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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么／发展数据要素市场

与金融业使命

金融业应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
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支持者、；
贡献者、数据要素市场交易的参j
素市场化配置、打造我国数字经i
融力量。

2020年以来，我国首次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后，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开始加速。202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日』

要素市场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正式提出迎接数字时代，；：|}

能。通过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对其他要素效率的倍增作用，将有皇

市场，进而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驱动力。在此还

应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和专业服务优势，做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支持者、规则的贡南

与者，为实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打造我国数字经济新优势积极贡献金融力量。在此芒

请政府官员、行业领军人物、专家学者，为金融业服务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建言献策。

／李礼辉

1 6／警暮蚕藿资源配置的

／范文仲

／1 8／粱巢雾需的

不同种类的数据要素资源实现价自
各不相同。应建立数字资产市场，
价值；推进分布式商业模式，促
化；采用行政手段，打破制度性；

数据隐私，维护数据资源安全。

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开发应用，数拆
换、流通将成趋势，数据交易将丘
重要驱动力，而流动性好和价格基
易所将成为重要的支撑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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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业务电子化和经营线上化两轮技术变革之后，
“数据”对于银行的意义，不再是传统上主要用于反映

企业经营成果、支持管理决策的事后统计，而是发挥着
越来越广泛而深刻的作用。

目前，数据依然是有边界的，有国界的，这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着大数据市场的走势，在保护隐私和保护数
据安全的前提下，开放更多的能够开放的非隐私数据
至关重要。

为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下一步还需要从顶层制
度规划、强化数据利用与保护机制、完善科技创新体
制、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人才引育等方面，有
针对性地完善政策措施。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破解许多经济和社会老问题提供了
新方法。互联网技术推动了各行业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
决，数字技术推动了信用不对称问题的解决。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的基础，高质量的数据是
数据价值的保障。对数据质量的管理是数据全生命周期
的管理，需要—把手的参与和承诺，并有相应的数字化
企业文化的建立和一系列工具及制度的保障。

数据治理已成为数字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消费
者隐私权益保护、数据共享流通、数据跨境流动等
领域，各国出自其政治、经济及数字产业的特征，
采取了差异化的数据治理路径。

应以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可信数据服务基础
设施，充分借鉴数据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方法，构建创
新性数据要素市场化体系，推动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
发展。

基于数据与知识产权的可类比性，借鉴知识产权金融
现有模式，本文提出了“类知识产权”形态数据的概
念，讨论其证券化的方法和实践路径，并提出了相关
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加速出台了各类数据相关立法，针对个
人信息保护以及数据安全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
体系，但在立法和执法领域仍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进
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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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

49／举吉里募晶咒景畜善对
在高质量发展已成定局的前提下，应该重点关

注经济复苏不平衡、信用过度、房地产投资波

动、价格泡沫、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输入型通
胀、债务风险等问题。

／明明

53／勰黪年
站在新征程、新起点，面对新的宏观经济、国

际环境，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开局之年迈

好第一步显得尤为关键。本文从创新驱动、

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化解债务压力、应对

全球变局四个重点问题入手，提出了开局之
年行稳致远的建议。

央行与货币
MONEY&CENTRAL BANKING

／王耀增、段利利 ／于涛

公n／金融体系应对人口结构老龄_7／1／市场化债转股的进展、
U汐／化的供给策略 ／钭／问题及对策

提前部署并着力解决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

经济、金融与社会政策措施，对“十四五”发展目

标和未来远景目标的顺利完成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2016年试点以来，市场化债转股取得积极进

展和明显成效。未来，面临集中退出压力，市

场化债转股要实现常态化和常规化发展，需

要采取强化低成本长期资金支持，着力提升
实施机构股权投资能力等措施。

资本市场
CAPI]≯＼L MARKET

／杨成长

-7 7／在新发展阶段对资本市场发展
／／／新理念的几点思考

资本市场要强化在资源配置、预期引导、投资管

理及风险防范七的枢纽作用。在过去30年摸索和
实践的基础上，资本市场正逐步形成五大新发展
理念，以更好适应新阶段下双循环新格局的发展

／白雪石、沈非若

8／1／磊复葶蓄鸶墨雾的“超级
随着“超级明星企业”逐渐纳入更加规范和

全面的监管，市场也将更加冷静地重新评估

其背后“确定性”的含义，从而使市场的理

性预期，真正成为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
要求。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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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新江

83／蒡斋苫众霪险代理人：
正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保险业引入独立
个^保险代理^制度正当其时。未来变革推进
的轨迹应是渐进式、市场化和长期性的，或由
若干中小保险公司率先试行，慢慢通过典型示
范推广开来，通过增量对存量的超越来实现。

／楼林

86／镒器建设推动养老金融供给
建立死亡率改善指数以支撑长寿风险，完善长寿风

险识别，是商业养老保险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基础设
施建设。建议通过养老金融供给侧的优化，吸引带动
老百姓在商业养卺保险领均孙尚匍则测生。

金融科技
FINANCIAL TECHNOLOGY

／杨农89／蓄嚣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数字技术应用，在降低
普惠金融从业机构运营成本、提升普惠金
融服务覆盖面和精准度、满足疫情期间“非
接触式”金融需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9
王砸娟

从《十四五弦规划看稳妥发展金
融科技的重点和对策
“十四五”期间既要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又要完
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实
现金融科技创新和风险防控的平衡，需要金融
机构、科技企业、监管部门等多方共同施策。

论文故事汇
ESSAYSAND PAPERS

／鞠建东

。仄／贸易改革和经常账户失衡
。一／ 本文介绍的论文从贸易改革的角度揭示了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并且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国家，譬如中国和美国，会

国际
INTERNATIONAL FINANCE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金融科技发展

，、一／与研究专委会、浙江大学互联网金
U／／■研究院联合课囊组
。㈠

《一带一路弦金融科技
发展睛况及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构建。一带一路”金融科技发展指数，
并就中国以及相关沿线国家如何更好地推进
。一带一路”金融科技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1 O

粱斯

美国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
的原因、展望及建议
近期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并不完
全反映了市场对通胀和经济前景的乐观判断，
尤其美联储与市场预期存在明显分化，美国经
济复苏是否真实，尚待确认。

道口研究
PBCSF RESEARCH

／张云
／1 n_7／商业银行贯彻落实资管新夫见，睛况的回顾和展望
o＼一／，／ 资管新规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环环相扣，彼此衔接，对资产管理业务做出明确规定，提出了系统和严格

的管理要求。三年来的实践也论证了实施资管新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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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于2012年3月29日正式成立。学院由中国人民

银行与清华大学合作，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基础上建设而成。

学院以“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为使命，

遵循国际先进的金融学科和商学院高等教育模式办学，锐意打造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金融高等教育平台和金融学术、政策研究平台。

学院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国际化的金魂人才，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提供坚

实的智力和人才支持；致力于建设一流金融智库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助力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

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架起学界与业界的沟通桥梁

汇聚一流师资力量

打造一流金融智库

创新的课程体系设计

丰富的案例库资源

聚焦金融领域

深入前沿实务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43号(100083)

由B箱：o仟ice@pbcsf．tsinghua．edu．cn

电话：01 0—62798255

网址：＼^n^n^，．pbcsf．tsinghua．edu．cn
戮

金融学博士

01 0—62780555

金融专业硕士

01 0—62780555

双学位金融MBA

01 0—62782760

金融EMBA

01 0—62798555

全球金融GSFD

01 0—62705955

高管教育
01 0—62799555

清华五道口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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