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3 | 011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资产会计
确认与计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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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传统的财务报表更侧重于实物、金融资本的体现，而忽略了信息资本带来的经济效益。数字经济背景下，用户行为数

据、市场调研数据、生产运营数据等，已经成为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要转变观念，重新分析数据资源的性质，

度量数据资源对企业未来收益的边际成本与贡献，将数据资源定位至企业的数据资产范畴。要将数据资源转变为数据

资产，需要对数据资源是否能够转化为实际的经济价值做出明确界定，并进一步解决数据资产的会计确认及计量问

题。文章就针对数据资产的会计确认与计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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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raditional financial statements focus more on the embodiment of physical objects and financial 

capital, but ignore the economic benefits brought by information capita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the user behavior data, market research data, production operation data, etc.,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s of production, enterprise to change ideas, to analyze the nature of the data 

resources, measuring data resources to the future earnings of marginal cost and contribution, the data 

resources positioning to the enterprise data assets category. In order to transform data resources 

into data assets, it is necessary to clearly define whether data resources can be converted into actual 

economic value, and further solve the problems of accounting confirm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data 

asset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accounting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data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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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资产的内涵

数据资产的定义需要涉及到数据价值转换的问题，将原始数

据转化为具有实际经济价值的资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数据资

产的核心在于其可用性及潜在的经济价值，大量的数据资源并非

都是可以产生经济价值的资产，只有对这些数据资源进行深入挖

掘、分析，并创造出可量化的经济效益，才能将其转化为资产。

并且在不同的业务环境及技术背景下，即使同一类数据资源，其

所产生的资产价值也会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对于零售业而言，消

费者的行为数据对于产品定位、营销策略的制定等均有较强的参

考价值；但是对于制造业而言，这类数据信息价值不高。由此可

见，数据资产是在特定环境下利用科学方法收集、处理、分析能

够为企业带来可衡量的经济利益的数据，其强调数据处理技术及

方法的重要性，并注重数据的经济潜力分析，这是数据资源转化

为数据资产的核心要素 [1]。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产已经成为企

业的无形财富，其可以优化企业生产运营，提升企业管理效率，

并做出更加准确的市场预测及客户需求分析，提高企业决策的高

效性、精准性。

二、数据资产的特征

相比企业其他的资产类型，数据资产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更新性。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运营发展过程中会不断产

生新的数据，当下极具经济价值的数据信息，可能会随着新数据

的产生而逐渐失去原本的价值，因此企业要密切追踪新的数据，

并实时评估其即时价值，通过灵活高效的会计处理机制，对数据

信息进行定期审查与调整，保证数据资产在当下能够保持更高的

价值 [2]。其次，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数字经济背景下，任何个

体拥有的数据均不会对其他个体拥有数据产生影响，即多个经济

个体可以使用同一个数据。但实际上企业要求数据资产要具备独

特性及业务相关性，数据本身如果是无可替代的，或者难以复制

的，通常会具有更高价值；且数据内容与企业的业务目标契合度

越高，往往包含更大的商业价值。因此企业必须付出一定的经济

代价，给予数据资产必要的制度保护，才能保证数据的独占性，

保障数据拥有者的经济利益。再次，数据资产的价值难以准确计

量。诸多因素均会影响到数据资产的经济价值，比如数据信息的

完整性、时效性、稀缺性等，而这些因素又无法通过货币做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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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衡量，因此数据资产很难被准确计量，当然，企业仍然要针

对数据资产探索出有效的评估策略，以充分利用数据资产的价

值 [3]。最后，收益间接性。虽然数据资产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企业也可以通过出售数据资产获得直接收益，但也仅限于出售数

据资产，其他大部分情况下，企业需要对数据资产进行加工、分

析，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再将信息用于指导生产、营销、市场等

管理活动中，通过数据资产提供的信息只能间接提高企业的管理

效率及经济效益。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资产的会计确认

（一）数据资产会计确认的条件

在实际企业会计处理中，数据资产除了要满足会计准则中资

产定义的三个条件外，还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经济利益

性很可能流入，二是成本和价值可计量，在实际会计处理中，通

常满足以下几种表现的数据资源可以确认为数据资产：

首先，数据资源已经按照企业需求进行预处理。数据资源本

身需要具备较高的质量，且数据是完整的、及时的，这是数据资

源转化为数据资产的基础。企业实际经济过程中产生的数据通常

是杂乱无章的，比如数据不够完整、数据属性或记录重复等，需

要通过技术手段对数据进行预处理，才能在后续进行数据挖掘时

获得更高的质量，增加数据资源为企业带来预期经济效益的概

率。其次，企业已经获得数据计算的相关知识产权权利 [4]。未经

授权或者无法访问的数据无法进入数据资产转化流程，企业对数

据的处理、挖掘、分析、展示等虽然属于技术层面的活动，但是

却与数据资产本身有着密切相关性，企业对数据的操作分析，必

须经过法律层面的确权。再次，数据产品的封装。数据产品的封

装是指将一组数据及相关操作封装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即“盒装数据”，数据产品封装可以提高数据资源的内部高内聚

性、外部低耦合性，用户可通过接口使用可计量、可计价的“盒

装数据”。最后，数据的安全性与合规性。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

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数据泄露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且数字资产

的价值越高，对于相关人员职业道德素质的挑战也越高，因此威

胁到数据安全性的因素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还有道德问题、法律

问题。

（二）数据资产归属分析

目前业界针对数据资产归属范畴的研究观点主要有四类，一

种是认为数据资产属于无形资产，在会计处理时作为无形资产进

行核算；一种是认为数据资产属于流动资产，即作为存货进行核

算；一种认为数据资产属于流动资产范畴，会计处理时可在流动

资产科目下设“数据资产”二级科目；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数据资

产与企业现有资产均有区别，因此需要单独专设“数据资产一级

科目”。本研究认为，只有当数据资源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时，才能够被确认为“资产”，因此数据资产与企业现有资产均

有所区别，需要单独专设“数据资产一级科目”。根据数据来源

不同，企业数据资产包括内部产生的，比如知识信息、技术经验

等，体现出积累性、长期性、应用性的特点；还包括外部获取

的，比如企业并购，或者向第三方直接购买等。当企业直接购买

数据时会形成购买数据的费用、必要的手续费及其他相关支出，

这类支出即为该数据资产的历史成本；通过并购获取的数据资

产，则可根据并购成本与商誉评估值之间的差额倒推出数据资产

的入账价值 [5]。

本研究认为数据资产是一种新形态的资产，因此会计处理时

应将“数据资产”设为一个单独的一级科目；并单独设置“数据

资产研发支出”科目，便于会计处理时能够单独列示企业与数据

资产相关的信息。设置明细科目时，可以按照数据资产来源或者

企业持有数据资产的目的两类标准对数据资产进行分类。企业数

据资产形成过程中，数据采集、数据获取是前置阶段，且获取渠

道确定后变更的机率较小，数据获取途径易辨识，因此可以根据

数据来源在“数据资产”一级科目下设置两个二级科目，即“外

源数据资产”“内源数据资产”。再根据企业持有数据资产的目

的，赋予数据资产不同的计量属性，其中选择“历史成本”计量

自用数据资产，按公允价值对交易性数据资产进行后续计量，并

将其设为两个二级科目下的三级科目，即“自用数据资产”“交

易性数据资产”；两个三级科目下再分别对应设“成本”“公允价

值变动”明细科目，其中“成本”反映数据资产初始入账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则反映数据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情况。上述单

独设置的“数据资产研发支出”科目下，再设立“费用化支出”

科目，以核算在搜集、筛选、整理原始数据资源时产生的支出，

包括无法区分某一阶估的支出全部费用化；设立“资本化支出”

科目，以反映出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加工时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

出，以及企业对数据资产后续发生的更新维护支出。将“数据资

产”作为一级科目单独设置，能够将数据资产的历史成本、经济

价值准确的反映出来。针对数据资产的后续计量，设置备抵类科

目，包括“数据资产累计摊销”，反映数据资产在使用寿命内的

价值摊销部分，以及“数据资产减值准备”，反映经减值测试、

确认发生减值的数据资产的减值部分 [6]。

四、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资产的会计计量

明确了数据资产的归属范畴后，数据资产的会计计量包括以

下几个环节：

（一）初始计量

初始计量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数据资产的入账价值问题，根据

上述数据资产的归属范畴分析，本研究认为可以采用成本法、收

益现值法、综合法混合计量的方法进行数据资产的初始计量。其

中成本法主要按照历史成本进行计量，但该方法忽略了数据资产

的应用场景，数据资产具有更新性，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资产的

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可能严重不符，因此单纯采用成本法计量无

法反映其真实价值；收益现值法主要计算数据资产未来经济收益

的现值，采用这种方法可以使资产的账面价值更贴近实际价值，

不过未来现金流量难以估计；综合法则将成本计量与公允价值

计量相结合。三种方法混合应用能够兼顾计量的谨慎性及可操 

作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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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续计量

后续计量包括后续支出、期末调整、资产处置等三个阶段。首

先，后续支出。要保证数据资产的价值，就要保持数据持续更新，

并同时做好数据的整合与分析，数据资产确认后，企业进行深入挖

掘，不断提高数据资产的使用效益。针对数据资产在日常维护、后

期存储等环节产生的额外支出，则根据总资产规模以费用化的形式

计入当期损益。其次，期末调整。期末调整阶段需要考虑数据资产

的摊销、数据资产的减值等。当数据资产的使用寿命确定后，数据

资产的价值可以转移到新的项目对象中，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加速

摊销法对数据资产进行合理摊销。加速摊销法包括年数总和法、双

倍余额递减法等，会计账务处理时，可计入上述“数据资产累计摊

销”科目。针对使用寿命不明确的数据资产，可不进行摊销处理，

但需要进行定期减值测试 [8]。数据资产的减值主要是考虑到数据资

产在使用期间虽然不会出现损耗，但其价值呈现出不稳定趋势，因

此企业需要立足实际，在期末调整阶段通过定期减值测试的方式对

数据资产的可回收价值做出评估。数据资产发生减值时，记入上述

“数据资产减值准备”科目。最后，资产处置。数据资产的资产处

置包括合理出售使用权、出售所有权两种。相比企业的普通资产，

数据资产能够进行多资出售，而复制成本相对较低，因此企业可以

按照会计准则等相关政策要求出售数据资产的使用权。会计处理时

需要按照资产实际账面价值计入“公允价值变动”科目。针对数据

资产所有权的出售，企业需要在出售阶段确认收入，做好全部成本

结转处理 [9]。

（三）终止计量

终止计量是数据资产计量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会计处理时要

及时终止无使用价值数据资产的计量，根据资产的使用状态结转

并核销其账面价值，并将数据清理、销毁的成本、通过交易所得

的回收价款，准确计入对应科目。针对数据资产的物理载体、网

络载体被销毁、未保存任何副本的情况，可以按照报废数据资

产的比例进行处理；针对已经失去价值的数据资产进行主动报

废，首先应当结转已经计提的摊销额、减值准备，借记“累计摊

销”“数据资产减值准备”科目，根据数据资产账面余额贷记“数

据资产”科目 [10]。

五、结语

总之，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资源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管理中

的重要资产，实际经营管理中，企业不仅要提升自身的数据处理

技术能力，还要从战略层面、管理层面完善管理体系，才能真正

推动数据资源从原始状态转化为能够为企业带来实际经济效益的

有价资产。而明确数据资产的会计确认与计量方法，能够进一步

发挥数据资产的经济价值，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本研究以数

据资产的内涵分析为着眼点，阐述数据资产的特征，总分析数据

资产的会计确认与计量方法，旨在为广大同行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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