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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暑期，总有一种焦虑把家长们逼到
绝境。这一次，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
小学要给家长连开三天家长会。

网友发布的通知显示， 该学校在8月19
日-21日举办首次家长培训会，每天上午9-12
点、下午2点30分-5点30分，形式为线下培训。
学校还建议家长全程参培，并做好笔记。

三天培训很快在网上引发热议。 一方
面是家长们不仅周末无休， 另一方面还需
要工作日请假，让人困扰。7月4日，成都成
华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 相关科室正跟
进调查此事。

作为“当事人”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附
属小学负责人回应， 这次开的并不是家长
会，而是针对新生家长的公益讲座。

而讲座的内容，都是新生家长普遍关心
的问题。 比如如何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学
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科学培养方式、幼小衔接
学生适应能力的培养等。

家长会不是不能开，家长培训会也是如
此。但有没有必要连开三天，让家长开培训
会是不是考虑了家长的时间和需要，尊重家
长们的选择，都是此事引发关注的焦点。

按照过往经验，学校召开家长会无可厚

非，学校对必要的教学安排和学生在校表现
向家长信息对称。家长没有特殊情况，按时
参加是对孩子负责的表现。

但近年来， 家长会时不时“超标”“过
载”，频次多了，内容变了，培训会、分享会、
沟通会一大堆，实在是让家长们有苦难言。

在家校关系中，一直存在着微妙的不对
等。学校经常作出各种安排，提出各种建议，
家长往往对于学校的某些安排有苦难言，但
又不好拒绝。

家长们私下吐槽，有些作业哪是留给学
生，分明是布置给家长的，有些活动哪是安

排学生，简直是为家长量身打造。
培训三天之所以引发热议，未必在于培

训会本身的内容，而是培训会的形式，家长
参会的自主权。如果学校一开始就能与家长
换位思考，做好充分的沟通，未必会引起如
此大的舆论风波。

比如， 连开三天首先要站在家长的角
度，设身处地想想，如何照顾家长的时间。线
下培训是否可以线上线下同步进行，便于家
长们灵活掌握。

培训会本来是好事，帮助家长们建立良
好的亲子关系， 但是否每个家长都需要，事

前做好有效的调查评估，视每个家庭具体情
况，尊重家长的自身需要和选择，不做强制
反而是充分建议肯定会更好。

“鸡”娃先“鸡”家长，成为普遍性的教育
焦虑，到了暑假更是火上浇油。解决教育问
题并非一朝一夕，但缓解教育焦虑、解决家
校矛盾，应该从每一次家长会、每一场培训
会做起。

家长和学校，应该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
换位思考，各司其职又相互体谅，凡事做好
事前沟通，努力取得共识，双方拧成一股绳
才能事半功倍。

别再给暑期教育焦虑火上浇油了
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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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确权迈出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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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市场的第一步

在落实数据产权制度上，为何北京将
探索建立的是“结构性分置”制度？

一方面，这有利于责任的区分。北京
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识产
权业务委员会主任李洪江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该制度将数据产权进行了结构性的
划分，明确了各单位履行数据安全责任的
原则， 并规范了大数据主管部门的职责，
针对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进行
了区分。该制度下，数据产权的类型、处理
原则、不同数据的授权机制都有框架性的
规定。

同时，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振兴国
际智库理事长李志起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实施意见》对于数据产权
制度的设计是比较合理的。“结构性分置
的方法非常尊重数据的不同来源、主体和
质量， 这些都是客观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同时， 北京明确主管部门的统筹职责，明
确了公共数据是由市大数据中心来归集，
也提到了市场主体、个人数据，都有不同
的机制，这跟北京市各个数据主体的基本
现状是比较吻合的。”

李志起表示，北京作为全国重要的数
据中心、数据来源，其中涉及的数据主体
是非常复杂且多元的，所以不能把产权用
“一刀切”的办法来处理，而是要尊重不同
的主体，《实施意见》将这种尊重不同主体
的制度明确为“结构性分置”，是尊重现实
的一种处理方式。

另一方面，这也有助于进行数据价值
的挖掘。李洪江认为，该制度能够推动建
立多层次数据交易市场，挖掘数据资产价
值。李志起进一步指出，在过去的这几年
当中，各类市场主体一直都在等待有关部
门明确产权制度的安排。“因为过去一直
缺乏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据，所以一些数
据公司或者数据市场在做业务的时候心
里其实不是太有底。 有了《实施意见》以
后，未来具体措施相继出台，相应主体便
能明确自身在某一类数据上有相应的权
利，并可以主张、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是进

入市场的第一步。”
“有了制度以后，数据产权市场才有

了发育和未来建设的可能性， 相关法规
明确后， 北京的大数据行业会迎来重要
的井喷式的发展高峰期。” 李志起预测
说， 北京市在这方面会诞生出全新的数
据交易行业、数据交易市场，北京将成为
全国的数据交易的高地， 这一点是可以
拭目以待的。”

收益合理化分配

数据市场“长势”正旺，值得注意的
是，市场中备受关注的收益问题，《实施意
见》也进行了明确。

在李志起看来，《实施意见》在收益方
面强调“市场”二字是十分高明且重要的。
“没有收益的事情， 其实就是没有驱动力
的。”李志起表示，“数据的交易链从持有、
加工、流通再到使用，是很长的产业链，产
业链的每个环节都应该按照自己的贡献，
享受自己应有的利益分配的权利。这一点
确立在市场模式下，很多人才愿意让数据
参与流通，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贡献自己
数据的价值，否则，没有这样的一套机制，
很多的数据可能就成为不同的数据池和
数据孤岛”。

同时，李志起指出，数据有了产权以
后， 将来在流通过程当中的价格机制、收
益分配机制其实都是由市场来形成的，在
政府的指导和规范下，最后一定是市场来
发挥作用来确定成本、价格、利润，这些是
没有办法用行政手段去规划完成的。

此外，李志起认为，《实施意见》明确
个人也可以按年、按次等方式获得相应的
收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过去在交易当
中受益的往往是企业、 往往是大型平台，
把个人的数据信息贡献给平台和企业以
后似乎就跟个人没什么关系了。” 李志起
表示，“但是未来个人作为数据主体可以
要求在授权平台使用数据信息后获得收
益，否则不可使用个人数据，这其实也在
客观上起到了制约数据被滥用、被盗用的
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北京7月5日正式对外发布《关于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进一步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其中提出，

探索建立结构性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并完善数据收益合理化分配。

有关分析认为，“结构性分置”尊重了数据的不同来源、主体和质

量，未来，相应主体便能明确自身在某一类数据上的权利并主张、行

使自己的权利，这是进入市场的第一步。此外，《实施意见》在收益分

配方面明确个人也可以按年、按次等方式获得相应的收益，个人可以

主张无收益不授权，其实也在客观上起到了制约数据被滥用、被盗用

的问题。

建立“三权分置”数据产权制度

继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数据
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即
“数据二十条”）后，北京市交出“北京数据二
十条”这一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方案。

《实施意见》提出，探索建立结构性分置
的数据产权制度，推进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
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
产权运行机制先行先试，同时对公共、企业和
个人数据分级分类确权授权。

具体来看， 在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方面，
《实施意见》指出，由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开展
公共数据归集、清洗、共享、开放、治理等活
动，确保数据合规使用；在企业数据确权授权
方面， 明确推动建立企业数据分类分级确权
授权机制， 对各类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
中依法依规采集、持有、加工和销售的不涉及
个人信息和公共利益的数据， 市场主体享有
相应权益；在个人数据确权授权方面，允许个
人将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授权数据处理者或
第三方托管使用， 推动数据处理者或第三方
按照个人授权范围依法依规采集、持有、使用
数据或提供托管服务。

数据要素的流通涉及到数据收益分配问
题，为完善数据收益合理化分配，《实施意见》
明确， 鼓励探索建立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收
益分配机制， 推进公共数据被授权运营方分
享收益和提供增值服务。 探索建立企业数据
开发利用的收益分配机制，鼓励采用分红、提
成等多种收益共享方式，平衡兼顾数据来源、
采集、持有、加工、流通、使用等不同环节相关
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探索个人以按次、按年
等方式依法依规获得个人数据合法使用中产
生的收益。

“数据要素价值的发挥，数据产权的明确
是前提”， 厚雪研究首席研究员于百程认为，
《实施意见》是在“数据二十条”后，一部重要
的地方性的促进数据要素发展的政策文件。
在“数据二十条”中，已提出数据产权结构性

分置制度， 此次北京提出数据产权的先行先
试， 并将市大数据主管部门和市大数据中心
进行了一定的分工，推动公共数据、企业数据
和个人数据的产权探索。

开展数据资产金融创新服务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入社会生产、分
配、交换、消费等各环节。据了解，北京市数字
经济发展居于全国前列。2022年， 北京市数
字经济实现增加值17330亿元， 占全市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1.6%。2022年，北京市
数据要素市场规模约为350亿元， 占全国的
39%左右。

为加快推动数据资产价值实现，《实施
意见》鼓励探索数据资产评估和入表，开展
数据资产质量和价值评估，为数据资产流通
提供价值和价格依据，并探索数据资产入表
新模式。

事实上，在《实施意见》发布前，北京市早
已开始探索数据资产评估和入表试点。 在7
月5日召开的论坛上，姜广智介绍，北京市率
先建成支持“可用不可见”交易模式的国际
大数据交易所， 率先开展了数据资产登记评
估入表试点， 多家中小企业已经依据自己的
数据资产获得了千万量级的贷款， 取得了良
好的实效。

数据对金融机构的征信管理、信贷投放、
风险管控等意义重大， 在加快推动数据资产
价值实现方面，《实施意见》 还鼓励市场主体
以合法的数据资产作价出资入股企业、 进行
股权债权融资、开展数据信托活动。在风险可
控的前提下， 探索开展金融机构面向个人或
企业的数据资产金融创新服务。

“金融机构数据资源密集，数据应用比较
领先。”于百程表示，但不少机构仍存在数据
分散在各个部门无法打通，缺少统一平台，数
据质量差、 数据不规范、 数据违规采集和使
用、数据安全等数据治理方面的问题，使得数
据应用价值的发挥受到限制。 银行要发挥数

据的价值，在数据合规前提下，数据治理、数
据共享、数据与业务深度融合缺一不可，数据
要素价值的充分发挥，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
程，也是金融数字化的核心之一，并具有广阔
空间。

打造数据综合改革试验田

“《实施意见》的核心理念是通过打造政
策高地形成成本洼地”，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副
主任唐建国在论坛上指出， 现在数据供需之
间的壁垒较为显著，为促进数据开放，北京市
提出要打造数据先行区、建立可信空间。

《实施意见》明确打造数据基础制度综合
改革试验田， 支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开
展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先试，打造政策高地、可
信空间和数据工场。 支持基于信创技术建设
数据可信流通体系和“监管沙盒”，通过物理
集中和逻辑汇通相结合的方式，导入工业、金
融、能源、科研、商贸、电信、交通、医疗、教育
等领域数据资源，促进数据跨行业融合应用，
切实激活数据要素资源。

对于《实施意见》的贯彻落实，姜广智指
出，《实施意见》 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工作提供了指南和框架， 下一步将在数据先
行区域制定配套政策， 围绕着一些重点难点
问题持续发力，努力破题。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
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研究员盘和林认
为，《实施意见》 指明了北京市未来推动数据
要素市场发展的大方向， 给出了一些建设数
据要素市场的具体实施方案， 具备一定的操
作性， 为未来北京市在实践中探索数据要素
流通、建立数据确权、数据交易市场体系奠定
了基础，未来北京市的数据产业将得以发展。

“《实施意见》的落地将进一步发挥北京
的先行示范作用， 在建立数据基础制度、促
进数据开放和流通、 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推
动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将作出引领。” 于百
程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 李海颜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 为激

活数据要素潜能， 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7月5日，中

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更好发挥数据

要素作用进一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即“北京数据二十条”）的通知，明确

力争到2030年， 北京市数据要素市场规模达到2000亿

元，基本完成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先试工作，形成数

据服务产业集聚区， 具体措施涵盖率先落实数据产权

和收益分配制度、推动数据资产价值实现等多方面。

在同日召开的2023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据要素高

峰论坛（以下简称“论坛”）上，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党组书记、局长姜广智对《实施意见》作出解读，他表

示，《实施意见》 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工作提供

了指南和框架， 下一步将在数据先行区域制定配套政

策，围绕着一些重点难点问题持续发力，努力破题。

破题数据要素掣肘 北京出台“数据二十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