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数据安全法》中对数据安全定义为：是指通过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数据处于有效保

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以及具备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可以进一步引申为：采取

法律法规、行业监管、道德伦理、管理制度、技术措施等，实现数据实战保护和合规

治理，并形成持续运行和演进安全系统。

目前，全球近半数国家和地区已经系统化开展全国性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工作，如美

国、欧盟、俄罗斯、新加坡、日本、巴西、印度等。显然地，发达国家的措施与动作

明显快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的治理思路、治理体系、治理策略更加丰富，但涉及的

要素是基本一致的。

当下，我国数据安全技术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2022年，中国数据安全防护与治理

市场规模达118.4亿元，增长率达20.6%。预计到2025年，中国数据安全防护与治理

市场将达到226亿元。

政策方面，2023年12月8日，国家网信办发布《网络安全事件报告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旨在为了规范网络安全事件的报告，减少网络安全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危

害，维护国家网络安全。2024年9月30日，《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历经3年正式

发布，将于2025年1月1日正式生效，该条例是网安法、数安法、个保法下首个国务

院正式发布的管理条例，条例对所有数据处理者从数据安全战略和治理层面、数据安

全生命周期保护、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框架和数据安全技术和运营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

管控要求，也对个人信息保护、重要数据安全、数据出境安全管理、网络平台服务提

供者数据安全管理要求等作出了补充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的实施细则和违规后

果。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量金融企业、大型工业企业、外资企业、政府等都是

我国数据安全企业重要优质的用户资源。可以说，在稳健的政治治理、经济运行背景

下，从技术与产业的供需两侧考虑，我国数据安全企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市场优势

。进而，数据的开发利用所必须的安全保护技术，比如加密、去标识化、隐私计算、

联邦学习等，我国具备最直接的孵化与创新的土壤。同时，在伴随着自主安全的软硬



件需求和数据安全监管要求日趋严格趋势下，我国的数据安全技术发展必将迎来历史

性机遇，可预期的产业空间极为广阔。

中投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5-2029年中国数据安全产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

报告》共十一章。报告首先介绍了数据安全的基本内涵、国际数据安全产业发展状况

、影响国内数据安全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及需求环境。接着分析了国内数

据安全产业的发展状况，然后对数据安全治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重点行业及创新

领域数据安全风险及防范做了详实的解析，并对数据安全技术、数据安全典型企业进

行了透彻的研究，最后对其投资状况和发展前景做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工信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投产业研究院、中投产业研究院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

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

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数据安全产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

者想投资数据安全项目，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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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深厚的产业研究能力为基础，以"规划+落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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