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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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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作为数字技术的关键要素和新型生产要

素，其流通使用在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和

公共治理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战略作用．
数据流通使用中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各类挑

战，也存在着违法违规的潜在风险．能否把该管的

管住，积极有效防范和化解之，关系各类数据主体

权益，关系国家数据安全；能否把该放的放开，发

展利用好数据，关系数字时代经济发展新动能，关

系国家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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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把“坚持促进数

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作为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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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以数据产权、流通交

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为重点的数据基础制度体

系，要求“充分发挥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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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数据合规高效流通离不开完善、明确、可预期

的法律制度体系，更离不开和发展相匹配的监管

科技、合规科技．数字技术将法律和监管要求落实

到数据处理的具体活动中，确保数据全流程合规

治理，也助力提升数据流通和交易全流程服务能

力．数据合规科技既是服务数据合规高效流通的支

撑技术，也可以成为新型的产业模式，具有极大的

发展潜力．
近年来，我国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颁布施

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条

例》等一批法律法规，一些地方先后开展了数据交

易、数据开放、数据权属登记等一系列实践试点，

还在数据处理技术、数据安全、人工智能技术等方

面不断推动相关技术标准制定．在理论研究、技术

创新和产业发展方面，我国产、学、研各界也不断取

得突破，一些创新型的数据合规科技企业和产品蓬

勃兴起，为技术赋能合规、数据赋能实体奠定了较

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面对数据流通日益频繁、数

字经济国际竞争愈发激烈的态势，更快提升数据

利用效能、更好保障数据安全和数据权益，亟需在

制度建设和实践应用等层面予以不断跟进回应．
为此，《信息安全研究》组织了本期以“数据合

规高效流通使用”为主题的专题，围绕数据法治建

设、数据跨境、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保护等监

管重点、行业痛点、技术前沿问题展开讨论，以促

进我国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发

展．本期专题共录用１２篇文章，内容涉及数据治

理、运营商数据合规、重要信息系统数据分类分

级、数据流通机制、数据价值研究、数据透明技术、

政务数据端到端数据溯源技术、数据安全共享方

案、数据交易流通安全、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及个人

信息保护中的必要原则和公平实践原则等．作者既

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

南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科研院校的研究人员，

也有来自国家信息中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信

息中心、全国海关信息中心、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

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等单位的一线工程师和技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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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还有来自北京明朝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

易融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的行业专家．专

题尽可能在有限的篇幅中涵盖不同学科、不同领

域及不同角度的观点，坚持问题导向，注重专题内

容的融贯性、广泛性，展现数据合规、数据流通及

数据利用的概貌．具体如下：

１）周辉等人对于数据治理的体系性进行了综

述，明确数据治理面临的制度困境和实践问题，并

提出完善数据治理的可行思路．

２）罗纯等人根据数据要素特征及数据流通现

状，提出构建数据可信流通框架，并对相应流通方

案进行了设计与讨论．

３）沈传年就我国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现状及

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数据主权视角下

就完善我国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给出了建议．

４）李萌等人研究了重要信息系统数据分类分

级方法，并根据政务数据的行业特点、应用场景等，

给出数据分类分级管理下的安全防护治理措施．

５）王翔等人指出了数据要素受价值非对称等

因素影响而在大语言模型训练等应用场景中具有

稀缺性，并就如何发展我国相关产业进行了讨论．

６）安鹏等人基于现有监管要求，对运营商数

据安全合规检查关键技术进行了介绍和研究，并

对技术实践案例和未来应用前景进行了分析展望．

７）傅宏宇等人介绍了数据透明技术的内涵与

现状，在分析其重要价值的同时给出了数据透明

度保障机制的构建与优化方案．

８）范絮妍等人通过对政务数据风险的研究，

提出了一种数据端到端追踪溯源模型和方法，并

介绍了基于该技术开展的实践研究情况．

９）高亚楠对数据交易流通过程中的安全保障

现状及其未来挑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制度完善、

技术推广及监管优化等方面的建议．

１０）陈曦等人提出了一种支持细粒度授权的

数据安全共享方案，旨在解决云计算环境下数据

共享时面临的安全风险．

１１）杨婕讨论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必要

原则，分析其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对这一

原则进行弹性化适用的思路与方案．

　　１２）王齐齐等人介绍了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

息保护的公平信息实践原则，提出根据客观需要

对该原则进行重构，使之更好适应平衡权益保护

与促进发展的需要．
本专题刊载的１２篇论文展示了我国数据合

规、数据利用等领域的理论和实务界的部分研究
成果．研究与时俱进、精益求精，力图勾勒出最新的
数据合规流通使用情况，为理论研究、技术创新和
政策制定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本专题的出版得到了作者、审稿专家和编辑
部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作为本专题的特约编委，
我们衷心感谢各位作者、审稿专家和编辑部等各
方的大力支持，希望本专题能够为广大读者和同
行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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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网络与信息法

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网络信息法学

研究》执行主编，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

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互联网协会

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参与《个人信息保护

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起草

论证，全国首个数据合规出境案例法律专家．在《中外法学》

《人民日报》等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数据要素市场的法

治化：原理与实践》等著作１０余部．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国家高端智库重点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

调研重大项目、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委托课题１０余项．主要

研究方向为网络治理、数据隐私、智能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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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硕士．北京明朝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国家移动信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ＮＭＴ联盟）理事长．国内密码学应用

专家，创立了最大的中文密码学应用网

站———中国ＯｐｅｎＳＳＬ专业论坛，并发表了数百篇相关技

术文章．曾主持或者以主要研发人员身份参与多种产品和

项目的研发，在多家国内刊物和国际会议发表文章，多篇

被ＥＩ收录．首创性提出网络安全业界普遍认可的逻辑磁盘

认证技术（ＬＤＡ）网络安全概念和方法．截至２０２３年２月，

参与明朝万达相关发明专利超１５０项．主要研究方向为数

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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