

底座框架；4 类数据价值开发工具，即提供数据治理、数据

产品、数据服务、数据应用等工具，打造一批创新的数据产

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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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开展行业可信数据空间试点。黑龙江关注传统领域

可信数据空间构架，在农业领域构建行业可信数据空间，聚

焦于农业领域可信数据空间推行运营机制、建设模式和场景

规划等工作，促进农业产业链数据价值共创。湖北襄阳高新

区促进数据资源跨域共享和高效对接，开展汽车产业链可信

数据空间建设，通过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整合汽车产业链

数据，保障数据安全，促进跨领域协作。 

三是开展企业可信数据空间试点。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启

动机载共性可信数据空间建设，旨在打通研发、生产、客服

数据链，实现多创新场景应用，支撑超 1000 家单位数据流

通，推动航空产业数字化与智能化进程。江苏南通高新数字

公司建设家纺可信数据空间入选全省可信数据空间项目库，

聚焦家纺产业数据痛点，计划 3 年内实现数据产品交易、多

功能连接器发布及跨行业辐射等应用场景。 

（三）筑牢可信数据空间底座 

一是制定有关技术标准。数标委发布《可信数据空间 技

术架构》文件，描述了可信数据空间的技术特征，为可信数

据空间技术架构提供了指引；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联盟发布了

《可信数据空间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5 年版）（征求意见

稿）》及《可信数据空间能力要求（征求意见稿）》两项技术

文件，以实效价值为导向推动可信数据空间技术应用；深圳

市软通智慧有限公司牵头编制的《可信数据空间一体机》团

体标准，描述了可信数据空间一体机的数据格式和互联互通

要求，为数据确权、隐私保护及合规流通提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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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北京熠智科技开展可信数据空

间中的隐私计算、密态计算、区块链、使用控制和数据沙箱

等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包括连接器、中间件等数据空间产品，

为可信数据空间技术攻关提供了技术参考。北京北电数智与

北京大学合作，在红湖可信数据空间中嵌入大模型开发能

力，研究隐私计算和机密计算等核心技术保障 AI 训练数据

安全，推动医疗 AI 模型研发。 

三是拓展国际可信数据空间合作。上海中汽中心构建汽

车行业跨境可信数据空间，试点自动驾驶研发数据、电池护

照数据等场景，配套数据跨境标准体系和合规框架，推动国

际协同研发。上海数据交易所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数据交

易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中亚地区可信数据交换平台，

探索跨境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标准对接及合规治理。 

三、推进广西可信数据空间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 

借鉴国内其他省市发展可信数据空间的经验做法，我区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可信数据空间高质量发展。 

（一）完善可信数据空间能力 

一是强化统筹规划。制定符合广西实际的发展规划或行

动方案，明确建设目标、重点任务与实施步骤，统筹协调各

部门资源，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建设合力；二是完善数据市

场准入。结合数据流通交易，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等机制，明

确数据权属、流通规则、安全保护等内容，为可信数据空间

建设营造良好环境，吸引更多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强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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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数据空间价值共创能力。三是提高资源交互能力。不断完

善和引导可信数据空间运营者加强协作，统一数据目录标

识、身份认证、接口要求，实现各类数据空间互联互通，促

进跨空间身份互认、资源共享、服务共用。 

（二）开展可信数据空间试点 

一是积极推进场景应用。基于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

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等平台，构建数据授权运营的可

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支撑数据授权运营中的可信数据流

动，扩大平台数据应用范围；二是鼓励多主体合作。鼓励广

西行业龙头企业、国有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组建产

学研用创新联盟，基于对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

等前沿高地，构建城市、行业和产业可信数据空间，共同开

展可信数据空间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项目，开展东盟方

向的跨境可信数据空间试点。三是出台扶持政策。设立相关

扶持政策和资金，鼓励开展多种可信数据空间项目立项和建

设，推动可信数据空间在各行业的深度应用，提升竞争力。 

（三）夯实可信数据空间基础 

一是制定制度标准。加快推进制度标准规范制定，在数

据格式、接口标准、安全规范等方面统一标准，构建城市、

行业和产业的可信数据空间，推动区内数据互联互通；二是

开展核心技术攻关。鼓励有关企业和主体开展技术攻关，包

括可信数据空间中的使用控制、数据沙箱、智能合约、隐私

计算、高性能密态计算、可信执行环境等可信管控技术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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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完善相关基础服务。将建设可信数据空间共性服务体系

纳入相关规划，降低可信数据空间建设和使用门槛，完善

广西本地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对接建设，支撑数据对接

需求。 

 

（执笔人：梁荣华、李锋、陈园园、罗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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