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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报送东莞市 

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第 20230125 号 
提案答复的函 

 

尊敬的陈莹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数字要素市场建设 夯实我市数字

经济基石的建议》（20230125 号）收悉，衷心感谢您对我市培

育数字要素市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经综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意

见，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完善数据要素市场主体权益规范和流通规则 

为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的规则体系，创新数据要素开

发利用机制，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我局编制印发了《东莞市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2022−2024 年）》，制定适

应我市本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工作要求，通过组建东莞

大数据联盟、遴选数据经纪人等，促进公共数据合规有序流通，

同时加强个人隐私保护，充分保护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建



立数据主体投诉处理机制，维护数据主体合法权益，保障数据创

造者的权益。 

二、关于推进数据流通，扩大公共数据开放和应用程度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加

快推进数据有序共享的意见》（国办发〔2021〕6 号）与《广东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加

快推进数据有序共享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21〕45 号）

的要求，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关于政务数据共享部

署要求，正式印发《东莞市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 加

快推进数据有序共享实施方案》，同步成立由分管市领导牵头、

各委办局共同参与市政务数据共享协调小组，高位推动政务数据

共享应用。 

在建立一站式开放数据平台方面，我局完成东莞市“一网共

享”平台的部署，支持各部门在“一网共享”平台上挂接数据资

源目录，推动数据共享。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有 41 个市级

部门、32 个镇街（园区）完成 6591 个数据资源目录的编目挂接，

共提供数据服务 3597 个次，满足 87 个部门 134 个业务系统的数

据需求。目前，我局已对部门、镇街（园区）开展累计 89 场培

训和推广活动，明确“一网共享”平台作为今后我市唯一的政务

数据共享平台，逐步扩大公共数据开放和应用程度。 



在建立新兴的政企合作模式方面，我市认真落实《广东省数

字经济促进条例》《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政策措施》《东莞市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2－2025 年）》

等工作部署，支持企业提升数据汇聚、分析、应用能力，构建数

据驱动的生产方式和企业管理模式，促使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

我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 CDO（企业首席数据官）入库

机制以及 CDO、DCMM（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案例评选机制，

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导、机构辅导的形式，做好企业服务指导，

已开展 2 场超过 50 人人次需求对接活动，推动企业开展 CDO 建

设以及 DCMM 宣贯工作，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数据增富、数字

增值。 

三、关于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主体，促进数据要素交易流通 

根据《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粤府函

〔2021〕151 号），省方面按照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1+2+3+X”总体思路，于广州成立首个省级数据交易所，为市

场主体提供数据流通交易综合性服务，同时成立广州数据交易所

（佛山）服务基地，形成广州数据交易所“一所多基地多平台”

体系。为促进数据要素交易流通，我市根据《广东省数据要素市

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要求，在省“一所多基地多平台”体系下

探索建设区域数据交易服务基地和交易平台，与广州市数据交易

所开展沟通交流，筹备建设广州数据交易所东莞分基地（下简称



“分基地”），目前已编制分基地建设方案，下来将进一步推进分

基地正式成立，充分发挥数据交易所的作用，进一步探索建立数

据流通和数据服务交易生态体系，助力我市数字经济发展。 

四、关于提升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一是建立严格执行国家数据安全法律法规的管理体系。正式

印发《东莞市公共数据管理办法》，明确我市各单位、各镇街在

行业和辖区对公共数据管理的职责，规范我市公共数据的采集、

使用与管理，加快推进公共数据有序流通和高效利用，加强数据

安全保障。二是建设数据安全技术能力，提升数据安全防护水平。

加快数据安全管控平台建设，持续推动数据加密、脱敏、数据库

防火墙等 6 个数据安全工具部署，目前已完成加密、防火墙等工

具的性能及业务影响测试，预计第四季度形成数据安全技术防护

底座。三是促进数据安全协同治理。与市网信办联合召开《个人

信息保护法》专题讲座，组织我市首席数据官联络员参加，进一

步提升我市干部数字化素养。四是加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数据

中心方面，截至 2023 年 5 月底，全市 23 个在用数据中心总设计

机架数为 12.7 万个（折合 2.5KW 标准机架，下同），已建机架

数 9.11 万个，在用机架数为 4.49 万个。新型算力布局方面，目

前，东莞移动、东莞联通在莞部署建设了 4 个边缘计算（MEC）

节点。通过布局数据中心产业，建设新型高通量数据中心，应对

万物互联时代的高通量、高品质、低延迟的海量数据处理需求，



保障数据在流通过程中的安全性。 

再次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目前我市数据要素市场化体系

建设仍存在数据要素交易相对滞后、数据交易流通规则体系尚未

形成等问题，下来我们根据您的提议，完善数据交易流通、数据

安全保障的相关管理规范，持续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和应用，加快

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促进数据要素交易流通；加快提升企业

数字要素开发利用管理水平，推动有条件企业设立首席数据官

（CDO），推广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DCMM）贯标制度；积

极引导三大运营商加快部署边缘计算节点，大力支持业界发展边

缘计算业务，加强对我市产业数字化算力支撑服务。 

 

 

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2023 年 7 月 4 日 

 

（联系人：叶健莹；联系电话：2283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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