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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Data element governance is a key factor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era. By strengthen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ata factors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a new model of 
data-driven national governance can be formed, and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can be made more 
scientific, refined, intelligent, and efficient. The U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 top-level system desig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pplica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global governance cooperation of data element governance, which has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level of data element governance and provided experience for China.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virtuality of data elements, more subjects involved, greater risk of leakage,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of 
technical support level, the current data element governance is still faced with challenges such as 
imperfec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incomplete ethical governance mechanism, weak talent 
and technology foundation, etc. It is thus challenging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data factor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a data element governance system suitable for current major need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by establishing a governance concept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development of 
efficiency, fairness, and security in all directions, building a governance model featuring the collaboration 
and co-governance of multiple subjects of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society, strengthening a 
governance idea driven by the synerg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 and improving the basic 
guarantee of talents,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to promote the governance level of data factors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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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数据要素治理在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基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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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据要素治理是数字时代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支撑。通过强化数据要素与国家治理深度融

合，能够加快建立数据驱动国家治理的新模式，推动国家治理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和高效化。欧

美等国不断加强数据要素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技术创新应用、协同治理机制和全球治理合作，有效提高了

数据要素治理水平，为我国提供了经验借鉴。不过，受数据要素的虚拟性、涉及主体较多、泄露风险较大、

技术支撑水平要求较高等特点的影响，目前我国数据要素治理仍面临着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伦理治理机制

不完善、人才和技术基础较薄弱等挑战，无法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以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新时代

迫切需要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需求和应用场景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数据要素治理体系，树立兼

顾公平、效率与安全多方位发展的治理观念，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强化科

学、技术与制度多维协同驱动的治理思路，完善人才、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以提高我国数据要素

治理水平，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字    国家治理现代化，数字要素治理，治理体系，治理思路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21117004

数字时代数据要素与社会生产、生活和治理体

系深度融合，形成了“信息-物理-社会”强耦合的复

杂动态系统[1]。这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思

路、新需求和新挑战，加强数据要素治理成为国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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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数据要素作为数字时代下

的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

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加强数

据要素治理，不仅能够支撑数据驱动国家治理新范式

的形成，促进国家协同治理和科学治理，提高国家治

理体系整体效能，还可以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推动国家进行更科学、更精准、更智能、更高效的治

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步入数字时代，随着数据要素规模爆炸式增长、

数据要素类型日渐丰富、数据要素衍化速度不断加

快，传统国家治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例如，我

国国家治理长期存在治理部门分割、“信息孤岛”等

现象，容易造成治理主体对治理问题的感知力不强、

治理方案响应不及时、治理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治理

政策难以形成合力等问题。数字时代下数据的大量涌

入加大了治理主体处理相关问题的难度，对其治理水

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数据要素也带来了“信

息茧房”、数据泄露、数据歧视、数据垄断等新的治

理问题，传统的国家治理方式难以应对新时期愈发复

杂的治理挑战[2]。为此，迫切需要提高数据要素治理

水平，有效发挥数据要素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基

础性作用[3]。

本文旨在构建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数据要素基

本机制框架，总结世界主要国家推动数据要素治理的

经验，梳理我国数据要素治理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

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兼顾效率公平安全发展、多

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科学技术和制度多维协同驱

动、强化相关保障条件等 4 个方面提出优化我国数据

要素治理以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议。

1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数据要素治理基本
机制框架

数据要素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基础性作

用的原因在于，数字时代数据要素治理不仅是国家治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能够强化数据要素与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国家治理的深

度融合，提高国家治理整体效能。

1.1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数据要素治理的内涵
数据要素指的是能够为使用者带来效益的数据资

源[4,5]。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数据要素治理是指，以

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价值导向、以数据共享开放利用为

重点、以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为底线，对数据要素采

集、流通、存储、加工、分析、服务各个环节进行规

范，从而保障数据要素价值合理、有序、充分释放[6]。

（1）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数据要素治理是一个

复杂的动态过程。国家治理层面所需的数据要素主要

包括政府部门活动产生的政务数据，以及依法采集的

个人、企业、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业务数

据等，这些数据能够为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治理

效能提供基础支撑。数据要素的来源、流通等具有高

度复杂性，包括数据采集、归集存储、分析处理、流

通使用等多个环节，涉及数据生产者、数据采集者、

数据管理者、数据平台运营者、数据加工利用者、数

据消费者等多元参与主体。因此，面向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数据要素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4]。

（2）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数据要素治理需要

推动数据要素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深度融合。数据要

素治理体系指的是统筹数据要素流通与应用的一系列

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的制度安排，可以体现在国家、

区域、行业、组织、个人等不同层面，涉及科技、产

业、社会等不同应用领域[5]，是政府为达成数据要素

治理目标而实施的各种支持、规制和风险管理政策工

具的综合。数据要素治理能力则是指实现数据要素治

理目标的能力。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数据要素治

理，需要加强数据要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深度融

合，在政府治理的基础上，引入企业、平台等利益相

关方，构建共建、共享、共治的治理体系，并以与数

据要素产生、收集、分析、监测、共享相关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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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数据管理技术、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技术等）

为支撑，不断提升数据要素治理水平。

（3）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数据要素治理需要推

动“对数据要素的治理”和“基于数据要素的治理”

深度融合。数据要素治理可分为“对数据要素的治

理”和“基于数据要素的治理”两个方面[4,5]。对数据

要素的治理主要指在各种类型数据供给的基础上，通

过数据授权与采集、存储与加工、生产与交易、产品

与服务等过程，获取数据价值，同时以法律法规、标

准规范、数字技术、数字平台等相关体制机制和设施

支撑，对数据要素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问题（如数

据垄断、数据隐私、数据安全、数据鸿沟等）进行治

理，以降低数据要素治理的负面影响，保障数据要素

的有序开发利用[6]。基于数据要素的治理则是依托相

关体制、技术和设施支撑，推动数据要素权属确认、

开放共享，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以数据要素赋能

国家治理，改善国家政治、科技、经济、社会等领域

的治理效能[7,8]。

1.2 数据要素治理发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作
用的机制框架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不断降低实现国家治理

目标的成本，获得更高国家现代化收益的过程[9]，是

一个系统性过程。数字时代，数据要素的虚拟性、

体量巨大、可融合性等特征决定了面向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数据要素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其基本机

制包括多个方面（图 1）。其重点在于面向国家治理

现代化建设的重点需求，加强政务、业务、个人、社

会、自然等领域数据要素的有效供给及其融合应用，

加强数据要素向国家治理体系中科技、经济、教育、

医疗、交通、司法、环境等领域的深度渗透，强化数

据要素赋能增强治理信息反馈和纠偏的实效性，以促

进国家治理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和高效化，

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加快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数据要素治理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重点体现

在 3 个方面。

（1）通过强化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范式推动国家

治理更加科学、精细、智能和高效。面向国家治理现

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通过数据要素治理提升对复杂

治理环境的科学研判水平，打造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

范式[10]；面向重点需求、重点领域、重点人群实施态

势感知和精准分析，针对性地优化治理方案，提高国

家治理的精细化水平；通过对经济、社会、环境等领

域的实时、多元数据采集和智能分析，为治理主体提

供基于不同场景的智能研判以辅助决策；基于数据要

素推动国家治理需求与治理资源供给精确对接，合理

分配人员、物资、设备等治理资源，提高国家治理效

率。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各级政府基于

大量公共数据资源，实时刻画区域人员和医疗物资流

动态势，辅助制定疫情防控政策。

（2）通过强化数据要素共享推动国家治理协同合

作水平的提高。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多元主体协同

的迫切需要，加强数据要素开放共享水平，充分发挥

部分数据要素的公共物品属性，从而降低不同部门、

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

信息交换的难度，有力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决策[11]。同

时，数据要素的共享可有效促进政府的信息公开，推

动各级政府治理协同的规范化、公开化和协同化，加

强国家协同治理能力。

（3）以数据要素资源及相关技术平台增强治理

结果反馈和纠偏的能力。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治理

结果反馈能力的迫切需要，加强数据要素治理，推动

数据反馈过程进一步优化，能够帮助治理主体及时获

取民生动态和民情信息，提高相应服务的供给能力和

对治理结果反馈的能力，高效纠正治理偏误。此外，

数据要素在推动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催生了很

多新的治理问题，如数据歧视、数据垄断、数据泄露

等。加强数据要素治理能够强化对数据要素使用的规

制，保证数据使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降低对国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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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能提升的负面影响。

2 世界主要国家数据要素治理体系的建设
经验

随着数字要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数据要素治理

体系建设逐渐成为全球公共治理关注的焦点。世界主

要国家围绕数据要素治理体系的建立健全做出了大量

努力，针对数据要素治理的体系顶层设计、技术创新

应用、协同治理机制和全球合作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法

律法规，不断推进数据要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融

合，提高了数据要素治理水平。

2.1 完善数据要素治理体系顶层设计
（1）出台数据要素治理的综合性政策。美国《联

邦政府云战略》、欧盟《数据治理法案》、英国《国

家数据战略》、德国《数字化战略 2025》、日本《综

合数据战略》、澳大利亚《公共服务大数据战略》

图 1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数据要素治理基本机制框架
Figure 1     Framework of basic mechanisms of data element governance for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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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系统性明确数据要素在参与其国家治理中聚焦

的战略重点、任务方向、政策设计和推进方式。

（2）完善数据要素治理协调机制。美国总统办公

室管理与预算办公室针对统筹规划数据规则设立电子

政府工作小组；澳大利亚设立信息专员办公室；日本

成立数字厅；韩国《数据基本法》设立国家数据政策

委员会等，以协调政府数据开放、推行数字新政。

（3）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各国均针对数据安全等

方面出台了相关举措。例如，美国发布《关于加强国

家网络安全的行政命令》和《国家安全与个人数据保

护法案》并建立国防数字服务处；澳大利亚出台《公

共数据政策宣言》；英国发布《开放数据白皮书》

等。

2.2 推动数据要素治理技术创新应用
（1）推动数据要素治理技术融合应用。美国发

布《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计划》，确保最新信息技术

在国家治理中的及时应用；同时实行联邦信息技术现

代化计划，利用信息技术优化资源配置、整改网络系

统，保障和提高政府数据安全和服务效率。日本发布

数字新政计划和“活力 ICT 日本”新综合战略等，提

倡运用数字技术实现数据公共价值。

（2）健全数据要素治理技术的管理机制。美国奥

巴马政府创立首席技术官，特朗普政府创建科技委员

会，联邦总务署成立数字服务创新中心等专职管理美

国联邦数据开放工作；澳大利亚针对跨部门的政府数

据治理成立相应指导小组，并运用行政、市场和社会

动员等手段，强化基于公共数据的创新活动；日本在

信息处理推进机构内设立数字架构设计中心，加强全

社会数据协作和共享。

2.3 建立国家数据要素协同治理机制
（1）推动政府数据向多元主体有序开放共享。

欧盟委员会《开放数据：创新、增长和透明治理的引

擎》提出向全社会开放欧盟公共管理部门信息，提高

政务信息的透明化程度；美国成立联邦政府首席信息

官委员会，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建立跨部门工作组，形

成跨部门协作交流机制；美国多部门协作构建关于政

府网站信息的数字化分析工具，帮助公众充分了解美

国联邦政务信息。

（2）凝聚数据要素治理各利益相关者共识。美

国在《开放数据行动计划》中提出“加强与社会力量

的协作”，规范多利益相关方利用数据要素的治理；

英国政府推动政府部门、业界、学界、公众等多主体

共同参与开放数据用户小组，推动数据要素采集、存

储、使用等多环节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进一步凝聚

共识。

2.4 共同制定全球数据要素治理规则
（1）完善数据跨境流通机制。欧盟通过《通用数

据保护条例》引入跨境数据流动认证新机制，持续改

进数据跨境流动治理规范；并且，基于《数据治理法

案》和《欧洲数据战略》破除科技巨头数据垄断，构

建自由积极的数据流动体系，进一步完善跨境流动机

制与策略。

（2）加强数据要素治理国际合作。英国和日本发

布《英国-日本关于深化数字合作的联合声明》，深化

英日数据合作；欧盟奉行平衡型合作模式，制定《数

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坚持支持数据要素跨

境流动和维护数据立法话语权并重；2020 年 15 个亚太

经济体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协同规

范数据流动和安全保护。

3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数据要素治理面临
的问题与挑战

由于数据要素具有虚拟性、涉及治理主体较多和

对技术要求较高等特点，我国数据要素治理在支撑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协同

治理体制不健全、数据伦理治理体系不完善和治理保

障条件较薄弱等。这极大阻碍了数据要素价值的释

放，难以充分满足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数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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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需求。

3.1 数据要素治理的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
数据要素治理是一项涉及多主体的系统性工程，

需要保持治理体系的高度开放性，推动政府部门、社

会组织、个人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然而，目前我国

数据要素的协同治理机制尚不健全。

（1）数据要素的开放共享程度较低。数据要素的

虚拟性、可复制性等因素导致数据的流通过程难以观

测且权属确认困难，这对其开放共享带来了挑战。目

前，我国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的数据共享水平不

高，除个别省份依托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实现统一身份

认证等数据跨省运用外，很多政务数据和业务数据还

未充分开放共享，不利于数据要素的协同治理。

（2）针对数据要素需求和治理等多元主体的协同

治理机制不健全。数据要素具有需求主体多元化、来

源主体多元化和操作主体多元化的特点，各主体权益

随场景变化并相互嵌套，这加大了数据要素治理主体

间协同的难度。当前，我国数据要素协同治理体系还

未充分形成，全国范围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间也缺乏

针对解决协同治理问题的有效机制。

3.2 数据要素治理的伦理治理机制不完善
由于算法“黑箱”等问题尚未解决，基于经验数

据驱动的决策容易造成数据歧视、数据鸿沟、数据安

全等新型伦理治理难题。目前，我国数据要素伦理治

理体系不完善，难以有效解决相关问题。

（1）针对数据要素带来的新型伦理问题的治理体

系不健全。数据歧视、数据鸿沟等容易加剧群体差异

现象，数据采集阶段也要考虑国家安全隐患、机构机

密和公众隐私[12]，给数据驱动决策的伦理治理带来新

的挑战。然而，我国还未建立健全针对不同群体进行

数据分类保护的体制机制，尚未明确数据要素从生产

到使用等环节的权责关系，难以保证数据要素治理过

程中的正当性和公平正义性。

（2）数据驱动的决策具有内生安全风险，针对相

关问题的治理水平较低。数据要素驱动的治理过程需

要考虑多主体、多环境、多流程，且以体量庞大的数

据作为支撑，微小的异常数据也可能会使得治理模型

错误，导致基于数据得出的治理方案偏离正确方向。

但囿于数据要素治理理论和技术水平的限制，目前还

无法充分解决相应的内生性安全问题。

3.3 数据要素治理人才、技术基础较薄弱
现阶段我国针对数据要素治理的高水平人才和技

术基础比较薄弱。

（1）缺乏技术能力和治理思维并重的数据要素

治理人才。数据要素的治理活动需要治理人员掌握数

据技术以及法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并具备系统

性、智能化的数据治理思维。然而，现阶段我国相应

的“技术+治理”高水平人才不足。例如，据统计，

我国大数据产业就业人才占全体就业人口的比例仅

为 0.23%，其中在数据深度分析等领域的人才仅占大

数据领域人才的 5%[4]。可见，现有人才规模和结构无

法充分满足数据要素治理对人才的需求。

（2）支撑数据要素治理的技术和平台发展水平

不高。数据要素驱动的治理过程与平台算力、算法

模型有密切联系，需要以先进的技术和平台为支撑。

然而，随着数据规模成几何级数高速增长，现有技术

体系和平台难以满足海量数据应用的需求。例如，

据 IBM 公司研究统计，仅有约 1% 的数据被有效分

析和应用[4]。数据要素相关理论、技术和平台远未成

熟，制约了数据要素治理的效果。

4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优化数据要素治
理的建议

数据要素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过程。随着数

据的爆炸性增长，以及数据要素与社会生产、生活的

高度融合，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数据要素治理将提出更

高的要求。为了应对数据要素治理面临的新要求和新

挑战，进一步加强数据要素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



1722  2022 年 . 第 37 卷 . 第 12 期

学部咨询与院士建议：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

的基础作用，迫切需要从数据要素治理理念、治理模

式、治理思路和治理保障等多方面进行体系性的思考

（图 2），加快建立更加全面、高效、公平的数据要

素治理体系，系统性提高数据要素治理水平。

4.1 树立兼顾公平、效率与安全发展的数据要素治

理理念
（1）构建数据要素的分类分级授权使用体系，提

高数据要素可获得性。综合考虑科技、经济、教育、

医疗、交通、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不同国家治理领

域的数据需求，针对原始数据或处理数据、私人数据

或公共数据、敏感数据或非敏感数据、即时数据或历

史数据等不同类型数据，制定数据要素的分类分级授

权使用标准，让不同治理主体都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公

正、公平、公开获取数据要素。

（2）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推动数据要

素价值高效释放。以数据要素市场流通体系加快数据

要素价值流转，推动公共数据有序释放，加强关键数

据平台、基础设施、标准规范的衔接，提高数据要素

利用效率。

（3）统筹数据要素治理与安全发展保障，建立

数据要素治理长效机制。完善数据安全、跨境数据流

动、涉密信息管理、数据垄断等相关法律法规，以降

低数据泄露风险，减少数据垄断主体对社会稳定造成

的不利影响。推动数据要素流通与使用的全过程监测

与反馈，实现对数据要素的全链条可追溯，提高数据

滥用成本，构建数据安全保障与数据赋能国家治理之

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4.2 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治
理模式
（1）完善数据要素治理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顶

层设计。围绕政治、科技、经济、社会等领域治理现

代化需要，构建国家数据要素治理框架；在重点区域

实施数据要素治理支撑国家治理改革试点示范，强化

数据要素赋能国家治理的乘数效应。

（2）优化数据要素治理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组

织架构。统筹管理不同链条、部门、区域的数据要素

系统，实时监测和评估数据要素来源、去向和应用，

对数据要素治理相关法律做出解释，帮助市场主体识

图 2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优化数据要素治理的建议框架
Figure 2    Framework of suggestions on optimizing data element governance for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科学、技术与制度多维协同驱动
 加强数据要素治理基础理论研究
 构建数据要素治理技术体系
 构建数据要素管理全链条标准规范体系

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完善数据要素治理顶层设计
 优化数据要素治理组织架构
 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机制
 参与构建全球数据要素治理共同体

公平、效率与安全多方位兼顾发展
 构建数据要素分类分级授权使用体系
 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
 统筹数据要素治理与安全发展保障

人才、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基本保障

 培养多层次数据要素治理人才
 部署数据要素治理基础设施体系
 完善数据要素治理公共服务

国家治理
现代化

治理理念

治理保障

治
理
思
路

治
理
模
式

目标激励

物质基础

目标激励

物质基础



  院刊  1723

加强数据要素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基础作用

别数据要素应用前景和风险，研判和推进数据要素治

理优先事项。

（3）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数据要素治理机

制。推动政务数据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有序流通

和开发利用，推动人、组织和社会对国家治理的全过

程参与，让更多主体、人群和地区从数据要素治理中

获益。

（4）积极参与全球数据要素治理合作，建立全球

数据要素治理共同体。以兼顾开放与安全的原则进行

跨境数据流动管理[13]，推动数据要素治理规则、治理

手段、治理对象全球化；同时，在国际数据治理中提

出“中国方案”，与更多国家建立数据要素治理伙伴

关系，弥合全球数据鸿沟。

4.3 强化科学、技术与制度多维驱动的数据要素治
理思路
（1）加强数据要素治理基础理论研究。面向数据

要素治理现代化的融合性、复杂性、交叉性等特征，

提出融合控制论、社会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发展

路线，构建数据科学、计算治理等理论的理论框架、

方法与工具体系。

（2）构建数据要素治理技术体系。面向数据管

理与应用全链条，加强传感器、物联网、边缘计算、

数据中心、高性能计算、服务器、工业软件、隐私计

算等数据治理技术的研发突破，提高算法算力算据水

平，为数据要素治理提供技术底座。

（3）构建数据要素管理全链条标准规范体系。

打造面向数据采集、存储、加工、分析、服务等管

理全链条的数据要素标准规范，提高数据要素的互操

作性、准确性、规范性，促进数据要素全链条高效衔

接。

4.4 完善数据要素治理人才、设施与公共服务的保
障体系
（1）培育多层次数据要素治理人才。统筹考虑

数据要素治理的基础理论、技术开放与实践需求，设

置数据治理学科与研究院，培养大批具备“技术+治

理”能力的数据科学家、数据分析师等高水平人才，

构建多层次数据治理人才体系。

（2）部署数据要素治理基础设施体系。优化数据

中心、超算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等基础设施布局，

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重点企业推动设立统一大数

据平台，为数据要素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数据

采集、存储、加工、分析和服务提供载体支撑。

（3）完善数据要素治理公共服务。培育一批支撑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数据要素治理服务商，促进数据要

素的采集、流通与使用和国家治理需求对接。面向个

体、组织和政府部门，动态开展数据要素治理技能培

训，提高全民数据要素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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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 Fundamental Role of Data Element Governanc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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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element governance is a key factor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era. By strengthen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ata factors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a new model of data-driven national governance can be formed, and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can be made more scientific, refined, intelligent, and efficient. The U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 
top-level system desig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pplica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global governance cooperation of data 
element governance, which has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level of data element governance and provided experience for China.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virtuality of data elements, more subjects involved, greater risk of leakage,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of technical support level, the current 
data element governance is still faced with challenges such as imperfec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incomplete ethic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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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weak talent and technology foundation, etc. It is thus challenging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data factor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a data element governance system suitable 
for current major need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by establishing a governance concept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development of efficiency, fairness, and security in all directions, building a governance model featuring the collaboration and co-governance 
of multiple subjects of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society, strengthening a governance idea driven by the synerg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 and improving the basic guarantee of talents,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to promote the governance level of data factors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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