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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NTRODUCTION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市场空
间巨大，要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随着数字中国建设深入推进，数据
领域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数据生产、存储、计算、流通和应用等各环
节发生新变化，数据要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乘数效应进一步释放，我国海量数据资
源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逐渐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能、国家竞争新优势。

贯彻落实《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工作部署，2024年国家数据局联合
相关部门首次开展全国数据资源调查，对数据资源进行摸底。2025年2月，国家数
据局联合相关部门组织开展2024年度全国数据资源统计调查工作，有效样本数量
1.44万个，覆盖除国际组织外的所有国民经济行业门类。本年度调查在上年度数据
规模、开发利用和应用情况等指标基础上，新增人工智能（AI）、大模型、低空经济
等热点领域调查指标，并对数据资源地区、行业分布情况做了分析测算，形成了《全
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4年）》。

报告显示，我国数据资源规模优势持续扩大，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活跃度稳步提
升，各类主体加快人工智能布局投入，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进一步提速。

一是数据资源规模加速增长。2024年，全国年度数据生产总量1 达41.06泽字
节（ZB），同比增长25%，增速提高2.56个百分点。人均年度数据生产量约为31.31

太字节（TB），同比增长25.17%，年度数据生产总量和人均产量实现同步跃升，智能
家居、智能网联汽车、无人机等智能设备数据增速位居前列。

二是数据存储结构持续优化。2024年，全国数据存储总量2 为2.09泽字节
（ZB），同比增长20.81%。存储空间利用率3 达61%，同比提高2个百分点。结构化
数据同比增长36%，占存储总量比重为18.70%，大幅超过非结构化数据存储增速，
表明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明显提高。

1 全国数据生产总量指2024年度全国数据创建、复制、捕获和消费产生的数据总量。
2 全国数据存储总量指全国累计存储的数据量，包括算力中心存储量，以及政府、企事业单位、个人终端的数据存储量。
3 存储空间利用率=累计数据存储总量/累计数据存储总空间。



三是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布局。2024年，全国算力总规模4 达280EFLOPS（每
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算力总规模达到175EFLOPS。智能算力
规模达90EFLOPS，在算力总规模中占比提升至32%，为海量数据计算提供智能
底座。

四是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步伐加快。政务数据共享持续深化，共享枢纽平台
累计支撑调用超5400亿次，有力支撑“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2024年，全国地
市级以上地方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数量增长7.5%，开放的数据量增长7.1%5。国家公
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1+3”政策文件发布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中，超六成启动授权运营工作。

五是企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提速。2024年，66.1%的行业龙头企业购买过
数据，企业数据与公共数据融合应用场景加速增长。活跃数据6 总量同比提升
22.73%，活跃数据总量占存储数据总量为62.04%。企业数据要素在企业内部关
键环节，如技术研发、生产协同、产品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提升。

六是数据促进人工智能加速发展。2024年，新增238款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
网信办完成备案。开发或应用人工智能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36%，高质量数据集
数量同比增长27.4%，有力支撑人工智能训练和应用。利用大模型的数据技术企业
同比增长57.21%，数据应用企业同比增长37.14%。

报告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4 数据来源于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官方网站。
5 数据来源于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
6 活跃数据指一年中至少被使用1次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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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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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据生产、存储总量增长再提速，数据存储空间利用率提高，智能算力
加快布局引领算力规模增长。

• 2024年，全国数据生产总量达41.06泽字节（ZB），同比增长25%。

• 2024年，全国数据存储总量为2.09泽字节（ZB），同比增长20.81%。存储空间
利用率为61%，同比增长2个百分点。

• 2024年，全国算力总规模达280EFLOPS（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八大国家
枢纽节点算力总规模达175EFLOPS。智能算力规模达90EFLOPS，在算力总规
模中占比提升至32%。

（一）数据资源规模优势持续扩大

公共数据资源供给和企业用数需求双向拉动，企业加快应用大模型，高质量
数据集建设进入加速期。

• 2024年，全国地市级以上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数量增长7.5%，开放的数据量增长
7.1%。超六成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启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

• 2024年，约66%的行业龙头企业和30%的数据技术企业购买过数据。

• 2024年，利用大模型的数据技术企业和数据应用企业数量分别增长57.21%、 

37.14%。

• 2024年，企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增速超27%。

（二）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活跃度稳步提升

数据“产-存-算-流-用”各环节转换过程中，数据要素价值持续释放，数据产
业发展潜力巨大。

• 2024年，活跃数据总量为1.3泽字节（ZB），同比提升22.73%，活跃数据总量占
存储数据总量为62.04%。

• 2024年，利用数据获得直接收益的企业实现小幅提升。

（三）数据要素价值潜力持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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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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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生产总量呈高速增长态势。2024年，全国数据生产总量达41.06泽字节
（ZB），同比增长25%，增速较去年提高2.56个百分点（图2-1）。人均数据生产量约
为31.31太字节（TB），同比增长25.17%，数据生产总量和人均产量实现同步跃升。

智能应用推动数据资源规模加速增长。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用于开发、训
练和推理的数据量同比增长40.95%。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等智能设备数据增
速位居前列，分别为51.43%、29.28%。

战略性新兴产业激发数据新增长点。无人机应用范围快速拓展，机器人产业
化进程不断加快，带动低空经济和机器人数据生产量增速超过30%。

图2-1  数据生产总量（2022年—2024年）
数据来源：2024年度全国数据资源统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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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生产总量增速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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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结构持续优化。2024年，全国数据存储总量为2.09泽字节（ZB），同
比增长20.81%，其中新增数据存储总量1.15泽字节（ZB）。数据存储空间利用率为
61%，同比提升2个百分点。结构化数据同比增长36%，占存储总量比重为18.70%，
大幅超过非结构化数据存储增速，表明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明显提高。

各行业数据上云差异明显。2024年，全国数据云存储率为30.39%。政务、气
象、金融数据云存储占比分别为47.39%、42%、26.38%，数据弹性灵活调用更敏
捷。科学数据仍然以本地化存储为主，云存储占比约为5%。

智能算力规模大幅提升。2024年，全国算力总规模达到280EFLOPS，其中
智能算力规模达90EFLOPS，占比提升至32%（图2-2），为海量数据计算提供智
能底座。

企业加快布局智能算力。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推广，市场对智能算力的需求呈爆
发式增长，企业布局智能算力提速。其中，中央企业7 算力规模增长近3倍，智能算力
占比为40.22%；数据技术企业算力规模同比增长近1倍，智能算力占比为43.63%。

图2-2  2023—2024年算力中心算力规模及智能算力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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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央企业有效样本数量为101家。

数据来源：2024年度全国数据资源统计调查

（二）数据存储结构和空间持续优化

（三）智能算力加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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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数据共享持续深化。建成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累计支撑调用超
5400亿次，推动国务院部门201个垂管系统向基层“回流”数据8.2亿条，为经济社
会发展、数字政府建设、“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公共数据集开放总量稳步增长。公共数据开放程度逐渐提升，2024年全国地市级
以上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数量增长7.5%，开放的数据量增长7.1%。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探索步伐加快。国家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1+3”政策文
件发布后，超六成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启动授权运营工作，公共数据
授权运营逐步规范化、有序化。其中，市级政府部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量为省
级政府部门的2.53倍，公共数据资源供给不断扩大。

公共数据服务场景日益丰富。公共数据服务产品数量同比增长超过40%（图
2-3），涵盖交通、环保、医疗等经济社会各领域，应用在低空经济、多式联运、保险
理赔、征信服务等场景。

图2-3  公共数据服务产品数量变化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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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24年度全国数据资源统计调查

（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步伐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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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据应用需求逐步释放。2024年，存储数据中活跃数据占比为62.04%，
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活跃度逐步提升。企业用数需求旺盛，约66%的行业龙头企业和
30%的数据技术企业购买过数据，企业数据与公共数据融合应用场景更加丰富。

平台企业成为数据流通的关键枢纽。平台企业发挥生态优势，促进气象、交
通、地理等公共数据加速与企业数据融合，在客户服务、精准营销、研发创新等场
景得到广泛应用。

（五）企业用数活力逐步提升

大模型应用促进企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企业加快人工智能投入和大模型应
用，利用大模型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超过37%，比例提升至约10%。大模型有望帮
助企业降低非结构化数据加工成本，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提档加速。

人工智能发展带动高质量数据集需求激增。数据技术企业积极推动数据集建
设，高质量数据集数量增速达27.4%。人工智能加快向垂直领域发展，企业用于人
工智能的数据量占数据存储量约为7%，企业数据集建设潜力空间巨大。

（六）人工智能与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互相促进

区域数据资源水平和经济发展高度相关。经济大省数据资源集聚效应明显，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和四川6个省份数据生产量占全国比重达57.45%。东
部地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活跃，北京、上海企业人工智能投入平均水平位居全国前
二，浙江应用大模型的企业比例位居第一，江苏、广东企业平均数字化投入是全国
平均水平的1.71倍。

行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与数字化投入密切相关。随着我国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进程加速，制造、金融、交通物流行业数据生产总量领先其他行业，金
融、采矿、交通物流行业企业平均数据生产量位居前三。交通物流、电力行业数据
资源开发利用活跃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78.24%、75.83%。

（七）数据资源区域和行业分布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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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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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25年，全国数据生产总量有望突破50泽字节（ZB）。AI计算机的普及
应用与AI服务器性能的快速提升，推动数据资源结构持续优化，计算数据、合成数
据将超过影音视听、监测摄像等数据。无人驾驶、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数据资源规模将保持高速增长。

（一）数据生产总量将保持增长态势

可信数据空间将成为数据资源规模化流通利用的新模式新路径。数据治理、
数据标注、数据智能等相关企业迎来发展机遇期，信息技术服务商加速向数据运营
服务商转型，数据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将大幅提升，催生一批数智应用新产品新服
务新业态。

（二）数据资源流通利用进入加速期

人工智能向千行百业渗透，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模式和数据要素价值机理正在
发生深刻变革。公共数据资源“1+3”政策体系落地见效，市场化配置改革破冰提
速，融合应用的“催化剂”作用将进一步发挥。企业数据价值挖掘重心从服务自身
数字化转型向数据要素化、市场化拓展，数据跨主体流通、跨行业应用、跨场景赋
能的乘数效应加速释放。

（三）数据融合应用加快价值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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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数据来源

有效样本数量1.44万个，覆盖27个国家行业主管部门、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个计划单列市、12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5个国家实验
室、32个行业协会商会、206个全国重点实验室、40个数据交易机构、101个中央企
业、5911个数据技术企业和8067个数据应用企业（见表1）。

表1  有效样本情况

序号 调查对象 调查主体

1

政府部门

国家行业主管部门

2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数据管理部门

3 计划单列市数据管理部门

4
科研机构

国家实验室及全国重点实验室

5 国家科学数据中心

6 算力中心 算力中心

7 电信运营商 电信运营商

8 行业协会商会 行业协会商会

9 数据交易机构 数据交易机构

10

企业

中央企业

11 数据技术企业

12 数据应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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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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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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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样本分布

报告有效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4079家企业，其中河北、
江西、江苏、广东、浙江等省份样本企业较多（见图1）。

图1  企业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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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计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统计调查方法，将总体样本划分为不同层级，在每个层
级中按比例进行独立、随机抽样，再将各层级的样本数据结合，实现对总体目标量
的估计。考虑到全国企业数量多且规模差异明显，分层抽样方法相对其他随机抽样
方法更能兼顾总体中各类差异，保证测算结果准确性。

本次调查将企业规模划分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小微型企业，覆盖不同行业
及规模特征。对各层级独立抽样，结合各层级的企业总数，加权推算总体企业的数
据生产和存储规模。

区域测算旨在综合反映各省在数据发展方面的整体水平，基于调查的生产、存
储、流通等数据，综合考虑经济基础、数字基础设施和企业数字化水平等关键变量
进行加权计算。

汇总各区域数据资源相关数据，确保数据全面覆盖关键影响因素。利用机器
学习模型，量化调查指标对各省数据资源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明确决定性影响因
素，结合模型输出指标重要度，为各项指标综合赋权，按照加权方式综合计算各省
在各关键变量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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