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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高校科研数据保存政策调查与分析∗

王　 琼　 曹　 冉

摘　 要　 科研数据保存政策是科研数据共享和再利用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切实可行

的保存政策能保障科研数据的有效管理。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方法，从保存内容、元数据、格式、位置、期限与销毁、

机构与责任、保存权益、安全与隐私八个方面，对英国 ２８ 所高校的科研数据保存政策进行调研，发现其科研数据

保存政策不同保存阶段内容完备程度不同，具有学科差异的数据保存规定仍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我国在制定

科研数据保存政策时，应科学设定保存内容和期限，统一规范元数据标准和格式，搭建科研数据保存环境，严格明

确数据管理中的责任与权利，完善版权保护和隐私安全政策体系。 参考文献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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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ａｌｔ ｗｉｔｈ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５１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Ｄａｔａ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ｙ．　 Ｕ Ｋ．

　 　 随着科技的发展，科研数据规模不断扩

大，复杂性不断提高。 科研数据的应用跨跃

了学科的藩篱，范围逐渐扩大。 同时，对科研

数据的保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布里斯托大

学的一项能力计划评估结果表明 ［ １］ ，科研数

据的保存数量每年以 １２７％ 的速度增长。 美

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在《 ２１ 世纪数字资源长期

保存的报告》 中声明 ［ ２］ ：保存完善的科研数

据，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精度和复杂程度为

科学研究展现新的研究现象，并在信息集成

过程中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与此同

时，切实可行的科研数据保存政策，作为科研

数据共享和再利用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工作，
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以确保研究结

果能够长期和精确获取，并为科学利用科研

数据创造条件。

１　 相关研究及实践

为了解目前高校关于保存政策的开展状

况，笔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

行梳理。

１．１　 科研数据保存政策理论研究

通过文献调研发现，国外学者主要从国家

宏观管理层面和科研数据保存过程两方面进行

分析。 在国家宏观管理层面，ＳｈｉｌｏｂａＧｂａｊｅ［３］ 等

为了解尼日利亚国家信息中心在数字保存方面

所应用的政策，以及政策的效用、结构和应用范

围，通过案例分析以及问卷和访谈等方式对保

存政策的应用情况进行调研，认为保存政策的

构建和应用存在管理机构重视程度不足，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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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不够，保存意识缺失，保存技能、设备和人

员不足等问题，应从国家层面制定数字保存政

策和实施策略，为科研数据保存实践提供明确

的指导。 Ｓａｎｔｏｓ［４］ 等回顾了文献信息的数字保

存政策，包括信息技术发展、数字信息的出现、
开放标准和元数据的使用、相关成本、安全性、
长期保存和规划等方面，提出应加强数字信息

的可靠性和长期访问性。 Ｓｈｅｌｄｏｎ［５］ 通过调研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１３ 年间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保

存政策，提取政策内容和标准，认为档案馆和图

书馆是国家级和省级政策发布的主要机构；随
着国家对科研数据保存价值的认识日益加深，
出台的保存政策数量平稳增长，特别是近两年

出现急剧增长的态势。 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

等地区相继制定了科研数据保护政策，并且不

同时间、不同地域和机构发布的政策内容也各

不相同。 在科研数据保存过程方面，Ｍｏｏｒｅ［６］ 针

对实施科研数据管理政策过程中所需的验证评

估标准的保存性元数据和相关数据集，提出了

科研数据保存理论，并证明保护环境是数据保

存的底层技术，是数据保存所必需的。 Ｓｃｈｏｔｔｌａｅ⁃
ｎｄｅｒ［７］ 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讨论科研数据保存，认
为科研数据包括获取、管理和保存三个方面，具
有繁殖力、脆弱性和复杂性三个特性，并认为以

上各元素之间具有复杂多变的生态相关性。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保存政

策内容的分析和为我国建立相关政策提供建议

两方面。 杨云秀［８］ 等以英国 １０ 所高校的数据

政策为研究对象，介绍英国高校在科研数据存

储、数据质量保障以及数据传播方面的政策和

规范，拟定了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核心问题和

要点。 周晓燕［９］ 对澳大利亚 ２２ 所高校科研数

据的前期处理、数据备份、保存期限、保存位置

及变更等方面进行分析，介绍了澳大利亚高校

科研数据的保存规定。 司莉等［１０］ 通过对国外资

助机构和高校制定的科研数据保存政策进行研

究，分析科研数据所有权、保存负责人、最低保

存期限、保存地点、保存格式等内容，建议我国

在制定保存政策时应明确各方权益，建立完整

的权益保护体系，并以提高科研数据利用率为

主要目标。 丁培［１１］ 从科研人员需求、科研工作

持续性的要求，以及科研项目资助机构的要求

等方面，阐述了制定科研数据保存和科研数据

管理政策的重要性，介绍了美国、英国和澳大利

亚三国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现状。 完颜邓邓［１２］

从科研数据存储与共享平台建设的角度，介绍

了英美澳三国的数据存储指南，包括如何选择

数据存储设施、数据存储的格式要求、元数据要

求等注意事项。

１．２　 科研数据保存实践研究

在政策研究的基础上，国外高校通过科研

数据保存实践活动来促进政策的发展和完善，
同时提高社会对科研数据保存价值的认识。
２００８ 年，欧盟开展科研信息的永久访问项目［１３］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致力于对科研基本数据、过程分析直至

研究结果的保存，为科研数据的获取和利用提

供建议和指导。 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１４］ 认

为，任何科研数据的长期有效获取和潜在价值

都是在保存政策和原则的基础上展开的，为了

让英国高等教育机构更好地了解和制定保存政

策，２００８ 年委员会通过网络调研，提出了保存政

策的框架模型，包括政策声明、内容链接、保存

对象、范围界定、相关责任、实施指南以及术语

等。 此外，相关学科领域也积极开展保存实践。
如 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０９ 届美国国会在能源政策法案

中创建的国家地质和地球物理资料保存方案项

目［１５］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通过保存美国的地质历

史，确保未来的工作能够具有安全、可用可信的

信息能源。 埃塞克斯大学与英国经济和社会研

究部门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共同开展英国数据

获取项目［１６］ （ ＵＫ Ｄａｔ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通过加强对科

研数据的保存和管理，提高社会科学和人文学

科的教学水平，促进研究资源的广泛共享，提高

效用价值。 Ｓｈｅｌｄｏｎ［５］ 等人 ２０１３ 年通过网络调

研文化遗产机构的保存政策，发现从 ２００８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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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

２０１３ 年间，４８％ 的档案馆、４５％ 的图书馆以及

７％的博物馆都依据实践工作发布了数字保存政

策或指南，保存政策的数量呈现增长的趋势。
与此同时，国内科研数据保存方面的实践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由武汉大学图书馆主持

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ＣＡＬＩＳ）第三期

的科研数据管理项目［１７－１８］ ，课题组结合项目实

践，已基本建立了数据提交、数据组织、数据保

存、数据共享、数据使用等规范，在建立科学数

据平台建设流程、方法及科学数据管理的各类

标准规范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该项目已在武

汉大学进行试点，以期将高校中分散的科研数

据集中起来，进行长期保存，并实现数据的共享

和再利用。 ２０１０ 年，中国科学院开展了科学数

据网格示范项目［１９］ ，基于丰富的科研数据资源

和海量存储环境，利用网格技术整合科研数据，
提供数据服务平台，有效地促进了科研数据的

保存。 此外，胡永生等［２０］ 对武汉大学、武汉理工

大学等 １１ 所高等院校的教师和研究生进行调

研，结果显示随着科学研究的长期开展和科研

数据数量的增多，管理难度逐步加大，对科研数

据的保存政策、保存工具的使用以及保存人员

都提出较高的要求。 谢春枝等［２１］ 对国内外学科

数据管理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认为目前我国

政府主管部门开始关注科研数据管理问题，但
各类基金项目主管部门未对科研数据保存和共

享提出明确要求，高校内部对科研数据管理也

没有成形的制度，高校图书馆目前所建立的机

构知识库作为科研数据保存的载体，以保存机

构科研文献产出为主。
从以上调研可知，国外高校注重从国家层

面对科研数据保存政策进行顶层设计，在政府

以及相关信息机构的支持下进行探索和实践，
制定了符合实际需求的数据保存政策，并通过

实践不断对政策进行改进和优化。 我国的科研

数据保存政策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更注重学

习国外保存政策并在实践基础上对具体政策内

容进行设计，还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本文在

前人研究和国内外高校实践的基础上，对英国

高校科研数据的保存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基于

数据产生、描述、保存、利用等整个生命周期的

相关环节，以及数据生产方、使用方、保存机构

三方责、权、利等方面进行全面调查和分析，为
我国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借鉴和启示。

２　 英国科研数据保存政策调查

为全面反映英国科研数据保存政策的特

点，本文以英国数据监护中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所列举的高校机构的科研数据政策［２２］

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各个院校的网站进行逐一

检索和查找，最终获取英国 ２８ 所大学①的科研

数据保存政策及指南，从保存内容、元数据、格
式、位置、期限与销毁、机构与责任、保存权益、
安全与隐私 ８ 个方面进行调查。 政策制定时间

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调研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至 ３ 月。

２．１　 科研数据保存内容

（１）科研数据内容的价值。 为保证保存数

据的有效性，英国高校均对保存内容进行了界

定。 对于科研数据内容的价值，一是从科研数

据保存的完整性上考虑，如邓迪大学［２３］ 认为，不
论内容和格式如何，所有的科研数据均具有保

存价值；二是从科研数据发挥的实际作用上考

虑，如雷丁大学［２４］ 认为，并不是所有研究完成后

的数据都需要被保留，应该保留能够直接证明

研究成果以及具有长期保存价值的数据和数

据集。
（２）科研数据内容的生产途径。 多数院校

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进行科研数据的保存。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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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８ 所大学包括：爱丁堡、北安普顿、伯明翰、赫特福德、华威、南安普顿、东伦敦、埃克塞斯、玛丽皇后学

院、谢菲尔德、利兹、牛津、伦敦艺术、兰开斯特、牛津布鲁克斯、杜伦、埃克斯特、伦敦国王学院、曼彻斯特、诺丁汉、
利物浦、巴斯、伦敦、谢菲尔德海兰姆、邓迪、雷丁、布里斯托、格拉斯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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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的是赫特福德大学［２５］ ，具体要求保存

的内容包括：①观察数据，如传感器数据、调查

数据、样本、神经影像；②实验数据，如基因序

列、层析谱、环形磁场数据；③模拟数据，如大气

模型、经济模型；④衍生或编译的数据，如文本

数据挖掘、３Ｄ 模型、编译数据库；⑤参考数据或

者标准，如基因序列数据库、化学结构、空间数

据门户等。 雷丁大学［２４］ 规定数据具体的产生途

径包括但不局限于：实验或者模拟结果、统计和

测量结果、计算机模型和软件、观察数据、调查

结果、访谈记录以及运行脚本（包括代码）、来自

相机和科学设备的图片、从二手资料编译的数

据库、文本或语料库、实验书籍、物理对象等。
（３）科研数据内容的范围。 除保存科学研

究产生的数据外，学校管理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也属于保存范围。 如赫特福德大学［２５］ 要求保存

以下数据：①在学校管理、注册以及工作中产生

的各种形式的数据；②学校的研究活动以及与

合作机构共同开展活动所产生的数据；③经董

事会批准的、学校拥有的附属公司所产生的数

据；④除政策规定单独保存的数据外，其他需要

按章程保存的数据。 此外，巴斯大学［２６］ 也对不

适用政策规定的数据做出明确规定，包括非数

字型数据，受商业资助的对使用有限制的数据，
以及已经由独立政策管理的涉及隐私的 ＮＨＳ 病

人数据和临床数据。

２．２　 科研数据保存期限及销毁

（１）科研数据的保存期限

英国高校对于科研数据的保存期限从 ３ 年

到长期不等，有的根据具体的数据内容，保存 １０
年以上或者永久保存。 杜伦大学［２７］ 和牛津大

学［２８］ 规定科研数据最短的保存期限是出版或公

开发表之后 ３ 年；北安普顿大学［２９］ 等 １０ 所大学

规定所有的科研数据在研究项目完成之后至少

保存 １０ 年；伦敦国王学院［３０］ 要求不论是外部资

助还是内部资助的项目，凡是符合学校保存政

策的数据都将永久保存。 此外，部分院校针对

学科特性设定特殊的保存时间。 如伯明翰大

学［３１］ 规定，医学、社会学、环境以及遗传等学科

的重要数据可以参照英国研究理事会的相关规

定保存 ２０ 年或者更久；北安普顿大学［２９］ 要求，
在科研数据保存期限满 ５ 年之后，由研究者和数

据管理人员按学科对科研数据进行审核；巴斯

大学［２６］ 还针对研究项目的网页提出存档期限，
为项目结束后至少 ６ 个月。

（２）科研数据的销毁和处理

英国高校对于未保存、失去研究价值或者

违反法律和道德规定的数据的销毁和处理也有

明确规定，一般由数据管理部门根据数据管理

计划及学校的相关原则实施，并在机构知识库

中进行登记。 如雷丁大学［２４］ 要求审查保存期满

的数据，并决定是否继续保留或者销毁，销毁时

应注意个人隐私和敏感数据的处置。 杜伦大

学［２７］ 除了以上规定之外，还要求参考当前最佳

的销毁方式进行销毁；如果数据管理计划未对

销毁问题进行说明，则要求数据管理部门或相

关教师重新审查数据，确立最适当的销毁方法，
并在学校的知识库中进行登记，内容包括销毁

或删除的原因、销毁时间和方式等。

２．３　 科研数据保存描述

科研数据的描述主要是通过元数据进行，
元数据与科研数据本身同样重要。 正如张民［３２］

的研究成果显示，科研数据的长期保存，一是维

护数据本身，二是构建元数据，确保数据在相当

长时间内可访问和重复利用，这就需要维护数

据的语义信息、溯源信息、身份信息以及关系和

权利信息等。 据调查，有 １１ 所院校都明确规定

在提交科研数据的同时，必须提交元数据、相关

声明或协议，可见元数据在数据保存政策中占

有重要地位。 但是研究同时发现，多数高校对

元数据的细节规定较少，内容不够详细，只有部

分院校对元数据的标准和更新做出规定，如曼

彻斯特大学［３３］ 和兰卡斯特大学［３４］ 要求科研数

据的存储必须附有元数据，且元数据的设定应

满足最低的数据标准，内容主要包括科研数据

的创建和搜集方式、利用和传播途径、获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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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要求等。 谢菲尔德海兰姆大学［３５］ 提出要定期

更新元数据。 对于非数字型的科研数据，英国

高校也要求对其信息进行数据加工和整理，如
雷丁大学［２４］ 要求建立标签、索引和分类，以便能

够及时准确地查找到该数据，非数字型数据的

存储应附有说明性文件。 此外，多数高校还为

研究者提供相关的培训和指导，规范元数据的

内容，以便更好地保存和利用科研数据。

２．４　 科研数据保存格式

（１）保存格式的特性

英国目前主要针对数字型科研数据进行保

存，保存格式对数据获取和有效利用起到关键

性作用。 本文通过分析高校的科研数据政策，
发现科研数据的保存格式考虑以下几个特性：
①兼容性；②可识别性；③持续可读性；④开放

性；⑤符合资助者和学校存储要求； ⑥便于交

流、理解和处理。 伯明翰大学［３１］ 规定，科研数据

必须以可读的形式存储，除非有具体法律和规

则要求，一般情况下以数据原始格式存储。 南

安普顿大学［３６］ 要求科研数据必须以数字或者计

算机可读的形式保存，任何类型的数据，必须以

持久可读的格式安全存储。
（２）保存格式的细节规定

部分院校就保存格式的具体细节做出规

定。 如布里斯托大学的科研数据服务中心［３７］ 要

求：①所有将要出版的数据都应存放在同一个

文件夹中，在提交出版数据时应选择整个文件

夹，保证数据的完整性，确保数据文件的命名合

理、清晰；②组织数据时，除非有特殊原因，一般

不能使用压缩工具，如 ｚｉｐ 或者 ｒａｒ；③最上层的

文件夹必须包含一个“ ｒｅａｄｍｅ． ｔｘｔ”文件；④文件

或者文件夹命名中不能包含以下符号：＞ ：＂ ／ ＼
｜ ？ ∗；⑤任何文件的路径不能超过 ２６０ 个字

符，文件格式选择易于开放的格式，如． ｃｓｖ 而不

是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伦敦大学［３８］ 在科研数据管

理指南中明确规定，应尽可能选择开放性、易于

整理、非专属的格式存储，并要求：①文本型数

据都采用 ＵＴＦ － ８ 的编码格式； ② 图片采用

ＴＩＦＦ、ＪＰ２ 或 ＪＰＧ 格式；③音频文件以 ＷＡＶ 格式

存储；④长期保存的文件应该考虑到文件的有

效性和长久性，如办公格式的文件采用 ＰＤＦ、
ＣＳＶ，而不是 ＤＯＣＸ、ＸＬＳＸ 和 ＸＭＬ。

（３）非数字型数据保存格式

对于非数字型科研数据的保存格式，明确

规定的院校较少，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解决。
一种是将非数字型转化为数字型保存，不能数

字化的则按原格式保存。 如南安普顿大学［３６］ 规

定，对于非数字化以及不便进行数字化但是有

重要意义的科研数据应该安全存储，并建立标

签、索引和分类，在学校知识库中进行备注。 另

一种对非数字型科研数据不进行保存，如伦敦

艺术大学［３９］ 和牛津布鲁克斯大学［４０］ 。

２．５　 科研数据保存位置

（１）利用机构知识库进行保存

机构知识库以机构为主线，全面组织和集

合机构及其成员创作的数字化产品，便于操作，
易于利用，受到高度关注。 如利兹大学［４１］ 规定

学校提供和获取的所有科研数据应存储在一个

适当的国内、国外或学校机构知识库中，除非在

研究管理计划中有特殊规定。 埃克塞特大学［４２］

规定，在出版商允许的条件下，除有商业和保密

问题之外，学校所有研究者产生的科研数据都

应在 ６—２４ 个月的封闭期之后，存储在国内、国
外或学校的机构知识库中。 此外，多数院校为

了更好地利用科研数据，除特殊规定的例外，要
求科研数据应该存储在允许数据再利用和获取

的机构知识库中。
（２）利用数据服务中心进行保存

为更好地保存和管理科研数据，一些大型

的数据服务中心（ Ｄａｔ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建立起来。 相对

机构知识库，数据服务中心的规模更大，同时可

提供数据存储、获取、使用和管理等多方面服

务。 如英国数据服务中心［４３］ （ ＵＫ Ｄａｔ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
作为综合性的数据资源服务机构，可为研究者、
教师和政策制定者提供高质量的社会经济学科

的数据。 数据服务中心的建立为高校科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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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提供了更好的保存环境和平台。 在调研的

对象中，兰卡斯特等 ９ 所大学在政策中明确要

求将科研数据存储在本国或国际的数据服务

中心。
（３）利用云服务进行保存

随着数据数量的急剧增长，科研数据的保

存要求越来越大的存储空间，而云服务由于具

有灵活性和敏捷性的云架构，为数据的存储利

用带来超高效率。 伦敦大学［４４］ 除提供机构知

识库和硬盘设备保存之外，还提供基于第三方

云存储的保存方式，但由于科研数据存在隐私

问题等因素，该校的保存政策并不建议使用此

方式。 由此可以预见，经过不断发展和改进，
云存储必定会成为今后科研数据保存的主要

方式。
（４）利用服务器等存储设备进行保存

对于没有自身机构知识库的院校，则要求

存储在学校的服务器中，如利物浦大学［４５］ 即是

如此。 部分院校对存储设备保存也有明确说

明，如利用笔记本或者移动设备，必须考虑到存

储设备的数据安全问题。 如谢菲尔德海兰姆大

学［３５］ 规定：如果科研数据需要被暂时存储在 ＰＣ
机等便携式存储装置中，研究者必须确保该存

储过程是安全的，且符合学校对电子数据的加

密政策。 雷丁大学［２４］ 的研究人员还强烈建议，
科研数据的存储不能完全依靠计算机的硬盘设

备或非网络设备，如可移动驱动或者 ＵＳＢ 设备。
若使用以上方式，数据应该经常进行备份以便

安全保存。

２．６　 科研数据保存机构与责任

科研数据保存机构主要有科研数据管理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ＰＩ）、研究者、学校机构以

及科研数据使用者。
（１）管理者对数据管理过程负责

英国多数高校设有专门的数据管理部门，
负责科研数据的管理和保存。 在所调研的院校

中，雷丁等 １８ 所院校明确规定了 ＰＩ 的责任，即
负责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确保研

究人员有章可循。 如诺丁汉大学［４６］ 规定，ＰＩ 负

责根据法律、道德和商业要求，审核确定保存的

数据内容，确保科研数据在研究完成和结果出

版之后的最短时间内被获取和使用。 伦敦艺术

大学［３９］ 要求科研项目完成后，ＰＩ 与研究管理资

助部门及技术服务部门共同审核科研数据管理

计划，除了审核保存内容，还包括保存期限是否

合理，元数据是否符合标准，以及获取和传播方

式是否便捷等。
（２）科研数据保存的服务和保障

学校在科研数据保存和管理活动中起着支

持和保障的作用，其责任主要包括：①为科研数

据的存储、备份和保留等制定明确的行动指南

和实践指导；②为研究者提供科研数据保存和

管理的培训和建议；③提供必要的保存设施和

服务，如机构知识库保存或云服务。 如伦敦国

王学院［３０］ 由研究管理委员会和信息管理组共同

代表学校负责政策的实施，代言学校与其他领

域进行交流与合作。 主要工作包括：管理科研

数据的注册信息；提供相关建议和培训；制定科

研数据有效保存的工作流程；对 ＩＴ 设施、数字监

护和保存装置进行维护等。
（３）研究者保障数据质量

研究者要与数据管理者合作完成相应的管

理计划。 如伦敦国王学院［３０］ 规定，研究者必须

确保科研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保密性和获取

性，在项目进行期间遵守科研数据保存的相关

原则，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并确保研究者授权访

问是科研数据获取的唯一渠道。 牛津大学［２８］ 除

上述规定外，还要求研究者形成清晰的过程性

文件，包括科研数据的搜集、保存、销毁、获取和

再利用，以及合作项目中的协议和责任等。 此

外，研究者还应与数据管理人员制定数据保障

计划，即在研究者离开学校或退休之后，对科研

数据的保存地点、保存方式和使用权限等进行

约定。
（４）明确使用者权益

部分院校明确规定科研数据使用者的责

任，规范其使用目的和行为，确保数据的使用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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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政策和相关规则的要求。 如赫特福德大学［２５］

要求使用者必须做到：①不泄露自己的账户信

息和密码；②不能为个人利益篡改数据；③不能

为商业目的获取数据；④不能在作者未授权或

未获得 ＰＩ 同意的情况下将数据泄露给第三方；
⑤不能泄露有关个人隐私的数据；⑥精确客观

地展示和使用数据。

２．７　 科研数据保存权益

（１）所有权

英国高校对数据所有权的规定分为两种情

况。 一种是数据的所有权归学校所有，如南安

普顿大学［３６］ 规定，学校是所有与研究数据搜集、
创建、产生相关的法律权益的拥有者，学校有权

订立关于研究数据出售、转移、获取和使用的相

关协议。 赫特福德［２５］ 和谢菲尔德海兰姆大

学［３５］ 明确规定，除非研究授权条款或合同提供

了例外情况，研究项目产生的科研数据是该学

校的财产。 另一种是归研究者个人所有，如利

物浦大学［４５］ 规定，所有产生于学校的科研数据

由研究者所有，但如果科研人员离开该机构则

归学校所有。 曼彻斯特大学［３３］ 还对所有权存在

歧义的情况进行规定，如果相关数据的所有权

存在歧义，如存在多个合作者，ＰＩ 有责任提前确

认数据的所有权、知识产权，促使达成协议并遵

守学校有关知识产权政策及第三方协议。
（２）知识产权

英国院校对于知识产权的规定只进行了简

单说明。 如南安普顿大学［３６］ 规定，研究数据在

搜集、创建的过程中涉及知识产权时，知识产权

的第一所有者将按照学校的知识产权规则对研

究成果负责；如果研究涉及外部资助或与其他

机构以及外部团体合作时，知识产权的归属和

使用权应该在研究项目开始之前进行明确规

定。 曼彻斯特大学［３３］ 规定所有相关的数据以及

知识产权都应服从学校的知识产权政策。 伯明

翰大学［３１］ 提出，政策的制定者要确保数据创建

者的知识产权不被侵犯。 此外，由于知识产权

涉及学校和研究者的多方利益，多数院校都单

独制定知识产权政策，本文在此不展开研究。

２．８　 科研数据保存安全与隐私

（１）数据安全政策

英国高校对数据安全主要从重要性和具体

措施两方面进行说明。 如曼彻斯特大学［３３］ 认为

数据的保存必须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并应对其

他研究者及时开放，但为了数据安全，需严格服

从保密协议和数据保护法，尊重所有权和知识

产权以及第三方协议。 邓迪大学［２３］ 规定，任何

主体在获取研究数据时，若涉及到隐私、保密和

其他法律利益，应严格遵守相关政策，如隐私政

策、知识产权政策等。 爱丁堡大学［４７］ 提出了具

体的数据安全保护措施：①系统方面，要不断更

新电脑上的防病毒软件，隐私数据最好存储在

未联网的计算机上或考虑使用加密文件；②物

理安全方面，要考虑计算机容易被盗或恶意破

坏和修改数据，可以使用外部硬盘驱动器并存

放在安全的地方，除非必须，否则数据不应该存

储在 ＰＣ 或者闪存驱动器中；③数据结构方面，
通过将数据转换成代码进行加密，可以有效防

止数据被篡改。
（２）隐私保护方法

主要有三种隐私保护方法：匿名化、获取密

码和权利说明。 如爱丁堡大学［４７］ 规定：当数据

涉及人文对象，在共享时要同时考虑法律和道

德问题，避免个人数据及敏感信息泄露。 采用

匿名化技术，将数据聚集为数字型数据，把视频

进行录音编辑，匿名使用定性数据，以保护隐私

数据。 雷丁大学［２４］ 规定，个人和敏感数据的搜

集不需要与数据同步共享，研究人员使用适当

的知情同意、匿名化以及控制访问的策略进行

隐私保护。 如果搜集到的机密或者敏感数据可

能会以某种形式共享，除上述方式外，还可通过

非公开协议授权获取。 曼彻斯特大学［３３］ 规定，
当需要出版的支撑研究成果的科研数据有不能

开放的合理理由时，可以设定必要的限制和保

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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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英国高校科研数据保存政策分析

３．１　 成熟的政策环境为保存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创造良好的条件

英国良好的制度基础和实施环境为保存政

策的制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如英国 ２０００ 年出

台的《信息自由法》对数据使用就有相关规定，
２００３ 年英国对公共部门的数据共享制定了数据

共享指南［４８］ ，从法律法规层面为保存政策的制

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利于保存政策的形成

和发布。 此外，英国高校机构重视科研数据和

信息的利用与保护，从多角度制定不同功能的

数据使用政策，如伦敦国王学院的保存政策包

含数据获取政策、数据保护政策、信息自由政

策、信息安全政策、机构数据管理政策、研究出

版政策、信息引用政策等，从应用层面为保存政

策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执行环境。

３．２　 保存政策贯穿科研数据从创建、保存到利

用的整个实践周期

通过英国保存政策的内容要素可以看出，
科研数据的范围界定、数据格式的选取和规范、
描述性元数据及其标准的确定、保存期限与销

毁、保存位置的规定等都是基于科研数据保存

的具体流程而制定的；而科研数据保存机构与

责任的规定明确了保存实践中各方的权责，使
保存实践工作有序化；科研数据保存的权益保

障政策避免了数据生产者、使用者和保存机构

责权利不明的问题；科研数据的保存安全与隐

私政策保证了科研数据的有效性和真实性。 总

体而言，政策的制定既包含科研数据保存的实

践流程，又保障了各方的权益，贯穿于整个科研

数据从创建、保存到利用的实践周期，具有系统

性和完整性，有利于规范科研数据的保存和再

利用行为，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３．３　 科研数据生命周期中各环节出台的政策完

备程度不同

英国数据服务中心［４９］（ＵＫ Ｄａｔ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将

科研数据生命周期划分为六个阶段：数据创建、
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保存、数据共享以及

数据再利用，而数据保存又包括格式转换、数据

迁移、备份和存储、元数据和文档创建以及数据

归档等过程。 英国科研数据保存政策虽具有系

统性和完整性，但从科研数据生命周期的划分

来看，不同院校对生命周期各阶段的重视程度

也不同，所出台的政策完备程度也不尽相同。
谢菲尔德海兰姆大学［３５］ 将保存政策包含在科研

数据管理政策之中，其内容多分散在数据共享、
再利用以及责任与权益的规定中，且关于数据

创建、处理和分析的内容也较少。 还有的院校

单独制定保存政策，但各个阶段政策的详略也

存在很大差异，如伦敦国王学院［３０］ 主要介绍了

科研数据管理机构及其相应责任，爱丁堡大

学［４７］ 主要规定了数据安全与隐私。 由此可以看

出，有些院校的保存政策内容并不全面，没有全

面考虑数据生命周期和保存过程的各个阶段和

环节，容易造成数据损坏，不利于数据再利用。

３．４　 学科科研数据的差异性促使保存政策进一

步细化和完善

调研发现，英国高校保存政策虽然涵盖的

内容较广，但大多都未考虑到学科之间科研数

据的差异性，尤其是在数据格式和元数据描述

方面。 科研数据具有类型多样、格式各异、关联

复杂等特性，对于元数据的结构设计和标准的

制定应考虑到不同学科的差异。 针对不同学科

项目的专有数据，如果不能在描述性数据或者

文本数据等通用型数据之内表述其特征，则应

建立相关学科的保存规定或指南，以实现数据

的有效保存和链接。 在元数据描述方面，多数

高校仅对元数据的描述内容进行要求，而对元

数据的创建标准、创建时间、元数据类型以及互

操作等问题均未明确说明。 使用不同标准的元

数据会给研究者带来数据转换等不必要的麻

烦，有悖于科研数据政策促进共享的宗旨。 在

数据保存格式方面，多数院校仅强调使用兼容

性、持续可读性且有利于永久性保存的格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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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存储，但并未明确具体数据保存格式，这势必

会造成数据共享和利用方面的困难。 因此，学
科科研数据的差异性要求保存政策进一步细化

和完善。

４　 借鉴与启示

我国目前对于科研数据保存政策的研究尚

不深入，还未形成基于从数据创建、保存到利用

的完整生命周期的管理和保存政策。 本文在了

解英国科研数据保存政策的基础上，提出如下

建议。

４．１　 科学设定保存内容和保存期限

英国高校从科研数据内容的价值、创建方

式和应用范围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既包括宏

观概念，也包含具体的数据内容，划分方式值得

我国借鉴。 我国在保存政策的制定中，首先应

考虑到学科特点、学科发展以及交叉学科之间

的相互关系等因素，认识到不同研究数据的保

存价值，对科研数据进行选择性保存，让有限的

资金和保存空间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其次，
科学设定科研数据的保存期限，一般性科研数

据保存一定时间之后，应及时进行审核或更新，
对于没有任何研究价值的科研数据或者僵尸数

据，则按规定进行销毁和处理；对于特殊学科的

研究数据，如临床医学、生物学等具有宝贵研究

价值或不易获取的学科数据，可根据需求保存

２０ 年或者更久。 科学设定保存内容和保存期限

可以有效保存科研数据，合理运用有限的保存

空间，实现保存效益的最大化。

４．２　 统一规范元数据标准和数据格式

英国高校的保存政策虽然值得我国借鉴，
但是在某些方面仍然缺乏顶层设计。 如前文有

关科研数据描述和数据保存格式的规定，存在

各个院校各自为政的局面。 因此，我国在借鉴

英国的保存政策时，应在系统全面的调研基础

上，由权威部门对元数据描述标准及格式进行

顶层设计，除传统的 ＤＣ 元数据之外，还应该根

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创建各学科的专业词表，制
定元数据标准和使用规范，以便日后进行数据

共享和再利用，同时也有利于数据的关联与集

成、描述与可视化，确保科研数据的长期保存和

获取。

４．３　 积极搭建机构知识库数据保存环境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对“机构知识库”
的定义是：“机构知识库是研究机构实施知识管

理的工具，是机构有效管理其知识资产的工具，
也是机构知识能力建设的重要机制。” ［５０］ 该定

义将机构知识库从收集和使用层面上升到管理

和制度层面，范围从机构的“知识产品”扩展到

“知识资产”。 随着机构知识库影响力的不断提

升，越来越多的资助者、出版商以及高校青睐利

用机构知识库保存数据，实现数据共享。 我国

近年来机构知识库的建设也日趋完善，可以为

科研数据提供良好的保存环境。 但是目前我国

高校机构知识库对科研人员数据操作行为的规

范还不够明确，如数据上传、删除、修改、获取和

共享等。 较具有代表性的机构知识库，如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 ＮＳＬ ＯｐｅｎＩＲ，北京大学

的 ＰＫＵＩＲ 知识库，清华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

的学科知识库等，虽然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还未形成成熟的保存政策，仅有北京大学在

检索界面中明确给出使用指南和规定［５１］ 。 因

此，我国应积极搭建科研数据的保存环境，制定

有效的政策规范科研数据的创建、保存、共享和

再利用行为。

４．４　 严格明确数据管理中的责权利

英国科研数据政策的制定都是经由学校研

究通过，由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如上文提到的

ＰＩ，同时明确规定管理部门、服务部门、数据创建

者和使用者的责任和权益。 责权利的清晰界定

有利于各部门和角色协调一致，有效保存和管

理科研数据。 我国高校在科研数据管理方面，
一般由研究者独立承担，经常会出现权责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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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纠纷、数据管理不善等问题，且研究者在研

究完成之后，对科研数据的管理和保存工作不

够重视，导致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数据损坏和丢

失。 因此，有必要采用英国的管理方式，成立专

门的数据管理部门，不仅有利于对科研数据统

一集中管理，而且能够更好地保存科学研究成

果，搭建交叉学科之间数据交流的平台，挖掘研

究创新点。 其次，成立专门的数据管理部门，代
表学校与其他院校或科研机构进行交流与联

系，促进科研数据联盟或者统一平台的建立，扩
大数据的使用范围和利用效率。 此外，明确学

校、管理部门、研究者和数据使用者的权责关

系，按照保存政策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以更

好地推动科研数据的共享和再利用。

４．５　 建立和完善版权保护和隐私安全政策体系

通过对英国高校保护政策的分析，可以发

现：大多数院校都提出了科研数据的版权归属

和隐私安全问题，但政策中规定的内容并不全

面，不是以一个独立完整的版权保护和隐私安

全政策体系出现的，而是零星散落在数据管理、
知识产权、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等政策中。 其

次，由于科研数据具有不同于其他智力成果的

周期性和重复利用性，在版权归属和安全使用

方面，必然与一般的智力成果存在差异，不能简

单地运用知识产权等相关政策内容进行规定，
所以采用不健全、不配套的版权和隐私安全保

存政策，会给科研数据的保护和再利用带来不

必要的困扰和隐患。 因此，我国在建立保存政

策时，应针对科研数据的特性建立配套的版权

保护和隐私安全政策体系，或是对原有的知识

产权、信息安全政策进行修改和完善，明确科研

数据的保存规定。 此外，针对资助合同中对科

研数据的版权和隐私有特殊规定的，要单独制

定特殊的条例或协议，这样科研数据的版权和

隐私保护就可以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总之，保存政策可以为规范科研数据的管

理和利用提供必要的保障，应受到社会各界和

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高等学校作为科研数据产

生的主力机构，应提高科研数据的保存意识，积
极探索科研数据的保存需求，制定符合我国实

际的保存政策，推动科研数据保存工作，促进科

学研究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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