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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不同的信息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下,不同领域人士对“网络空间中的内容”有不同认识,从而产生了

信息资产、数字资产、数据资产等不同的名词术语.由于“资源、资产、资本、经济”等术语紧密关联,因此衍生出一系列

概念:信息资源、信息资本和信息经济,数字资源、数字资本和数字经济,数据资源、数据资本和数据经济等.文中综述

了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发展状况,在大数据背景下,提出依据数据的物理属性、存在属性和信息属性,将相关概念统一为

数据资源、数据资产、数据资本和数据经济的建议,以利于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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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differenttechnological,socialandeconomicbackgrounds,differentterminologiessuchasInformation

assets,DigitalassetsandDataassetswerecreatedduetopeople’sdifferentunderstandingaboutcontentsincyberspace．

BecausethetermAssetisrelatedtoResource,CapitalandEconomy,aseriesofconceptsareextended,suchasInformaＧ

tionResources(Capital,Economy),DigitalResources(Capital,Economy),DataResources(Capital,Economy),etc．This

paperreviewedtheseconcepts．Basedonthephysicalattributes,existenceattributesandinformationattributesofdatain

BigDatacontext,thispaperproposedandadvocatedthestandardizationoftheseconceptsintoDataResources,DataAsＧ

sets,DataCapitalandDataEconomy,whichwillbehelpfultotheexploitationofdata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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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生产资料、

基础资源已经被广泛认可.将数据作为经济的要素,首先要

解决数据的资产化问题.朱扬勇等综述了信息资产、数据资

产、数字资产的发展,提出将信息资产、数字资产、数据资产统

一为数据资产,并给出了数据资产的定义[１],为理清相关概念

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和尝试.鉴于“资源、资产、资本、经济”等
术语紧密关联,与数据资产相关的概念有３组:信息资源、信

息资本和信息经济,数字资源、数字资本和数字经济,数据资

源、数据资本和数据经济.显然,过多的雷同的概念不利于事

物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对１２个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分

析,形成统一的概念.本文在文献[１]的基础上,综述了与数

据资产相关的３组概念,指出这３组概念内涵相近、同时并

存、各自表述,在实际工作容易引起混乱.本文在大数据背景

下,依据数据的属性,提出并建议将相关概述统一到数据范畴

下,以利于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

２　信息资产及相关概念

“信息资产”一词于１９７７年被 Kaback提出[２].１９９４年,

TheHawleyreport将信息资产定义为“已经或应该被记录的

具有价值或潜在价值的数据”[３](详见文献[１]).

与信息资产相关的概念有信息资源、信息资本和信息经济.

２．１　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一词于１９７０年被 Rourke在SpecialLibraＧ
ries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４].１９７４年,Horton在出版的

书中也提到了“信息资源”[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为了应

对激增的文书工作带来的沉重负担,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美



国联邦文书委员会(CommissiononFederalPaperwork),该委

员会引 入 了 信 息 资 源 管 理 (InformationResource ManageＧ
ment,IRM)的概念[６].委员会信息管理研究主任 Horton认

为信息是与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财务资源和自然资源同等重

要的资源[７],指出了高效、经济地管理组织中的信息和信息资

源是非常必要的[６].１９８５年,美国管理与预算局(OMB)正式

发布 AＧ１３０号通告(CircularNo．AＧ１３０),即TheManagement
ofFederalInformationResources,该通告详细给出了联邦政

府信息资源管理的整体政策框架.２００４年,我国政府发布的

«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若干意见»(中办[２００４]３４
号)中指出,信息资源作为生产要素、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与
能源、材料资源同等重要.２０１６年,鉴于法律的变化和技术

的进步,美国管理与 OMB再次修订了 AＧ１３０号通告,并改名

为 ManagingFederalInformationasaStrategicResource,

其认为信息资源是指信息和相关资源,如人员、设备、资金、信
息技术等[８].

２．２　信息资本

１９６２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Stigler指出信息是一种资

本,它是在搜寻成本的基础上产生的[９].１９７７年,美国著名

信息经济学家 Porat认为“信息资本是指对一切与信息服务

相关的各种信息设备的投资”,指出与信息服务相关的设备、
环境、信息产品和服务等都可作为构成社会信息活动的一部

分,或作为信息消耗品计入到信息投资额中[１０].２００４年,

Kaplan等提出了信息资本是新经济下创造价值的原材料,包
括系统、数据库、图书资源和网络,并为组织提供信息和知识;

信息资本由技术基础设施和应用两部分组成,只有在战略背

景下才有价值[１１].２０１２年,Wu等认为信息资本是指支持组

织战略的基础设施和应用程序的信息技术组合,其在业务流

程的重新设计中起着关键作用[１２].

２．３　信息经济

“信息经济”的概念于１９５９年前后被提出,基于资源的信

息观是其发展的核心.１９６１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Stigler研

究了信息的成本和价值,提出了信息搜寻理论[１３].１９６２年,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Machlup给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并给出

了马克卢普的信息经济测度范式,测算了信息知识产业在美

国国民经济中的比例[１４].１９７７年,Porat在 Machlup的研究

基础上,第一次把产业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并把

信息部门分为由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企业所组

成的第一信息部门和由政府和非信息企业的内部提供信息服

务的活动所组成的第二信息部门,并给出了波拉特范式[１０].

１９８１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采用波拉特范式来测

算各成员国信息经济的发展程度.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随
着信息技术影响范围的扩大,信息经济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

的关注和重视;９０年代,在全球信息化的浪潮中,信息经济有

了新的发展.２０１３年,英国政府发布了InformationEconoＧ
myStrategy,旨在促进英国信息经济的发展.２０１６年,«中国

信息经济发展白皮书»中将信息经济定义为:以信息和知识的

数字化编码为基础,以数字化资源为核心生产要素,以互联网

为主要载体,通过信息技术与其他领域的紧密融合,形成的以

信息产业及信息通信技术对传统产业提升为主要内容的新型

经济形态[１５].

３　数字资产及相关概念

“数字资产”一词于１９９６年由 Meyer提出[１６].２０１３年,

Toygar[１７]等认为“从本质上说,数字资产拥有二进制形式数

据所有权,产生并存储在计算机、智能手机、数字媒体或云端

等设备中”(详见文献[１]).

与数字资产相关的概念有数字资源、数字资本和数字

经济.

３．１　数字资源

“数字 资 源”一 词 于 １９８１ 年 由IEEE 通 信 学 会 (IEEE

CommunicationsSociety)在Record[１８]中提及.２００６年,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 Harley等认为数

字资源包括使用富媒体和跨文本、图像、声音、地图、视频和许

多其他格式的对象[１９].

３．２　数字资本

“数字资本”一词于２０００年在 DigitalCapital:HarnesＧ
singthePowerofBusinessWebs中被提及,作者 Tapscott等

认为数字资本是指由新的合作关系“商业网络(bＧwebs)”创造

的财富;商业网络是指由生产商、服务提供商、供应商、基础设

施公司和通过数字渠道连接的客户等所组成的合作网络;当

智力资本进入数字网络时,整个行业发生改变,以全新的方式

创造财富连接数字资本;在商业网络中,客户资本成为关系资

本,在未拥有人力资本的情况下公司也可以建立关系资本,并

通过新的商业模式来构建结构资本;数字资本赋予了传统商

业模式下 人 力 资 本、客 户 资 本 和 结 构 资 本 新 的 内 涵 和 维

度[２０Ｇ２１].

３．３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一词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由日本的一位经济学

家在日本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提出.１９９５年 Tapscott在著作

TheDigitalEconomy:PromiseandPerilintheAgeofNetＧ
workingIntelligence 中 也 提 到 数 字 经 济[２２].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美国商务部先后出版了“TheEmergingDigitalEconomy(I
和II)”“DIGITALECONOMY２０００”研究报告[２３].“TheEＧ

mergingDititalEconomy(I)”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数字革命

已成各国战略讨论的核心与焦点,将成为驱动新时代发展的

强力引擎[２４].２０１６年,G２０杭州峰会上给出定义:数字经济

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

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

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２５].

４　数据资产及相关概念

“数据资产”一词于１９７４年由 Peters提及[２６].２０１８年,

朱扬勇等将数据资产定义为拥有数据权属(勘探权、使用权、

所有权)、有价值、可计量、可读取的网络空间中的数据集[１]

(详见文献[１]).
与数据资产相关的概念有数据资源、数据资本和数据经济.

４．１　数据资源

“数据资源”一词于１９６８年由 Voich等在Principlesof
Management:ResourcesandSystems 中 提 及[２７].１９９８ 年,

Levitin等在 MITSloanManagementReview 发表的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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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论述了数据作为资源的属性[２８].数据资源是有含义的

数据集结到一定规模后形成的[２９Ｇ３０].２００８年,朱扬勇等指出

数据资源是重要的现代战略资源,将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程度,

在２１世纪有可能超过石油、煤炭、矿产,成为最重要的人类资

源之一[３１];２０１２年,Amazon前首席科学家 Weigend表示:数
据是原油,但石油需要加以提炼后才能使用,从事海量数据处

理的公司就是炼油厂.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已经获得广泛共

识[３２].

４．２　数据资本

“数据资本”一词首先出现在统计领域中,１９６７年,挪威

中央统计局的一份工作文件中认为数据资本是采集和计算数

据的保留存量,在类似于工业生产资本的统计文件系统中起

核心作用[３３].２０１１ 年,麻 省 理 工 学 院 数 字 经 济 项 目 主 任

Brynjolfsson及其团队对１８０家大型的上市公司进行了调研,

发现在产出和生产率方面表现较好的企业都更重视“数据驱

动决策(DDD)”(这一功能在模型化后可以作为无形资产),对
数据作为资本提供了很好的支持.２０１６年３月,MIT科技评

论与 ORACLE撰写了报告TheRiseofDataCapital,该报

告指出数据已经成为一种资本,与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

都能够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在经济学中,数据资本是生产商

品和服务所必需的记录信息,它与实物资本一样,拥有长期的

价值,但拥有特有属性,如非竞争性、不可替代性、体验性;数
据是创造新价值的原材料,会颠覆现有业务,对行业进行重

组;数据资本的兴起,需要一个全新的企业计算体系架构;在
重新配置数据管理、集成、分析和应用功能时需遵循３个关键

原则:数 据 平 等、数 据 的 流 动 性、数 据 的 安 全 性 和 数 据 治

理[３４].

４．３　数据经济

“数据经济”一词于２０１１年被 Gatner公司合伙人 NewＧ

man的综述文章提到[３５].２０１４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 ToＧ

wardsathrivingdataＧdriveneconomy 的报告.２０１７年,IDC
公司和 OpenEvidence公司为欧盟委员会提供了一份EuroＧ

peanDataMarketSMART２０１３/００６３FinalReport报告,该

报告认为数据经济是衡量数据市场对整个经济的总体影响,

它涉及数字技术支持的数据生成、收集、存储、处理、分发、分

析精化、交付和开发;数据经济包括数据市场对经济的直接、

间接和引导作用[３６].同年,欧盟委员会发布BuildingaEuＧ

ropeanDataEconomy 报告,该报告指出数据经济的特征是

由各类市场主体(如制造商、研究人员和基础设施供应方等)

为确保数据可取和可用性而共同合作构成的生态系统,这使

得市场主体能够提取价值并创建各种应用,来改善民众的日

常生活(如管理交通、优化农业种植、远程医疗等)[３７].２０１８
年,全球知名数据中心供应商 DigitalRealty发布DataEconＧ

omyReport２０１８认为数据经济的定义是使用复杂的软件和

其他工具,通过快速存储、检索和分析大量非常详细的业务和

组织数据所创造的金融和经济价值[３８].

５　概念分析

总体而言,这些概念描述的都是网络空间计算机系统中

的数据,只是在信息技术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不同时期、不

同发展战略和经济环境背景下,由不同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

家)、政治家和政府从各自对数据的理解和需要中提出的.事

实上,上述概念的出现并没有明显的次序关系,总体处于概念

并存、含义相近的状态,这会给公众带来不便,对科学研究、产

业推进都是不利的.

５．１　概念并存

上述１２个概念的首次出现没有明显的次序关系,也没有

递进发展阶段.表１列出了概念首次出现的时间.

表１　术语最早的出现时间(查询到的资料)

Table１　Terminologies’firstappearance(dataretrieved)

资产 资源 资本 经济

信息 １９９７年 １９７０年 １９６２年 １９５９年

数据 １９７４年 １９６８年 １９６７年 ２０１１年

数字 １９９６年 １９８１年 ２０００年 １９９５年

１)从纵向看,信息××、数字××、数据××这３类概念

中,数字 XX相对出现较晚,但是数据经济出现最晚;

２)从横向看,××资产、××资源、××资本、××经济的

出现次序没有规律可循.

近３年相关的重要报告有:２０１６年,美国管理与预算局

发布的«管理作为战略资源的联邦信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发布的«中国信息经济发展白皮书２０１６»,G２０杭州峰会上

发布的«G２０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２０１７年,IDC公司

和 OpenEvidence公司发布的«欧洲数据市场SMART２０１３/

００６３总结报告»,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构建欧洲数据经济»;

２０１８年,泰国颁布的«数字资产法»(这部法律重点在于数字

货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据),DigitalRealty发布的«２０１８
数据经济报告».

从近３年的情况来看,信息 XX的提法趋弱,数据 XX的

提法趋强.这说明,大数据热潮兴起后,数据 XX的概念越来

越受到重视,但这３组概念仍然是并存的.

５．２　概念内涵相近

总体而言,上述３组(１２个)概念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的定

义,可能是大家对数据的理解还在初级阶段,还难以形成科学

的定义.我们选取了对这３组概念相对好的描述(见表２).

从表２可以看出,所有的概念基本都是围绕网络空间的.

第一,物质、能源和信息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３大资源,

在这一大背景下,信息资产(资源、资本、经济)的概念获得相

对广泛的认同.但是,信息的概念过于宽泛,既包括了网络空

间的内容,也包括了对物理空间的各种描述,例如图书资料

等.显然,网络空间的信息内容和现实世界的信息内容在处

理和运用技术上差别巨大.因此,在当前大数据背景下,亟需

研究网络空间的信息内容.

第二,数字(０,１)是网络空间的内容在存储介质上物理存

在的形式,占用存储介质的空间,所以数字资产(资源、资本、

经济)的概念也颇为流行.但是,网络空间中０和１组成的集

合并不能直接被人类所看见,更不能直接被理解,因此概念数

字资产(资源、资本、经济)也就不能直接被人们理解和认识,

计量计价之类的工作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随着大数据的兴起,人们注意到数据是数字经济的

关键要素.这个描述从字面上看就是“数据”和“数字”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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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这说明,数字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受到广泛认可,而“数据”

则是在技术发展的推进下出现了“大数据”,因此,数据从微观

上看是关键要素,宏观上看是数字经济(包括信息经济、信息

化,以及网络和设备等).

表２　相关概念汇总

Table２　Summaryofrelatedconcepts

资产 资源 资本 经济

信息
已经或应该被记录的具有价

值或潜在价值的数据

信息资源作为生产要素、无
形资产和社会财富,与能源、
材料资源同等重要

新经济下创造价值的原材料,包括系统、数据

库、图书资源和网络,并为组织提供信息和

知识

以信息和知识的数字化编码为基础,数字化

资源为核心生产要素,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
通过信息技术与其他领域紧密融合,形成的

以信息产业以及信息通信技术对传统产业提

升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经济形态

数据

拥有数据权属(勘探权、使用

权、所 有 权)、有 价 值、可 计

量、可读取的网络空间中的

数据集

有含义的数据集结到一定规

模后形成的资源

数据资本是生产商品和服务所必需的记录信

息,拥有长期的价值,但有特有属性,如非竞

争性、不可替代性、体验性

使用复杂的软件和其他工具,通过快速存储、
检索和分析大量非常详细的业务和组织数据

所创造的金融和经济价值

数字

拥有二 进 制 形 式 数 据 所 有

权,产生并存储在计算机、智
能手机、数字媒体或云端等

设备中

使用富媒体和跨文本、图像、
声音、地图、视频和许多其他

格式的对象

由新的合作关系“商业网络(bＧwebs)”创造的

财富

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

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

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

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综上,数据是以“数字”(０,１)形式存储在存储介质中的,

数据通常表示信息,但也可能不含信息,或者大数据里含有的

信息可能很少,但数据作为一种资源或生产资料而大量存在,

需要新技术将数据所含的信息开发出来,因此数据是数字经

济的关键要素.

５．３　概念统一的尝试

２００９年,朱扬勇等提出网络空间中的数据具有物理属

性、存在属性和信息属性[３９Ｇ４０],从这个观点来看:

１)数据的物理属性是指数据物理地存放在存储介质中,

占用空间,即数字(０,１).

２)数据的存在属性是指人眼通过I/O设备能够看见的属

性,也正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数据”.

３)数据的信息属性是指数据的含义或数据集里有含义的

部分,这正是人们所理解的信息.

２０１８年,朱扬勇等根据数据的物理属性、存在属性和信

息属性将数字资产、数据资产和信息资产统一为数据资产[１].

他们定义数据资产为拥有数据权属(勘探权、使用权、所有

权)、有价值、可计量、可读取的网络空间中的数据集.相对于

数字资产和信息资产,数据资产这个定义是清楚的、明确的,

以数字(０,１)形式存在的资产往往难以理解,而信息资产则难

以度量.

总体地,数据××的说法正逐渐形成趋势,其包括数据跨

境、数据保护、数据产业等.同时,应注意到欧盟的«通用数据

保护条例»使用的就是数据,这说明数据已经成为经济体之

间、国家之间要讨论的话题.因此,可以将相关概念统一到数

据范畴下进行研究,即统一使用数据资源、数据资产、数据资

本和数据经济.

结束语　与数据资产相关的概念有３组(１２个),即信息

资产、信息资源、信息资本和信息经济,数字资产、数字资源、

数字资本和数字经济,数据资产、数据资源、数据资本和数据

经济等.文中综述了这些概念,这３组概念内涵相近、同时并

存、各自表述,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引起混乱.２０１８年,朱扬勇

等根据数据的物理属性、存在属性和信息属性将数字资产、数
据资产和信息资产统一为数据资产[１].后续,将相关概念统

一到数据范畴下进行研究(即统一使用数据资源、数据资产、

数据资本和数据经济),这将有利于尽快实现数据资产化、资

本化和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更有利于基于数据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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