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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隐私计算是指在提供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实现数据价值挖掘的技术体系，而非单一技术，早期

多被定义为隐私保护计算、隐私保护技术等。2016年发布的《隐私计算研究范畴及发展趋势

》正式提出&ldquo;隐私计算&rdquo;一词，并将隐私计算定义为&ldquo;面向隐私信息全生命

周期保护的计算理论和方法，是隐私信息的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分离时隐私度量、隐私

泄漏代价、隐私保护与隐私分析复杂性的可计算模型与公理化系统。&rdquo;

隐私计算技术作为保障数据安全流通的有效方式，乘时乘势高速发展，已逐渐成为促进数据

要素跨域流通和应用的核心技术，广泛应用于金融、政务、医疗、能源、制造等诸多领域

。2021年中国隐私计算市场规模为4.9亿元，预计至2025年将达到145.1亿元。2021年中国隐私

计算基础产品服务的技术采购中，金融、政务、运营商占据75%~80%的市场份额，医疗领域

占比约为10%。结合对各领域行业用户的技术投入规划调研，研究发现金融、政务、运营商

的核心投入期集中在2022-2024年，预计2025年将取得收官成果。  

我国以政策手段促进技术创新发展，利用规划指明发展方向，防止监管遏制科技进步。在数

字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隐私计算技术的关键作用正在逐渐显现，发展规划等各项相关推

进政策也将不断向行业化、地方化方向细分发展，2021年5月印发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

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提出，促进数据有序流通，试验多方安全计算、区块链、

隐私计算、数据沙箱等技术模式，构建数据可信流通环境,提高数据流通效率。2022年10月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提出探索利用核查、模型分析、

隐私计算等多种手段，有效支撑地方数据资源深度开发利用。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隐私计算市场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报告》共十章。首先

介绍了隐私计算的基本概念及作用，接着分析了数据安全行业的发展及需求，并介绍了国内

外隐私计算行业的发展环境与发展现状。随后，报告从应用与技术两个方面对隐私计算行业

进行了深入分析；然后，报告分析了国内重点企业运营状况，最后对隐私计算产业的投融资

情况以及发展前景做了分析。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工信部、隐私计算联盟、互联网数据中心（IDC）

、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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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对隐私计算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隐私计算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

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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