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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产是关乎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命题数据资产是关乎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命题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产

的价值日益凸显，如何管理数据

资产成为重要话题。

近日，以“规则驱动共识 价

值引领创新”为主题的中国经济

信息社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研

讨会暨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与会代表围绕如何有效落实数

据资产全过程管理建言献策，同

时多项数据资产运营研究成果

及实践案例发布。

公共数据开发利用
面临诸多挑战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

理与商业智能系教授黄丽华介

绍说，截至 2025 年 3 月底，全国

40家数据交易机构公开发布超

过 4.37 万条数据产品。数据产

品 2/3 源自公共数据，主要系与

企 业 机 构 、人（消 费）、车（消

费）、产业、空间有关的数据。

市场上，公共数据供应商中小

型民营企业占 87.7%，供应了

67%的数据产品。

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具有

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但在实践中面临诸多挑战。会

上发布的《公共数据运营：从合

规底线到价值高地的跃迁》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公

共数据的开放始终在安全与效

率之间寻求平衡，存在坚守合

规底线与促进价值释放的博弈

困境。例如，智慧城市项目中

的居民轨迹数据采集引发隐私

争议，医疗健康数据共享遭遇

伦理质疑。

报告显示，数据治理标准

化困境突出，不同部门和主体

的数据治理标准不统一，增加

了数据整合和应用的难度。此

外，公共数据的权属问题复杂，

涉及政府、企业、个人等多方主

体，数据确权与授权机制尚不完

善，制约了数据的流通与交易。

规则是
数据资产管理的基石

近年来，我国持续完善顶层

制度设计，数据资产逐步进入大

众视野。

2023年8月，财政部发布《企

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

规定》，明确数据的资产属性及

入表的适用范围、会计处理使用

准则、列示和披露要求等。2024
年 12月，财政部发布《数据资产

全过程管理试点方案》，计划用

两年时间，在部分试点单位开展

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试点。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

会副会长谭剑表示，数据资产化

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做好数据资产管理是企业推进

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根本保障。

规则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价

值实现是强化数据资产管理的

动力源泉。

“数据资产的未来，不仅是

技术命题，更是关乎国家竞争力

的战略命题。”中国经济信息社

董事长潘海平表示，过去10年我

国大数据产业迅猛发展，数据资

产已成为重要战略资源，作为新

华社直属专业经济信息服务机

构，中国经济信息社将发挥智库

优势，推动构建数据资产运营的

规则体系。

以规则凝聚发展共识

数据资产的全过程管理，涵

盖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分析、

应用、共享等各个环节。如何通

过规则凝聚发展共识，既是理论

课题更是实践挑战。

黄丽华认为，公共数据的开

发利用对数据市场有很强的牵

引作用，其运营需要破局“供给

—流通—使用—管理制度规范

—技术与安全控制”五维体系。

她结合某市健康医疗数据商业

保险应用场景，分析了公共数据

资产开发利用的前景及运营体

系设计思路。“当前，公共数据流

通和数据市场处于起步形成阶

段，公共数据要可持续运营，需

要探索治理框架及其运营所需

的制度规范、运营系统、运营模

式等创新。”黄丽华说。

泰和泰（上海）律师事务所

创始合伙人王振华表示，数据安

全与数据资产合理利用并不冲

突，两者之间相互促进。数据安

全是合理利用的前提，合理利用

是数据安全保护的目的。他认

为，需要围绕数据采集、存储、传

输、删除等各核心环节，构建可

落地的合规治理体系。

“数据是人工智能时代和数

字经济的‘原油’，其规模和质

量尤其重要。”金证（上海）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总裁林立表示，

当前居民对于数据要素的重要

性认识尚处于初期阶段，未来

要进一步推动公共数据资源精

细化供给，强化产业与人才配

套，激励各级机构持续提供高

质量数据。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

的《2024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

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

出，网络文学以其蓬勃的创作

活力、多元的题材探索和深远

的文化影响力，成为新时代大

众文艺的重要力量。

网文行业欣欣向荣

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年

底，我国网络文学阅读市场规

模达 430.6亿元，同比增长6.8%；

网络文学 IP（知识产权资产）市

场规模大幅跃升至 2985.6亿元，

同比增长14.6%。网络文学作者

规模首次突破3000万大关，达到

3119.8 万名，网文作品数量达

4165.1 万部，网文用户数量达

5.75亿，同比增长 10.58%。依据

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数据计算，已有超

过半数的中国网民热衷追读网

文“在线催更”。

在网文出海方面，中国网络

文学的全球化表达迈入“全球

阅读、全球创作、全球开发”的

新阶段。报告援引《2024 年度

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数据，2024
年，中国数字阅读出海作品总

量为 80.84 万部（种），同比增长

6.03%。报告显示，2024 年中国

网络文学出海市场规模超 50亿

元，培育海外网络作家 46万名，

海外用户规模超 3.5 亿，覆盖全

球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网文内外火爆的推动下，

IP开发生态随之繁荣，2024年，

中国网络文学 IP改编市场规模

达 2985.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61%。与此同时，随着短剧、

游戏、谷子、人工智能（AI）等关

键词的加入，“多端协同、一体

开发”的联动效应推动网络文

学的 IP 开发模态持续扩容，为

下游版权不断带来新爆款、新

增量。

书、影、漫、游的协同与联

动日趋深入，爆款频出。例如，

《庆余年第二季》的集均播放量

超过 1 亿，腾讯视频热度值达

3.4389万，刷新平台历史最高纪

录。剧集的热播带动衍生作品

《叶轻眉日记》登上多平台热

搜，《庆余年》IP 盲盒售出超 20
万只，卡牌创影视类卡牌销量

第一，原著阅读量环比提升 38
倍。

AI带来机遇与挑战

据 了 解 ，2024 年 ，现 实 题

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的

网络文学作品持续涌现。伴随

第八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文

大赛的开展，逾 30 万名网络文

学作家参与现实题材创作，现

实题材跃升为网文增速第二大

品类。

阅文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群像、考据、怀旧，成为起点读

书三大热门标签，一批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折射民族精

神的作品，从“阅见非遗”“风起

国潮”等系列征文活动中持续

涌现，其中，“阅见非遗”第二届

金奖作品《泼刀行》融近百项非

遗、民俗、史籍与国术于一体，

深 度 激 发 了 传 统 文 化 的 创 新

力。

不过，在网络文学一派繁荣

的背后，潜藏着一个让行业又

爱又恨的重要角色——AI。
报告指出，AI 正成为助力

作 家 提 升 创 作 效 率 的 有 力 工

具，但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

即效率的大幅提升，辅助撰写、

激发创意、优化文章结构等等；

挑战则是洗稿大军的出现。

比如，AI 翻译技术助力网

文出海迎来多语种市场的规模

化突破。2024 年，起点国际新

增 AI 翻译作品超 3200 部，占中

文翻译作品总量近半。中国网

文翻译成西班牙语的作品数量

同比增长 227%，德、法、葡语的

翻译出海市场均实现了从零到

上百部的突破。

同时，目前 AI 洗稿工具正

逐渐渗透至网络文学领域，成

为隐蔽性高、效率惊人的新型

侵权手段。这类工具通过对原

创 网 络 文 学 作 品 进 行 语 义 分

析、同义词替换和结构重组，生

成看似“原创”实则剽窃内核的

伪原创内容。例如，AI 可将热

门小说的核心情节、人物关系

提取后重新排列组合，或通过

调整语言风格规避传统查重检

测，形成与原作“实质性相似”

的文本。这种技术不仅降低了

侵权成本，还催生了“洗稿工

厂”等灰色产业链。

如何对这种洗稿行为进行

规范？4月 28日，中国音像与数

字出版协会（简称“中国音数

协”）联合阅文集团、番茄小说、

晋江文学城等 16家头部网络文

学平台共同发布了《网络文学

行业反洗稿自律公约》，旨在通

过行业自律与技术赋能，遏制

AI 技术滥用导致的洗稿、抄袭

乱象，推动网络文学行业生态

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国音数协常务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敖然表示，用精品铸就

网络文学的核心竞争力，一定要

强化作品的版权保护力度。未

来，网络文学行业将聚焦两大方

向，一是完善法律与技术协同的

版权保护体系，二是通过激励机

制培育优质内容。

当网文遇上AI洗稿抄袭该如何遏制
▶▶ 孙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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