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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之变。党的二十大科学谋划未来 5

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

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构建数字规则体系，营造开

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的目标。数字生态文明是当前数字经济时代兴起的

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表现之一。数字生态文明既包含已

有文明的数字化形式，也包括新的数字形式带来的新文明形态。数字生态文明表

达了在数字环境与现实环境交融的情况下，在数字形态以更广泛更深刻的形式介

入到现实环境中的各个方面之后，在数字文明由萌芽向成熟发展的过程中，对数

字文明生态化发展的美好愿景和不懈努力。 

在数字生态文明逐渐形成并成为人类文明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的新时代，信

息资源管理学科在多年的发展、演进和变革中正名，从学科名称视角明确表达了

研究对象不局限于图书、档案与科技文献情报，社会服务领域不局限于图书馆、

档案馆及文献情报服务机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一直以来在信息生态、信

息价值与信息经济、企业知识管理、政府数据管理、健康医疗大数据、数字人文、

社会网络舆情及国家安全情报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索，做出了重要的实践

贡献，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实至名归，为学科加深和拓展在数字时代

的研究内涵和研究外延，成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之一，创造了必要的条

件和环境。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人类文明的数字化传承、数字化时代人类新的数字文明

呈现两方面均具有学科优势，在信息价值挖掘与利用研究方面形成了成熟的理论

基础和实践方法，在信息生态、信息经济研究方面进行了体系化的探索，取得了

标志性的成果。大数据时代来临，数据价值研究随着数字经济浪潮而不断深化而

兴起，如何发挥数据要素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作用，激活数据要素的潜能，健全

数据要素市场规则，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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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多个学科关注的知识生长点。继承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对于信息链、信息价值、

信息生态、信息经济的研究基础，适应我国各领域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导向，信息

资源管理学科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全局性的角度，以数据为驱动，将推进人类数字

生态文明的实际目标与现实困局放在当前数字化转型的新要求和新趋势下去探

索和思考，加强数据价值、数据价值链、数据价值驱动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

为塑造人类数字生态文明新形态、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赋能。 

“数据价值的发现及创造”与“数据价值的创新应用”是数据驱动数字化转

型的两类重要问题，覆盖数据价值创造、价值释放、价值应用各阶段。面向不同

应用场景，通过推动理念变革、数据协同、组织重构等全方位转型机制，发现数

据价值，驱动数据价值再造与数字生态构建等，深刻改变各个组织机构的数字化

能力和价值主张，对营造国家良好数字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数据创新能

够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进而推动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深入发展。

探讨数据价值的分析、释放及协同机制，研究数据创新的路径耦合与服务赋能模

式，明晰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路径，进而厘清数据创

新活动在体系内良性循环运转的机制，为加速传统行业在数字化、智能化变革中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理论依据，对传统产业数字生态系统的形成具有积极的现

实意义。  

新时代赋予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新的使命。秉承学科本质属性，发展学科新内

涵，在人类数字生态文明进程中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应积极建构和发挥主体作用。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从宏观上来说是信息资源，具体到数据价值驱动的

数字化转型以及数据生态相关领域，可以将具体研究对象界定为：① 数据价值

链；②数据价值的创造与释放；③ 数据创新路径与服务赋能模式；④ 数字生态

系统等。研究的内容包括：①数字生态视域下，数据价值驱动数字化转型的基本

理论与方法。包括明晰数据价值、数据确权、数据资产、数据创新应用等相关问

题的概念内涵及理论外延，厘清各类概念所包含的从属和类别、所具备的特征和

涉及的因素以及相关概念间的逻辑关系；以具体研究问题为导向，探寻理论分析

模型或实验、模拟、仿真等研究方法。②数据价值创造与释放、数据价值链研究。

包括数据价值的形态、内容、类别及相应的数据分析手段，数据价值生成原理与

价值创造机制，数据价值释放的目标、范围、规程、路径，释放过程中的主体、

要素、运作模式，数据价值传递原理与价值释放机制等具体研究。基于数据价值

链，研究数据价值链的构成要素和运转机制，探索全域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涵盖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府数据、科学数据、企业数据等各类

数据的价值创造问题。针对数据价值链上游，梳理政府、科研院所、企业等各类

数据，解构供给方所提供数据的内容结构和元数据特征；针对数据价值链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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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数据要素化，解决数据确权、数据安全共享等问题；针对数据价值链下游，

聚焦数据资产化，解决数据交易、数据变现等问题，进而推动实现数据的价值创

造。③基于协同创新应用的数据价值场景化实现。面向政府、产业、社会、科研

等数据应用场景，研究多源数据在场景化应用中的协同创新，构建政用产学研协

同的数据生态系统，解决数据价值协同应用问题。充分利用案例研究、实验模拟

等方法，面向政府、产业、社会、科研等各类数据应用场景，设计人本式多源数

据协同创新应用，以推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数据、信息、知识指

数增长，情报、智慧创新迭代。新时代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应承担起以人为本的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重任，服务信息社会全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推动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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