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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eSpace分析的数据确权研究热点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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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对数据资源的重视度不断提高，数据的产权保护问题也成为学界、实务界

研究关注的热点。有关数据确权的观点或成果不断涌现，研究内容也逐步深入。为全面了解数据产权研究状况，本文基于

citespace软件对我国数据确权相关研究进行了可视化梳理，重点围绕研究主题、热点等展开图谱分析，系统归纳并提炼

了相关研究的演进脉络、研究侧重与发展趋势。结果显示，数据确权领域的发文量变化大概分为萌芽、缓慢发展、快速发

展的阶段。从研究热点变动来看，数据确权领域研究经历了从关注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权利的确定，到聚焦数据作为经

济资产在数据市场中流动和交易的相关问题，再到现阶段促进数据的管理与治理以及数据跨境交流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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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

化的基础性元素，逐渐演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

要素。在国民经济建设和日常生活中，数据的作用愈加凸

显。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

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将数

据与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并列，确立其作为新型生产

要素的重要地位。《意见》强调需根据数据特性完善其产

权属性，以支撑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数据确权涉及法律

层面上对数据持有者、加工者等主体的权利内容的界定，

确定数据在不同形态下的权属性。本研究使用CiteSpace软

件对中国数据确权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梳理，重点分析研

究主题、热点和前沿，系统总结研究演进、侧重及发展趋

势，旨在为我国数据确权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检索字段选定关键

词= “数据确权”“数据赋权““数据权属” “个人数据

权”“企业数据权”“数据权利”“数据持有权”“数据

携带权”等归属于数据确权领域的词语，检索时间为2024

年4月18日，时间跨度为2006—2024年得到有效文献1140

篇。为保证分析结果的有效性，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软件

对数据进行除重等操作，最终数据集由1117篇文献组成。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的方法，运用可视化分析软

件CiteSpace对搜索到的文献进行分析。首先，从宏观层面

分析数据确权研究的历史进程及发展趋势；然后，通过知

识图谱的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得出数据确权研究存在的一

些主要研究面向；最后，结合知识图谱结论总结得出数据

确权研究的学术热点及研究维度。

2　结果与分析

2.1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

在2006至2015年的萌芽阶段，国家初步关注数据确权相

关问题，科技和市场需求对数据确权的重视逐渐觉醒，但

整体活动较少。2016至2020年的缓慢发展阶段，随着《网

络安全法》等法规的实施，公众对数据保护的需求增加，

学术界的研究也开始增多。自2021年以来的快速发展阶

段，国家密集出台《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数据二十条”的发布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数据权属及

数据基础制度。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

的发展为数据确权提供了更成熟的技术支持。市场需求和

学术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公众对数据隐私的关注也达到

图1  数据确权关键词共现图谱

注：圆圈表示关键词，圆圈的面积越大则关键词出现

的频次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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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数据确权领域发文数量的显著

增加。

2.2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2.2.1关键词共现分析  

借助CiteSpace软件进行共现分析有助于科学提炼出

数据确权领域的研究热点。数据确权领域的关键词共线图

谱，包括203个节点（关键词）和413条线条。其中，圆圈

最大所对应的关键词（数据产权）表明出现频率最高，出

现169次。此外，数据确权、大数据、数据合规、数据权

属、数字经济等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同样较高。图谱中各节

点均有线条连接，表明数据确权领域的关键词间具有较强

联系，研究热点较集中。

2.2.2关键词突现分析

注：蓝色线条表示时间间隔；红色线条表示出现年份

和结束年份（突发的持续时间）Strength（突发强度）表

明关键词在此研究领域的重要性。

结合表2以及对现有文献资料的梳理总结，可以将我国

数据确权领域研究热点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

个人数据保护与大数据的早期研究（2006-2012年）

：在2006至2012年间，个人数据保护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界

关注的焦点。欧盟在1995年通过的《数据保护指令》为个

人数据保护提供了法律基础，这一框架对中国在个人数据

保护方面的关注和立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时

期，“个人数据”（2006-2020年）和“大数据”（2012-

2020年）这两个关键词在学术研究中的出现频率显著增

加，突现强度分别为6.89和25.59，这反映了学术界对个人

数据与大数据技术日益增长的关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个人数据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隐私

泄露的风险。技术进步与个人数据安全之间的矛盾，促使

中国的学术界和法律界加强了对个人数据保护的研究和立

法行动。特别是在应对新兴技术方面，中国逐步加快了立

法步伐。学术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法律

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建议，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个

人数据的保护。

数据主权与数据经济的兴起（2013-2015）：在2013-

2015年期间，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据逐渐成为

国家和企业的重要资产，数据主权与数据经济的概念开始

在中国崛起。这一阶段，关键词“数据主权”（2013-2021

年）和“数据价值”（2013-2015年）的突现强度分别为

7.88和1.81，反映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对这些议题的重

视。中国在这一时期开始深刻认识到数据主权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相关的领域。2017年，中国

颁布了《网络安全法》，明确了数据本地化要求和跨境数

据传输的规定，显示了国家对数据主权和数据安全的高度

重视。2014年，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个人

信息保护指南》，进一步规范了个人信息的采集和使用。

此外，随着数据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学术界和政策制定

者开始系统探讨数据的商业价值、产权归属和交易机制，

推动了“数据价值”的研究。有学者在数据权—数据权

利—数据产权的范式嬗变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数据持有权+

数据访问权”的双阶构造，认为我国数据产权配置方案应

以数据持有者权理论为基础，以数据持有权与数据访问权

的法律实现为路径，一方面明晰数据持有权的权利构造、

构成要件、权利边界等内容，以此构建数据流通与利用规

则；另一方面在数据合同流通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形下，法

律有必要介入创新数据访问权或访问规则，以确保数据资

源的流动性与可获取性。学者在该阶段还意识到数据交易

市场的快速发展需要建立明确的数据定价机制，并详细讨

论了数据的定价问题、相关交易规则的制定，以及如何在

数据交易中保证透明度和公平性来避免数据滥用和市场不

正当竞争。这不仅在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也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隐私保护与法律规制的加强（2016—2019）：从2016年

到2019年，隐私保护与法律规制得到了显著加强。随着数

据应用的广泛深入，隐私保护迅速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

者关注的核心议题。2018年，欧盟实施的《通用数据保护

表2  关键词突现图谱

表1  中心度较高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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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GDPR）》为全球数据保护设定了新标准，对中国的隐

私保护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在此背景下，于2018年通

过了《网络安全法》，2021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进一

步强化了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并明确了数据收集、使用和存

储的规范。这一法律标志着中国数据保护法规的逐步完善，

响应了公众对隐私保护的迫切需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

展显著提升了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能力，这与公众对隐私权的

保护需求形成了冲突，促使法律和政策对隐私保护的强化。

另外，国际法律影响也对中国的数据保护立法产生了深远影

响。GDPR的实施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中国在借鉴国际

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土实际，逐步完善了数据保护的法律框

架，从而推动了隐私保护法律的加强。除了法律方面的保护

之外，区块链技术不断成熟，针对现有网络系统数据共享所

面临的数据权属难确认、数据安全难保障等挑战,通过引入

区块链技术,将设备状态和数据哈希值存储至区块链,保证数

据的可靠性;使用智能合约构建去第三方数据交易平台,保证

数据共享的安全性,便捷地完成数据变现和数据价值转移。

区块链技术可以为数据提供防篡改性,消除数据交易过程中

的信任问题，进而有效确认数据权属,提升数据系统的安全

性与可靠性,保证数据共享效率。

行为规制与利益平衡的探索（2020—2024）：2020至

2024年间，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数据的

使用方式日益复杂，尤其是在涉及个人行为数据的收集和分

析时，行为规制逐渐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新焦点。在

这一背景下，中国积极探索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对数据使用

行为进行规制，以确保技术进步与社会道德规范相一致。中

国加快了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进一步规范了数据

追踪和使用行为，确保个人隐私得到更严格的保护。这一系

列举措背后的推动力，部分源于技术伦理与社会规范之间的

挑战。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普及，数据使用的伦理

问题日益突出。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正在积极探索如

何在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确保数据技术的合理和道德

应用。此外，   利益平衡的复杂性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在技术

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在商业利益、技术创新与个人权利

保护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成为一大挑战。中国通过不断调

整立法和政策，寻求在技术进步和社会伦理之间达成最佳平

衡，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2.3研究趋势分析

关于数据确权的研究近年来始终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对该领域的研究趋势加以

分析。

其一，进一步加强区块链技术对数据确权领域的促进作

用。未来，区块链、物联网（IoT）和人工智能（AI）的融

合将显著提升数据确权的效率和安全性。这些技术的整合将

推动智能城市、供应链管理等领域的发展，并为全球数据治

理注入新的创新动力。

其二，进一步分析各国如何在数据主权与跨境数据流动

之间实现平衡。探索通过多边合作机制建立全球认可的国际

数据治理标准，促进数据在不同国家的流通和利用。

其三，进一步关注实现数据权利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平

衡。未来的研究可以重点关注隐私保护技术在数据确权中的

实际应用效果，特别是如何在不同场景下实现数据权利与隐

私保护之间的平衡。

3　结论

本研究基于CiteSpace软件，通过发文情况分析、关键

词共现分析、关键词突现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等，对我国

数据确权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归纳并提炼了相关

研究的演进脉络、研究侧重与发展趋势。主要得到以下结

论：（1）我国数据确权领域的发文数量整体呈现不断增长

的态势，数据确权领域的发文量变化大概分为萌芽、缓慢发

展、快速发展的阶段。（2）从研究热点变动来看，数据确

权领域研究经历了从个人数据保护与大数据的早期研究到数

据主权与数据经济的兴起，到隐私保护与法律规制的加强，

再到行为规制与利益平衡的探索。（3）我国数据确权领域

后续研究趋势主要包括：进一步加强区块链技术对数据确权

领域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各国如何在数据主权与跨境数

据流动之间实现平衡，进一步关注实现数据权利与隐私保护

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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