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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模式变革中的数据管理服务：实现开放获取、
开放数据、开放科学的途径

顾立平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全球学术交流模式总体朝着开放获取的趋势发展，信息时代的科学活动需

要更多的数据开放和共享。 开放数据是公众参与科学、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无论是对于图书馆工作还是

对于信息服务、知识服务来说，科研模式的变革都是一种新的挑战。 与此同时，在此背景下，也产生了一种新的机

遇，即与科研数据管理相关的一系列新内容，包括：明确科研数据管理各利益方；明确数据管理服务的主要内容；
塑造科研数据开放共享文化，开展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数据对话；进行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各个环节的政策研

究；明确数据馆员发挥的作用和职业价值。 表 ６。 参考文献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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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全球学术交

流模式总体朝着开放获取的趋势发展。 信息时

代的科学活动若要更好地进行，更好地促进科

研成果的利用并保护相关权益，需要采取更为

广泛的数据开放共享战略。 从开放获取到开放

数据再到开放科学，各个环节都充满变革与挑

战。 无论是对于图书馆工作还是对于信息服务

和知识服务来说，科研模式的变革都是一种新

的挑战，与此同时，在这种大背景下，也产生了

一种新的机遇，即与科研数据管理相关的一系

列新内容。
信息时代的发展使得科研人员的研究、教

学和学术交流方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科学研

究的对象也日益复杂，现有的科研方法和手段

面临新的挑战。 在一系列科研创新的改革当

中，力求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科研机构和科

研人员之间加强交流，避免重复劳动以及更妥

善地进行科研资源配置等成为全球科研社群以

及国家政府的核心政策之一。 普遍的认识是人

们应当充分利用数字化科研带来的机遇，最大

程度地加强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与

协作，这要求在各个方面调整工作方式，其中的

关键之一即是数据管理服务。
数据管理服务的核心是数据权益，首要问

题是明确科研数据管理的各利益方，包括科研

成果的创作者、科研数据贡献者、科研团队和成

员，以及政府行政机构、科研资助机构、科研教

育机构、出版团体、图书馆界乃至跨界而来的网

络运营服务商；比如，数据提交者的科学贡献度

的认可机制，不只是某类科学家普遍性的个人

诉求，而是应当放在众多利益相关者权益博弈

的不平衡的框架上去看待这个问题。 其次，明
确数据管理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创建数据、处
理数据、分析数据、保存数据、访问数据以及明

晰重复使用的数据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共性和差

异等。 再者，在实施细节上，为更好地实现数据

管理，有效提升工作效率，需要明确科学数据开

放共享的政策研究。 政策是为了鼓励或者抑制

人们的某些行为，因此，如果从科研数据生命周

期的角度进行考虑，需要对数据备份、数据采

集、数据遴选、数据典藏、数据共享各个环节的

政策进行研究。 最后，在政策执行层面，要明确

协助执行的具体人员，协助的内容，以及协助者

应该具备的知识技能等，在这方面需要明确数

据馆员发挥的作用和职业价值，并且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和科研模式的需求变化，以及组织单

位的战略调整，同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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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科研模式变革

１．１　 开放获取、开放数据与开放科学的发展趋势

科研模式变革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特定的工

具技术升级或者更换，更是适应全球政治经济局

势发展演进中的科技政策和管理机制的变革。
目前，通过激励科研创新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国

家战略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控制战略，主要是利用文献、专利、软件著作权等

方式，给予创作者财货和名誉上的回报，作为激

励科研创新的途径，核心取决于中介者的权益管

理。 第二种是开放共享的主动权控制战略，主要

手段是通过科技论文的开放获取、科研数据的开

放共享、科研工具的开源发布、资金人员的众筹

众包等途径，使创作者快速扩大影响力和宣传

力，从而拥有更多的跟进者、参与者、投入资助

等，以此作为激励科研创新的途径。 它体现在标

准规格的制定、价格成本的谈判、版本的迭代更

替等多方面、全领域、各途径的组织动员能力，
其根本核心是全球科技交流制度重构中的话语

权和制定权，核心不再取决于中介者的权益管

理，而是由众多中介者集体参与的权益博弈。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球科技交流制

度主要由美国、西欧等少数科技发达国家和地

区的政府行政机构和科研资助机构掌握。 近

期，欧盟研究理事推动了科学出版物和科研数

据的开放获取［１－２］ ，该战略是一种有别于二战以

及冷战时期延续的科技传播交流机制，即：将论

文及数据存储在机构知识库或指定的数据知识

库中，或者通过发表在开放获取期刊或存储在数

据中心，实现开放共享；同时，以用户明确同意或

者知晓默认的方式，按照发布者和中介者所要求

的使用目的、途径、场景、方式等给予作者一定形

式的回馈，来界定数据权益的边界和使用范围。
此种交流机制下，一方面，创作者的权益得到更

完整的保护；另一方面，对局势和战略有着深刻

理解的组织机构能够更快速、更大范围地掌握

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甚至制定权。

当前，欧盟、美国、日本纷纷出台了相应的

开放科学战略。 日本内阁府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发布的《创新集成战略》指出，充分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云计算等，进行跨界整合，实施基于

数据共享平台的数据驱动发展战略，该战略是

为了支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５．０ 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３］ 。
日本机构知识库联盟提出的《关于创新集成战

略的理解报告》强调，从机构知识库和数据管理

服务的角度，可以支持该战略第二章“知识泉

源”的数据基础设施［４］ 。 该联盟由日本国立情

报研究所牵头组织，从图书馆与信息中心的角

度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科技信息政策建言以及

组织等相关工作。 在美国执行“开放政府”计划

之后，美国国家科学院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发布

了《设计开放科学》报告［５］ ，该报告组织学科专

家进行研讨，对美国社会和政府提出政策建议：
开放科学的基础是科技论文开放获取与科学数

据开放共享，需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大数据共享

平台和措施，促进更多科研人员从事科学数据

管理计划和科学数据共享，结合数据科学和公

众科学等，为社会经济创造新的知识和科研价

值。 事实上，美国高校图书馆以及研究型图书

馆已经从事了相关工作，例如，美国图书馆协会

受谷歌公司赞助发布了图书馆开放代码馆藏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Ｃｏｄｅ）的测试版［６］ ，加利福尼

亚数字图书馆与跨界互联网运营服务者开展了

数据共享和保存试点项目［７］ 。 欧洲开放科学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Ｏｐ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ｌｏｕｄ，ＥＯＳＣ）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发布政策报告［８］ ，指出在知识经济和全球数

据价值链背景下，开放科学政策起到了促进作

用，提出了在科研部门、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

公民社会的四重螺旋中自由流动的与数据信息、
知识相关的整合政策及各种具体措施。 值得注

意的是，每年资助经费合计约 ７６ 亿欧元（约人民

币 ６１６ 亿元）的欧洲 １１ 个国家科研资助组织，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推出一项规定，要求到 ２０２０ 年，
它们所资助科研项目的每篇论文发表后立即开

放获取［９－１０］ 。 从英国、荷兰、法国的国家资助机

构以及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所等 １１ 所研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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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获得经费资助的科研人员，其研究成果不能发

表在有 ６ 个月或 １２ 个月开放获取时滞期的期刊、
混合开放获取期刊和非开放获取期刊上。 这些

科研人员将不得不放弃在 Ｎａｔｕｒｅ 和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上发

表论文，除非这些期刊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
从情报分析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这些

趋势的外在规律：随着时间推移，出现了从合同

内容的一系列变化到越来越多的开放许可协议

的出台，以及愈来愈高级别的政策颁布，乃至法

律制定和体制改革的现象，说明开放科学政策

一直在发生改变，相应的数据管理服务也在进

行各种调整。 然而，从政策研究的角度看，我们

能更深入地找到它的内在逻辑，即在无法避免

数字化复制、互联网传播、修改删选极为便利的

时代里，科研人员对于科研成果的开放程度越

高，就越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播和利用，对于自身

利益的保护就越全面；而且，科研资助机构和科

研教育机构可以进行更高效率的科研管理，从而

吸纳全球范围内的科技人才，这也是为什么各组

织机构要控制开放共享主动权的原因之一。 越

来越多证据显示，国外图书馆和信息中心的专家

参与了这些政策建议与实施方案的制定和实现。

１．２　 科研模式的数字化、开放化和社群化发展

开放科学是一个较为广泛和不断发展的概

念，它是促进科研人员之间合作的一种新的科

研方式，使得研究人员可以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中的每个要素与他人共享［１１］ 。 开放科学所包含

的内容比较全面和广泛，如“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ｐ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 ０＋” “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ｐ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等［１２］ 。 英国皇家学会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发布的《科学：开放事业》报告中指出，开
放科学不仅能有效促进科学发现，还有助于发

现、遏制和清理“坏的科学”，开放性促进系统化

的科学诚信，如果开放数据能被置于合适的治

理框架下，这将符合公共利益［１３］ 。 Ｗｅｂ ２．０ 时

代的到来，使得信息的传播方式由单向输出变

为双向传播，科研模式的发展产生了各种各样

的组合配置：传统模式、现代模式、开放科学模

式和创新模式（见表 １） 。 传统科研模式是研究

表 １　 科研模式的数字化、开放化和社群化发展

模式 环节

传统
模式

发现 分析 创作 出版 扩展 评价

权威文摘索引
系统（如 ＷｏＳ）

商用套装软件
（ 如 ＳＰＳＳ 和
ＳＡＳ 等）

文书软件和文
献 管 理 （ 如
ＭＳＷｏｒｄ 和 Ｅｎｄ⁃
ｎｏｔｅ）

顶级期刊 （ 如
Ｎａｔｕｒｅ 和 Ｓｃｉｅｎ⁃
ｃｅ 等）

作者唯一识别
符（ 如 Ｒｅｓｅａｒ⁃
ｃｈ ＩＤ）

期刊影响因子

现代
模式

搜索引擎（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开源软件 （ 如
Ｒ 和 Ｐｙｔｈｏｎ）

云端办公系统
（如 Ｇｏｏｇｌｅ Ｄｏｃｓ
和 ＲｅｆＷｏｒｋｓ 等）

预印本和完全
开放获取期刊
（ 如 ＡｒＸｉｖ 和
ＰＬｏＳ）

机 构 知 识 库
（ 如 ｉｒ． ｌａｓ． ａｃ．
ｃｎ）

期 刊 级 别 计
量、 论 文 级 别
计量（如 Ｅｉｇｅｎ⁃
ｆａｃｔｏｒ 和 ＡＬＭ 等）

开放
科学
模式

开放资源汇聚
池 （ 如 Ｐａｐｅｒ⁃
ｉｔｙ）

开放分析平台
（ 如 ＲＯｐｅｎＳｃ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ｘｃｈａｎ⁃
ｇｅ Ｚｏｏｎｉｖｅｒｓｅ）

云群组协作和
共享权限 （ 如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 ｉｓ 和
Ｇｏｏｇｌｅ Ｄｒｉｖｅ 和
Ｚｏｔｅｒｏ 等）

数据、代码、软
件 共 享 （ 如
Ｆ１０００Ｒｅｓ、ＰＬｏ⁃
ＳＯＮＥ 和、Ｆｉｇ⁃
ｓｈａｒｅ、Ｄｒｙａｄ 等）

唯一标识符和
文献关联推荐
（如 ＯＲＣＩＤ、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Ｇａｔｅ、Ｓｌｉ⁃
ｄｅＳｈａｒｅ 等）

公众评估 （ 如
Ｐｕｂｌｏｎｓ 和 Ｉｍ⁃
ｐａｃｔＳｔｏｒｙ 等）

创新
模式

科研群组共享
模式

科研众包 （ 如
Ｚｏｏｎｉｖｅｒｓｅ 和
Ｈｉｖｅｂｅｎｃｈ）

群体协作 （如
Ａｕｔｈｏｒｅａ 和 Ｃｏｌ⁃
ｗｉｚ）

课件共享与论
文 草 稿 注 册
（如 Ｆｉｇｓｈａｒｅ 和
ＰｅｅｒＪ 等）

唯一标识符的
开放接口运用
（ 如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ａｔｅ 和 ＯＲＣＩＤ
等）

学术与社会影
响力评估 （ 如
Ｐｅ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Ｓｃｉ⁃
ｅｎｃｅ 和 Ａｌｔｍｅｔ⁃
ｒｉｃ）

（据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１０１ 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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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发现的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后撰写论文并发

表在优质期刊上，将其作为一种科研产出或一

种研究记录，之后送交权威性的机构进行科研

评审。 现代模式最大的变化是这种传统意义上

的“出版即完成”正在转变为“发布才开始”，未
来的科学研究者所要考虑的是其内容的存储位

置、开放程度以及对全社会的贡献大小［１４］ 。 这

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性变革，是新时代的新

挑战。 开放科学模式是指研究者将产生的科学

数据呈现在互联网上进行开放共享，众筹、众

包、共享经济是开放科学模式的典型代表［１５］ 。
创新模式则依靠大众的力量来获取数据，并进

行深入研究，这是另一种突破传统模式的思考

方式［１６］ 。
当前，正在发展和逐步完善的一种机制是

“同行评审评价” （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模

型［１７］ ，当新的文章出现或发布时，不单单依靠少

数的专家进行长达 ３ 个月到 １ 年的审稿，而是直

接将其投放到互联网上，请具有相关资格的专

家或者拥有相关专长的工作人员进行评述，并
对这些评述进行分析，来判断哪些人可以真正

成为专业的评论员，这些评论也可以成为最终

科研成果的一部分。
ＯｐｅｎＡＩＲＥ 的调查内容提出，未来科研模式

的发展趋势之一是 Ｏｐｅｎ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１８］ 模式，它
所涉及的具体概念有以下几点：第一，开放身

份，即作者和评论者知道彼此的身份，了解彼

此；第二，开放报告，是指评论报告与相关文章

一起发布；第三，开放参与，需要更开放的社区

为评审过程提供平台；第四，开放式互动，允许

并鼓励作者和评论者之间，评论者与评论者之

间的互惠式讨论；第五，开放预审稿，手稿即刻

创作，在任何正式的同行评审程序之前可供开

放预审 （ 例如通过像 ＡｒＸｉｖ 这样的预印本服

务）；第六，开放最终版本评论，审查或评论最终

的“记录版本”出版物；第七，开放平台，由出版地

不同的组织实体促成，将评论与出版先做脱钩再

做连接。
科研模式的数字化、开放化和社群化发展，

不仅仅是文献和文献信息的数字化，或资源开

放利用以及通过社交网络的传播，而且是在知

识创造的阶段就开始了；知识管理的方式也不

遵循创作、生产、分配、传播、存储的流程，而是

环绕 文 本 （ Ｔｅｘｔ ） 本 身 所 处 的 当 前 情 境

（Ｃｏｎｔｅｘｔ），进行知识、信息、数据的再创作、再生

产、再分配、 再传播、 再存储， 选择最佳方案

开展。

２　 科研数据管理

２．１　 科研数据管理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

所有数据皆有其价值，但是相对于科学数

据（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 而言， 科研数据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是经过处理且在当时被视为具有高度价值

的数据。 科研数据也是数字化科研时代的重要

战略资源，为了更好地管理科研项目的成果，使
其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播，各国都先后出台了

国家层面的数据管理政策及管理机构实施办

法，学术领域就相关问题达成了共识，科研团队

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我国已经在科研数据管

理方面进行了许多尝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

基础，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出台了国家层面的指导

意见《科学数据管理办法》 ［１９］ ，目前，各相关机

构正在依照此管理办法进行实施方案的设计、
运行、执行和评估考核。

在实践层面上，主要分为两种范式。 第一

种是数据集中式管理，需要提高数据管理的性

能，比如分层分级的办法、人员制度和考核、数
量质量的指标，其着力点是提高单个机关的组

织动员能力；第二种是数据分布式管理，需要

提高节点之间互联互通的能力，比如团队乃至

不同院所之间的协作、标准、规范以及分工，其
着力点是提高数据之间互相流动的能力。 如果

仅仅考虑数据的采集和利用，集中式管理下的

数据互联互通能力就会略显不足；如果顾虑多

个利益主体在发布和共享过程中的诉求，分布

式管理下的组织动员效率就会大打折扣［２０－２１］ 。
理想情况下，既希望组织机关具有数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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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数量的资产增长，又希望协作网络能够畅

通运行，促进数据利用和共享；而现实情况是，
数据权益主体或者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全部满足

才能达到组织动员和协作能力的最佳效果。 诉

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满足激励因素，二是消除

阻碍因素。 因此，科学数据管理政策是很有必要

参考的框架。 然而在实际处理科研数据管理服

务的具体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诉

求［２２－２４］ 。 笔者通过长期文献阅读、政策解读、跟
踪扫描，并对国内外各家机构的专家进行访问的

基础上，整理汇总出利益相关者的主要诉求（见

表 ２）。

表 ２　 科研数据管理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利益相关者 主要诉求

科研资助机构
促进意愿：便于科研项目成果和知识产权的有效、便捷、准确管理；
消除疑虑：在产权不清晰的情况下额外增加资助经费或者难以进行审计。

科研教育机构
促进意愿：扩大机构在学术地位和社会认可方面的双重影响力；
消除疑虑：在经费投入和人员权责不清晰的情况下增加无效的行政任务。

科研团队及其成员
促进意愿：体制内的奖励、晋升、聘任、资质认定等的具体办法与落实；
消除疑虑：署名权、成果转移转化优先权、无显著结论的数据贡献认可。

重点项目的数据中心
促进意愿：增加存储在数据中心的高质量数据的总量，发挥国际影响力；
消除疑虑：数据质量究责的不可追溯性以及可共享数据持续性的不稳定。

跨界的互联网运营商
促进意愿：在云计算、迁移计算和高性能计算的设施上强化应用面；
消除疑虑：所保存和托管的数据具有使用边界和权益归属不清的情况。

国际出版商与学 ／ 协会

出版社

促进意愿：论文、数据、代码、附加材料等数字对象成为新的产品服务内容；
消除疑虑：负责任的创新服务增加了额外义务，但是缺乏政治经济方面的明确支持。

图书馆、信息中心、信

息化中心等

促进意愿：成为国家数据战略的一部分并且产生新的职业发展前景，对知识技能进

行转型和升级等；
消除疑虑：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脏活（Ｄｉｒｔｙ ｊｏｂ）”受到蔑视和忽视。

　 　 数据管理服务的首要任务是了解各方的核

心利益。 在拥有共同目标即开放科学或者类似

理念的基础上，公平合理地满足各方诉求，才能

尽可能地平衡利益相关方的权益，尤其要关注

数据生产者、贡献者和提交者的核心权益；确保

根据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核心利益所设计的政策

实施方案能有效落实，并且据此产生和设计的

科研数据管理服务会有相对可靠的用户需求和

可检验的任务规划。

２．２　 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核心要点

基于数据管理的数据服务主要包括数据创

建、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保存、数据获取和

数据重用等六项内容（见表 ３）。 此项清单可以

为数据管理提供一定的经验和基础。 在此过程

中需要着重注意以下三点内容［２５－３０］ ：第一，科研

数据的生命周期，包括备份、采集、遴选、典藏、
共享等各个环节；第二，参与者和权益者，包括

科研人员、学术社群、机构、研究资助者、出版

商、公众等各个利益群体；第三，记录、存储、保
存、发布文件的措施，考虑数据重用能力、数据

授权许可、开放性、实施条件等。
表 ３ 所列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核心要点，是

笔者根据连续七年的中国开放获取推介周、连
续五年的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连续三

年的中国合理使用周和中国数据馆员研讨班的

众多专家就数据共享、数据管理、数据获取、开
放数据、开放科学等主题的报告内容，汇聚整理

而成［３１］ ，并融汇了笔者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开设

的公共选修课 １００ 多位研究生的课题交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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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核心要点

节点 核心要点

数据创建

• 项目设计中的数据采集、整理、管理和存储的设计；
• 符合“数据管理计划”的格式、存缴、共享设定的方式；
• 现有数据的搜寻、探索、预先判断等；
• 通过实验、观察、测量、模拟等方式可以产生的数据集；
• 对于数据集的描述，包括如何创建元数据等。

数据处理

• 数据导入、导出、数据存储与读写的格式转换；
• 数据的列表、矩阵、数组、框以及行列的转换；
• 异常值、缺失值、空值的处理依据和实际处理；
• 数据的去敏感化、匿名化、置换化和加密解密；
• 数据集、元数据、描述数据；
• 数据的版本管理、数据的集中式管理或者分布式管理。

数据分析

• 数据预览、描述统计、假设检验、参数统计；
• 数据抽取、理论模型测试、比较评估、模型拟合、模型检验；
• 数据模型、模型解释和数据解释、数据使用说明；
• 学术论文、数据论文、代码论文；
• 原始数据、衍生数据、科研数据、发表型数据的管理。

数据保存

• 数据的原始格式、数据的使用格式、数据的迁移格式；
• 数据源的载体、数据处理和分析的载体、数据迁移的载体；
• 数据备份存储、数据异地存储、数据的暗存储；
• 元数据和文件、元数据以及各级数据集的使用条件；
• 数据读取权限管理、数据获取权限管理、数据档案管理。

数据访问

• 数据流的人员管理、数据转移的合约、数据接口的标准；
• 数据交换的协议、数据的抽取方式与发布方式；
• 数据访问权限的服务控制、网络信息安全防范、数据节点管理；
• 数据产权从源头到中介到释放的使用边界与权益确立；
• 数据公共利用、商用和交换的各种宣传推广。

数据重用

• 数据发布后的持续性科研成果、数据持续性的产出与增加；
• 数据产生的新研究、新课题、新应用；
• 数据产值的估算、计算、核对与审计；
• 数据版本的溯源、数据质量的评估、数据影响力的评价；
• 数据素质教育的课程、培训、咨询与线上服务。

以及 ２０１７ 年进行的 １０ 次数据馆员沙龙的交流

讨论内容，旨在探索和发现我国科研教育环境

中数据管理服务的具体需求。

２．３　 科研数据开放共享的价值

对于科研数据的开放共享，最重要的基础

是要有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如果没有核心价

值观和共识，就很难达成一致，也很难平衡好各

方的核心利益。 利用政策驱动知识与技能、技
术与人文基础设施发展的同时，促使科研人员

的利益得以改变，利用第三方共同推动文化实

践，最终实现数据开放的共同目标［３２］ 。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科研数据开放共享

已经成为一项必要的公共服务，是否在同一机

构内的不同团队间（组内）进行共享，是否在更

大的业务平台让各方参与者共享，是否能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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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平台给予各方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无差

别共享，甚至在日益推进的开放数据运动中与

政府信息一道为公民、公众和国际友人共享等，
在考验新时期的智慧。 科研数据开放共享使得

各个组织充分利用他们的核心资源，产生了基

于现存数据的新的洞见，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

道德伦理方面的风险［３３］ 。 如何识别和降低这类

风险，主要依靠两种手段：一种是行业内以及社

会中的科研数据开放共享文化，另一种是图书

馆或相关机构合作开展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数据对话。
塑造科研数据开放共享文化，在制定使用

政策时可参考国外已有的实践和经验［２４，３４－３６］ ：
一部分来自科研资助机构的倡导，一部分来自

组织单位的宣传，也有委托图书馆和信息中心

来进行文化建设的。 然而，数据共享文化的实

际成效，仍然来自学科领域内不断增长的共识。
以医学领域为例［３７］ ，数据共享文化的范围至少

包括以下方面。
（１）数据共享能够增强对于单个临床试验

结果的理解，并且相对单一研究的数据而言，数
据共享促进来自多个试验的数据结果汇集，可
能促进进一步的科学发现。

（２）促进数据共享中心在科研参与者、最小

化安全风险以及尊重医学研究作为公共利益本

质等方面的道德与伦理讨论，产生新的探索

领域。
（３）数据共享的实践和科学讨论包括：提高

研究的精确性，告知治疗方案选择的风险或益

处分析，增强合作，加速生物医学研究，恢复对

于临床研究企业的信任等，产生新的探索领域。
（４）数据共享参与者的层级划分尤其重要，

避免因数据再分析可能得出的不精确或者错误

结论，但是数据再分析也可能产生新的探索

领域。
（５）当产业界、学术界和监管机构的领导

者已经意识到不断增长的透明度和数据共享

方面的价值时，文化上的转变已经开始，即主

要关注数据应该如何被共享，而非数据被共享

的原因。
数据对话是另一种建设数据共享文化的方

式。 数据对话［３８－３９］ 是让科研人员一起分享他们

的数据故事，讨论问题，交换想法。 无论是关于

数据的创建、收集、使用、处理、共享和管理，还
是从他们自己的失败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如数

据故事），或是在数据处理方面的成功，数据对

话的目的是促进数据共享的经验交流，最终达

到数据共享的目的。 人们甚至开始考虑这种来

自图书馆和信息中心的数据对话，可以作为开

放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４０］ 。 因此，科研数据管

理服务在这些实践上的缺失，往往是系统项目

建设所没有考虑到的核心关键问题，目前国外

正在逐步建立这类服务的执行、评估和检验机

制，值得国内同行关注和参考。

２．４　 科研数据开放共享的政策

科研数据开放共享的一项关键问题是如何

促进数据利用并且保护数据权益。 数据权益是

分析和提出问题解决方案的核心，需要系统梳

理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权益诉求、政策博弈与

政策细节，相关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包括：国家

政府政策、科研资助机构、科研教育机构、图书

馆与信息中心、国际出版商、数据出版、数据知

识库、数据管理服务、数据管理计划、数据监管、
数据级别计量等。 这些政策研究的目的是为了

更好地实现对科研数据的有效管理。
从系统性、全面性和完整性的角度看，政策

研究可以粗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宏观的政策

内容，二是微观的政策实施细节。 目前主要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４１］ ：
（１）国家行政级别的政策：数据驱动创新发

展战略。
（２）研究资助机构的政策：资助成果的最大

化利用。
（３）研究教育机构的政策：知识资产的管理

与传播。
（４）图书馆和信息中心政策：开放信息资源

整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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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出版团体和期刊政策：新兴学术交流体

系基础。
（６）机构知识库、学术知识库、数据知识库：

内容长期可持续。
（７）数据管理计划：研究工作流程中的数据

整理备份。
（８）数据管理服务：处理数据的工具、流程、

方法。
（９）数据监管政策：遴选具有优秀质量和价

值的数据。
（１０）数据级别计量：承认以及评估数据共

享的贡献。
科研资助与教育机构、学术出版界、信息服

务机构等学术社群成员目前正在积极联合起

来，将数据治理、科研资助、科研管理与数据服

务深度整合，充分依托机构知识库，进行科学数

据管理，借此有效地提升数据资源的利用效率，
发挥“数据驱动科研” 的重要价值［４２－４６］ 。 助力

联合行动的有效落实，一方面需要实践经验，并
且要持续不断地改善和更新，以及新的需求导

引下的新型试验；另一方面需要国家科技信息

政策研究，以及政策执行层面的咨询与服务。

２．５　 科研数据生命周期中的数据管理规范

在科研数据开放共享的政策框架之下，在
执行层面需要将数据备份、数据采集、数据遴

选、数据典藏、数据共享作为各自节点考虑，而
不是作为各个环节进行服务设计。 即数据采集

也需要考虑数据共享，反之亦然；不是把两者割

裂为一个项目的不同组成部分，或者一条流水

线上的不同分工，而是同为数据开放共享政策

中数据管理服务的一个整体，只是这项服务是

依托数据生命周期的架构进行理论上的拆解，
但在实践层面几乎没有割裂的情况。

国外的相关机构对于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

经验和实践案例，可给我们提供借鉴。 例如，加
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ｉ⁃
ｂｒａｒｙ）的学术交流、数据策展和科研数据管理方

案和计划［４７－４８］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密歇根大学图书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罗格斯大学图

书馆（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的科研数据服

务等内容［４９－５１］ 。 笔者在对已有分析框架深度解

析的基础上，又走访了一线科研工作岗位人员，
其对于科学数据服务的反馈结果仍然是过于抽

象，具体反映为宽泛而不接地气，或者过于细致

而缺乏优先次序。 所以在政策执行层面的规范

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如何细致完整

地描述规范，这有利于提高质量和准确度，但不

利于增加数量和推广力；二是如何完成框架性

的原则内容，这有利于提高普适性和接纳特殊

情况，但不利于精准核查和量化评估。 这两种

考虑方案都具有客观性，都能成立，而且可以付

诸实现，但是在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领域实施，
其协调性往往欠佳。 因此，我们梳理了“五—
四—三”方案，即五个数据生命周期的节点：数
据备份、数据采集、数据遴选、数据典藏、数据共

享，四种政策规范要素：固定要素、变动要素、项
目数据、多源数据（见表 ４），以及三项简单明了

的实施步骤：数据存缴层、数据存储层和数据使

用层。
综上所述，对于有效的科研数据管理，首先

要明确数据存缴层，即“人” 的问题———数据的

创建者 ／ 提供者（ Ｄａｔａ Ｃｒｅａｔｅｒ ／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他的任

务应该包括创建数据、搜集数据、处理数据、分
析数据和提供可重用的数据。 他的权利和责任

应该包括［５２］ ：①管理数据、存储数据、长期保存

数据；②遵守科研机构与资助机构的政策：为共

享和重用而备妥数据；③符合学科社群与科研

机构的标准：遴选、部署、转换数据；④考虑数据

在未来可视化中的法律与伦理问题。
其次是数据存储层：知识库（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它

的任务是监管数据，提供数据访问，提供合适的

工具以及整合各项应用。 知识库应该能够详述

数据管理政策，确保系统的日常维护，管理数据

使之能够长期使用，保存数据的真实性并符合标

准规范，保护数据提供者的权益，确保流量用户

的合理获取并且提供有效的数据访问、重用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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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科研数据生命周期各节点的规范研究

节点
科研数据生命周期的规范要素

固定要素 变动要素

数据备份［５３－５４］ 存储空间方案、数据备份方案、数据还原
方案、数据复原方案、财务支持方案

数据安全风险的级别、数据访问控制的手
段、数据用户的保护措施、数据迁移方案

数据采集［５３，５５］

数据采集标准方法、结构化文件命名方
式、版本区别方案、品质控管方案（校准、
重复取样或者测量，采集或记录标准化数
据，数据输入验证，数据的同行评议，受控
词表等）

数据规模预估方案（类型、格式和量级）、
数据存储设施（支持数据共享和长期访问
的格式与软件）、现存可重用数据

数据遴选［５３，５６］
法规支持（合同、法律、监管作业）、财务
支持、人员支持、政策支持（知识库或者档
案馆）

遴选标准（科研用途、教学用途）、保存时
限、销毁条件、保留条件、格式变化、载体
变化

数据典藏［５３，５７］ 元数据标准、数据文件创建、元数据创建、
文件与元数据收割方式

数据说明信息（方法、分析和处理的信息、
变量定义、词汇、计量单位、假设、格式和
数据的文件类型）、元数据标准规范（创造
者、贡献者、标题、日期）

数据共享［５３，５８］

数据专属使用期限、数据共享协议、数据
保密协定、数据共享机制 （ 如机构知识
库）、数据共享方式（类型、大小、复杂度
和敏感性）

潜在数据用户、数据共享时机、数据记录
回溯、数据引用方式、数据标示符（永久识
别符、系统识别符）

环节
科研项目数据权益管理的规范要素

固定要素 变动要素

项目数据［５９－６０］

工作小组的数据管理指南、部门的数据保
护 ／ 安全政策、科研机构的数据管理政策、
资助机构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业界的标
准作业程序

科研项目的本质、正在解决的科研问题、
产生数据的原因

多源数据［６１－６２］
数据延迟共享条件、数据限制共享条件、
数据知识产权（合作研究项目）、第三方
数据权限

数据管理修正方案、数据管理评估方案、
数据权责分配（合作研究项目）

具和可视化工具，以及提供用户教育培训等。
第三是明确数据使用层，即流量用户（ Ｄｏｗ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ｕｓｅｒ ／ ｒｅｕｓｅｒ） 的角色、权利与责任。 流量

用户可以搜集数据，通过浏览、下载、抽取等行

为获取数据，或者抽取、操控、重用数据、访问元

数据以使用、引用和可视化数据。 但是流量用

户必须遵守许可条款，向数据的提供者致谢并

有效地管理衍生数据。
为了解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笔者

在长期研究和走访的基础上，以固定要素和变

动要素进行规范要点的主次区分，以及项目数

据和多源数据的情境划分，重新界定科学数据

权益分析的基本框架，探索在数据治理［６３］ 中尚

未解决的问题。

３　 数据馆员的发展

３．１　 数据馆员的角色

开放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科学数据管理

办法》的颁布，促进了我国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

０５２



顾立平：科研模式变革中的数据管理服务：实现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开放科学的途径
ＫＵ Ｌｉｐｉｎｇ：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ｏｄｅｌ：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和

图书馆界的发展。 数据管理服务的核心基础是

数据权益，需要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具有相应的

知识、技能、理念和经验，执行各项协作的任务，
完成许多尚未预见的法律、信息技术、服务转型

等方面的攻关工作。
众所周知，社会经济的发展已从信息时代过

渡到大数据时代，人类社会所拥有的数据量和统

计量的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科研人员对

于“大智移云” （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服务、云
计算云存储）的需求，促使国外许多图书馆和信

息中心设置了数据馆员的新职位，在美国和西欧，
数据馆员已经成为研究型图书馆的一个重要职位。

图书馆员在科研数据重用和数据中心中发

挥重要的作用，有学者基于过去处理 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 乃至 Ｏｐ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发展历程，对图

书馆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进行系统梳理，进而

提出了数据馆员的新角色和新定位［６４］ 。 美国图

书馆协会（ＡＬＡ）正在就这一新兴职业开发核心

竞争力框架， 在 ２０１８ 年的国际图书馆大会

（ＩＦＬＡ）期间，也有报告建议图书馆和信息科学

（ＬＩＳ）应开设数据馆员的相关课程，以快速促进

这个领域的专业化［６５］ 。 有的学者从数据生命周

期考虑，基于图书馆员能够做的事情，提出数据

馆员可以担当的角色有：机构数据知识库管理

人员、政策制定者、数据管理计划咨询者、数据

咨询者、数据出版者等［６６］ ；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是

以下角色［６７］ ：数据管理者（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ｒ）、数据

工程师、数据管家（ ｄａｔａ ｓｔｅｗａｒｄ）、数据监护者、
数据科学家、数据档案管理员等。

我国学者［６８］ 认为，数据馆员应当与原先的

图书馆工作相衔接，可以在大数据时代培养几

种不同类型的数据馆员，如元数据馆员、科学数

据馆员、数据分析馆员等。 也有学者［６９］ 从终端

用户的需求考虑，认为在图书馆员走向数据馆

员的道路上，可以有选择性地遴选计算机科学

与统计科学中与未来发展的数据科学相关的内

容进行培养。 在 ２０１６ 年的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

研讨会上，笔者曾经做题为《在开放科学中探索

数据馆员的发展》 的报告［７０］ ，提出核心目标是

“促进开放科学政策成真”，三项任务是：①充分

了解和利用开放许可协议来协助人们分享和使

用文献；②完全熟练掌握数据管理计划来协助

人们组织数据；③妥善运用和推广期刊出版规

范指南来协助人们选择发表刊物。

３．２　 数据馆员的培训

数据科学家、数据公民、数据馆员正在成为

创新社会的新兴力量，也是推动开放获取、开放

数据、开放科学发展的主要力量。 数据馆员的

专业培训有助于提升广大图书馆员的职业技

能，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新态势，满足面向国家

科技信息政策的实践工作的需要。 笔者通过中

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开展的科研模式变革与

数据管理服务方面的研究、咨询与实践，根据定

期举办数据馆员培训班以及每月举办的数据馆

员沙龙的总结和经验，整理数据馆员培训的课

程体系，具体应包括基础课程和进阶课程两个

方面（分别见表 ５ 和表 ６）。

表 ５　 数据馆员基础课程

主题 内容

数据政策
数据治理、数据计量、数据馆员、数据出版发布与引用、开放数据的权益问题与管理方式、数
字资源的开放内容管理机制

数据存储
ＤＳｐａｃｅ 安装、调试、测试、配置、注意事项
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ｅ 安装、调试、测试、配置、注意事项

数据处理 科学研究与 Ｒ 语言、统计（Ｒ）、数据处理（Ｒ）、可视化 （Ｒ）

数据分析 结合项目案例分析（Ｒ）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经典案例探讨（Ｒ）、无监督学习 （Ｒ）、有监督学习（Ｒ）、半监督学习（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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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数据馆员进阶课程

主题 内容

大数据工程 大数据工程基本概论与工具、Ｈａｄｏｏｐ 原理与结构演示

大数据存储 Ｈａｄｏｏｐ 安装、调试、测试（ＶＭ）、ＨＤＦＳ 数据导入导出（ＶＭ）

大数据计算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概论（ＶＭ）、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大数据计算（ＶＭ）

大数据管理 Ｈｉｖｅ 数据查询（ＶＭ）、Ｈｉｖｅ 报表导出（ＶＭ）

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基本概论与工具、Ｐｙｔｈｏｎ 基础、安装、调试

大数据采集 爬虫与反爬虫的基础知识、网页抓取（Ｐｙｔｈｏｎ）

大数据处理 数据读写和操作（Ｐｙｔｈｏｎ）

大数据科学 结合项目案例分析

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概论与基础、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介绍、安装、基本操作、图像处理（ＶＭ）影像处理（ＶＭ）

４　 结语

科研模式的变革与科研数据管理为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也提出了更高

要求。 图书馆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既要作

为公共知识供给的服务平台，又要成为各种科

技创新投入施放的表演舞台。 科研数据管理是

图书馆发展的新兴机遇，图书馆对科研数据的

发现、评价与遴选的能力，以及描述、组织、检索

或者分析科研数据的能力，在未来至关重要。
在开放获取、开放数据以及开放科学的发

展趋势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依然是持续：①
消除知识鸿沟，使得科研人员、公众和企业都可

以获得公共资金资助产生的科研成果；②促进

知识创新，科研成果公开共享，有利于人们检

视、利用和宣传优秀的科研成果；③打破知识高

墙，压制付费高墙乃至打破数据共享壁垒。 开

放共享战略可以吸引优秀人才，可以在数字化

时代里掌握规范、规格、国际学术交流的话语

权，在这一过程中，不能缺少图书馆和信息中心

的专家的参与。
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科学数据共享、

科研成果开放获取正在紧密关联，数据科学家、
公众科学家、数据工程师、数据分析师、数据管

理员等正成为新的职业。 科研数据管理服务是

开放和共享的主要推动力量，尽管人人手上皆

有数据，而且都有所谓的数据管理经验，但是整

体推进行业乃至社会经济发展却并不容易，在
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尚未遇到的问题。 在促进

科研数据管理服务以及数据共享的过程中，关
键是要明确目标，清晰权益以及厘清风险，才能

使人们更好地认识数据的价值、数据共享的价

值以及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价值。
数据馆员的职业价值应该得到认可。 数据

馆员服务于科研数据管理，他们的职责不仅是

管理数据，而且是利用学科专业知识和图书馆

学情报学的知识协助学科馆员更好地进行数据

管理服务；通过数据管理服务，图书馆员能更好

地服务科研人员，在科研生命周期的各个节点

发挥重要作用，最终促进开放获取、开放数据、
开放科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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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ｕｇｏｓｅｎｒｙａｋｕ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６－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８．ｃａｏ．ｇｏ．ｊｐ ／ ｃｓｔｐ ／ ｔｏｕｇｏｓｅｎｒｙａｋｕ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 ４ ］ ＪＰＣＯＡＲ．ＪＰＣＯＡＲ 統合イノベーション戦略についての見解［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８－１６］．ｈｔｔｐｓ： ／ ／ ｊｐｃｏａｒ．ｒｅｐｏ．

ｎｉｉ． ａｃ． ｊｐ ／ ？ａｃｔｉｏｎ ＝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ｕｒｉ＆ｉｔｅｍ＿ｉｄ ＝ １２６＆ｆｉｌｅ＿ｉｄ ＝ ２２＆ｆｉｌｅ＿ｎｏ ＝ １．（ ＪＰＣＯＡ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ｊｐｃｏａｒ． ｒｅｐｏ． ｎｉｉ． ａｃ． ｊｐ ／ ？ ａｃｔｉｏｎ ＝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

ｕｒｉ＆ｉｔｅｍ＿ｉｄ ＝ １２６＆ｆｉｌｅ＿ｉｄ ＝ ２２＆ｆｉｌｅ＿ｎｏ ＝ １．）

［ ５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Ｏｐ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８－

１６］．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ａｐ．ｅｄｕ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２５１１６ ／ ｏｐｅ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ｙ⁃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ａ⁃ｖ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 ６ ］ ＡＬＡ． ＡＬＡ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ｃｏｄｅ ｔｏ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ｂｅ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 ２０１８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０７－

０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ａ．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ｍｅｍｂｅｒ⁃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ａｌａｓ⁃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ｒｅａｄｙ⁃ｃｏｄ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ｂｅ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２０１８ －

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７ ］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ｏ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ｏｎ ａ 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７－０７］．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ａｒｃｈｉｖｅ．ｏｒｇ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０５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ｒｃｈｉｖｅ⁃ｃｏｄｅ⁃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ｏ⁃ｐａｒｔｎｅｒ⁃ｏｎ⁃ａ⁃ｄａｔａ⁃ｓｈａｒ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ｅｓ⁃

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ｉｌｏｔ⁃ｐｒｏｊｅｃｔ．

［ ８ ］ ＥＯＳ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２－ 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ｏｓｃｐｉｌｏｔ． ｅ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３１－ｐｏｌｉｃｙ⁃ｌａｎｄ⁃

ｓｃａｐｅ⁃ｒｅｖｉｅｗ．

［ ９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Ｓ’ ａｎｄ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ｕｌｌ ａｎｄ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 ｍｏｅｄａｓ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 ｐｌａｎ⁃ｓ⁃ａｎｄ⁃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ｕｌｌ⁃ａｎｄ⁃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ｓｃｉ⁃

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ｎ．

［１０］ Ｅｎｓｅｒｉｎｋ 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ｕｎｄｅｒｓ ｂａｎ ｇｒａｎｔｅｅｓ ｆｒｏｍ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 ｐａｙｗａｌｌ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９－

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ａｇ．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ｕｎｄｅｒｓ⁃ｂａｎ⁃ｇｒａｎｔｅ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ｐａｙｗａｌｌ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１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ＮＩＩ ２０１６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１０－２７］．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ｉｉ．ａｃ．ｊｐ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 ／

ｕｐｌｏａｄ ／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２０１６．ｐｄｆ．

［１２］ Ｆｏｓｔｅｒ． Ｏｐ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１０－２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ｏｓｔｅｒｏｐｅ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ｕ．

［１３］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ｓ ａｎ ｏｐｅ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２－０６－２１］．ｈｔｔｐ： ／ ／ 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ｒｇ ／ ｐｏｌｉｃｙ ／ ｐｒｏ⁃

ｊｅｃｔｓ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ｕｂｌｉｃ⁃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１０１．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１０－２７］． ｈｔｔｐ： ／ ／ ｉｎｎｏｓｃｈｏｌｃｏｍｍ．ｓｉｌｋ．ｃｏ ／ ｐａｇｅ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１５］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１０１． Ｏｐ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 １０－ ２７］． ｈｔｔｐ： ／ ／ ｉｎｎｏｓｃｈｏｌｃｏｍｍ．ｓｉｌｋ． ｃｏ ／ ｐａｇｅ ／ Ｏｐｅ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１６］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１０１．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１０－２７］． ｈｔｔｐ： ／ ／ ｉｎｎｏｓｃｈｏｌｃｏｍｍ．ｓｉｌｋ．ｃｏ ／ ｐａｇｅ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１７］ Ｈｉｇｈｗｉｒｅ．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Ｐ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ｗｉｒｅ ｐｒｅｓ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ｈｏｍｅ． ｈｉｇｈｗｉｒｅ．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ｐｅ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ｗｉｒｅ⁃ｐｒｅｓｓ⁃

０５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四卷　 第二三八期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２３８

ｐａｒｔｎ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ｐｅｅｒ⁃ｒｅｖｉｅｗ．

［１８］ ＯｐｅｎＡＩＲＥ． Ｏｐｅ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ｐｅｎ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９－２２］．ｈｔｔｐｓ： ／ ／ ｂｌｏｇｓ．

ｏｐｅｎａｉｒｅ．ｅｕ ／ ？ｐ ＝ １８９５．

［１９］ 科学数据管理办法［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０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２７９２７２．ｈｔ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８－０４ ／ ０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７９２７２．ｈｔｍ．）

［２０］ Ｋｕ Ｌｉｐｉｎｇ．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４ ］． ｈｔｔｐ： ／ ／ ｉｒ． ｌａｓ． ａｃ． ｃｎ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２５０２ ／ ８７７８．

［２１］ Ｋｕ Ｌｉｐ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２－０４］． ｈｔｔｐ： ／ ／ ｉｒ． ｌａｓ．ａｃ．ｃｎ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２５０２ ／ ８５５３．

［２２］ 顾立平． 科学数据权益分析的基本框架［Ｊ］ ． 图书情报知识， ２０１４（１）： ３４－５１．（ Ｋｕ Ｌｉｐｉｎｇ． Ｂａｓ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ｒｉｇｈｔｓ［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ｉｔ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２０１４（１）： ３４－５１．）

［２３］ ＤＩＩＳ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ｇｏｖ．ａｕ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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