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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已成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和革命性关键要素。文献数据

是推动知识创新、促进科技进步和支撑科学研究的重要数据类型之一，需要通过市场化配置优化文献资源体系、

提高资源分配效率。论文通过分析文献数据市场化配置进程的三个阶段，提出文献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

直面3个方面的关键问题：价值评估与权益确认、数据主权与安全保障、开放共享与公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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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思考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已

成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和革命性关键要素，在各国国家

战略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实现统一的数据市场已成为

各国的战略愿景。文献数据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先进

生产力的体现，是推动知识创新、促进科技进步和支撑

科学研究的重要数据类型之一，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指导

下，以先进的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通过市场化配置可

以优化文献资源服务体系、推动文献数据的开放共享，

盘活文献数据市场活力，提高文献资源分配效率。

1  文献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进程

文献数据是文献信息经组织和整理后形成的结构

化数据结果，可被计算机识别和处理，从而便于联机检

索、深入挖掘和知识发现。文献数据按编辑方法和出版

特点可分为书目文献数据、期刊文献数据、专利文献数

据、论文文献数据、报告文献数据等[1]，并可依据知识

特征将其组织为一类文献数据库。目前文献数据主要

来源于文献保管机构的馆藏文献数据和原生数字文献

数据。

文献数据与其他类型的数据一样，具有非实体性、

依托性、多样性、可加工性以及价值易变性[2]等特征，涉

及的相关利益者包括作者、出版社、文献保管机构和文

献数据集成商。国外以ELSEVIER、Springer、Wiley等
为代表的大型出版集团，均以自己旗下的杂志和数据库

为基础开展文献数据服务，基本实现编辑出版的数字

化和网络化[3]。相比之下，国内的文献数据集成商则需

要与各学术团体、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主办的期刊杂

志进行谈判，通过签署协议实现期刊入库。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需要经过资源化、资产化和

资本化的过程[4]。文献数据要素也不例外，其资源化已

基本完成，资产化大力推进，资本化正在蓄力。

1.1  文献数据资源化基本完成

以图书馆为典型代表的文献资源数字化建设，为

文献数据的资源化和价值挖掘奠定了基础。如美国的

数字图书馆创始项目（DLI）和英国的电子图书馆项

目（e-Lib Programme），最早开展了全国性图书馆文

献资源的数字化处理工作。我国则随之开展了数字图

书馆推广工程，通过统筹全国各级图书馆的数字化

建设，优化了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效率，极大提升了

我国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供给能力；CALIS、CADAL、
CASHL和NSTL等项目以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为目标，联

合多家成员单位，实现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共享和互惠

互利；图书馆典藏的古籍、数字人文项目等特色文献资

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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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数据化也初见成效。

1.2  文献数据资产化大力推进

为充分挖掘文献数据的价值，推动知识创新，促进

科技进步和支撑科学研究，文献数据的资源保障和研

究工作发生了巨大变化。文献数据服务方开始追求深

度加工与整合文献数据，提升文献数据的采集、保存、

揭示与服务能力，强化文献数据的挖掘、分析、可视化

和建模技术，促进文献信息系统共建共享；同时，提倡

从知识角度对文献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分析和加工，

揭示其知识内容，提供知识分析与预测等服务，积极开

发和利用数据驱动的开源工具；另外，强调充分利用文

献数据规划资源、设置目标、制定政策并进行绩效评

价，促进文献数据可持续发展。其中，文献数据的权属

确定、资产定价和流通交易将是推进其资产化工作的

重点。

1.3  文献数据资本化正在蓄力

文献数据进入资本市场，可以实现其价值极大化。

20世纪90年代电子期刊空前兴旺，文献信息商业服务

初露矛头，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迅速经历了从纸质、

光盘到网络的转换。相比于国际专业出版集团的高网

络化程度和综合性全文数据库服务，我国的文献信息

服务商由于缺乏经验，未能形成大型文献信息服务集

团，但各专业协会和出版社的期刊文献可通过综合数

据库的途径主动或被动地入库上网。清华同方、重庆维

普和万方数据是我国知名的文献信息服务商，分别经

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和中国

数字化期刊群。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兴起，我国文献数

据市场日渐形成，但目前文献数据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型

文献数据服务商手中。因此，鼓励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

与、盘活文献数据市场活力任重道远。

2  文献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关键问题

近年来，作为文献数据服务商的典型代表，我国受

众最广的文献信息服务平台频陷侵权风波，其背后折射

出来的不仅是文献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中的知识产

权问题，更是公平公正、安全可信问题。因此，文献数据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直面以下3个方面的关键问题。

2.1  价值评估与权益确认

实现文献数据价值的极大化，首要面临的核心问

题就是文献数据的价值评估与权益确认。鉴于文献数

据是无形的、动态的、可复用、可增值的，且一经损毁

难以复现，对文献数据的价值评估，不仅要评估文献

内容的知识价值，还要评估文献数据获取和存储的成

本、潜在的风险、高质量的优势和创新性收入[5]等。因

此，对于文献数据的价值评估需要文献数据专员和相

关利益者从效用价值、成本价值、战略价值、交易价值

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

在价值评估的基础上，如何合理分配相关利益者

的权益是文献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一个难点。以某

知名文献数据服务商侵权案为例，文献数据经历了作

者文献发表、出版社文献出版、集成商数据集成、文献

保管单位集中采购到读者文献获取的整个流程，作者、

出版单位、集成商等相关利益者的权益分配聚焦在文

献数据的版权归属。可喜的是，我国新修订的《著作权

法》为适应社会变化和科技发展，采用开放式分类模

式概括定义作品，以满足新出现的作品类型，为知识产

权保护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十四五”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专门提出，数据的知识

产权保护要深入研究数据的产权属性、完善相关政策、

探索建立分级分类的数据知识产权保护模式[6]。

2.2  数据主权与安全保障

文献数据是知识创新和科学研究的基础，重要

的、核心的文献数据更是我国先进生产力的体现，文

献数据的主权与安全保障不容忽视。近年来，我国出台

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强数据治理，如《数据安全法》和

《网络安全法》健全了《国家安全法》框架下的数据治

理体系。在文献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中，一定要压

实文献数据服务平台的主体责任，特别是“与科学技术

相关”的重要文献数据，在管理涉及出口管制物项、特

殊知识产权、重大发明发现和国家科技计划的文献数

据时，不仅要应用先进的数字信息技术对其进行识别、

描述和保护，还要保障其出境安全。

2.3  开放共享与公平交易

开放科学是知识传播的新范式，是全球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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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趋势[7]。推进文献数据的有序开放、共享和利用，

是推动开放科学发展的重要一环。对于文献数据的开放

共享，在尊重作者意愿的前提下，依据版权相关的法律

法规推动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分类分级开放

与共享。目前的文献数据交易除个人购买之外，出版社、

文献保管机构与大型文献数据集成商之间的大宗交易，

以谈判签署协议为主，未能充分激活文献数据市场活

力，究其原因是这几个大型文献信息集成商几乎垄断了

文献数据市场[8]。因此，在鼓励开放共享的基础上，更

重要的是建立公平合理的交易机制，通过建立完善文

献数据产权制度、制定文献数据定价标准、建立文献数

据交易合规制度、采取强有力的文献数据市场监管和保

障文献数据安全可控，以调动文献数据市场主体的积极

性，推动文献数据充分参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3  结语

总的看来，文献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数字经济

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指导下，我国文献

数据的资源化已基本完成，资产化大力推进，资本化正

在蓄力。目前需要重点解决文献数据要素的价值评估与

权益确认、数据主权与安全保障、开放共享与公平交易

3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建议以相关法律法规对文献数据

价值进行综合评估和权益的合理确认，建立由个人、数

字图书馆、电子期刊库和文献资源服务平台等市场主体

组成的新型文献数据服务体系；以一系列法律法规构建

文献数据治理体系，应用先进的数字信息技术加强数

据主权和安全保障；以分级分类、安全可控、充分利用

的原则[9]推动文献数据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广范围

开放共享，建立公平合理的交易机制盘活文献数据市

场，从而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文献数据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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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as a new factor of production, data has become a basic strategic resource and a revolutionary key element. 
Literature data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data types to promote knowledge innovation,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support scientific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literature resource system and improv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through market allocation. By analyzing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process of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literature dat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market allocation reform of literature data elements should 
face three key issues: value evaluation and rights confirmation, data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open sharing and fair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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