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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1日，经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团体标准审查备案，《数字

经济营商环境评价指标》（T/CIIA

035-2023）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

发布。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

出，“要更加优化数字营商环境、加速

弥合数字鸿沟”；党的二十大报告强

调，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

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

产业集群。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未来数

字经济的重要发展方向是实现数字经

济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因此，加快构

建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

至关重要。在这个大背景下，优化数

字经济营商环境已是大势所趋。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评价指标》针

对数字经济发展中特定的体制机制、

政策措施以及服务监管的堵点和痛

点，从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公共服务、

数字素养与技能、数字产业生态培育、

数字竞争与保护、数字创新环境、数字

安全保障能力七个维度来发现和解决

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搭建数字经

济营商环境体系架构，构建了数字经

济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数字经济

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对数字经济营商

环境的优化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

积极的促进作用。

据介绍，该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营商环境发展促

进中心于2021年12月成立，主要负

责参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包括营商环境

建设相关政策、标准和评价体系研究，

相关国际交流合作与咨询服务等相关

工作；中国信息协会营商环境专业委

员会是国家一级协会中首家专注于

营商环境的专业服务机构，致力于推

动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建设相关服务

工作。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团

体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营商

环境发展促进中心和中国信息协会营

商环境专业委员会牵头起草制定，粤

港澳大湾区大数据研究院、河北省政

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政务服务办公室、中国工业互联网研

究院、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中国信息

协会数字经济专业委员会、内蒙古自治

区市场监督管理审评查验中心、中关村

工信二维码技术研究院、国改信用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宜商时代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参与编制。

（本版内容由中国信息协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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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

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信息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中国信息

协会营商环境专业委员会、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研究院、河北省政务服务管理办

公室、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办公室、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中国信息

安全研究院、中国信息协会数字经济专业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审

评查验中心、中关村工信二维码技术研究院、国改信用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宜

商时代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小雁、王大伟、仇轶、斯兰、周莉、杨明宇、蔡国勇、王皓熠、

张超、李伟、何玲、储素敏、孙启俊、薛桂芳、倪春阳、兰云、闫晶、张泽龙、汪文静、

温鑫。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评价指标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数字经济营商环境评价指标的基本原则、指标内容和指标应

用说明。

本文件适用于开展数字经济营商环境评价活动，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的建设、

完善及优化也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6343-2018 信息技术 数据交易服务平台 交易数据描述

GB/T 35273-2020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343-2018和GB/T 35273-20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

用于本文件。

3.1

营商环境 business environment

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

3.2

数字经济 digital economy

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

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3.3

数据交易 data trading

供需双方在数据交易平台上进行的合法、合规的交易。

[来源：GB/T 36343-2018，3.2]

3.4

数据确权 digital confirmation

确定数据的权利属性，包括确定数据的权利主体及内容。

4 基本原则

4.1 代表性

指标集中反映影响数字经济企业生存发展的主要环境因素。

4.2 系统性

指标不交叉、不重复，指标及其层级设置合理，各项指标相互协调构成有机

整体，每个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现状。

4.3 客观性

指标客观如实地反映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的状况，保证评估结果公平、公正。

4.4 可操作性

指标易于理解，便于数据的采集和处理。

5 指标内容

5.1 指标分类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公共服务、数字素养与技

能、数字产业生态培育、数字竞争与保护、数字创新环境和数字安全保障能力七类。

5.2 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基础设施、信息网络设施、智慧物流等。

5.3 数字公共服务

数字公共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数字政务服务、数字市场准入、跨境贸易等。

5.4 数字素养与技能

数字素养与技能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化人才、数字化能力、数字化素养等。

5.5 数字产业生态培育

数字产业生态培育包括但不限于数字产业生态、数字产业培育等。

5.6 数字竞争与保护

数字竞争与保护包括但不限于数字消费保护、平台经济监管等。

5.7 数字创新环境

数字创新环境包括但不限于数字技术创新、数据要素治理、数字知识产权服

务与保护等。

5.8 数字安全保障能力

数字安全保障能力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开发与利用、数据安全、数据开放、数

据共享等。

6 指标应用说明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应用时，在遵循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可根据行业

领域的特色需求制定细分指标。

附录A

（规范性）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评价指标项名称及说明

A.1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评价指标项名称及说明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评价指标项名称及说明见表A.1。

表A.1数字经济营商环境评价指标项名称及说明

指标域

基础设施

建设

数字公共

服务

数字素养

与技能

一级指标

数字基础

设施

信息网络

设施

智慧物流

数字政务

服务

数字市场

准入

跨境贸易

数字化人才

数字化能力

数字化素养

二级指标

数据中心

算力协同

宽带网络

三网融合

智能快递终端

网点布局

无人配送设备

数字政府网站

建设

证照合一数字

化应用

在线服务成效

数字市场准入

门槛

数字市场准入

效能

贸易效率

贸易成本

数字化人才

引入
数字化人才

培养

数字化思维

数字化学习与

创新

数字化意识

数字化社会

责任

说明

政务数据中心、企业数据中心在用

服务器的情况。

跨区域的算力调度水平。

固定宽带和移动宽带的普及度。

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的渗

透兼容度。

智能快递终端的普及度。

物流网点覆盖的完备度。

无人配送设备的普及度。

数字政府网站的建设水平。

政务服务事项中证照合一数字化的

应用程度。

政务服务事项的在线服务覆盖度。

办理数字经济相关准入事项的便利

化程度。

办理数字经济相关经营许可证和营

业执照的审批效能。

办理跨境贸易业务的效率。

办理跨境贸易业务的成本。

数字化人才引入政策的完备程度。

数字化人才培养与服务的完备程度。

利用数字化资源和工具高效解决问

题的思维水平。
通过数字化资源和平台开展探索的

学习与创新水平。

发现并运用数字经济的主动意识水平。

维护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秩序的社会

责任水平。

表A.1数字经济营商环境评价指标项名称及说明（续）

指标域

数字产业

生态培育

数字竞争

与保护

数字创新

环境

一级指标

数字产业

生态

数字产业

培育

数字消费

保护

平台经济

监管

数字技术

创新

数据要素

治理

数字知识

产权服务

与保护

二级指标

产业链配套

产业聚集

资源对接

低碳排放

消费者权益

保护

平台企业责任

商户权利与

责任

数字分级分

类监管

反垄断监管

网络安全技

术创新

数字创新投

入与产出

数据确权

数据交易

数字知识产

权服务

数字知识产

权保护

说明

发展新业态所需的产业链的完备度。

数字经济产业的集聚度。

搭建数字经济展示交易、交流合作平台的

完备度。

结合新业态实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的

推进程度。

电商信用评价机制建设情况及消费者权

益保护机制完备性。

平台企业承担商品质量、食品安全保障、

劳动保护等责任机制的完备性。

商户权利与责任机制的完备性。

按照企业的信用状况等合理确定检查比

例和频次并实施差异化精准监管的程度。

数字经济产业反垄断监管的有效性。

5G、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在网络安

全领域的应用程度。

数字经济相关产业R&D人员及经费投

入、信息领域学术成果影响力情况。

数据资产确权登记、数据资产入市及数

据分级制度建设情况。

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及数据质量评估体系

建设情况。

数字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建设及相关部门

数据对接情况。

数字经济知识产权司法效率与执法水

平，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民事、刑事、行政一体

追究制度建设情况。

表A.1数字经济营商环境评价指标项名称及说明（续）

指标域

数字安全

保障能力

一级指标

数据开发

与利用

数据安全

数据开放

数据共享

二级指标

数据开发

数据利用

数据隐私

服务器安全

个人信息保护

数据开资源

目录

数据开放程度

数据开放成效

数据共享平

台建设情况

数据共享规

范性

在线政务数

据共享程度

说明

数据清洗治理、融合创新、分析挖掘等工作

完成情况。

应用数据的多样性、数据量、覆盖行业领域

等情况。

保护数据隐私制度及举措的有效性。

具有安全加密的互联网服务器的情况。

开展收集、存储、使用、共享、转让、公开披

露、删除等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安全保护情况。

按规定完整填写数据目录及完成目录动态

更新维护的情况。

开放数据集的数据容量、数量下载等情况。

已开放数据的总体利用度、参与支持的示

范应用情况。

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及覆盖部门情况。

数据共享申请中规范填写申请内容、基于

开放共享平台实现数据共享的情况。

已实现数据共享的数据资源总量、部门数

据资源可共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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