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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数据交易》分为以下6个部分： 

--第1部分：数据流通交易合规指南； 

--第2部分：数据产品权益认定指南； 

--第3部分：数据产品质量评估规范； 

--第4部分：数据资产评估规范； 

--第5部分：数据产品定价方法； 

--第6部分：数据产品交付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本文件为DB31/T XXXX的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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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上海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国网上海

市电力公司、上海翰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华东电信研究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东海航海保障

中心上海海图中心、北京市中闻（上海）律师事务所、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航技术应用研发中心

有限公司、银联智策顾问（上海）有限公司、金证（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高德软件有限公司、中

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上海商学院、联通（上海）产业互联网有限公

司、上海生腾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富数科技有限公司、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杰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智慧城市发展研究院、

上海信投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卓训方、李雪凝、杨琳、郭韵瑆、谢佳妮、苏运、许唐云、张绍华、李远刚、林力、关耀、韩懿、

杨天雅、彭莉、黄蓉、陈吉栋、陈宏峰、吴龙乐、王超毅、刘训艳、李福娟、赵萌、谢刚凯、苏岳龙、

丁熠军、王慧、陆燕、唐飞、李周平、徐蓉、王佳楠、隋瑞瑞、陈俞、关淘、卞阳、吕恒之、朱忠攀、

方新、单曙兵、张伯熹、徐婷婷、滕空、董振宁、刘静莉、徐宏杰、徐香君、周子奕、胡琼方、胡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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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我国正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为了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需

要建立数据资产价值体系，制定数据资产价值评估框架和评估指南，合理衡量数据价值，促进公平对等

交易，建立数据流通安全可信环境，才能有效保障数据要素市场主体权益，并推动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化

发展。 

结合本市数据交易工作实际情况，本文件围绕数据资产的价值评估，从成本要素、价值要素、市场

要素、法律因素、环境因素等维度，提出适用于当前数据要素市场的评估方法，构建数据资产评估模型，

为数据资产的价值评估提供实践指南，引导数据资产价值评估实施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为培育数据

要素市场的数据资产入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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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交易 第 4 部分：数据资产评估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数据资产的评估模型，包括评估要素、评估方法和评估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组织对数据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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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72-2016 资产管理 综述、原则和术语 

GB/T 40685-2021 信息技术服务 数据资产 管理要求 

DB31/T XXXX-XXXX 数据交易 第3部分：数据产品质量评估规范 

DB31/T XXXX-XXXX 数据交易 第6部分：数据产品交付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资产 asset 

是指组织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组织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组织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来源：GB/T 33172-2016，3.2.1] 

 

数据资产 data asset 

由交易或事项形成的、企业合法拥有或者控制的、基于对数据资源进行实质性加工和创新性劳动、

具备一定的应用场景、预期会给其带来可持续服务和经济利益的，价值可确认、可计量的数据资源。 

 

评估因素 valuation factor 

对数据资产价值评估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 

 

评估方法 valuation method 

组织评定估算数据资产价值所采用的途径和技术手段。 

 

收益期限 income period 

数据资产在寿命年限内持续发挥作用并产生经济利益流入的期限。 

 

折现率 discount rate 

将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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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交易凭证 data exchange voucher 

是指企业通过数据交易市场进行场内交易数据产品所生成凭证，具有唯一性、不可篡改性、公开性

等特点。 

4 评估模型 

概述 

基于所选择的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分析可供数据资产价值评估使用的成本因素、市场因素、场景

因素、质量因素等指标，再采用合适的评估方法，通过规范的评估流程完成数据资产价值评估，详细内

容见图1。 

  

图1 数据资产价值评估模型 

明确评估目的 

明确资产评估目的，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收购、作价出资、授权许可、质押融资、财务目的、税

务目的、司法目的、资产证券化、企业清算等。 

明确评估对象 

4.3.1 数据交易所及由其认证的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在进行数据资产价值评估时，应根据被评估主体

的愿景、战略目标和业务发展需求等方面，明确评估对象、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和价值类型，并在此

基础上明确数据资产的权属、敏感信息和安全合规要求等。 

4.3.2 数据资产标的是以数据为主要内容和服务的可辨认形态，即为数据产品。以下两类数据资产可

作为评估对象： 

a） 企业自己生成的数据、拥有数据资源持有权、形成可持续使用的数据产品； 

b） 企业采购、共享、被授权的数据、拥有有数据加工使用权、形成可持续使用的数据产品。 

4.3.3 如果未形成可持续使用的数据产品，则不应作为评估对象。 

出具报告 评估执行 评估准备 

收益法 

市场法 

成本法 场景因素 

市场因素 

成本因素 

质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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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估要素 

成本因素 

5.1.1 前期成本 

数据资产前期规划阶段所形成的成本，包含前期投入的人员薪资、咨询费用及相关资源成本等。 

5.1.2 直接成本 

数据资产在开发过程中所涉及的费用等，包括但不限于： 

a) 数据采集和处理成本：包括从数据源获取数据的成本、对数据进行清理和加工的成本，以及对

数据进行脱敏、去标识化等保护隐私和安全的成本; 

b) 数据产品开发成本：包括为数据应用所涉及的模型算法的开发、测试、迭代等成本; 

c) 人力成本：包括相关研发和技术人员的薪酬、福利以及相关的培训和人力资源成本; 

d) 市场调研成本：包括对市场需求、竞争对手、目标用户等进行调研和分析的成本; 

e) 其他相关成本：包括与数据开发相关的所有其他费用和成本。 

5.1.3 间接成本 

数据资产的检测、维护等业务操作费用和技术运维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a) 数据资产的检测费用，包括识别问题等费用； 

b) 数据资产优化费用，包括数据汇聚、数据维护、数据传输、数据调整、更新、脱敏等费用； 

c) 数据资产台账维护费用，包括数据备份、应急处置、设备折旧等费用。 

5.1.4 管理成本 

在数据资产的管理过程中涉及到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a) 数据管理人员成本； 

b) 机房、场地建设或租赁费用； 

c) 水电、网络、通讯、办公等费用。 

5.1.5 其他成本 

其他涉及数据资产的成本项，包括但不限于： 

a) 数据资产的开发、使用和销售过程中需支付的相关税费; 

b) 为了选择开发某种数据资产而放弃的其他可能的机会所对应的收益或机会成本。 

场景因素 

5.2.1 使用范围 

明确数据资产在不同领域和行业中的适用范围。在确定其适用性时，应充分考虑各领域和行业的特

点、需求以及应用环境等因素。 

5.2.2 应用场景 

应对数据资产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适用性和效果进行评估。针对具体的场景需求，如数据分析、决

策支持、客户画像和精准营销等，应分析数据资产是否能够满足这些场景的要求，并评估其在实际应用

中的可行性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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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商业模式 

在评估数据资产的价值时，应关注其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针对数据资产不同的商业模式，应明确

各自的定价策略、推广方式和使用方式，并评估其可行性和收益前景。 

5.2.4 市场前景 

评估数据资产的价值时，应关注其所在领域和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和需求。通过对市场环境的调研

和分析，可以了解数据资产在市场中的需求潜力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对其未来发展潜力和投资价

值进行综合评估。 

5.2.5 财务预测 

在评估数据资产的价值时，应评估数据资产的盈利能力和投资价值，为决策提供可靠的财务依据。

同时应针对公司财务指标进行分析，并预测未来一定期间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5.2.6 应用风险 

在评估数据资产的价值时，应考虑其应用风险和管理难度。针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如数据泄露、

数据失真或数据分析错误等，应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和管理，以确保数据资产的安全和有效应用。 

质量因素 

应关注数据资产的质量，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执行数据质量评估程序及获得数据质量的评价结果，具

体评估规范宜参照《数据交易 第3部分：数据产品质量评估规范》。 

市场因素 

5.4.1 交易市场 

应关注数据资产的主要交易市场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市场规模、交易量、交易频率和其他特

征，以评估数据资产的流通性和市场需求。对于具有较高交易量和活跃度的市场，数据资产的价值可能

更高。 

5.4.2 数据稀缺性 

数据资产提供方对数据的独占程度，稀缺数据资产背后潜在的商业信息更加凸显数据价值。 

5.4.3 供求关系 

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影响数据的价格波动，包括： 

a) 数据需方不唯一时，随着数据需方数量增多，数据资产价值会受影响； 

b) 数据资产权属发生转移时，数据资产价值表现会受到影响。 

6 基本评估方法 

市场法 

6.1.1 概述 

市场法是在具有公开并活跃的交易市场的前提下，选取近期或往期成交的类似参照价格作为参考，

并调整有差异性、个性化的因素，从而得到标的资产价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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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使用前提 

选用市场法时应考虑的前提条件包括： 

a） 数据资产的可比参照物具有公开活跃的市场； 

b） 有关交易的必要信息可以获得，如交易价格、交易时间和交易条件等； 

c） 数据资产与可比参照物在交易市场、规模、价值影响因素、应用领域、交易时间和交易类型等

方面具有可比性，且这些可比方面可量化； 

d） 存在足够数量的可比参照物，通常建议不少于三个； 

e） 数据质量能够达到应用场景下所要求的基准。 

6.1.3 适用场景 

市场法的适用场景包括： 

a） 数据交易市场发展相对成熟的行业，有较丰富的可比交易案例，且参照案例的成交时间与评估

基准日时间间隔不长； 

b） 可交易的数据产品类型多样，支持各类数据资产的评估。 

6.1.4 可比案例 

宜根据待评估数据资产的特点，在市场上寻找合适的可比案例，例如交易市场、数据规模、应用场

景、区域覆盖等相同或近似的数据资产。 

6.1.5 系数调整 

宜通过比较评估对象和参考数据资产或对标交易活动来确定调整系数。通常情况下需要考虑质量

差异、供求差异、期日差异、容量差异以及其他差异等价值影响因素，做出合理调整，将调整后结果汇

总分析得出待评估数据资产的价值。 

收益法 

6.2.1 概述 

采用收益法评估数据资产，一般是通过测算该项数据资产所产生的未来预期收益并折算成现值，进

而确定被评估数据资产的价值。收益法是基于数据未来的获利能力，能够体现数据的内在价值，契合数

据价值评估的目的，其关键指标是预期未来收益、收益期限和折现率。 

6.2.2 使用前提 

选用收益法时应考虑的前提条件包括： 

a） 数据资产的未来收益可以合理预期并用货币计量； 

b） 预期收益所对应的风险能够度量； 

c） 预期收益期限能够确定或合理预期； 

d） 数据质量能够达到应用场景下所要求的基准。 

6.2.3 适用场景 

收益法的适用场景包括： 

a） 未来有预期收益的数据资产； 

b） 市场主体长期持有的、经营风险稳定可测的数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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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估算预期收益 

根据数据资产的特性及其在市场上的表现，确定预期收益的预测方法。可选择采用直接收益预测、

分成收益预测、超额收益预测和增量收益预测等方式。区分数据资产与其他资产所获得的收益，对与之

有关的预期变动、收益期限进行深入分析。应考虑与收益有关的成本费用、配套资产、现金流量和风险

因素。 

6.2.4.1 直接收益预测 

适用于数据资产的应用场景及商业模式应相对独立，且数据资产服务或产品为企业带来的直接收

益可独立核算的情况。 

6.2.4.2 分成收益预测 

适用于在软件开发服务、数据平台对接服务、数据分析服务等数据资产应用场景中，其他相关资产

要素所产生的收益无法单独计量的情况。应通过计算总收益，再根据被评估数据资产在产生总收益过程

中的贡献，将其与其他资产进行分成。分成率通常包括销售利润分成率和销售收入分成率两种，通过对

被评估数据的数据特征、质量要素、成本要素和应用要素等评估要素进行综合分析，可参考市场上存在

的相同或类似数据资产评估案例中采用的分成率情况。 

6.2.4.3 超额收益预测 

适用于数据资产产生的收益占整体业务比重较高，且其他资产要素对收益的贡献能够明确计量的

情况。通过测算数据资产与其他相关贡献资产共同创造的整体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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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为被评估数据资产所创造的收益并测算数据资产价值。 

6.2.4.4 增量收益预测 

适用于数据资产的评估主体可以产生额外的可计量的现金流量或利润，或应用数据资产的主体可

以获得可计量的成本节约。可预测对比使用该项数据资产是否为企业创造价值。 

6.2.5 折现率估算 

根据数据资产的应用环境、市场状况和管理风险等因素，采用适当的方法估算折现率。折现率的口

径应与预期收益的口径保持一致。同时，考虑数据资产在应用过程中的流通风险、数据安全风险和监管

风险等因素，对这些风险进行合理评估并纳入折现率的计算中。 

6.2.6 经济寿命于贡献估算 

综合考虑数据资产的法律有效期限、相关合同有效期限、数据资产的更新时间、时效性和权利状况

等因素，合理确定其经济寿命或收益期限。同时，在确定的收益期限内，分析数据资产在各阶段的贡献

情况，包括对收入、成本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成本法 

6.3.1 概述 

6.3.1.1 采用成本法评估数据资产价值是按照重置该项数据资产所发生的成本作为确定评估对象价值

的基础，扣除相关贬值，以此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6.3.1.2 应以被评估数据资产基于某应用场景开发为前提，通过数据溯源分析，确定数据产品开发过

程中可能发生的成本项目并进行相应的开发成本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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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使用前提 

选用成本法时应考虑的前提条件包括： 

a） 数据资产可正常使用或者在用； 

b） 可使用对比分析、历史数据分析、市场调研等方法判断数据资产价值与成本相关程度； 

c） 可确定数据资产开发过程中的成本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存储、数据

传输、数据安全、软件开发等成本； 

d） 可对数据资产的成本按照直接成本、间接成本、相关税费等分类方式进行归集； 

e） 可合理估算数据资产相关价值调整系数； 

f） 数据质量能够达到应用场景下所要求的基准； 

g） 可结合既定应用场景下数据资产的稀缺性和垄断程度对数据产品的价值进行修正。 

6.3.3 适用场景 

成本法的适用场景包括： 

a） 不易计算未来收益的及难以在数据交易市场上找到可参考案例的资产； 

b） 成本法适用于数据投入成本、机会成本及沉没成本等能够被合理估算的场景； 

c） 针对数据持有者或相关主体不以营利为目的，且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获取相类似数据时，可采用

成本法进行数据资产评估。 

其他方法 

对于无资产凭证的数据产品，可采用层次分析法或其他方法进行评估。 

7 评估流程 

评估准备 

7.1.1 明确评估对象 

7.1.1.1 数据交易所及由其认证的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在进行数据资产价值评估时，应根据被评估主

体的愿景、战略目标和业务发展需求等方面，明确评估对象、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和价值类型，并在

此基础上明确数据资产的权属、敏感信息和安全合规要求等。 

7.1.1.2 数据资产标的是以数据为主要内容和服务的可辨认形态，即为数据产品。以下两类数据资产

可作为评估对象： 

a) 企业自己生成的数据、拥有数据资源持有权、形成可持续使用的数据产品； 

b) 企业采购、共享、被授权的数据、拥有有数据加工使用权、形成可持续使用的数据产品。 

7.1.1.3 如果未形成可持续使用的数据产品，则不应作为评估对象。 

7.1.2 明确评估目的 

在评估实施前，供方应明确评估的具体目标和应用场景，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收购、作价出资、授

权许可、质押融资、财务目的、税务目的、司法目的、资产证券化、企业清算等金融活动。 

7.1.3 选择评估方法 

根据不同的目标和应用场景，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具备数据交易所资产凭证的数据资产，宜首选

市场法或收益法进行评估。选择方法时应当注意该方法的使用前提和适用情景。 



DB 31/T XXXX—XXXX 

8 

7.1.4 选择适用的数据产品 

企业可自行选择已经在市场中完成交易的数据产品，用于资产评估。企业应确保这些数据产品具有

已成交的价格和相应的凭证，以便进行价值评估计算。 

评估执行 

在进行数据资产评估时，未来收入预测。应采用两种以上不同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以便相互验证

和补充。在采用多种评估方法进行数据资产评估后，应对评估结果进行合理性分析，以判断其是否符合

实际情况和合理预期。 

出具数据资产评估报告 

7.3.1 披露要求 

资产评估方应编制详细的评估报告，报告中披露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数据资产基本信息：包括数据资产的基本特征和权属信息，包含的数据产品交易清单，包括数

据交易凭证上的成交价、交易时间等信息； 

b) 数据质量评价情况：宜参考《数据交易 第3部分：数据产品质量评估规范》； 

c) 数据资产的应用场景：说明数据资产的应用场景以及数据资产应用所涉及的地域限制、领域限

制及法律法规限制等； 

d) 宏观经济和行业前景：提供与数据资产应用场景相关的宏观经济和行业前景信息；  

e) 评估依据的信息来源：说明评估所依据的信息来源，包括数据来源和其他相关数据； 

f) 利用专家工作或者引用专业报告内容：描述是否利用了专家工作或引用了专业报告的内容，以

支持评估结论； 

g) 其他必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其他与数据资产评估相关的信息。 

7.3.2 评估方法和结果说明 

单独出具数据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应当包括有关评估方法的以下内容： 

a) 评估方法的选择及其理由：明确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并说明选择该方法的理由; 

b) 参数来源、分析、比较与测算过程：提供评估方法所使用的各重要参数的来源、分析过程、比

较情况和测算方法的描述; 

c) 对测算结果的分析：说明如何对测算结果进行分析，以及形成评估结论的过程; 

d) 评估结论的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明确评估结论成立所依赖的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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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航班运行-数据资产评估示例 

A.1 数据资产描述 

数据集名称：航班运行数据资源，包括航班信息类、机场资源类、航空器信息类、飞行流量管理类、

航空器监视及追踪数据类、客货信息类、运行态势类、机组信息类、特殊/不正常事件类、运行品质类。 

A.2 评估过程 

A.2.1 评估准备 

A.2.1.1 明确评估对象 

—— 评估对象：航空公司的航班运行数据资产; 

—— 评估目的：由企业发起的，通过评估其拥有的航班运行数据资源以确定其价值; 

—— 评估范围：企业拥有的航班信息类、机场资源类、航空器信息类、飞行流量管理类、航空器监

视及追踪数据类、客货信息类、运行态势类、机组信息类、特殊/不正常事件类、运行品质类

数据。涉及的相关核心业务系统共 33个，具体清单见表 A.1。 

表A.1  具体系统清单 

编号 核心系统编号 核心系统名称 

1 Pm001 航班运行管理系统 

2 Pm002 运行品质监控系统 

 … … 

33 Pm033 机组排班系统 

A.2.1.2 确定评估方法 

A.2.1.2.1 航班运行数据资产具体计算公式为：数据资产价值 = 数据资产总成本 * 综合调节系数 

A.2.1.2.2 数据资产总成本，数据总成本为一个区间，最大值为评估要素中相关质量因素（具体 A.2.3

选择评估要素中确定）的累计总值，最小值参照软件折旧的原则，将成本进行折算后估算成本；综合调

节系数，包含评估要素中的成本因素、场景因素、市场因素和质量因素，构建综合调节系数模型。见表

A.2。 

表A.2  综合调节系数模型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取值 

（根据实际情况取值范围[0~1]） 

成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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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综合调节系数模型(续)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取值 

（根据实际情况取值范围[0~1]） 

场景因素     

市场因素     

质量因素     

 

A.2.1.3 选择评估要素 

A.2.1.3.1 根据实践，明确本次评估中涉及的具体评估要素，确定数据价值计算公式中的各项数值。 

A.2.1.3.2 明确成本要素中包含的具体要素，用来确定公式中“数据资产总成本”。本次评估涉及的

成本要素包括：数据规划成本、数据采集成本、数据加工成本、数据购买成本、数据核验成本、数据标

识成本、数据挖掘成本、数据存储成本和数据运维成本。 

A.2.1.3.3 明确成本因素、质量因素、市场因素和场景因素中包含的具体要素，用来确定综合调节系

数模型，计算综合调节系数。综合调节系数模型见表 A.3。 

表A.4  综合调节系数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取值 

（1-数据问题数/数据总数） 

质量因素 0.7 

数据质量-基本质量 0.33  

数据质量-技术使用 0.33  

数据质量-市场价值 0.33  

市场要素 0.1 
数据稀缺性（对外） 0.5  

数据共享性（对内） 0.5  

场景因素 0.1 
适用范围 0.5  

应用场景 0.5  

成本因素 0.1 直接成本等 1  

综合调节系数 ∑二级指标取值*二级指标权重*一级指标权重 

注：*一级和二级指标权重默认是按照下属所含项的数量平均后得到，也可使用专家打分法确定一级和二级指标权

重。 

A.2.2 评估执行 

A.2.2.1 数据实体识别 

A.2.2.1.1 数据实体是数据价值评估最小颗粒度，须准确的被识别，系统相关的项目组负责人作为专

家参与到识别的实体的评审。 

A.2.2.1.2 输入：相关系统建设的可研报告、系统用户手册、系统架构文档、系统元数据等 

A.2.2.1.3 输出：通过系统建设的相关材料，元数据探查，完成数据实体的识别，并明确其相关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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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2 评估基本项确认 

A.2.2.2.1 系统相关的项目组负责人等作为专家参与实体成本计算、指标取值。 

A.2.2.2.2 输入：项目立项、运维信息，数据采集、加工、购买、标识、共享等信息。 

A.2.2.2.3 输出：确定成本、指标取值。 

A.2.2.3 数据资产价值评估 

计算数据分摊比例，即各系统数据与业务功能的成本占比；将各系统的建设成本，通过数据分摊比

例，获取单个系统的数据实体分摊成本；补充各系统的数据购买成本后，作为数据实体成本；通过数据

实体的成本权重进行分摊，获取单个实体的数据成本。同时对实体价值进行整合，从业务角度整体考虑

数据价值。 

A.2.3 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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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旅客出行宝-数据资产评估示例 

B.1 数据资产描述 

数据资产名称：旅客出行宝，包括旅客标签等数据。 

B.2 评估过程 

B.2.1 评估准备 

B.2.1.1 明确评估对象 

—— 评估对象：数据资产-旅客出行宝; 

—— 评估目的：通过评估确定数据资产的价值; 

—— 评估范围：被认证存储及应用的旅客数据。 

B.2.1.2 选取评估方法 

B.2.1.2.1 旅客出行宝数据资产价值评估的计算公式为： 

数据资产价值=Σ业务收益 × 数据分成率 

B.2.1.2.2 业务收益包含业务增收和经营降本两部分，其中业务增收取自使用该数据产品所获得的相

关收入的增量，经营降本使用该产品所提高效率、减少浪费、提升服务所减少的成本费用。 

B.2.1.2.3 数据分成率是数据作出的贡献在产生业务总效益过程中的占比，公式为： 

数据分成率=数据实体成本/（业务投入成本+数据产品建设成本（含数据实体成本）） 

B.2.1.2.4 业务投入成本指设计该款产品，业务的投入。数据实体成本的计算，可以参考附录 A 的方

法，这里不做具体展开。 

B.2.1.3 选择评估要素  

在使用该方法做价值评估时，已经明确了收益的值，故不再考虑评估要素的影响。 

B.2.2 评估执行 

通过一定的数值计算得到旅客出行宝的资产价值。 

B.2.3 出具评估报告 

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出具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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