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数据资产评估⽅法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于2020年4⽉9⽇对外公布，
数据与⼟地、劳动⼒、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成为五⼤⽣产要素之⼀。数据资产的量化，可以有效帮
助企业更好的了解其现有数据资产的价值以及寻求可以增加数据价值的基本要素，从⽽提⾼企业在⾏业中
的竞争优势及股权价值。与传统的资产类型相⽐，数据资产的价值由于具有不确定性和时效性，会受数据
本⾝的质量、可⽤性以及市场需求、应⽤场景等因素的影响。为了更有效的推动数据资产交易，上海数据
交易所于2021年11⽉25⽇在上海正式揭牌成⽴，旨在打造国内领先的数据交易平台，推动数据资源的有序
流通和价值挖掘，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财政部于2023年8⽉21⽇正式对外发布
《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规定》（“《暂⾏规定》”），并⾃2024年1⽉1⽇开始施⾏。该规定要
求，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根据数据资源的持有⽬的、形成⽅式、业务模式，以及与数据
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消耗⽅式等，对数据资源相关交易和事项进⾏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与之⼊
表相呼应，在财政部的指导下，中评协于2023年9⽉8⽇印发《数据资产评估指导意⻅》（以下简称“指导
意⻅”），指导意⻅将于2023年10⽉1⽇起施⾏。基于上述背景，数据资产价值评估⾯临着新的挑战，数
据资产的价值评估已成为推动数据资产化和数据资产市场化的必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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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产与传统⽆形资产的差异

数据资产 传统⽆形资产

⽣产⽅式 随着企业的运营活动⾃然产⽣的，例如客户
交易记录、⽹站访问⽇志、社交媒体互动
等。

如专利、商标、著作权等，⼀般是由企业或
个⼈投⼊⼤量时间、⾦钱和精⼒进⾏研发或
创作⽽产⽣的。

价值来源 其价值主要来⾃于其蕴含的信息和洞察⼒，
通过分析这些数据，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市
场趋势、客户需求和产品优化点，从⽽制定
更有效的战略。

其价值主要来⾃于它们所带来的独占性权
利，如专利权、商标权等，这些权利可以帮
助企业保护知识产权，防⽌他⼈抄袭和侵
权。

增值⽅式 增值⽅式更为灵活多样，可以通过数据挖
掘、机器学习等技术不断发掘其潜在价值，
也可以通过数据共享、数据交易等⽅式实现
价值的变现。

相对固定。

管理难度 管理难度较⼤，涉及到数据收集、存储、处
理、分析和安全等多个环节，同时还需要考
虑隐私保护和合规要求。

管理相对简单，主要涉及维护、更新和维权
等⽅⾯。

⽣命周期 ⽣命周期相对较短，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
业务模式的变化，数据的价值和意义也会发
⽣改变。

⼀般具有较⻓的⽣命周期，如⼀项专利可能
会超过⼗年。

可替代性 数据资产⼀般不会被完全替代，但可能会因
为数据质量的下降或者数据获取成本的增加
⽽降低其价值。

传统⽆形资产可能⾯临被替代的⻛险，如新
技术或新产品可能会取代已有的专利或商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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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资产评估流程探讨

建⽴综合框架及明确评估对象

确定及清点当前数据资产

确定数据属性

确定数据资产为企业带来的贡献

数据资产的未来应⽤⽅向

02

03

04

01    确定及清点当前数据资产

02    确定数据属性

对于数据估值来说，企业⾸先需要完成对⾃有数据
资产的清单，操作上可以先列出所有的数据资产，
并按照其类型、格式、来源、质量等属性进⾏分
类。

通过对数据资产的清单盘点，明确每⼀项数据资产
的⽤途以及对企业的贡献。

03    对数据资产的价值体现进⾏分析及估
值⽅法探讨

成本法

数据资产的价值将会从影响企业的增⻓、回报及⻛
险等⽅⾯进⾏体现。咨询机构可以在上述三个⽅⾯
协助企业对其数据资产进⾏深⼊分析，帮助企业根
深层次的挖掘数据资产的价值。

数据资产的价值评估，结合指导意⻅，可以从成本
法、收益法和市场法三种⾓度出发。

当从成本出发评估数据资产的价值时，⼀般是按照
该项数据资产的重置成本（包括：前期费⽤、直接
成本、间接费⽤、机会成本和相关税费等）作为确
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基础，结合价值调整系数（如：
通货膨胀、贬值等），以此确定评估对象的价值。

成本法相关模型⽰例：
P = C * δ

其中：
P = 被评估数据资产价值；
C = 数据资产重置成本，主要包括前期费⽤、直接
成本、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相关税费等。前期费
⽤包括前期规划成本，直接成本包括数据从采集⾄
加⼯形成资产过程中持续投⼊的成本，间接成本包
括与数据资产直接相关的或者可以进⾏合理分摊的
软硬件采购、基础设施成本及公共管理成本；
δ = 价值调整系数。价值调整系数是对数据资产全
部投⼊对应的期望状况与评估基准⽇数据资产实际
状况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进⾏调整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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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提成率时： P =                                     + 所得
税摊销收益
采⽤利润分成率时： P =                                    + 所得税
摊销收益
P = 被评估数据资产价值；
R = 每⼀年总收⼊；
r = 每⼀年总利润；
k1 = 数据资产的收⼊提成
k2 = 数据资产的利润提成
i = 折现率 （⼝径于R及r相匹配）；
t = 数据资产可使⽤年限。

P =                                + 所得税摊销收益
P = 被评估数据资产价值；
R = 每⼀年数据资产贡献利润
i = 折现率 （⼝径于R相匹配）；
t = 数据资产可使⽤年限。

P =                                             + 所得税摊销收益
P = 被评估数据资产价值；
R = 数据资产与其他相关贡献资产共同产⽣的整体
收益额；
C = 其他相关资产合计贡献收益额（如：流动资
产、固定资产、⽆形资产和组合劳动⼒等）；
i = 折现率 （⼝径于R及C相匹配）；
t = 数据资产可使⽤年限。

基于被评估数据资产直接获取的收益进⾏预测。适
⽤于被评估数据资产的应⽤场景及商业模式相对独
⽴，且数据资产对应服务或者产品为企业带来的直
接收益可以合理预测的情形。

收益法
在运⽤收益法时，咨询机构需要通过了解数据资产市场参与者选择的应⽤场景或商业模式及该数据资产的评
估⽬的，来确定数据资产的价值类型选择和评估⽅法。在收益法的运⽤过程中，需要考虑到数字资产所驱动
的收益增加或成本的节约，以及其他有形和⽆形资产的价值贡献并进⾏合理的价值分配。在模型的选取上，
可以根据适⽤性采⽤直接收益法、分成收益预测、超额收益预测和增量收益预测等⽅式。数据资产的预期收
益年限，需要综合考虑法律保护期限、合同约定、数据资产的产⽣和更新时间、时效性等确定。

收益法相关模型⽰例：

基于总收益，然后将其在被评估数据资产和产⽣总
收益过程中做出贡献的其他资产之间进⾏分成。分
成率通常包括收⼊提成率和利润分成率两种。当其
他相关资产要素所产⽣的收益不可单独计量时可以
采⽤此⽅法。

超额收益预测是将归属于被评估数据资产所创造的
超额收益作为该项数据资产预期收益的⽅式。⾸先
测算数据资产与其他相关贡献资产共同创造的整体
收益，然后在整体收益中扣除其他相关贡献资产的
贡献，将剩余收益确定为超额收益。通常适⽤于被
评估数据资产可以与资产组中的其他数据资产、⽆
形资产、有形资产的贡献进⾏合理分割，且贡献之
和与企业整体或者资产组正常收益相⽐后仍有剩余
的情形。

直接收益法

分成收益预测

超额收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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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 所得税摊销收益
P = 被评估数据资产价值；
R1 = 采⽤数据资产每年产⽣的利润；
R2 = 未采⽤数据资产每年产⽣的利润；
i = 折现率 （⼝径于R1及R2相匹配）；
t = 数据资产可使⽤年限。
折现率：在确定折现率时，主要考虑如下因素
1）收益分配的不确定性以及所在商业环境的法律
限制和约束 
2）数据资产本⾝的质量情况、应⽤情况、以及潜
在法律⻛险。

基于未来增量收益的预期⽽确定数据资产预期收益
的⽅式。该增量收益来源于对被评估数据资产所在
的主体和不具有该项数据资产的主体的经营业绩进
⾏对⽐，即通过对⽐使⽤该项数据资产所得到的利
润或者现⾦流量，与没有使⽤该项数据资产所得到
的利润或者现⾦流量，将⼆者的差异作为被评估数
据资产所对应的增量收益。增量收益法通常适⽤于
以下两种情形下的数据资产评估：⼀是可以使应⽤
数据资产主体产⽣额外的可计量的现⾦流量或者利
润的情形，如通过启⽤数据资产能够直接有效地开
辟新业务或者赋能提⾼当前业务所带来的额外现⾦
流量或者利润；⼆是可以使应⽤数据资产主体获得
可计量的成本节约的情形，如通过嵌⼊⼤数据分析
模型带来的成本费⽤的降低。

市场法
基于可⽐案例成交价格及对应调整修正系数得出。通常适⽤于有活跃的公开市场交易作为基础。需要关注评
估对象与可⽐交易案例在数据权利类型、数据交易市场及交易⽅式、数据规模、应⽤领域、应⽤区域及剩余
年限等⽅⾯具有可⽐性并对差异进⾏修正。

P=可⽐数据资产成交额×Σ修正系数

增量收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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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法 收益法 市场法

数据资产的成本与价值之间属于
弱对应关系 ， 价 值 可 以 持续增
⻓，成本可能很低，不能有效衡
量资产的价值。

数据资产收益不确定性较⼤，合
理估计未来收益相对困难。

数据资产缺乏⼀般性和相对统⼀
的交易场景，数据资产的交易模
式和应⽤场景也是多种多样，不
同数据资产之间难以确认替代关
系，这使得我们在采⽤市场法评
估数据资产的价值时，需要对交
易⽅式和交易范围进⾏限定后才
能进⾏价值的分析和判断。

数据标准混乱和数据质量的参差
不⻬，这些问题都阻碍了数据的
有效利⽤，使得重置成本以及相
关贬值不易合理估算。

数据资产时效性较难估计，导致
其预期收益年限很难准确判断。

数据作为⼀种保密性强的信息，
具有⾮竞争性特征，需要对数据
进⾏安全和隐私保护才能提⾼其
价值，因此很难确认交易的可⽐
性。

数据资产的利润率没有⾏业通识
或惯例。

数据资产在不同的应⽤场景下具
有不同的价值，必要时应进⾏相
应的前提假设。

⽬前数据资产的市场发展还未完
善，市场交易不是很活跃。

04    数据资产的未来应⽤⽅向
通过对企业现有数据资产评估，企业可以量化的看到各类型数据资产在企业发展中起到作⽤的排序。企业将
对于有价值的数据资产进⾏进⼀步升级，以达到效⽤最⼤化。对于没有价值的数据资产，可以停⽌后续投⼊
进⾏⽌损。

当前，数据资产的评估仍⾯临很多问题，作为数据资产⼊表的重要环节，数据资产评估的研究仍需不断深⼊
和完善，我们需要通过⼤胆探索理论创新，扎实推进实践验证，不断提⾼评估的可操作性、可靠性和准确
性。

数据资产评估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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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华迪集团（「艾华迪」）是⼀家⾏业领先的独⽴专业咨询机构，专注于为企业提供各类估值、⻛险管理咨
询、环境、社会及管治 (ESG) 咨询、企业咨询和房地产咨询服务。我们为国际评估准则理事会（IVSC）的企
业会员。

艾华迪的⾜迹遍布亚太地区，分别在香港、上海、北京及深圳设有办公室。我们致⼒于充分利⽤本⼟和海外
⼯作⽹络的完美结合，以及业务单位产⽣的协同效应，通过提供⾼质量的服务，为客户提供解决复杂商业难
题的最优⽅案。

艾华迪的服务团队由100多名专业顾问组成，具有各类国际认可的专业资格，并清楚了解监管机构的标准和
财务报表的披露要求。我们的管理团队和项⽬成员背景相当多元化，分别来⾃于国际知名的评估机构、咨询
公司及会计师事务所，持有进⾏专业咨询⼯作的各类资质，如特许⾦融分析师 (CFA)、会计师 (CPA)、资产评
估师 (CPV)、⾦融⻛险管理师 (FRM)、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专业会员 (MRICS) 等。

联络我们

艾华迪⽹站 Facebook LinkedIn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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