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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数据领域常用名词解释（第一批）

1.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或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数据在不

同视角下被称为原始数据、衍生数据、数据资源、数据产品和服务、

数据资产、数据要素等。

2.原始数据，是指初次产生或源头收集的、未经加工处理的数

据。

3.数据资源，是指具有价值创造潜力的数据的总称，通常指以

电子化形式记录和保存、可机器读取、可供社会化再利用的数据集

合。

4.数据要素，是指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参与价值创造的数据

资源。

5.数据产品和服务，是指基于数据加工形成的，可满足特定需

求的数据加工品和数据服务。

6.数据资产，是指特定主体合法拥有或者控制的，能进行货币

计量的，且能带来经济利益或社会效益的数据资源。

7.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指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数据这一新

型生产要素，旨在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安全和高效的数据流通环境，

不断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8.数据处理，包括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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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公开等。

9.数据处理者，是指在数据处理活动中自主决定处理目的和处

理方式的个人或者组织。

10.受托数据处理者，是指接受他人委托处理数据的个人或者

组织。

11.数据流通，是指数据在不同主体之间流动的过程，包括数

据开放、共享、交易、交换等。

12.数据交易，是指数据供方和需方之间进行的，以特定形态

数据为标的，以货币或者其他等价物作为对价的交易行为。

13.数据治理，是指提升数据的质量、安全、合规性，推动数

据有效利用的过程，包含组织数据治理、行业数据治理、社会数据

治理等。

14.数据安全，是指通过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数据处于有效保

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以及具备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5.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职或提

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16.数字产业化，是指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向数字

产品、数字服务转化，数据向资源、要素转化，形成数字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的过程。

17.产业数字化，是指传统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产业通过

应用数字技术、采集融合数据、挖掘数据资源价值，提升业务运行

效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进而重构思维认知，整体性重塑组织管



3

理模式，系统性变革生产运营流程，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

18.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围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通过协同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和数

字基础设施、全面推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提升数

字经济治理能力和国际合作水平，实现做强做优做大目标的数字经

济发展新阶段。

19.数字消费，是指数字技术、应用支撑形成的消费活动和消

费方式，既包括对数智化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也包括消费内

容、消费渠道、消费环境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还包括线上线下深度

融合的消费新模式。

20.产业互联网，是指利用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推动全产业链

数据融通，赋能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推动业务流程、

组织架构、生产方式等重组变革，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转型、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全产业降本增效与高质量发展，进而形成新的产

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

21.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是指城市以全面深化数据融通和开

发利用为主线，综合利用数字技术和制度创新工具，实现技术架构

重塑、城市管理流程变革和产城深度融合，促进数字化转型全领域

增效、支撑能力全方位增强、转型生态全过程优化的城市高质量发

展新模式。

22.“东数西算”工程，是把东部地区经济活动产生的数据和

需求放到西部地区计算和处理，对数据中心在布局、网络、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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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算力、数据等方面进行统筹规划的重大工程，比如人工智能

模型训练推理、机器学习等业务场景，可以通过“东数西算”的方

式让东部业务向西部风光水电丰富的区域迁移，实现东西部协同发

展。加快推动“东数西算”工程建设，将有效激发数据要素创新活

力，加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23.高速数据网，是指面向数据流通利用场景，依托网络虚拟

化、软件定义网络（SDN）等技术，提供弹性带宽、安全可靠、传

输高效的数据传输服务。

24.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指以信息网络技术为载体，促进全

国范围内各类算力资源高比例、大规模一体化调度运营的数字基础

设施。作为“东数西算”工程的 2.0版本，具有集约化、一体化、

协同化、价值化四个典型特征。

25.元数据，是定义和描述特定数据的数据，它提供了关于数

据的结构、特征和关系的信息，有助于组织、查找、理解、管理数

据。

26.结构化数据，是指一种数据表示形式，按此种形式，由数

据元素汇集而成的每个记录的结构都是一致的，并且可以使用关系

模型予以有效描述。

27.半结构化数据，是指不符合关系型数据库或其他数据表的

形式关联起来的数据模型结构，但包含相关标记，用来分隔语义元

素以及对记录和字段进行分层的一种数据化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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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非结构化数据，是指不具有预定义模型或未以预定义方式

组织的数据。

29.数据分析，是指通过特定的技术和方法，对数据进行整理、

研究、推理和概括总结，从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发现规律、形成

结论的过程。

30.数据挖掘，是数据分析的一种手段，是通过统计分析、机

器学习、模式识别、专家系统等技术，挖掘出隐藏在数据中的信息

或者价值的过程。

31.数据可视化，是指通过统计图表、图形、地图等图形化手

段，将数据中包含的有用信息清晰有效地传达出来，以便于数据使

用者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数据。

32.数据仓库，是指在数据准备之后用于永久性存储数据的数

据库。

33.数据湖，是指一种高度可扩展的数据存储架构，它专门用

于存储大量原始数据和衍生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来自各种来源并以

不同的格式存在，包括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

34.湖仓一体，是指一种新型的开放式的存储架构，打通了数

据仓库和数据湖，将数据仓库的高性能及管理能力与数据湖的灵活

性融合起来，底层支持多种数据类型并存，能实现数据间的相互共

享，上层可以通过统一封装的接口进行访问，可同时支持实时查询

和分析。

35.隐私保护计算，是指在保证数据提供方不泄露原始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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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对数据进行分析计算的一类信息技术，保障数据在产生、

存储、计算、应用、销毁等数据流转全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可用不

可见”。隐私保护计算的常用技术方案有安全多方计算、联邦学习、

可信执行环境、密态计算等。常用的底层技术有混淆电路、不经意

传输、秘密分享、同态加密等。

36.安全多方计算，是指在一个分布式网络中，多个参与实体

各自持有秘密数据，各方希望以这些数据为输入共同完成对某函数

的计算，而要求每个参与实体除计算结果、预期可公开的信息外均

不能得到其他参与实体的任何输入信息。主要研究针对无可信第三

方情况下，安全地进行多方协同的计算问题。

37.联邦学习，是指一种多个参与方在保证各自原始私有数据

不出数据方定义的可信域的前提下，以保护隐私数据的方式交换中

间计算结果，从而协作完成某项机器学习任务的模式。

38.可信执行环境，是指基于硬件级隔离及安全启动机制，为

确保安全敏感应用相关数据和代码的机密性、完整性、真实性和不

可否认性目标构建的一种软件运行环境。

39.密态计算，是指通过综合利用密码学、可信硬件和系统安

全相关技术，实现计算过程数据可用不可见，计算结果能够保持密

态化，以支持构建复杂组合计算，实现计算全链路保障，防止数据

泄漏和滥用。

40.区块链，是分布式网络、加密技术、智能合约等多种技术

集成的新型数据库软件，具有多中心化、共识可信、不可篡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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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等特性，主要用于解决数据流通过程中的信任和安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