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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热点 津报智库

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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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数据资产入表
天津点“数”成金

■本报记者 张兆瑞

数字化浪潮下，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
要素之一。天津如何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推动其成为产生
经济价值的“金资产”？记者就此采访了南开大学竞争法研
究中心主任陈兵，他认为，天津应立足自身优势，积极推动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速数据资产入表，为相关行业
带来新的增长点和竞争优势。

数据资产入表，是指将数据确认为企业资产负债表中
“资产”的一项，以体现其真实价值与业务贡献。数据资产
入表的实现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资产评估，包括价值评估、
成本归集分摊等，以确定其记入成本的科目。随后，根据数
据的用途和权属情况，将其分类为无形资产或存货，并在财
务报表中的相应科目进行列报和披露。

2024年1月，天津市河北区供热燃气公司成功完成了
首单数据资产入表登记评估工作，成为我市首个具备数据
资产入表条件的国有企业。随后，天津市公共交通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选取已实现经济价值的智调系统线路基础信
息、站点基础信息、车辆基础信息、车辆GPS实时位置信
息、车辆到站信息和车辆离站信息6类数据顺利完成评估
入表。今年，天津城投集团也实现了城市数据结算入表的
首单。

在陈兵看来，天津通过建立数据资产登记评估中心，采
用“政府授权+市场化运营”的模式，推动了数据资产入表
的合规认定和价值评估。这一实践不仅为数据资产的市场
化流通提供了基础，也为数据要素的高效配置和价值实现
开辟了新路径。

不少市场人士都指出，天津在数据资产入表方面具有
显著的优势和广阔的机遇。一方面，天津在数据感知传输
网络、算力基础设施等方面实现了超前部署，5G和光纤覆
盖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些基础设施为数据资产的存
储、处理和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得数据资产能够高效
地转化为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积极推动数据要素
市场化配置改革，出台了《天津市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条
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为数据资产的登记、评估和入表提
供了明确的指导和支持，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成本，促进了
数据资产的规范化管理。

为进一步加快天津数据资产入表“步伐”，陈兵建议：首
先，天津应进一步完善与数据资产入表相关的政策法规体
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多类型数据，特别是具有明显经济
价值属性的企业商业数据的授权确权路径，供各类数据主
体将其持有的数据要素进行市场估值、流转交易、开放共
享；其次，加大数据资产评估体系建设力度，培养一批专业
的数据资产评估机构和人才；最后，加快数据交易平台与数
据交易市场建设，不仅可以为数据资产登记、展示、交易、结
算、维权等提供一站式服务，降低数据交易的门槛和成本，
还可以加强数据交易市场的监管，建立健全数据交易的信
用体系和争议解决机制，保障数据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

天津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2024年项目成交量同比增70%
为促进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我市依托天津知识产权交易

平台在交易双方之间架起桥梁。日前，记者从市知识产权局
获悉，2024年1—12月，天津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共上架知识
产权项目2054项，同比增长超过25%，其中成交245项，同比
增长70%，成交金额达1370.59万元，同比增长44%。

由市知识产权局、滨海高新区管委会与天津产权交易
中心于2022年合作共建的天津知识产权交易平台是我市
推动知识产权转移转化的重要平台，能够为高校、科研机构
和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公开披露、评估评价、转移转化、技术
股权退出以及融资质押等全链条、全流程服务，现有注册用
户超3万个。
“2024年成交的项目主要来自消防、医疗卫生领域，平

均单笔成交金额约119万元。”天津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相关
负责人表示，新的一年，该平台将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知识产
权交易平台增进交流合作，着力打通不同地区之间的项目
数据壁垒，推动我市知识产权成果向京津冀乃至全国范围
输送，切实提升知识产权转化效率。

本报记者 袁诚

牛坨子大集
身披“红装”年货“上桌”

南佐大集
百年大集 靠山吃山

沙河大集
南北风味 烟火升腾京

津

冀
农历每月逢三、逢八，距离天津南站10多分钟车

程的牛坨子大集都会迎来大批顾客。牛坨子大集位
于西青区精武镇，已有30多年历史，目前，设置了400
多个摊位，日客流量达上万人次，被牛坨子大集管理
员牛承岭称为“万人大集”。

晨光熹微，记者走进牛坨子大集，人多，且满
眼的红。头顶上的大灯笼和中国结、摊位上的
吊钱儿和头花……浓浓的年味，拿着相机随手一
拍就很“出片”。

早晨6时刚过，牛承岭就来到集上巡视。“进入腊
月以来，大集客流量比平时多了三成。最近，我一天
得接五六十个电话，都是来打听有没有摊位的。咱
这大集‘下货’，不光本地商户中意，也有不少河北、
河南、广东的商户过来摆摊。”他说。
“快过年了，买棵发财树搬回家。”记者来到卖年

宵花的摊位前，摊主王学栋正忙着招呼顾客。据他
介绍，平时摊位上会摆出五六十个品种，眼下快过
年了，摆出的品种有近百个。几十块钱一盆的仙客
来、杜鹃花都是热销花。他笑着说：“这两年，牛坨
子大集变化挺大，环境更好了，客流量更大了。春
节前，集上特别热闹，好多人来办年货，咱这儿的日
销量是平时的3倍。这不，刚9点多，我已经卖1000
多元了。”

记者在大集上走走逛逛，看到各式年货都摆出
来了。“这个‘聚宝盆’是天津老手艺人做的特色年
货，一般是闺女买给老太太过年戴的，寓意着日子
红红火火。”卖头花的魏姐给从市区赶来的一行年
轻人讲起了头花的故事。

魏姐说，现在，牛坨子大集附近开通了5条公交
线路，后面还新修了一大片停车场，能停200多辆
车。自从公交开通后，客流量明显更大了。一些市
区和外地的年轻人看着网上的“攻略”过来赶集。
“我们农历十一月开始备货，进入腊月之后，生

意就忙了。”她表示，眼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
赶大集，一些时尚、新颖的头花更畅销，“不少女孩儿
喜欢戴这种‘发财花’。目前来看，今年比去年的销
量要高一些。”

最近几年，不少年轻人将赶大集的视频发到小
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牛坨子大集也迎来四面八方
的游客。“咱这儿都成旅游景点了，之前还有坐着大
巴车来的外地旅游团。集上的东西便宜，人们几乎
没有空手走的。”牛承岭说。
“要5张福字、2副春联、10张吊钱儿。”来自北京

的小萌站在王浩的摊位前挑选采购。她告诉记者，
她和朋友们来天津旅游，在小红书上看到牛坨子大
集的视频，临时起意，过来赶个大集。

王浩是从滨海新区赶来的商户，在牛坨子大集
卖福字、吊钱儿有六七年了。临近春节，大集上人
流如织，他忙得脚不沾地。“咱这卖的品种数不过
来，光大门上贴的立体福字就有80多种。我早晨6
点多到这儿，8点多陆续上人，现在刚10点半，就卖
2000多元了。这个大集‘下货’，牛坨子大集真牛！”
他说。

据牛承岭介绍，近年来，精武镇加大力度宣传牛
坨子大集，一些博主也自发在社交媒体上为大集“引
流”。“不仅一些外地游客特意来赶集，还有好多外地
商户听说咱这个大集特别火，也带着他们的商品来
卖。快过年了，咱这大集年味正浓。”他说。

从天津南站出发，半个多小时就能到达北京南
站。驱车驶入昌平区，距离北京最大的集市——沙河
大集就不远了。

说起沙河大集，住在附近的孙大爷聊起来头头是
道。孙大爷18年前刚来北京时就住在这儿附近。“以
前，每到开集的日子，这个地方人就特别多。那时，旁
边这些村还都没拆，摊位比较分散。这几年，沙河大集
集中规划了，更整洁了。”他说。

25元一碗的卤煮、13元一碗的羊汤、5元一份的肉
蛋堡……记者到达时已是中午，大集上人头攒动、烟火
升腾，空气中弥漫着食物的香气。
“沙河大集是2004年建成的，距今已有20多年

历史，位于南一村的集体土地上，每周三、周五、周
日开集，周三、周五的日客流量1万多人次，周日能
达到3万多人次。”据沙河大集市场管理人员张辉介
绍，该集市有1300多个商户，最有特色的就是小吃
街。小吃街有50多个摊位，囊括了天南海北的特色
小吃，北京的卤煮、天津的麻花、长沙的臭豆腐、重
庆的串串香、沈阳的鸡架……一到中午，各个摊位
座无虚席。
“卤煮小碗25元、大碗30元，您要哪种？”中午12

时，王师傅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队。“我早晨4点多就过
来架锅起火，咱这北京小吃，不光当地人喜欢，外地人
也愿意尝鲜。”王师傅是河北省人，在沙河大集卖了近
20年的卤煮。他一边给顾客点单，一边告诉记者：“我
平日一天卖200多碗，周日能卖500多碗。摊位上有
16张桌子，忙的时候，都不够坐。”

在距离王师傅卤煮摊位不远处，一位年轻人正拿
手机对着旁边的单县羊汤摊位直播：“这是山东的特色
小吃，13元一碗的羊汤里有羊肚、羊肝、羊肺等，配着
烧饼一起吃才对味儿。”摊主在沙河大集卖了12年的
羊汤。他对着年轻主播的镜头说：“才12点，我都卖
200多碗了。”

据张辉介绍，大集上品类丰富，蔬菜、水果、肉类、
服装鞋帽、文玩、花鸟鱼虫应有尽有。不少当地人将自
己种的绿色蔬果拿来售卖。
“小汤山草莓，10元一斤。”宋大哥的草莓摊位前

围了不少人。小汤山距离沙河大集约20公里，宋大哥
在小汤山有20多个大棚种草莓，年产量达数千斤，其
中，一多半被拉到大集售卖。据他介绍，春节前是草莓
销售旺季，在大集上，一天能卖1000多斤。

据了解，沙河大集有不少“走集”的商户，每天穿
梭于京城的各个大集。非凡肉蛋堡的摊主就是其中
之一。

肉蛋堡有猪肉、牛肉、鸡肉等不同馅料，价格
在5元至10元之间。由于价格不贵，深受顾客
的喜爱。
“每20分钟出一锅，一锅能出30多个，

周日还得加一口锅，俩锅一起烙都赶不
上卖。”摊主指着冒着热气的大锅说，
他们下午2时左右就收摊回家，转
天还要去别的大集摆摊。

记者从北京西站出发，1个小时后，到达石家庄
火车站，驱车半小时前往“太行第一集”——南佐大
集，快到目的地就能看到大集上装饰的彩旗。虽然
已经临近傍晚，但赶集的人还是很多。

这个大集四面环山，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我们从小在镇上长大，老一辈人说，集上有从十里
八村赶来卖货的摊主，赶一次集能见识不少新鲜东
西，所以他们认为，赶过南佐大集的人是见过世面的
人。从小，我们就对家门口这个大集有着别样的感
情。”元氏县南佐镇东南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李豪说，南佐大集原本农历每月逢一、逢六开集，
一进入腊月，大集的客流量越来越大，于是每周六又
多开一天。
“走！我带你们赶一赶咱们‘野生’大集。”李豪

一边带着记者逛集市，一边讲解道，“南佐大集经过
几轮扩张，如今占地50多亩，登记在册的摊位近400
个，临时摊位有上千个，其中80%的商品都是周边老
百姓自家做的或从太行山上挖来的。”
“这个树根是做什么用的？”见到记者一脸不解，

68岁的摊主李大爷操着浓浓的口音对记者说：“这不
是树根，是葛根，入药的。”

除了葛根，还有烤红枣、黄精……李大爷的摊位
上，摆的净是稀奇好货。李大爷住在距离南佐大集
约5公里的南龙池村，年
轻时卖药材，所以对山
货如数家珍。他指着摊
位上摆着的六七种山货
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他
前两天从太行山上挖来
的。“我早晨8点多去，下
午4点多回，挖两天的量
就够赶一次集卖的。”据
他介绍，每年11月至次
年3月，他赶集卖山货，
一天能卖几十斤，赚300
多元；等天气暖和了，就
卖自家种的瓜果梨桃。

既然是百年大集，
自然不乏“传辈儿”的买
卖。张海强祖祖辈辈都
在南佐大集卖香油，到
他这儿已经是第三代了。“我这是祖传的手艺，从我
爷爷开始就在这里卖香油，闺女放假了也过来帮
忙。”张海强的摊位上除了香油，还有麻酱和辣椒
酱。据他介绍，他在平日里的大集一天卖50多斤香
油，年前的集，一天能卖100多斤。
“来来，尝尝咱自家晒的柿饼。”62岁的徐奶奶

从麻袋里拿出两个带霜的柿饼递给记者说，这晾晒
柿饼可有讲究，经过四五轮的闷、晾、晒才能析出这
天然的柿霜。“这柿子是从山上摘的，晾晒的手艺是
老一辈传下来的。”她说。

徐奶奶的摊儿在这大集上稍显简单——只有两
个麻袋，一袋装柿饼、一袋装核桃。记者采访她的时
候，麻袋里原本100多斤的柿饼已经见底。“我每年从
10月开始晾晒柿饼，大概晾晒800多斤，往年都能卖
到腊月二十六，也就是年前最后一个集，越到后面越
好卖。”她说。

据李豪介绍，南佐大集2022年开始升级改造。
以前大集没有市区直达的公交车，从市里来赶集的
人只能坐公交车先去县城、再倒车。如今，市里开通
了3条从石家庄市区到南佐大集的公交线路，并新建
了4个免费停车场。此外，村里还设置了60岁以上
老人可免费乘坐的南佐大集摆渡车，方便更多的人
来赶集。“现在交通很方便，从周边城市坐高铁过来
也就一个多小时，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游客都来
赶咱的大集。”他说。

巨大的客流量为南佐大集带来了可观的“流量
红利”。据介绍，进入腊月之后，南佐大集日均销售
额超100万元，客流量达4万多人次，4个停车场都停
得满满的。“腊月二十六是春节前最后一次开集，也
是全年最热闹的一个集。届时，大集将迎来四面八
方的游客，会更加热闹。”李豪说。 摄影 郝一萍

过了腊八就是年！腊月的大集也被称为年集，

逛一圈，年货基本就备齐了。

喜庆的头花、美味的卤煮、地道的山货……春

节前的大集年味浓，热闹非凡。眼下，大集成了年

轻人旅游攻略上的时髦选项。社交平台上，新鲜

出炉的赶集视频“热气腾腾”，年轻人慕名而来，

“打卡”各色乡镇集市，在CountryWalk（乡村漫

步）中感受烟火气。

近日，记者从天津出发，乘着高铁前往北京和石

家庄，看看一天中不同时段的三地年集，有着怎样的

风情？

津派年味 京韵风味 冀式“野”味

乘着高铁赶年集
■本报记者 宁广靖 郝一萍

承德首家生态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机构落户华勘

近日，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五一四队获得河北省司法
厅颁发的司法鉴定资质证书，成为承德市首家生态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机构，为深度服务京津冀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有
力支撑。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生
态功能最大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通过量化评估
环境污染损害，科学评估污染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具体损害
程度，为环境司法提供依据，确定污染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近年来，五一四队党委持续在产业延伸、融合、转型等方
面谋划改革发展，积极申报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资质，成
立重点工作专项小组，与相关部门密切沟通，精心筛选专家
人员，邀请外部专家开展业务培训，有针对性动态地对申报
材料进行完善，最终顺利通过理论考试与现场专家考核。

据了解，该队司法鉴定所具备污染物性质鉴定、土壤与
地下水鉴定、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损坏鉴定、近海海洋与海
岸带损害鉴定、生态系统损害鉴定5个专业领域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资质，仪器设备先进齐全，拥有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人24名，均具备丰富的相关工作经验，能够满足相关领域
鉴定工作各个环节的专业需求。

本报记者 陈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