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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的日本数据库产业
摘　要　根据数据库市场规模、数据库的提供和数据库的利用情况 ,对日本数据库产业 90 年代的

状况进行分析评价 ,探讨日本数据库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并预测其未来。表 8。参考文献 1。

关键词　日本　数据库　数据库产业

分类号　G359. 3

ABSTRACT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market size , providers and users of Japanese

database industry in the 1990s , discusses some problems , and predicts future trends. 8tabs. 1 ref .

KEY WORDS　Japan. 　Database. 　Database industry.

CLASS NUMBER　G359. 3

　　80 年代末 ,日本经济发展达到顶峰 ,日本经济发

展模式被奉为全球的典范。然而随着泡沫经济的破

灭 ,这种模式已被证明并不是灵丹妙药 ,存在很大缺

陷。进入 90 年代 ,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模式却

得到迅速发展 ,表现出强大生命力。所谓的“新经济”

或称“知识经济”,其核心思想就是信息技术和信息产

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而数据库产业作为信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 ,在“新经济”的发展中占有一定位置。笔者 1993

年曾发表过关于日本数据库产业发展历程与现状的

论文 ,对 80 年代日本数据库产业进行了探讨分析 [1 ] 。

时隔 7 年 ,在国内经济不景气、国外“新经济”有力冲

击下的日本数据库产业 ,其现状又是如何 ? 本文根据

日本 1999 年 9 月出版发行的《数据库现状总览 1999》

和 1999 年 11 月出版发行的《数据库白皮书 1999》所

载数据 ,对 90 年代日本数据库产业的现状、存在问题

进行分析 ,对面向 21 世纪的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1 　现状分析

1. 1 　数据库市场规模

1. 1. 1 　数量

自 1990 年以来 ,在日本可供利用的数据库数量

变化见表 1 所示。

90 年代日本数据库的数量一直在稳步发展 ,

1996 年达到最高峰 ;但 1997 年起开始回落 ,只有 90

年代初的水平。虽然 1999 年的数据还未公布 ,但估

计不太可能超过 1996 年。究其原因 ,是从 1997 年起

表 1 　日本数据库数量的变化 (个)

年份 国产数据库 海外数据库 合计 国产率 ( %)

1990 808 1546 2354 34. 3

1991 892 1794 2686 33. 2

1992 932 1867 2799 33. 3

1993 1007 1973 2980 33. 8

1994 1048 2013 3061 34. 2

1995 1124 2184 3308 34. 0

1996 1165 2185 3350 34. 8

1997 1243 1355 2598 47. 8

1998 1227 1251 2478 49. 5

来自海外的数据库数量急剧下降 ,1997 年比 1996 年

最高峰时减少 38 % (830 个) 。但是日本国产数据库

的数量却不断增加 ,尽管 1998 年比上一年略微减少。

9 年间国产数据库数量膨胀了 1. 5 倍 ,而海外数据库

数量却不足最高峰时的 2/ 3。日本数据库的国产化

趋势越来越明显 ,1998 年的国产率已经接近 50 %。

1. 1. 2 　数据库销售额

自有数据库销售额数据统计的 1973 年起 ,除

1987 年比 1986 年下降几乎一半外 ,90 年代前日本数

据库的销售额一直持续增长。但进入 90 年代 ,销售

额却是跌宕起伏 ,表现出前半期缓慢下降、后半期迅

速增长的明显趋势。考虑到数据库销售额与经济发

展趋势存在着滞后效应 ,故前半期的下降与日本经济

自 90 年代初起进入低谷是一致的。1996 年起日本数

据库的销售转旺 ,销售额急剧增加 ,这与受到美国“信

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影响及日本也开始进行本国信息

高速公路”建设有关。具体数据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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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日本数据库销售额历年数据统计 (亿日元)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销售额 1886 2160 2141 2115 1988 1973 2354 2578 2910

前年比
增量 ( %) 19. 7 14. 5 - 0. 88 - 1. 2 - 6. 0 - 0. 75 19. 3 9. 5 12. 9

　　1978 年起的 20 年间 ,日本数据库服务的市场规

模增长了约 11 倍 ,近 10 年间扩大了 2. 8 倍。从销售

额的地域分配看 ,东京竟然占到日本全国的 8211 %

(1998 年) 。这一方面表明了东京在日本数据库产业

中的重要地位 ,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产业发展在地域

上的极端不平衡。

1. 2 　数据库的提供

1. 2. 1 　参与的企业

在日本参与数据库建设的企业可以分为 4 类 :数

据库生产商、数据库销售商、数据库检索服务商和数

据库代理商。数据库代理商是指数据拥有者或数据

库生产商著作权的代理人 ,也包括数据库销售商营业

业务的代理人。从行业来看 ,主要集中在信息服务

业、新闻出版业、咨询业、公共服务业等。根据日本

《通商产业省特定服务产业实态调查报告·信息服务

业编》的调查 ,这 4 类企业的数量变化情况见表 3。由

于该调查是根据问卷回答数据而得 ,考虑到回收率 ,

故实际参与数据库建设的企业肯定还要多。

表 3 　日本数据库相关企业历年数量统计 (家)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企业数 213 222 228 203 201 187 176 193 197

1. 2. 2 　领域分布

在日本 ,数据库的领域通常分为 : (1) 一般类 ,包

括报纸、杂志、新闻 ,人物、机构 ,法律 ,政治 ,行政 ,娱

乐、休闲 ,设施指南 ,辞典 ,综合等 ; (2) 自然科学、技术

类 ,包括医学、药学、生物、生命科学 ,电气、电子、信息

科学 ,化学 ,专利 ,环境、公害 ,综合等 ; (3) 社会、人文

科学类 ,包括人口统计、教育学等 ; (4) 商业类 ,包括企

业财务 ,经济 ,金融、证券、外汇 ,市场、商品 ,通信、广

播 ,综合等 ; (5) 其他类 ,如数据库利用的教育等。

1990 年后日本数据库领域分布比例数据见表 4。

从表 4 可以看出 ,90 年代以来日本数据库的领

域分布基本平衡 ,类别之间的比例变动不大。商业类

数据库一直占据首位 (仅 1997 年比一般类少 0. 1 个

百分点) ,一般类数据库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相反自然

科学技术类数据库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 ,社会人文科

表 4 　日本数据库领域分布比例变化 ( %)

年份 一般 自然科
学、技术

社会、人
文科学 商业 其他

1990 26. 4 31. 3 3. 8 38. 1 0. 4

1991 26. 8 29. 6 3. 5 39. 5 0. 6

1992 27. 3 29. 2 3. 2 37. 8 2. 5

1993 29. 2 28. 4 3. 3 37. 1 2. 0

1994 30. 3 26. 8 3. 1 37. 9 1. 9

1995 31. 1 28. 4 3. 2 35. 5 1. 8

1996 29. 9 29. 4 3. 2 35. 9 1. 6

1997 33. 8 26. 6 3. 8 33. 7 2. 2

1998 32. 6 26. 1 4. 1 35. 0 2. 2

学数据库的比例一直稳定在 3 %～4 %。可以认为 ,

日本数据库产业主要集中在商业、自然科学技术和一

般类上。就具体的专业领域而言 ,近 10 年商业类中

的国内经济 (信息)数据库增加了约 2 倍 ;自然科学技

术类中的医学、药学、生物、生命科学数据库增加了 2

倍略低 ;一般类中的报纸、杂志、新闻数据库增加了

2. 5 倍。这 3 种类型的专业数据库应该被认为是 90

年代日本数据库产业的重点建设领域。

1. 2. 3 　提供方式

1998年 10 月 ,日本数据库振兴中心 (Database

Promotion Center)进行了“数据库服务实态调查”,其

中一部分是对数据库厂家的调查。关于数据库的提

供方式 ,53. 7 %的厂家是通过 CD —ROM 向用户提供

的 ;43. 5 %的厂家是通过因特网。可见这两种方式是

厂家提供数据库服务的最主要方式 ,极少数厂家使用

了其他方式。

1. 3 　数据库的利用

日本数据库振兴中心进行的同样调查中 ,有对数

据库团体用户的利用状况的问卷调查。有效问卷 415

份中有 67. 5 %的企业回答均利用了数据库服务 ,其中

大企业为 73 % ,中小企业为 56 %。根据回答次数的多

少 (可复数选择) ,利用频率前 5 位的数据库服务商排

序情况见表 5。该顺序与前一次调查结果相同。

表 5 　利用频率前 5 位数据库服务商排序情况

顺序 数据库服务商名称 %

1 日经 ƒ Ì � Ó 49. 2

2 JOIS 46. 5

3 PATOL IS 38. 1

4 DIALO G 34. 2

5 NIFTY SERVE 27. 0

　　从表 5 可以看出 ,在前 5 位中 ,除了 DIALO G之

外 ,其余均为日本国产数据库服务商 ,这也说明日本

用户还是更加乐意利用国产数据库商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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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用频率而言 ,前 5 位的数据库排序情况见表

6。自然科学、技术类的数据库被利用的频率最高。

表 6 　利用频率前 5 位数据库排序情况

顺序 数据库名称 %

1 J ICST 科学技术文献文档 42. 4

2 发明/ 实用新型专利文档 37. 7

3 日经新闻报道数据库 37. 4

4 COSMOS2 35. 4

5 TSR —BIGS 23. 4

　　关于个人或家庭对商用数据库的利用状况 ,日本

数据库振兴中心于 1998 年 11 月也进行了问卷调查。

在有效问卷 2524 份中 ,有 28. 1 %的人回答利用过 ,利

用方式主要是通过因特网 ;其中一半人具有 4 年以上

因特网的利用经历 ;而作为个人合同的用户只占

811 %(204 人) ,可见比例还是很低。就是这 204 人

中 ,每周利用的时间不足 30 分钟的占 2/ 3 ;利用金额

不足 1000 日元的也占 2/ 3 以上。日本数据库用户的

大部分还是团体单位 ;个人、家庭用户无论是数量还

是质量均很低 ,这是一个很有开发潜力的市场。

2 　存在问题

虽然日本数据库产业近几年取得了较大发展 ,但

仍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首先与世界数据库

产业大国美国相比 ,日本的数据库产业存在着较大的

差距。根据 1997 年的数据 ,比较结果见表 7。

表 7 　日美两国数据库产业比较

比较指标 美国 日本 差距 (倍)

销售额 (亿日元) 31110 2578 12. 1 (9. 6)

生产商数量 (家) 1304 127 10. 3 (13. 3)

参与企业数量 (家) 2189 193 11. 3 (14. 1)

数据库数量 (个) 9662 2598 3. 7 (2. 8)

国产数据库数量 (个) 6220 1243 5. 0 (5. 5)

商业数据库数量 (个) 2609 875 3. 0 (2. 3)

事实数据库数量 (个) 6410 1452 4. 4 (2. 3)

　　注 :括号内的数字为 1996 年的数据。

可以发现 ,在数据库产业方面日本与世界第二经

济强国的地位很不相称 ,与美国相比有相当差距。数

据库销售额和数据库数量 ,美国分别为日本的 1211

倍和 317 倍。与 1996 年相比 ,差距拉大。日本数据

库产业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 ,主要有 4 个方面。

2. 1 　开发成本过高

前已述及日本数据库振兴中心于 1998 年 10 月

进行的调查。其中在对数据库厂家关于数据库开发

存在问题的问卷调查中 ,根据回答结果顺序 ,前 4 位

均与开发成本有关。结果见表 8。

数据库开发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产品 ,需要相当多

的投资。日本的数据库开发商最关注的是开发成本

过高问题 ,其中的输入成本高非常突出。与 1997 年

的调查结果相比 ,1998 年的数据无一例外均增大了。

这也说明开发成本高这一问题越来越严重。

表 8 　数据库开发中存在问题前 5 位的调查结果

(可重复回答)

回答
内容

输入成本
高

维护成本
高

初期投资
回收难

收支平衡
难预料 安全性

%
87. 5

(80. 3)
59. 7

(57. 6)
45. 8

(36. 4)
26. 4

(25. 8)
22. 2

(21. 2)

　　注 :括号内的数字为前一年 (1997)的调查结果。

2. 2 　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根据著作权法 ,具有独创性的数据库产品应该受

到保护。欧洲正在讨论新的数据库保护制度 ,体现在

欧盟的“数据库保护指令”中。它着眼于数据库的实

质性投资 ,规定即使不具备独创性的数据库的投资人

也应该赋予一定权利。美国也在试图用反不正当竞

争法来保护数据库。而日本在此方面并无多少实质

性措施出台。

2. 3 　使用费偏高

用户当然希望数据库的使用既方便又便宜。但

据日本数据库振兴中心的调查 ,企业用户和个人用户

均反映使用费偏高。64. 9 %的企业用户认为数据库

的使用费高 ,只有 35. 1 %的企业用户认为妥当。使

用费高的国产数据库集中在“企业财务、企业信息”和

“专利”类 ,海外数据库集中在“专利”和“化学”类。个

人合同用户 ,49. 1 %的人对上网费、专线使用费等表

示“不满”或“较不满”;非个人合同用户 ,7019 %的人

对“商用数据库利用的条件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

是“应该降低数据库的使用费”。使用费偏高已引起

大部分用户不满 ,影响到对数据库的广泛利用。

2. 4 　服务内容的缺陷

日本数据库振兴中心在对团体用户利用状况的

问卷调查中发现 ,用户在 7 个方面对数据库厂家提供

的国产及海外数据库服务表示不满 :更新时间长 ;更

新频率低 ;所需信息存在与否不明确 ;不能全文检索 ;

提供的信息有误 ;数据库容量低 ;输出格式不尽人意。

存在的以上 4 个问题 ,前 2 个是从数据库厂家层

面来探讨的 ;而后 2 个是从数据库用户层面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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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此之外 ,其他问题有 :数据库缺乏统一的检索

词表、命令格式不统一、检索速度慢等。

3 　未来展望

随着日本经济缓慢复苏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逐步

扩大 ,社会各界对信息需求越来越迫切 ,日本数据库

产业也已走出低谷 ,走上健康的发展之路。据日本数

据库振兴中心 1998 年 10 月的调查 ,日本数据库厂家

对自身以后 5 年数据库销售额的年均增长率的预测

平均值为 15. 6 % ,认为会达到 20 %以上增长率的厂

家占 22. 2 % ,表现出未来日本数据库产业发展的强

劲势头。展望未来 ,笔者认为日本数据库产业的发展

将在以下 4 个方面有所作为。

3. 1 　建立法律保护制度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 ,对数据库的法律保护 ,仍是

一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已提

出与数据库保护有关的条约 ;欧美各国也在制定或已

出台对数据库保护的法规。在日本 ,对数据库保护法

律制度的探讨也在进行中。与数据库保护相关的法

规有 1999 年 4 月由邮政省、警察厅、通产省三部门共

同向日本国会提出的处罚非法进入计算机网络行为

的《禁止未经授权进入计算机网络的法案》,通产省在

产业构造审议会上提出的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文化厅

在著作权审议会上提出的用著作权邻接权保护数据

库的提案。这些法案一旦正式出台 ,日本数据库保护

就有法可依 ,保护水平也将提高一大步。

日本也在推进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制度。通产省

已决定修改民营部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指针 ,并在

实践中实施。从 1998 年 4 月起 ,针对开展个人信息

处理业务的民营业者发行“隐私标记”(privacy mark) ,

指定日本信息处理开发协会 (J IPDEC) 为受理窗口。

这对在数据库开发过程中牵涉到个人隐私权的数据

保护来说确实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3. 2 　更新数据类型

传统数据库中数据类型主要是文本数据 ,但随着

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 ,其他类型数据在数据库开发

中的比例越来越大。根据日本数据库振兴中心对数

据库开发商的调查 ,今后图像数据 (55. 2 %) 、数值数

据和文本数据 (均为 44. 8 %) 、多媒体数据 (17. 2 %)是

优先考虑的数据类型。这 4 种类型数据的具体内容

有 :图像数据包括产品外型、新闻图像、地图/ GPS 数

据等 ;数值数据包括各种统计数据、企业、商业统计数

据 ;文本数据包括政府的各种资料、企业信息等 ;多媒

体数据包括字典词典、产品目录、电视电影信息等。

今后这 4 种类型的数据是日本数据库开发的主要形

式。但从比例来看 ,多媒体数据类型并不看好。

随着面向地理信息系统 ( GIS)研究在日本的不断

深入 , GIS的各种数据的开发和利用也将给数据库产

业带来新的冲击。今后与 GIS 有关的数据库开发和

利用会越来越引起数据库厂家和用户的重视。

3. 3 　充分利用因特网提供服务

因特网在日本的发展也非常迅速 ,目前全日本有

1000 多万用户 ,因特网已深入到日本社会生活的各

个层面。数据库开发商对这种“新媒体”越来越重视。

越来越多的数据库开发商已经或计划利用因特网向

用户提供数据库服务 ,在这些服务中 77. 8 %是提供

基于万维网的文字、数值、截止图像服务 ;34. 7 %是提

供利用万维网、telnet 的信息检索服务 ;23. 6 %是提供

利用电子邮件的文字信息服务。因特网是日本数据

库开发商在今后几年内首选的提供服务的方式。

移动通信环境下 (手机、手提电脑等) 的数据库提

供服务 ,也将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估计在不远的将

来会占有相当的市场。

3. 4 　不断开拓海外市场

90 年代日本数据库的国产率越来越高 ,向海外

提供的日本国产数据库数量也越来越多 ,1999 年 7

月已达到 403 个 (其中 124 个为英语文种) ,是 10 年

前 (1989 年)的 4 倍 ,内容以经济、商业、金融和新闻报

道为主。预计今后日本国产数据库将在海外市场的

开拓方面采取一些措施 ,如不断扩大提供的数据库领

域、提高英文文种的比例、增加海外分销点的数量等 ,

其目的是为了在世界数据库市场中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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