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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大数据的公共管理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与实践案例研究”（１９ＦＧＬＢ０６３）和

“云南省高校大数据下的云南公共管理发展研究科技创新团队”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邓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数字政府，公共管理方法与技术；吕雨婷，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数字政

府；杨迪（通讯作者），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数字政府，Ｅｍａｉｌ：１８４８２２５９９５６＠１６３．ｃｏｍ。

本文引用格式：邓崧，吕雨婷，杨迪．数据垄断的演化与分类———基于国内公共数据与商业数据［Ｊ］．信息资源管理学 报，

２０２２，１２（１）：８０－９０．

数据垄断的演化与分类
———基于国内公共数据与商业数据

邓　崧　吕雨婷　杨　迪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昆明，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　数字经济和大数据的飞速发展使得社会中的数据量呈现爆炸式增长，与此同时，数据

垄断成为了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通过文献分析、模型建构以及案例分析等方法，

从数据垄断的演化与分类出发，分 析 数 据 垄 断 的 影 响 及 其 应 对。得 出 以 下 结 论：第 一，从 公 共 数

据与商业数据两个角度对数据垄断分别进行定 义，并 将 数 据 垄 断 及 其 演 化 类 型 分 为 公 共 数 据 发

展型、公共数据垄断型、商业数据发展型以及商业数据垄断型四类；第二，数据垄断对经济社会的

影响分为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不同类型影响不同，所应当采取的政策措施重点分别为加强数据

公开共享、建立数据确权机制、维持市场正常竞争以及事后监管向事前事中监管转变；第三，基于

数据汇集程度与市场化程度，构建了数据垄断演化分类的理论模型。

［关键词］　数据垄断　分类模型　商业数据　公共数据　数据共享　数据确权　数字经济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２１７１（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８０－１１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６５／ｊ．ｊｉｒｍ．２０２２．０１．０８０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Ｄｅｎｇ　Ｓｏｎｇ　Ｌｙｕ　Ｙｕｔｉｎｇ　Ｙａｎｇ　Ｄ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Ｙｕｎ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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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ｄａｔａ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ａｔａ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ａｔａ；Ｐｕｂｌｉｃ　ｄａｔａ；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Ｄａｔａ　ｒｉｇｈｔ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　引言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与土地、劳动力、

资本、技术并 列 的 第 五 大 生 产 要 素［１］，所 蕴 含

的价值不断凸显，随之产生的数据垄断问题也

引发了社会 各 界 高 度 关 注。垄 断 主 体 凭 借 数

据优势破坏数字生态和市场竞争秩序，侵害用

户数据权益，阻 碍 数 据 共 享，损 害 社 会 公 共 利

益，因此，数据 垄 断 治 理 已 成 为 我 国 当 下 最 为

重要的议题之一。２０２０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显示了党和国家领导层对于数据垄断问题的重

视。对数据垄断进行治理，首先需要对数据垄

断进行全面深刻的剖析，以此寻找数据垄断的

有效对策。

我国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为加快服

务型政府建设进程，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为公

民提供满意的公共服务的能力，需面向社会公

民采集大量 数 据 信 息，因 此，目 前 中 国 信 息 数

据资源８０％以上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中［２］；

中国 前 瞻 产 业 研 究 院２０２０年８月 发 布 的

《２０２０年 中 国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报 告》显 示，自

２０１５年提出“国 家 大 数 据 战 略”以 来，我 国 的

数字经济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截至２０１９年末，

数字经 济 的 总 体 规 模 达 到 了３５．８亿 元，占

ＧＤＰ的３６．２％［３］。鉴于此，需从公共数据与商

业数据 两 个 角 度 对 我 国 数 据 垄 断 进 行 研 究。

当前我国商业数据处于大型互联网企业、平台

垄断的态势，而公共数据所面临的“数据孤岛”

与“数据堰塞湖”则阻碍了数据的共享与利用，

数据垄断治理 迫 在 眉 睫。然 而“垄 断”并 非 是

贬义词，数据反垄断的目标及难点并不在于如

何彻底消除垄断，而在于如何找到垄断与反垄

断之间的平衡点，以兼顾各价值目标以及各社

会主体之间的利益。

２　研究现状

数据垄断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涉

及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图书情报学、法学以及

信息技术 科 学 等 多 种 学 科［４－１２］，具 有 研 究 主 题

多样、涉及学科复杂等特点。因此，为保证文献

综述的完整性，从图书情报学的文献计量视角

出发，利 用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和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 件，对 北

大中文核 心 期 刊 以 及ＣＳＳＣＩ期 刊 中 关 于 数 据

垄断的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并在此

基础上展开文献综述。

２．１　数据来源

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采取的

检索限制条 件 为：主 题＝（“数 字 垄 断”ＯＲ“数

据垄断”ＯＲ“互 联 网 垄 断”），不 限 制 时 间 范 围

（检索时间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４日），文献来源类别

选择“北大核心”与“ＣＳＳＣＩ”，得 到 有 效 文 献 共

２１１篇。

２．２　时间分布

利用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软 件 对 关 键 词 进 行 时 间

排列，见图１。可以发现关于 数 据 垄 断 的 研 究

主要 集 中 在２０１４年 以 后，研 究 方 向 逐 渐 从 对

市场结构及其 支 配 地 位 的 分 析 转 变 到 法 律 层

面，自２０１８年 后 则 转 变 为 主 要 对 大 数 据 和 数

字经济的研究。

２．３　研究主题

关键词是一篇研究性论文的核心词汇，能

够反映论文 研 究 的 主 要 问 题。对 数 据 垄 断 研

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并对其进行聚

类，能够得 出 该 领 域 研 究 的 主 题 分 布，见 图２
和图３。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得出现有关于数

据垄断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理论探讨型、规制

对策研究型两种类型。

第一，理论探讨型。一方面是基于法律视

角，对数 据 垄 断 行 为 进 行 定 义。吴 韬［１３］通 过

对美国反垄断 案 件 中 关 于 互 联 网 领 域 相 关 市

场界定的梳理，得出互联网的特殊性决定了互

联网反垄断案 件 的 相 关 市 场 界 定 在 方 法 和 思

路上 要 与 一 般 行 业 区 分 开 来 的 结 论。许 光

耀［１４］使用案例分析法对奇虎 与 腾 讯 之 间 的 诉

讼案进行分析提出，由于互联网服 务 的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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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关键词时序分布图

图２　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图３　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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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 成 本 为 零，网 络 效 果、锁 定 效 果 所 造 成 的

转 换 成 本 就 成 为 了 企 业 市 场 支 配 地 位 认 证

的 主 要 因 素。

另 一 方 面 是 基 于 双 边 市 场 视 角，对 互 联

网 平 台 企 业 进 行 针 对 性 研 究。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１５］

最 先 对 双 边 市 场 进 行 了 定 义，即 买 者 与 卖 者

的 交 易 通 过 中 间 平 台 实 现，且 其 中 一 方 的 收

益 由 另 一 方 的 数 量 所 决 定。在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的

理 论 基 础 上，王 宏 涛 等［１６］以 中 国 电 信 业 为

例，构 建 了 双 边 市 场 模 型，总 结 出 了 中 国 双

边 市 场 的 特 征，并 提 出 双 边 市 场 中 价 格 弹 性

较 小 的 一 方 会 遭 到 较 高 的 价 格 加 成。

第 二，规 制 对 策 研 究 型。一 是 基 于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的 视 角，研 究 对 数 据 垄 断 在 制 度 和

技 术 层 面 的 规 制 措 施。孟 小 峰 等［１７］提 出 以

区 块 链 技 术 实 现 数 据 透 明 化，增 加 数 据 价 值

实 现 过 程 中 的 透 明 性，以 此 应 对 数 据 垄 断 以

及 由 此 带 来 的 隐 私 权 侵 犯 等 问 题；承 上［１８］则

提 出，由 于 数 字 经 济 与 数 据 垄 断 行 为 的 复 杂

性，对 数 据 垄 断 的 规 制 应 当 从 消 费 者 福 利 标

准 和 社 会 福 利 标 准 两 个 角 度 来 进 行 评 判，不

同 标 准 应 采 取 不 同 的 规 制 措 施。

二 是 基 于 博 弈 论 视 角，从 价 格 歧 视 角 度

出 发，提 出 抑 制 垄 断 的 有 效 途 径。李 三 希、

武 玙 璠 等［１９］以 垂 直 差 异 化 双 寡 头 模 型 为 基

础，讨 论 了 在 大 数 据 时 代 对 于 非 敏 感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的 利 与 弊，证 明 了 引 入 竞 争 将 会 使 消

费 者 总 剩 余 和 社 会 总 福 利 在 无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和 完 全 一 级 价 格 歧 视 时 达 到 最 大，应 当 在

市 场 中 引 入 竞 争，保 障 竞 争 机 制；蒋 传 海［２０］

构 建 两 期 动 态 博 弈 模 型，对 互 联 网 企 业 依 据

消 费 者 购 买 记 录 进 行 竞 争 性 价 格 歧 视 的 行

为 进 行 了 研 究，结 果 表 明，企 业 可 以 实 施 价

格 歧 视 的 内 在 原 因 是 转 移 成 本，并 且 和 统 一

定 价 相 比，歧 视 定 价 将 会 导 致 社 会 总 福 利 损

失，因 此 应 当 予 以 限 制；胡 继 晔 等［２１］以 出 行

市 场 为 例，分 别 构 建 了 静 态 博 弈 模 型、新 旧

平 台 的 动 态 博 弈 模 型 以 及 无 限 次 重 复 博 弈

模 型，提 出 数 据 经 济 时 代 的 反 垄 断 要 求 对 多

元 利 益 的 兼 顾，同 时 数 字 平 台 的 反 垄 断 重 点

并 不 在 于 对 平 台 发 展 的 遏 制，而 在 于 引 导 平

台 回 归 推 动 创 新、促 进 社 会 进 步 发 展。

３　数 据 垄 断 的 涵 义 与 分 类

通 过 对 已 有 文 献 的 梳 理 可 以 发 现，以 往

研 究 主 要 是 对 企 业 这 一 市 场 主 体 的 垄 断 行

为 的 研 究。在 中 国，数 据 的 收 集 主 体 分 为 以

盈 利 为 目 的 的 企 业 和 以 维 持 社 会 稳 定、提 供

公 共 服 务 为 目 的 的 政 府 两 部 分，正 如 李 克 强

总 理 提 到“目 前 我 国 信 息 数 据 资 源８０％以 上

掌 握 在 各 级 政 府 部 门 手 中，‘深 藏 闺 中’是 极

大 浪 费”［２］，政 府 在 现 实 层 面 确 实 占 据 着 大

量 的 资 源，极 易 以 数 据 量 的 堆 叠 形 成 公 共 数

据 垄 断 现 象。同 时，政 府 部 门 还 存 在 着“数

据 孤 岛”与“数 据 堰 塞 湖”等 现 象。因 此，需

要 将 政 府 的 数 据 收 集 行 为 也 纳 入 数 据 垄 断

的 理 论 分 析 框 架，才 能 获 得 关 于 数 据 垄 断 的

完 整 认 识。数 据 垄 断 也 应 当 从 政 府 收 集 的

公 共 数 据 和 企 业 收 集 的 商 业 数 据 两 个 角 度

来 进 行 理 解。

３．１　涵 义

从 公 共 数 据 角 度 来 看，政 府 治 理 数 字 化

的 转 变 以 及 服 务 型 政 府 的 建 设 本 身 就 要 求

政 府 掌 握 大 量 数 据，并 依 据 数 据 进 行 正 确 的

科 学 决 策，政 府 对 必 要 数 据 的 收 集 天 生 就 具

有 合 法 性 与 合 理 性。因 此，公 共 数 据 角 度 的

数 据 垄 断 主 要 从 数 据 的 流 动 性 和 信 息 收 集

的 内 容 来 理 解，即 政 府、国 企 或 事 业 单 位 在

进 行 数 据 收 集 过 程 中，未 履 行 告 知 义 务 并 缺

乏 个 人 授 权，同 时 由 于 各 单 位 之 间 沟 通 交 流

渠 道 的 缺 乏、处 理 技 术 落 后、现 行 行 政 体 制

阻 碍 等 原 因，导 致 海 量 公 共 数 据 只 能 以 原 始

状 态 分 散 滞 留 于 各 部 门，形 成 数 据 孤 岛，被

动 形 成 数 据 垄 断。

从 商 业 数 据 角 度 来 看，数 字 经 济 的 飞 速

发 展 推 动 了 各 大 数 字 平 台 类 企 业 的 蓬 勃 兴

起，也 使 得 此 类 企 业 能 够 进 行 大 量 的 数 据 收

集，在 完 成 收 集 后，由 于 平 台 之 间 的 竞 争，数

据 具 有 了 排 他 性，这 为 数 据 垄 断 提 供 了 可

能。从 该 角 度 来 看，数 据 垄 断 是 指 寡 头 企 业

对 数 据 资 源 进 行 独 占、以 海 量 数 据 支 撑 自 身

获 得 市 场 支 配 地 位 的 行 为。商 业 数 据 垄 断

多 为 谋 求 超 额 利 润，主 动 进 行 垄 断。

３．２　演 化 与 分 类

数据的 收 集 与 使 用 过 程 中，投 入 需 求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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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是收 集 与 使 用 机 制 的 建 立 过 程，在 机 制

建立后，所需求的 后 续 投 入 相 对 较 小，即 具 有

成本的弱增性，随 着 规 模 扩 大，由 于 弱 增 性 将

产生规模效应，相 对 应 地，数 据 的 收 集 与 使 用

将逐渐 发 展 为 垄 断 行 为。因 此，当 不 对 数 据

的收集与 使 用 进 行 特 殊 性 规 制 时，随 着 时 间

与发展程 度 的 推 移，必 然 会 完 成 从 非 垄 断 到

垄断的演 化，而 不 同 时 期 产 生 的 影 响 及 需 求

的应对措施大不相同，需要分时期进行研究。

与传统 自 然 垄 断 行 业 不 同，数 据 领 域 的

垄断具有 政 府 与 市 场 两 个 层 面，同 时 市 场 中

的企业具 有 双 边 市 场 特 性、交 叉 网 络 外 部 性

和产品服务提供 的 无 边 界 性 与 可 替 代 性 的 特

点［２２］，因此，传统行业关于垄 断 类 型 的 划 分 不

再 适 用 于 数 据 垄 断 领 域，需 要 新 的 分 类

方法。　　　
数据的收集 与 利 用 以 市 场 化 程 度 以 及 汇

集程度为最主要 特 征，以 这 两 个 变 量 为 基 础，

可以对数据领域的垄断类型进行分类。

由于 数 据 已 经 成 为 一 种 重 要 的 生 产 要

素，其市场 化 程 度 的 测 算 借 用 卢 现 祥 等 的 研

究成果［２３］，市 场 化 系 数 是 指 单 位ｉ所 收 集 数

据的市场化程度 与 所 有 单 位 收 集 数 据 的 市 场

化程度平均值之间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

Ｆｉ＝
１
２
· ｍｉ
１
ｎ∑

ｎ

ｉ＝１
ｍｉ

（１）

其中，Ｆｉ 为市场化系数，ｍｉ 为单位ｉ数据

的市场化程度，ｎ为 单 位 数。以０．５为 判 别 标

准，当Ｆｉ ＞０．５时，单位ｉ数 据 的 市 场 化 程 度

大于平均市场化 程 度；Ｆｉ＝０．５时，单 位ｉ数

据的市场化 程 度 等 于 平 均 市 场 化 程 度；Ｆｉ ＜
０．５时，单位ｉ数 据 的 市 场 化 程 度 小 于 平 均 市

场化程度。

汇集度系数 是 指 单 位ｉ所 收 集 数 据 量 大

小与所有单位所 收 集 数 据 量 平 均 值 之 间 的 比

值，反映的是单位ｉ数据量的聚集程度。其 计

算公式为：

Ｅｉ＝
１
２
· ｑｉ
１
ｎ∑

ｎ

ｉ＝１ｑｉ
（２）

其中，Ｅｉ 为汇集度系数，ｑｉ 为单位ｉ收集

的数据量大小，ｎ为 单 位 数。同 样 以０．５为 判

别标准，当Ｅｉ ＞０．５时，单位ｉ收 集 的 数 据 量

大于平均数据量；当Ｅｉ＝０．５时，单 位ｉ收 集

的数据量等于平均数据量；当Ｅｉ ＜０．５时，单

位ｉ收集的数据量小于平均数据量。

以市场 化 系 数 为 横 轴，汇 集 度 系 数 为 纵

轴，１为分界 线，可 以 构 建 数 据 垄 断 演 化 分 类

矩阵来分 析 数 据 垄 断 程 度 及 其 类 型。如 图４
所示，其 中，第Ⅰ类 为 公 共 数 据 发 展 型，第Ⅱ
类为公共 数 据 垄 断 型，第Ⅲ类 为 商 业 数 据 发

展型，第Ⅳ类 为 商 业 数 据 垄 断 型。四 种 类 型

的含义和形成机制如下。

３．２．１　公共数据发展型

该类型部门 属 于 数 据 垄 断 演 化 分 类 矩 阵

的第Ⅰ类，所 收 集 数 据 的 市 场 化 程 度 与 数 据

量都相对较小，还 处 于 数 据 收 集 的 发 展 时 期，

垄断还未能形 成。该 类 型 的 形 成 从 数 据 量 大

小来看，主 要 是 由 于 部 门 本 身 规 模 大 小 限 制

了数据收 集 量，使 得 数 据 量 处 于 一 个 相 对 较

小的阶段；而从市 场 化 程 度 来 看，其 进 行 数 据

收集的目的往往 是 非 盈 利 性 的，同 时，收 集 来

的数据由于各单 位 之 间 对 数 据 共 享 的 抵 触 以

及数据共 享 技 术 上 的 限 制 等 原 因，使 得 数 据

的价值挖 掘 受 到 阻 碍，导 致 市 场 化 程 度 处 于

较低的状态。从 实 际 来 说，地 方 政 府、小 型 国

企以及小型事业单位大多属于该类型。

３．２．２　公共数据垄断型

公共数据发 展 型 的 进 一 步 演 化 往 往 就 会

形成公共 数 据 垄 断 型，该 类 型 部 门 属 于 数 据

垄断演化 分 类 矩 阵 的 第Ⅱ类，收 集 的 数 据 量

较大而数 据 市 场 化 程 度 较 低，已 经 基 本 完 成

了对较大 地 域 或 领 域 的 数 据 垄 断，垄 断 程 度

较高。该 类 型 的 形 成 从 市 场 化 程 度 上 来 看，

与公共数 据 发 展 型 原 因 一 样，也 是 由 其 数 据

收集目的的非营 利 性 和 数 据 共 享 的 困 难 性 所

决定的；而从数据 量 大 小 来 看，由 于 该 类 型 部

门通常具 有 较 大 的 体 量，其 进 行 的 数 据 收 集

活动能够 在 较 大 范 围 内 得 到 支 持，因 此 收 集

的数 据 量 也 通 常 具 有 较 大 规 模。从 实 际 来

说，中央 政 府、大 型 国 企、大 型 事 业 单 位 大 多

属于该类型。

３．２．３　商业数据发展型

与公共 数 据 相 同，商 业 数 据 也 存 在 着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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