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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数据治理（DataGovernance，DG）是指对数据资产管理行使权力和控制的活动集合（计划、

监督和执行）。根据数据治理的定义，数据治理的目标为：在管理数据资产的过程中，确保

数据的相关决策始终是正确、及时和有前瞻性的，确保数据管理活动始终处于规范、有序和

可控的状态，确保数据资产得到正确有效的管理，并最终实现数据资产价值的最大化。

2022年8月，IDC发布了《中国数字政府数据治理市场厂商份额，2021》报告。报告显示

，2021年中国数字政府数据治理市场整体规模达39.7亿元人民币，年复合增长率为15%，处于

快速增长阶段。  

2021年9月，我国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不断增长的监管和合规要求，对

数据治理市场需求的刺激最为突出。更多的企业将不得不重视并建立数据治理组织机制，加

强标准规范体系的应用，着重数据治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同时，数据治理在标准化体系化的

进程中，保证了数据质量，更有效地释放数据价值，支撑企业的管理与决策，促使企业加大

对数据治理的投入。2022年6月，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

见》，对数字政府建设做出全面部署。文件明确了到2025年，我国的数字政府顶层设计更加

完善、统筹协调机制更加健全，政府履职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其中重点提出构建

开放共享的数据资源体系，主要包括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加强数据治理，

依法依规促进数据高效共享和有序开发利用，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2022年12月19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要建立

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数据治理是充分释放数据价值的基础性、系统性

工作，要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的创新精神和责任感，才能更好地应对日益严峻的数据危机，

实现数据要素价值的可持续发挥，支撑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数据治理行业前景展望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共十一章

。报告首先介绍了数据治理的相关概念。接着分析了全球数据治理的发展及国内数据治理的

发展环境，然后对我国数据治理行业发展现状、数据安全治理、政务数据治理进行了系统的

分析，对数据治理应用领域、重点区域数据治理发展及数据治理的典型案例做了详实的解析

，最后对其典型企业和发展前景做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工信部、发改委、IDC、中企顾问网、中

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

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数据治理有个系

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数据治理，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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