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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编制背景 

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中所面临的重点，

同时也是难点。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序幕的开启，我国数据交

易的合规短板也日渐凸显。当前数据交易普遍面临的难题包括：1.

数据交易合规标准缺失导致权益保护与数据流通利用的两难；2.数

据要素市场合规三道防线失守；3.第三方评估认证机制缺失，国际

数据合规的话语权几乎为零。 

此外，数据合规标准建设和企业合规建设得到广泛重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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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条政策举措，其中提出要完善数据全流程合规与监

管规则体系。建立数据流通准入标准规则，强化市场主体数据全

流程合规治理，确保流通数据来源合法、隐私保护到位、流通和交

易规范。而在数字经济国家战略发展实践中，深圳市承担着先行示

范的作用，亟需在数据流通交易方面建立一套合规地方标准，让我

市的数据交易合规评估有标准可依，让企业“敢进场”“主动愿意

进场”合规地交易数据。 

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

结构和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合规建设和廉洁风险防控。而合规建设

的基本前提即是找到可适用的“规”，方可开展制度制定、风险识

别、合规审查、风险应对、责任追究、考核评价和合规培训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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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制定一系列兼具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指引规则、行业指

南、技术操作规程等，有助于与硬法共同促进数据合规监管的规则

完备，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合规高质量发展。 

二、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坚持科学性、规范性、一致性、可操作性的原则进行编

制，主要包括 10 个章节和 1 个附录。 

1.范围。本文件规定了数据交易合规评估的评估原则、评估框

架、评估等级、主体合规评估要求、标的合规评估要求、流通合规

评估要求以及评估过程要求。适用于主管部门和监督管理部门、交

易主体、第三方法律服务机构、数据交易场所等数据交易相关方管

理和实施的数据交易合规评估活动。  

2.规范性引用文件。本章节给出了适用于本文件的规范性引用

文件。 

3.术语和定义。主要是根据文件的标准化对象，采用内涵定义

和陈述性条款的形式，明确了本文件涉及的数据交易术语与定义

的适用范围，便于对标准的理解和实施。 

4.评估原则。本章节规定了数据交易合规评估的原则包括合法

原则、客观公正原则、保密原则和安全防护原则四个方面的内容。 

5.评估框架。本章节规定了数据交易合规的评估框架，本文件

首创 3×4 数据交易合规评估体系，将数据交易的合规评估分为主

体合规、标的合规与流通合规 3 大环节，并在每个环节下均设置

了合法、安全、诚信与权益保障 4 个维度的标准。 

6.评估等级。本章节规定了数据交易合规评估的等级。面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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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交易的性质多种多样，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以及不同的市

场需求都可能导致不同的评级要求，本文件在 3 个环节 4 个维度

下，将数据交易划分为 A 级、AA 级、AAA 级三个合规标准，以

便更好地满足不同规模、不同类型数据交易参与主体的评估需求，

为各类组织提供更明确、更灵活和更包容的数据交易合规评估指

导，并配套全国首个数据交易信用体系建设，有效实现差异化监管、

动态监管、精准监管。 

7.主体合规评估。本章节规定了主体合规环节下合法维度、安

全维度、诚信维度和权益保障维度的具体要求。其中： 

（1）合法维度不划分 A 级、AA 级、AAA 级三个等级，交易

主体应符合适用的法律法规的所有强制性规定。 

（2）安全维度划分为 A 级、AA 级、AAA 级三个合规标准，

以便更好地满足不同规模、不同类型数据交易参与主体的安全评

估需求。从风险规模、安全实践情况等多维度出发，以推动数据交

易为目标，针对不同评估等级提出不同的安全标准。 

（3）诚信维度中对交易主体的交易经验、过往违规、处罚、

诉讼记录等方面作出规定。 

（4）权益保障维度对交易主体完善自身权益保障机制，同时

保障数据主体及合作方的权益等方面作出规定。 

8.标的合规评估。本章节规定了标的合规环节下合法维度、安

全维度、诚信维度和权益保障维度的具体要求。其中： 

（1）合法维度不划分 A 级、AA 级、AAA 级三个等级，交易

标的的来源、处理及内容应符合适用的法律法规的所有强制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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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2）安全维度基于数据类型的分类首创标的安全 3×2 合规

要求。在考虑数据类型的多样性的基础上，在满足通用要求的前提

下，本文件针对高风险领域的数据类型提出特殊的安全要求，既确

保了低风险的一般数据在处理环节的安全，又能针对性地管控特

殊类型数据的处理安全。这一策略的实施，充分体现了标准对于分

类分级的数据治理理念的贯彻和实践。 

（3）诚信维度中对交易标的真实性、准确性、可靠性、过往

违规、处罚、诉讼记录等方面作出规定。 

（4）权益保障维度对交易标的的权益保障机制，包括知识产

权、权利响应机制等方面作出规定。 

9.流通合规评估。本章节规定了流通合规环节下合法维度、安

全维度、诚信维度和权益保障维度的具体要求。其中： 

（1）合法维度不划分 A 级、AA 级、AAA 级三个等级，流通

对象、流通内容和流通程序应符合适用的法律法规的所有强制性

规定。 

（2）安全维度基于数据类型的分类首创流通安全 3×2 合规

要求。在考虑数据类型的多样性的基础上，在满足通用要求的前提

下，本文件针对高风险领域的数据类型提出特殊的安全要求，既确

保了低风险的一般数据在流通环节的安全，又能针对性地管控特

殊类型数据的流通安全。 

（3）诚信维度中对数据交易活动真实性、内部流程符合性和

纠纷等方面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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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益保障维度对数据交易活动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履行、

买方监督机制等方面作出规定。 

10.评估过程要求。本章节规定了评估准备、评估实施、评估

报告三个方面的内容。 

11.附录。本文件共 1 个资料性附录（附录 A）。 

附录 A 为评估建议文档，主要包括主体合规评估建议文档、

标的合规评估建议文档和流通合规评估建议文档。 

三、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深圳市司法局提出

并归口，起草单位包括深圳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区司

法局、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深圳市北

鹏前沿科技法律研究院、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蚂蚁区块链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

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普华永道管理咨询（上海）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荣耀终端有限公司、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

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阿

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华润数科控股有限公司、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OPPO 广东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蓝海法律查明和商事调解中心、安永

（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