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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一个组织、—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成员都将个人工作和

生活的事物存储到计算机系统时’数据将反映这个组织、这个城

市或这个国家整体的状况’包括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种规

律和问题’这些事』情是事先不知道的’即信息化工作将社会经济

规律这些未知的东西也存储到计算机中。

在新型的数字产品方面’数据更是未知的。例如’电子游戏

创造了—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所有场景角色都是虚拟的’

甚至有虚拟的货币。这些虚拟世界的事物又通过游戏玩家与现

实世界联系在一起。因此’游戏世界表现出的和其内在的东西

在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的’是未知的。

三是多样性和复杂性。伴随着数据爆炸’越来越多的数据

被存储到计算机系统中’数据的类别和数据的形式有很多种’因

此计算机系统中的数据是多样的和复杂的。

数据的多样性是指数据有各种类别’如语言的、行业的＼空

间的、海洋的｀DNA等’也有在互联网中或不在互联网中的、公开

或非公开的、企业的或政府的°数据的复杂性是指数据具有各

种各样的格式’包括专用格式和通用格式’并且数据之间存在着

复杂的关联性°

（1）数据类别

数据主要有以下类别:

@私人数据库°这是指存储在个人计算机系统中的数据

库’包括个人隐私数据和个人工作数据°个人工作数据内容涉

及繁多’可以是工作单位的数据、个人因工作需要收集的数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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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他需要获得的数据等°而另＿类个人数据常被忽视’即散

落在互联网的个人隐私数据。

@企业数据库°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数据、客户数据、竞争

对手数据、行业数据等,这些数据主要存储在企业的计算机系

统中°

o政府数据库。这是指存储在政府计算机系统中的数据库°

@公共数据库6这主要是指存储在公共网站上的数据°

这些数据能够通过搜索引擎访问°

（2）数据的组织形式

数据的组织形式主要有:

@专用格式数据°有相当多的数据由专用数字化设备产

生’如医学影像数据（X光｀B超｀CT等）,还有GIS、多媒体等数

据°这些数据的处理需要专门的设备或专门的软件°

@通用格式数据。在信息化早期,大多数数据被存储在通

用数据库中’由通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如Oracle｀DB2等）来

管理°这些数据库结构清晰’处理方便。

◎互联网数据。互联网上的数据’其门类和格式繁多’还

包括很多数据垃圾、病毒。由于互联网数据的形成’计算机系统

中的数据更加显现出自然界的-些特征。

3。数据的体量

从数据的体量来看’可以归纳出四种属性°

—是规模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样本容量大’样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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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大超过解释变量的数目’这称为“高大数据’’;变量数量多’

解释变量的数量超过样本容量的数量’这称为“庞大数据”,是一

种高维或超高维数据°这两种数据既给计量经济建模提供了很

大的灵活性’也带来了“维度灾难”（CurseofDimensionality）的

挑战°

二是多样性°这是指大数据既有结构化数据,又有非结构

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提供了传统数据所没有的丰富信息’极

大地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边界与范围。

三是高速性。这是指高频数据甚至实时数据的可获得性。

四是准确性。这是指大数据容量很大’噪声可能很大’因此

信息密度较低,这使得统计学的—些基本原理如充分性原理和

降维原则’在总结、提取数据信息时就显得非常有用°同时’由

于大数据结构复杂、形式多样’信号噪声通常比较大’传统的统

计充分性原理和降维原则需要有所创新与发展°

4新型生产妥素

数据已被作为—种新型生产耍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归

纳出四种属性°

—是非排他性。非排他性即非独占性’即可复制、可共享｀

可交换、可多方同时使用’共享增值。

二是非竞争性°非竞争性即开发成本高’在动态使用中发

挥价值’边际成本递减°

三是非稀缺性。非稀缺性即万物数据化’快速海量积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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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趋近无限’具有自我繁衍』性°

四是非耗竭性°非耗竭性即可重复使用、可组合、可再生

在合理运维情况下可永远使用。

数据和信息的关系｀

～一—

数据要素应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需要经历多次处理与挖

掘:原始数据的价值无法直接展现,需要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信

息°因此’我们需要对数据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从基础

原理的角度对数据要素如何推进经济发展进行阐释°本部分将

从四个角度阐释数据和信息的关系°

（＿）信息学角度

1.DIKW模型

在信息学领域’DIKW模型是经典的关于数据、信息｀知识

及智慧的价值链条。它最早由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

（ThomasS.Eliot）提出°1982年,美国教育学家哈伦.克利夫兰

（HarlanCleveland）在其发表的文章《信息即资源》（“Infbrmation

asaResource”）中引用了艾略特的诗句°后来’米兰.泽莱尼

（MilanZeleny）和罗素.阿科夫对这＿模型不断加以扩展。

简单来说’DIKW模型将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纳入—个

金字塔形的层次体系’展示上述四者在组织形式上的关系’如

图1≡2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