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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data generated by various industries 
is growing exponential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basis for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has also brought a series of legal issues, such as personal privacy protection, data security, data ownership, etc.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strategies	and	significance	of	implementing	economic	law	in	the	era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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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经济法的完善策略
刘建华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公职律师事务所，中国·广东 梅州 514500

摘 要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迅速发展，各行各业产生的数据呈指数级增长，这些数据成为企业经营和决策的重要依据。
然而，大数据的应用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如个人隐私保护、数据安全、数据所有权等。论文将对大数据时代下，
经济法实施的策略和意义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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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

应用给经济活动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大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

资源和生产要素，成为企业竞争和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对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大数据时代经济

法的出现是为了适应这一新环境，并为经济活动中涉及的法

律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经济法作为调整经济关系、规

范市场行为和保护各方利益的法律体系，必须与时俱进，跟

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大数据时代经济法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

数据的价值和应用上。大数据集聚了庞大的信息量，可以通

过数据分析和挖掘揭示出有价值的商业洞察并支持决策。然

而，大数据的应用也伴随着数据隐私、安全和滥用等问题，

需要法律对其进行规范和保护。其次，在大数据时代，数据

的所有权和知识产权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数据成为企业重要

的资产，需要确定数据所有权，防止数据的盗用和滥用，保

护数据的创造者和拥有者的权益。大数据时代经济法的研究

和发展对于维护经济秩序、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只

有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完善法律法规，才能保证大数据时

代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维护各方合法权益，推动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2 大数据时代下经济法的实施意义

2.1 促进经济发展
大数据技术可以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并

进行深度分析，为企业、政府和市场参与者提供决策支持 [1]。

经济法的实施可以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提高市场

的效率和公平性，从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实

施可以为大数据领域的企业提供法律框架和保护，鼓励企业

进行数据创新和技术研发。通过建立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和

数据共享机制，可以激励企业投入更多资源于研究和创新，

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借助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经

济法的实施可以帮助政府和企业更好地收集、整理和分析经

济数据，提升资源配置和决策效率。精确的数据分析可以为

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帮助企业优化经营策略，实现资源

优化配置，推动经济增长。经济法的实施可以推动数字经济

的发展，鼓励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进行投资和创新。通过

明确数据的产权和流通规则，消除信息不对称，增强数字经

济的信任和可持续发展，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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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保护消费者权益
在大数据时代，消费者面临着更多的个人数据泄露和

滥用的风险。经济法的实施可以加强对个人数据的保护，规

范企业对消费者数据的收集和使用行为，确保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得到保护。经济法可以规范企业在收集、处理和使用个

人数据方面的行为，要求企业明确告知消费者数据使用目的

和范围，并征得消费者的明示同意。此外，经济法还可以规

定企业必须采取相应的技术和组织措施来保护个人数据的

安全和隐私。经济法可以建立健全的维权机制，为受到侵害

的消费者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例如，设立消费者投诉举报

渠道，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仲裁机构的建设，提供快速、

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机制，使消费者能够及时获得合理补偿和

救助。

2.3 防范经济风险
大数据技术可以对市场行为进行监测和预警，及时发

现和应对潜在的经济风险。经济法的实施可以建立健全的市

场监管制度，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预防和化解系统性风

险，维护经济的稳定运行 [2]。大数据时代下的经济法实施还

要注重促进创新和发展。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规，鼓励和

支持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减少

经济风险的发生 [3]。加大对企业和个人的合规管理力度，建

立健全的经济法规和规章制度，加强对各类经济活动的监管

和约束。同时，加强对经济主体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处

置违法违规行为。在大数据时代下，经济风险往往具有跨国

性和跨境性。因此，加强国际经济法合作和信息共享是非常

重要的。国家应加强跨国司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经济犯罪

行为，减少经济风险的跨境传播。

2.4 促进产业升级和创新
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对市场需求进行精准分析，

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经济法的实施可以为创新提

供法律保障，鼓励企业进行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

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大数据时代，个人和企业

产生大量的数据，其中包含了许多敏感信息。通过建立健全

的数据保护和隐私规定，可以有效保护个人和企业的数据安

全，并加强对数据滥用和泄露的打击，为产业创新提供了安

全保障。在遵守法律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鼓励个人和企业

将非敏感数据开放和共享，以促进创新和产业升级。通过数

据的开放和共享，可以提供更多的数据资源，为企业和创新

者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助力。经济法的实施可以制定相应的创

新政策和支持措施，为企业和创新者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

障。例如，通过税收激励、科技创新基金和创新孵化器等方

式，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产业的升级和创新。

2.5 引导数据资源合理利用
大数据时代，数据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经

济法的实施可以规范数据的产权、流通和使用，确保数据资

源的公平合理利用，避免数据垄断和滥用，推动数据经济的

健康发展。经济法可以推动建立数据共享和开放的机制，促

使各个企业和组织之间进行数据资源的交流和共享。通过数

据的共享，可以减少重复采集和处理数据的成本，提高数据

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经济法可以规范和

监管数据的流通和交易行为，防止数据资源的非法获取、滥

用或不当流通。通过建立有效的数据交易市场和相关的合同

法规定，可以促进合法、公平、透明的数据交易，激发数据

资源的交流和共享动力。数据在大数据时代是非常宝贵和敏

感的资产，经济法可以加强对数据的保护和隐私的规定。例

如，制定数据安全管理措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等，确保数

据的安全性和隐私的保护，从而建立起一个信任和安全的数

据环境。

大数据时代下经济法的实施对于促进经济发展、保护

消费者权益、防范经济风险、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以及引导

数据资源合理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

经济法律法规，可以有效应对大数据时代的经济挑战，推动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大数据时代下经济法存在的不足

3.1 数据隐私保护不足
在大数据时代，经济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数据隐

私保护不足。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人们的个人数据被广泛采

集、存储和利用，如何保护个人数据的隐私权成为亟待解决

的挑战 [4]。首先，现有的经济法往往无法有效应对新兴的数

据采集和利用方式。例如，传统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往往只

涉及个人身份信息的保护，而在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的范

围已经扩展到了更广泛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个人购物记

录、社交媒体活动、健康数据等，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更加全

面的保护。其次，经济法对数据处理主体的监管尚不充分。

大数据时代，各类组织机构和企业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数据采

集和分析，然而，现有的经济法对这些数据处理主体的义务

和责任规定相对模糊，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导致数据隐私

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

此外，数据跨境流动也给数据隐私保护带来了新的挑

战。大数据时代，数据的流动已不受地理限制，涉及跨国企

业和个人之间的数据交换。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隐私保

护法律和标准存在差异，导致个人数据易受到跨境流动中的

滥用和侵犯。

3.2 数据所有权模糊
大数据时代，数据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但现行经济

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数据的所有权问题。这导致了数据的流通

和交易过程中存在许多法律争议和纠纷。

3.3 数据使用合规难题
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让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数据进

行商业决策。然而，现行经济法对于数据使用的合规性要求

并未明确，导致数据滥用和不当使用的问题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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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不足
大数据时代，数据的跨境流动成为常态。然而，由于

各国之间的法律制度不同以及大数据的特殊性，经济法在跨

境数据流动监管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如数据安全保护、监

督和追责等方面。

4 大数据时代下经济法的完善策略

4.1 加强数据隐私保护法律制度
制定更加严格的数据隐私保护法律法规，明确个人和

企业在数据收集、使用和传输中的权益和义务。加强对数据

主体的知情同意、数据安全保护和数据追踪等方面的规范，

确保数据被合法、透明、安全地处理。

4.2 明确数据所有权和利益分配
建立针对数据所有权的法律框架，明确数据产生者、

收集者和使用者之间的权益和责任。制定相关法律条款，明

确数据的归属和流通规则，解决数据交易和共享中的法律争

议和纠纷。

4.3 强化数据使用合规性监管
建立健全的数据使用合规性监管机制，明确数据使用

的目的和范围，控制数据滥用和不当使用的行为。加强对企

业的合规性检查和监督，减少数据安全风险和违法行为。

4.4 推进跨境数据流动监管合作
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通过制定统一的跨境数据流动

监管标准和机制，解决数据跨境流动中的法律障碍和风险 [5]。

加强数据安全合作，加强国际信息共享和协作，确保数据跨

境流动的安全和合规性。

总之，完善大数据时代下经济法的策略是多方面的，

需要从数据隐私保护、数据所有权、数据使用合规性监管和

跨境数据流动监管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和规范。同时，需要

加强与技术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结合，以适应大数据时代经济

发展的需求。

5 结语

大数据时代下，经济法的重要性和作用不可忽视。随

着数据的爆炸性增长和应用范围的扩大，有效引导数据资源

的合理利用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经济法通过规

范数据共享和开放、促进数据流通和交易、加强数据保护和

隐私规定、监管数据市场等方面的措施，有效地引导数据

资源的合理利用。在实施经济法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

技术发展和创新的特点，以及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的保护。

只有确保数据合法、公正、透明地流通和交易，同时保护数

据的安全和隐私，才能建立起一个健康、可信任的数据生态

系统 [6]。最终目标是实现数据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推动经济

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工具和引导

机制，在大数据时代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数据驱动型经济的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和保障。要注意的是随着技术的

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变化，经济法也需要不断地进行修订和完

善，以适应新形势下的需求和挑战。只有不断地更新和完善

经济法，才能更好地应对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推

动经济法与时俱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 孙睿.大数据时代下经济法的完善与发展[J].法制博览,2023(17): 

36-38.

[2] 李玲.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经济法理念变革以及规制创新探讨[J].

法制博览,2023(17):121-123.

[3] 曾舒珩.大数据时代的经济法理念变革与规制创新探究[J].中国

商论,2023(6):129-131

[4] 陈丹妮.大数据时代经济法理念变革与规制创新的有效途径[J].

法制博览,2023(1):46-48.

[5] 赵海霞.大数据时代经济法的完善策略[J].法制博览,2022(29): 

157-159.

[6] 白悦明.大数据时代经济法的完善路径探讨[J].商业文化,2021 

(20):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