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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在数据要素化背景下，研究数据要素化以及数据要素市场化有利于图情学科积极应对这一变革。

[研究设计/方法]
 

在梳理数据到数据要素的发展历程、总结数据要素化与要素市场化面临的发展问题与新动向的基础

上，探讨图情学科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结论/发现]
 

数据到数据要素经历五个发展阶段；当前数据要素化与要素市场

化面临权利边界不清晰、分类分级不统一、价值计量难度大和流通机制不完善四大问题；存在数据市场培育、数据权

属确认与数据价值评估三大发展方向。 对此，图情学科面临数据要素治理、数据要素管理、数据要素质量控制、数据

要素市场培育四个方面的机遇，并面临学科发展、学科内涵、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挑战。 [创新/价值]详细梳理了数据

要素研究现状并进行系统性总结，提出此背景下图情学科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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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In
 

the
 

context
 

of
 

data
 

factorization,
 

investigating
 

data
 

factorization
 

and
 

the
 

marketiza-
tion

 

of
 

data
 

factors
 

is
 

beneficial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o
 

actively
 

adapt
 

to
 

this
 

transformation.[Design/Method-
ology]Through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data
 

to
 

data
 

factors,
 

and
 

analyzing
 

the
 

problems
 

and
 

new
 

trends
 

of
 

data
 

factorization
 

and
 

factor
 

marketization,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Findings/Conclusion]The
 

development
 

from
 

data
 

to
 

data
 

factors
 

has
 

experienced
 

five
 

stages;
 

Currently,
 

data
 

factorization
 

and
 

factor
 

marketization
 

face
 

four
 

major
 

problems,
 

including
 

unclear
 

boundary
 

of
 

rights,
 

incon-
sistency

 

of
 

classification,
 

difficulties
 

in
 

value
 

measurement,
 

and
 

flawed
 

circulation
 

mechanism;
 

Meanwhile,
 

there
 

are
 

three
 

major
 

development
 

directions,
 

which
 

are
 

data
 

market
 

cultivation,
 

data
 

ownership
 

confirmation
 

and
 

data
 

value
 

assessment.
 

Thu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s
 

facing
 

four
 

opportunities,
 

which
 

are
 

governance,
 

mangagement,
 

quality
 

control
 

and
 

market
 

cultivation
 

of
 

data
 

factor,
 

while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discipline
 

connotation,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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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and
 

so
 

on.[Originality/Value]A
 

systematic
 

review
 

and
 

summarization
 

of
 

current
 

research
 

on
 

data
 

factors
 

has
 

been
 

conducted,
 

an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have
 

also
 

been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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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产要素指社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需要的各

种资源[1]。 不同时代背景下，生产要素的组成不

同。 农业时代，生产要素可概括为土地与劳动力两

大生产要素；工业时代，资本要素受到重视，被纳入

为生产要素；二战后，技术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生产

要素内涵向多要素论发展[2-3]；现今，人工智能、

5G、物联网等科学技术发展，使得数据在科技与产

业变革中的重要地位愈发凸显，数据成为新的生产

要素是生产方式演进的必然结果[4]。 2020年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

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数据

正式与传统生产要素并列成为五大生产要素。 在此

背景下，回顾从数据到数据要素的发展历程，梳理数

据要素发展中的问题，进一步探索数据要素背景下图

书情报学科的机遇与挑战对学科发展有重要意义。

数据源于事物的存在形式及运动状态的不断变

化，是行为主体在经济社会行为事实的过程或结

果[5]，最早可以追溯到结绳记事。 之后，图书、档

案等作为数据的物质载体，为数据管理、保存作出重

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数据和信息开始高速增

长，机读目录（MARC）大大提升了数据与信息的流

通效率[6]；随着数据及其应用的增加，“大数据”的

概念逐渐形成，在为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带来巨大

改变的同时，也对图情学科尤其是情报学科的原理、

方法和实践带来巨大变革[7]。 数据逐渐满足作为

“关键生产要素”所需的三个基本条件：成本递减、

供给增加与应用普及[8]，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观

点被正式提出。

对于图情学科，从传统的对数据、信息、知识与

情报等核心话语的关系的基本判断，再到数据素养

以及采集、理解、处理、分析与监管的数据管理流程

维度的知识表述，图情学科长期对数据保持了高度

的关注[9]。 作为信息链的重要环节与量化研究的重

要资源[10]，近年来，数据驱动、数据引导、数据计

算、数据服务、数据素养更是成为了图情学科的研究

重点[11]。 数据要素化的趋势不可逆，如何在数据要

素化背景下进一步发挥学科优势，是亟需探讨的问

题。 对数据及数据要素的系统梳理，不仅与图情学

科理论实践密切相关，更能为图情学科推进数据要

素发展，在数据要素化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中把握

机遇、应对挑战提供有力支撑。

2 数据要素发展及其新动向

2.1 从数据到数据要素

数据产生于人类活动，数据的发展与人类的科

技进步相适应。 科学与技术相互融合、转化、形成

有机整体所带来的科技革命，历史上共发生了四

次[12]，这四次科技革命将数据到数据要素的发展历

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如图1所示。 第一阶段，数据

高度依赖物质载体，尤其是纸质载体。 在很大程度

上，数据可以看作一种记录经济社会信息的工具。

第二阶段，电磁波的发现与利用使得数据能够以信

号这一表现形式传输，并产生了电视、广播等新的传

播媒介。 第三阶段，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等领

域的重大突破[12]，使电子化成为数据处理的重要工

作，数据的利用效率大大提升。 第四阶段，个人电

脑、互联网、手机这三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品被发

明出来。 随着它们的大规模普及，数据量呈现指数

级增长。 第五阶段，数据在价值创造活动中的中心

地位日益凸显，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观点被提

出，数据不仅成为联系现有生产要素的桥梁[13]，也

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融入实体经济运行，使原有产

业的产出增加、效率提升[14]。 从数据到数据要素，

数据的生产、储存、处理、流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每一阶段数据的变化趋势都蕴藏着相关学科的

发展机遇，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与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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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据发展阶段

Fig.
 

1 Stages
 

of
 

Data
 

Development

2.2 数据要素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数据要素化是数据全方位发展的结果：在技术层

面，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

依托，数据传输速度进一步增长；价值构成层面，数

据要素实现了“资源化”向“资产化”、甚至“资本

化”的飞跃，数据价值从资源价值向管理增值、利用

价值不断深化；各要素关系层面，数据要素与其他生

产要素的关系发生变化，实现了从数字产业化层次向

产业数字化、全要素数字化层次的跃升[14]。 在数据

发展的新阶段，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走到台

前，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是，当前

数据要素化与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

问题，如数据权利边界不清晰、数据分类分级不统

一、数据价值计量难度大、数据流通机制不完善等。

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是解决问题、进一步推进数据要素

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2.2.1 数据权利边界不清晰

数据确权是数据要素化发展面临的第一个问

题[15-17]。 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要素，数据有着与传

统生产要素迥异的特点以及多元、多变且复杂的生成

过程[18-19]，这使得数据权属的确认困难重重。 在数

据全生命周期中，涉及数据生产者、数据持有人和第

三方使用人等多个主体，需要平衡个人利益、企业利

益、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等利益关系，大大增加了所

有、使用、交易、管理等多种数据要素权利的分割难

度[3,19-21]。 同时，由于数据要素价值由其聚集性产生

（海量数据汇集后产生价值），数据要素处于一种

“任何个体既有产权，任何个体又无产权”的矛盾状

态[22]，在同一产权边界下，实践中的越界行为频

发[16]。 我国最新的全国性的数据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数据安全法》提出了数据安全保护的“中国方

案”，但数据产权、数据交易方面的统一立法仍存在

空白。 司法实践中，数据纠纷常常诉诸于《合同

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相关规定，但

这些法律均不能明确界定数据产权并对相关权益给予

充分保护[23]。

2.2.2 数据分类分级不统一

数据分类是数据要素化发展面临的第二个问题。

当前数据要素分类标准悬而未决，存在按主体划

分[19,24]、按 敏 感 性 划 分[25]、按 共 享 公 开 程 度 划

分[3,24-25]等多种划分标准。 尽管部分地区在分级上做

出了一些努力，但这些解决方案更偏重指导性和指南

性[26]。 数据要素化背景下，数据分级分类要更多地

考虑数据的要素属性。 不同数据由于生成方式、属

性上的差异，分级分类的重点也有所不同。 政府数

据兼具“治理要素”与“生产要素”二重性，要以开

放共享为首要原则，绝不能将其当作一种资产运

营[27]。 这其中蕴涵着政府数据公共物品属性与市场

化配置的效益导向间的矛盾。 对于企业数据，经济

社会中数据创造的效益有目共睹，但当下除了少部分

以数据交易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外，大多数公司都未对

数据资产作出合适的账目处理。 数据分类分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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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失导致部分数据的质量下降，进一步增加了数据

交易过程中数据资产的不确定性，买方对数据效用价

值的判断更加困难。 而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能涉及

大量敏感数据，此类数据对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数据分类分级的需求更为迫切。

2.2.3 数据价值计量难度大

数据价值计量是数据要素化发展面临的第三个问

题。 数据资产的价值计量主要从价值维度、应用场

景、模型方法、财税管理四个层次展开，其中价值维

度的计量是最基础的计量维度，涉及质量、效用、生

态三个方面[28]。 本质上，数据是记载客观事物的性

质、状态及相互关系等的物理符号及物理符号的组

合，是一种资源[29]。 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机器

学习等新一代技术的发展下，绝大部分的数据资源以

“0”“1”比特形式存在，能够被准确计量（数

量）[22,28,30]。 但由于数据的非均质性[19]，即使数量

相同，数据的价值也会存在巨大差异。 其根源在

于，数据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数据的利用价

值，来源于人类对数据资源的管理和利用，具体体现

在数据与脑力劳动结合的过程中形成“数据-信息-
知识-数据”的价值闭环[31]，能使数据联动不同组

织、不同产业集群的核心要素，成为指挥实体经济运

行的“大脑”[14]。 通过对数据的有效管理亦可实现

数据利用价值的增值，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储存、数

据组织等活动。 其中，数据利用有序化，数据使用

效率提升，数据利用价值相应增值。 不同个体或组

织对数据管理活动的差异性将导致同一数据要素的利

用价值展现出差异性。 因此，无论是从投入与产出

角度还是从实物与价值角度，数据利用价值的不确定

性使得数据价值计量成为数据要素市场化过程中的一

大难题[3]。

2.2.4 数据流通机制不完善

数据流通机制的不完善是数据要素化及其市场化

所面临另一个重要问题。 数据要素的价值需要通过

有效流通来实现，而数据的流通方式可以具体划分为

数据开放共享和数据交易两大类。 我国对数据开放

共享尤其是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讨论由来已久，众多

学者也提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如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过程中存在观念[27,32]、技术[27,33]、安全保护[18,20,27,34]

等障碍；公共数据如图书馆数据开放过程涉及隐私问

题[35]；企业数据开放共享意愿低[18-19,25]等。 以上问

题在数据要素化阶段依然存在，需精准施策，逐一突

破。 与之相对的，数据交易一直处于一种野蛮生长

的状态。 在实践层面，目前主要有数据撮合交易与

数据增值服务两种交易模式[19]，交易困难且成本高

昂。 尽管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上海大数据交易中心

等交易平台相继建立，但各平台运作中存在重复建

设、扩容困难、标准不清等诸多问题[20]。 同时，由

于数据流通的隐蔽性，数据窃取、数据爬虫、数据黑

产等非法产业也呈蔓延之势[24]。 在理论层面，数据

交易相关理论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尽管有部分学者尝

试对数据交易问题展开讨论，如熊巧琴等讨论了数据

要素的界权、交易和定价问题[15]；赵瑞琴等分析了

数据要素的确权、交易与资产化问题[16]；但更多文

献侧重于数据安全与权益保护的难题上[17,36-38]，数据

交易中存在的复杂问题的讨论及相关机制体制的建设

仍需进一步展开。

综上所述，在推进数据要素化、加快培育数据要

素市场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数据确权、数据分类分

级、数据价值计量、数据流通中的各种问题，不断提

升资源管理与数据治理能力。 在平衡国家利益与公

共利益、商业利益与消费者权益的同时推动数据技术

与数据市场的发展与创新[24]。 具体地，可以以数据

价值链为分析基础，总结提炼数据要素市场力量评估

指标[39]，结合数据全生命周期不断地跟进数据基础

设施与相关体制机制建设[40]，构建良好的数据要素

流通环境，形成涵盖产权界定、分类管理、价值评

定、有效流通的数据要素管理与治理体系。

2.3 数据要素化带来的发展新动向

结合《意见》精神和上文所述问题，数据要素化

的未来发展着眼于“市场”与“分配”，诉求于相关

问题的解决。 从“市场”角度，需推动数据要素有

效流通，尤其要完善市场交易及配套机制，加快要素

市场培育；从“分配”角度，要抓住生产资料分配与

创造财富的分配两个关键环节[31]，解决分配过程中

的分配主体不明、贡献评价困难的问题。 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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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概括出数据要素化发展带来的三大动向：数据市场

培育、数据权属确认和数据价值评估。

2.3.1 动向一:数据市场培育

数据的价值产生于无差别的间接人类劳动，与使

用价值、交换价值相联系，并沿着“商业实质—使用

价值—交换价值”的路径完成资产化过程[16]。 通过

开放共享与数据交易两大路径，数据要素在不同主体

间实现交换。 有关数据开放共享这一路径在数据要

素化之前就有讨论，且相关体制机制也在不断完善、

成熟。 而数据要素流通的另一条路径——数据交

易，是数据要素化、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重中之重。

在现实情境中，企业数据交易受到买卖双方风险偏好

的影响，并倾向于自留使用以减少竞争[15]。 独立的

第三方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应的风险，促进数据流

通。 因此，建立具有公信力的专业交易场所将成为

促进数据交易的有效举措。 数据市场的培育本质上

是数据市场主体、市场交易规则、市场交易行为规范

化的过程[41]，交易场所作为在业务撮合、价值发现、

标准制定、商品定价等方面拥有重要话语权的高级业

态，将成为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2.3.2 动向二:数据权属确认

在市场的逻辑中，各经济主体客观上要求市场按

照要素贡献与要素所有权分配要素报酬，即投入的所

有要素均能够有所回报[29]。 因此，在数据要素化背

景下，数据产权的合理划分是数据参与分配的先决条

件[31]，需要厘清数据全生命周期中复杂多变的权益

主体，完善相关制度法规。 要在利益均衡的基础

上，从权益保护和产业激励两个维度构建平衡性制度

安排[17]。 在保护层面，数据权利体系的构成与界定

与传统物权差异较大，应综合考虑数据流通中可能存

在的国家数据主权、数据产权和数据人格权三重视

角，对传统民事权利体系进行扩充和完善[18]。 在产

业激励层面，数据财产权的客体为数据集合形成过程

中信息熵减产生的经济价值，意味着对数据集合的排

他性使用的权利，可以为企业带来商业利益[42]。 因

此，在数据确权过程中需对企业的数据资产、数据财

产权审慎对待，妥善处理保护与激励的关系。

2.3.3 动向三:数据价值评估

“按要素分配”中分配的基础是市场调节机制，

分配的主体是参与到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所

有者，分配的客体是新生产的产品的总价值[23]。 数

据确权明确了分配中的主体，而数据价值评估则是为

了确认数据产生的价值。 这其中涉及到数据分类分

级与数据价值计量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数据的分类分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

种不同质量、不同数量、不同水平和贡献的生产要素

在市场中获得相匹配的要素价值[23]。《意见》提出要

“分类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数据分类可

以看作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前提条件。 数据要

素阶段，数据分类分级要能够为数据价值实现服务、

为要素分配服务。 不同类型的数据以不同的方式参

与市场经济，数据共享责任清单、数据交易目录、数

据采集利用标准等将成为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提

质增效的有力举措。

二是数据价值计量。 数据能够创造价值已经是

普遍的共识，数据甚至被誉为新时代的“石油”。 数

据价值体现在乘数效应、经济价值、商业价值、决策

价值四个方面[43]，可分为资源价值、管理增值、利用

价值三个层次[1]。 但这些价值需要进一步量化，形

成合理的数据要素价格，确保数据要素的贡献能够得

到市场机制科学的评价，并参与经济核算中[23]。

3 图情学科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图书情报学科与数据的关系源远流长，数据的每

一个重要发展节点都为图情学科带来了巨大变革。

在数据发展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图情领域对文献

的编目工作一度是查找文献的主要线索[44]。 1895
年，以加工整理科学知识为宗旨的国际目录学会

（Institute
 

Internationale
 

de
 

Bibliographie,
 

IIB）成立，

随后情报学的起源之一文献学诞生[45]。 到了数据电

子化阶段，涉及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行为科学等

多学科的情报学逐渐发展起来，标引、机读目录等成

为信息数字化的先行者[6,46]。 随后，数据量的激增、

尤其是大数据环境直接促使图情学科研究范式的转

变[47]，并带来了新的学科增长点。 数据要素化阶段，

数据的发展也将为图情学科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721



从幕后到台前:
 

数据要素化带来图情学科发展机遇与挑战
From

 

the
 

Backstage
 

to
 

the
 

Foregroun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LIS
 

Brought
 

by
 

Data
 

Factorization

陆 瑶 卢 超 董 克 夏伊彤 李文妍

3.1 图情学科面临的机遇

从数据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发展动向来看，图情

学科使命与要素市场培育要求高度契合，学科基础与

知识储备能够有效应对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理论需

求[34]。 以顺应国家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重

点，以数据生命周期为抓手，图情学科能够有效切入

数据治理的各个环节。 总体来看，通过融入全面、

层次分明、衔接有序的数据治理制度体系的建设过

程，把握数据要素管理、数据要素质量控制、数据要

素市场培育三大重点，图情学科能在数据要素市场化

配置改革中找到新的学科增长点。

3.1.1 数据要素治理:立足生命周期完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作为政治名词首次出现于党的十七

届五中全会，其核心内涵在于突出改革的整体性即全

方位系统筹划、直面根本性制度矛盾，敢于硬碰和突

破[48]。 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要完善数据要素收益分

配机制，从分类明确界定数据要素产权、高标准建设

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持续提升数据要素治理效能、坚

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四个方面展开[23]。 具体

包括：第一，要明确数据在全生命周期中的增值环

节，依法分类明确数据要素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

权[4]，建立政府背书的数据产品确权登记平台[16]。

第二，要从产权、安全、标准等多方面入手，建设高

标准数据要素市场体系[26]。 第三，要平衡保护与激

励[17]，特别要关注数据泄露、个人隐私侵犯、不正当

竞争等顽固问题[23]。 第四，应探索建立围绕数据全

生命周期各利益主体的收益分配制度，既要形成数据

要素按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基

本框架[26]，也要完善再分配制度，如利用数据税等

财税工具，使得数据要素创造的财富能够再分配，为

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多价值[16,22,26]。 围绕上述四个

方面，数据生命周期将与政府整体性治理理论有机结

合，成为图情学科参与数据治理的有力抓手[49]。 图

情学科在过往对数据生命周期的研究与实践中，积累

了大量数据治理的经验，如数据生命周期视角的科学

数据管理[50]、相关人文社科研究数据管理平台的设

计与实现[51]、生命科学数据质量控制体系的研究[52]

等。 这些经验将成为本学科参与完善数据要素治理

顶层设计的“助力器”。

3.1.2 数据要素管理:利用分类方法统筹数据要素资源

数据要素涉及的权利主体广泛，要推动数据要素

的有序流通，需要助力推动数据分类分级，规范数据

要素进入市场的体制机制[31]。 此外，随着数据调用

方式多元化，数据类型将进一步增加[26]。 针对数据

分类分级问题，图情学科在信息管理过程中对信息分

类的研究、对信息内容结构的分析与编码等，为数据

的分类分级积累了大量经验。 例如，《中国图书馆分

类法》是我国建国后编制出版的第一部具有代表性的

大型综合性分类法。 在数据分类分级工作中，一方

面，需要统筹规划，全国上下一盘棋，建立统一的数

据分类分级体系。 图情学科可借鉴以往数据分类经

验与他国经验，制定我国的数据资源核心元数据、数

据资源分类、数据目录、数据产品标准[31,53]等，使数

据分类分级规范化、统一化。 另一方面，要在统筹

规划的基础上，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开展数

据分级分类管理，对重点数据重点保护[26]，从而最

大程度地推动数据要素流动，完善数据分级分类安全

保护。 此外，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等平台在文

献传递与参考咨询上的实践也可以为推动数据要素流

动提供实践层面的经验。

3.1.3 数据要素质量控制:借鉴信息质量标准提升数

据质量

质量维度是数据价值计量需要考虑的重要维

度[15,28]。 根据全面数据质量管理框架，数据质量的

全流程控制包括质量控制范围界定与标准明确、数据

质量评价标准、数据质量问题分析和数据质量改进方

案四个循环[54]，可在此基础上评估与改进每个生命

周期阶段的数据质量[53]。 数据质量评估是一个复杂

的问题[55]，例如数据质量的评价与数据的可用性、

可靠性、时效性、敏感性等多种因素有关，第一方数

据与第三方数据也存在质量上的差异。 要提升数据

质量，国家需统筹建立数据资源质量评估体系[18,55]，

提升数据质量和规范性，构筑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

数据应用系统[56]。 图情学科在信息质量评估与控制

上的研究，如在书目数据质量控制中制定的《信息交

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中国机读目录通信格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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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为书目数据处理、文献检索、书目信息交流作

出了巨大贡献[57]。 这些标准以及制定标准的经验，

能够部分适用于数据资源的质量控制，一定程度上也

能够降低数据的非均质性、价值差异性对价值计量带

来的负面影响。

3.1.4 数据要素市场培育:
 

总结数据管理经验推动

标准制定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

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鼓励以深圳

为试点发展数据要素与数据要素市场。 在此背景

下，《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正式通过，并将于2022年1月1日生效。《条例》

中明确数据要素市场培育中要组织制定数据产品和服

务标准、数据质量标准、数据价值评估标准等地方标

准。 数据产品包括未加工的原始数据与数据整合加

工后形成的标准品或数据资产组合[15]。 在图情学

科，知识组织对知识进行有序整合，为用户提供有效

知识服务，将类型复杂、种类繁多、来源广泛的分散

数据关联形成有效的知识源[58]。 这一过程与数据产

品和服务生产相契合，相关理论基础、技术手段、方

法体系能够助力于数据产品和服务标准的建立。 同

时，以发表数量、引用频次、影响因子等为核心指标

的现有学术评价体系，科研“数量”到“高质量”转

变形势下对新学术评价体系的探索[59]对数据价值评

估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也有借鉴意义。 学术评价的相

关思想与数据的“信息熵”定价法存在一定的相似

性。 数据通过信息熵减产生经济价值[42]，结合数据

元组的隐私含量、被引用次数、供给价格、权重等因

素，可以对数据资产的信息熵进行动态定价[15]。 结

合数据质量标准建设，图情学科在数据要素市场培育

中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

3.2 图情学科面临的挑战

在把握数据发展新动向、帮助解决数据要素与数

据要素市场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图书情报学科需要抓

住发展机遇，改革创新。 机遇与挑战并存，数据要

素化阶段图书情报学科可能面临四大挑战，涉及到学

科内核、学科边界、学科体系与人才队伍四大重要课

题，需要图情学者积极应对。

3.2.1 学科交叉融合对学科内核的威胁

数据要素化涉及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法学、

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如在数据要素确权过程

中，法学可从法理学说上提供支持，经济学与管理学

可从数据资产角度作出论述，图情学科的贡献在于对

数据生命周期管理的娴熟上。 在数据要素化与要素

市场化过程中需要各个学科发展各自的研究所长，加

快推进数据要素化和市场机制建设的进程。 因此，

图情学科需要与法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交

叉融合，在与其它学科碰撞的过程中，在对数据的研

究中，学科的逻辑性、资源性、凝练性、价值性、特

色性等会面临全新的挑战[34,60]。 图情学科需要在吸

收学习其他学科原理、方法的同时牢记学科特质，坚

定学科内核。

3.2.2 扩展学科边界与学科边界弱化的矛盾

数据要素化与要素市场化的重点在于数据要素的

市场化配置，与经济社会高度相关，对数据要素及数

据市场的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探讨经济活动、商业实

践中的内容。 从近年来图情学科对数据的研究来

看，尽管数据大多时候都是研究的重点，但研究主题

更多在于理论方法研究、学科发展转型以及公共事

业[9,11]方面。 与数据要素化、要素市场化紧密联系

的经济、商业领域，在图情学科的研究中出现较少。

要想适应数据要素化与要素市场化的趋势，必须主动

扩展学科边界，与商业、服务业等具体行业或领域相

结合[9]，然而如何平衡学科边界外延与研究问题泛化

的矛盾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应对的挑战。

3.2.3 发展机遇差异对学科体系的动摇

面对数据要素化，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会受到不同

的影响，发展机遇上也存在差异，如情报学在数据生

命周期管理中的优势、图书馆学在数据分类分级中的

长处。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作为专门研究数据和信

息的学科，情报学适应新环境与新变革会更加容易。

与之相对的，图书馆学需要做出更多努力以融入这一

发展趋势。 长期以来，图书馆学的坚守和情报学话

语的飘移并存，学科间融合并存的难度增大[9]。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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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情学科处于弱势地位的高校，学科存在被撤销或被

吞并的风险[60]。 在数据要素化背景下，相关研究热

点正不断涌现，图书馆学、情报学发展步伐的差异，

将会对学科体系造成巨大冲击。

3.2.4 数据要素管理对人才队伍的冲击

从学科交叉角度，研究热点的更迭、学科泛化问

题导致部分学者未能坚守本学科的核心研究问题，例

如数字图书馆业务和技术的研究人员和实践人员越来

越少，甚至成为其他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61]。 从人

才培养角度，以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为例，2011-2020
年招生人数持续增长，图情学科与数据深度绑定的优

势使得图情学科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吸引了大量人

员。 但值得注意的是历年报考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且

本科为相关专业的比例均小于50%，报考学生专业

基础知识薄弱，实践能力有待提升[62]。 在数据要素

阶段前，学科的人才培养更加强调数据管理，如信息

组织方法、知识组织、文献计量、分析方法等，但数

据要素管理对图情学科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34]。 数据要素管理要求学科人才能将专业理论转

化为生产力，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与全要素

数字化，促进数据要素价值的实现，这将导致人才培

养压力进一步加大。

4 结语

在人工智能、5G、供应链技术方兴未艾的当下，

数据要素有“数据石油”之称，对政治、经济、科技

文化等多个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 本文根据科技革

命与数据的关系，将数据到数据要素的发展划分为5
个阶段，分析了数据要素与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过程

中的问题，并从数据要素参与分配的视角分析总结了

数据发展的三大新动向。 我们认为图情学科在数据

要素发展过程中大有可为，本学科要在抓住机遇的同

时迎接挑战，推动图情学科与经济社会的深度交融，

推动图情学科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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