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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国际开放获取实践进展

■ 郭进京１，２　彭乃珠２，３　张梦霞１，２　陆彩女１，２　顾立平１

１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１００１９０　２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１０００４９
３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１

摘要：［目的／意义］开放获取的发展得到了各方的普遍关注，了解世界范围内主要参与者的发展动态，有
助于图书馆把握开放获取的发展趋势和开放获取所带来的机遇，参与开放获取，应对挑战。［方法／过程］跟踪
２０１４年世界重要政府机构、科研资助机构、科研机构、出版商、国际组织的开放获取政策、研究报告、项目计划和
动态消息，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从开放存储、开放出版以及开放资源的组织和利用形式等方面总结２０１４
年国际开放获取实践的具体进展和发展趋势。［结果／结论］２０１４年开放存储整合趋势增强、转向开放数据存
储，开放出版从试验走向政策支持，开放资源的组织和利用不断深化、由目录揭示转向资源集成。在开放获取

发展的历史浪潮中，图书馆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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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ＧＲＣ北京会议的巨大影响

　　２０１４年全球研究理事会（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

ＧＲＣ）在北京召集各国科技界领袖共同推进开放获取，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大会上的致辞中指出：“各国

应采取多种方式，促进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共享

……。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支持建立

公共财政资助的科学知识开放获取机制，促进中国和

世界科学事业的共同发展”［１］。ＧＲＣ会议围绕两个主

题，即科技论文的开放获取和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科

技论文的开放获取是２０１３年 ＧＲＣ全体大会讨论议题

的延续，２０１４年 ＧＲＣ会议前后，许多国家纷纷出台相

应的政策和措施来响应ＧＲＣ开放获取的理念。

　　开放获取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之政府部

门、国际组织、科研资助机构、科研教育机构、出版商、

图书馆等的普遍关注，各方纷纷制定开放获取政策，通

过开放存储和开放出版的方式来推动开放获取发展。

在前几年发展的基础上，２０１４年各国（如美国［２］、墨西

哥［３］）继续推动开放获取立法进程；更多的国际组织

（如美国地球物理联盟［４］、世界卫生组织［５］）制定开放

获取政策；开放政策网络 （ＯｐｅｎＰｏｌｉｃｙ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ＰＮ）［６］创建，促进了开放获取政策的创建、采纳和实

施；资助机构推出具体的资助政策资助开放出版。这

些举措，为开放获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

　　国内科技界、出版界和图情界一直保持着对开放
获取的持续关注，相关学者一直在努力推动国内开放

获取发展和研究，如张晓林等对开放获取环境下研究

图书馆范式转变［７］及如何应对开放获取［８］、机构知识

库的发展趋势与挑战［９］、开放出版资助政策［１０］、开放

学术资源给图书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１１－１２］进行了广

泛而深入的研究。初景利等对国内参与开放获取出版

的实践进行了研究［１３］。李麟等对传统出版社的开放

出版政策进行了研究［１４］。黄金霞等对开放资源（尤其

是开放期刊）的组织与建设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践总

结［１５］。顾立平等对开放获取期刊评价与遴选的指标

框架进行了研究［１６］。曾燕、郑建程等对 ＳＣＯＡＰ３开放

出版新模式进行了研究并从事组织国内机构参与的任

务［１７－１８］。张冬荣、祝忠明等推动了中国科学院机构知

９１１

ch
in

aX
iv

:2
01

60
6.

00
00

3v
3



第５９卷 第９期　２０１５年５月

识库的创建、推广与服务［１９－２０］。青秀玲引介 Ｃ．Ｌ．
Ｂｏｒｇｍａｎ等对科研数据共享的研究［２１］。除此之外，中

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积极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相

关研究，如张晓丹、乔晓东等调研了中国学术期刊对机

构知识库存缴政策的态度［２２］。姚晓霞、聂华等对我国

科研教育机构知识库建设现状展开了调查与分析［２３］。

宋海艳等人调查并分析了我国科研人员对机构知识库

的认知与使用现状［２４］。

　　国内开放获取发展逐渐引起了更多人的重视，持
续关注全球开放获取进展能够支持我国的开放获取发

展。本文通过跟踪开放获取的最新进展，总结２０１４年
开放获取的重点变化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为图书馆

参与开放获取、应对开放获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

供参考。

２　开放存储：机构知识库整合与科学
数据开放共享

　　开放存储作为开放获取的主要实践形式之一，已
得到世界各地更多相关机构的政策支持［２５］，知识库整

合趋势增强，科研数据的开放存储成为发展重点。

２．１　机构知识库联盟推动跨区域整合
　　开放获取知识库经过多年发展，其系统的建设已
经较为完善，并且在国家、资助机构的开放存储政策激

励下，越来越多的人员参与到开放存储中来。为了最

大化机构知识库资源的可见性并确保这些资源得到完

善和充分利用，机构可以采取诸如优化搜索引擎、集成

知识库与外部发现服务、向本地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

宣传知识库等措施。随着科研变得日益全球化、分布

式和跨学科化，知识库基础设施必须反映科研团体的

需求和确保科研人员获取全球范围内的科研成果。因

此，需要对知识库进行整合，实现知识库间的互操作。

机构知识库间的互操作需要建立良好的互操作规

范［２６］。２０１４年 ３月 ２０－２１日，来自澳大利亚、加拿
大、中国、欧洲、拉丁美洲和美国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

知识库代表在罗马共同商讨制定知识库活动协同策

略，并讨论知识库网络整合，要求知识库网络应当采用

网络间的通用标准来支撑互操作，以实现地区间的数

据交换，增强对知识库内容的跨地区访问，使研究成果

发挥最大价值［２７－２８］。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８日，开放获取知
识库联盟（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
ＣＯＡＲ）、研究管理信息标准推进联盟（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ａＡｄｖａｎ
ｃ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ＲＡＩ）和区域知识库网络成立国际化组织，以提高

开放获取知识库间的互操作性，工作组的宗旨是制定

实施路线图，明确确保知识库网络间更大范围互操作

以及知识库网络与其他相关系统及参与方（出版社、当

前研究信息系统（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ＲＩＳ）等）之间的互操作所需的主要步骤［２９－３０］，其完整

实施计划已经公布［３１］。

２．２　机构知识库积极试验科学数据管理服务
　　科研数据的开放共享，对于保持数据完整性、防止
科学造假、减少时间重复及资金投入、方便后续研究等

具有重要意义。科研数据在得到立法支持［３２］、政策［３３］

和计划［３４］推动的同时，科研数据的开放存储、传播和

再利用成为开放知识库发展的重点。ＳＨＥＲＰＡＪＵＬＩ
ＥＴ［３５］的统计数据，在其收录的１４６项资助者政策中，
要求科研数据进行存储的占 ２６％，鼓励存储的占
１２％，未做要求的占６１％。早在２０１３年２月份，美国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ＯＳＴＰ）颁布《提高联邦资助科学
研究成果获取的备忘录》，要求所有研发资助年度经费

超过１亿美元的联邦机构所资助项目产出（包括同行
评议出版物和数据）的科研成果都要实现开放获取，同

时要求各相关联邦机构在备忘录发布后６个月内提交
计划草案，鼓励将科研产出存储在知识库中。随后，

ＳＨＡＲＥ项目［３６］创建，其全称为共享访问研究生态系统

（ＳＨａｒｅｄＡｃｃｅｓ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由美国大学协会
（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ＡＵ）、美国
研究图书馆协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ＲＬ）和美国公立赠地大学协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Ｌａｎｄ－ｇｒａ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ＰＬＵ）联合成立，旨在确
保科研产出的长期保存、获取与再利用，帮助各方跨库

发现研究成果，支持联邦存储。此外，欧盟推出开放科

研数据试点项目［３７］，要求受资助的研究者在申请时应

拟定一份详细的数据管理计划，将科研数据存储在知

识库中，同时要求为科研数据赋予唯一标识符，旨在提

高并使科研项目所产生的科研数据的获取和利用最大

化。

３　开放出版：经费转移与政策支持
　　学术论文开放出版作为开放获取的主要实现途径
之一，经过出版商的积极实践和对商业模式的探索，日

渐得到认可，也得到了一些国家，如英国、爱尔兰、意大

利等的政策性倾斜。英国研究理事会（ＲＣＵＫ）在２０１３
年３月发布修订版的开放获取政策及指南［３８］，提出自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日起，ＲＣＵＫ在接受开放存储的同时，倾
向于采用“金色”途径将全部或部分受公共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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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并在 ＣＣ?ＢＹ协议
下供公众无限制获取，目标是实现 ＲＣＵＫ资助研究中
７５％的论文以开放出版的形式实现即时、无限制的在
线获取。这些举措，将英国的开放获取运动推向了新

阶段。２０１４年，资助机构、出版商、科研教育机构等各
自对开放出版给予了更为普遍的关注和支持，通过采

取资金资助、创建开放获取期刊、相关费用减免、项目

试点、开展合作等形式推动开放出版的发展。

３．１　开放出版得到资助机构的政策支持
　　学术论文开放出版存在着多种资助方式［３９］，如专

项拨款、项目经费资助、机构资助作者、集团支付、联盟

资助等。２０１４年，资助机构在进行政策调整时，逐渐
将资助的侧重点转到开放出版。２０１４年对全球有反
馈结果的６４家资助机构的调查发现［４０］，多数资助机

构允许受资助者使用项目经费支付 ＡＰＣ（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ｈａｒｇｅ）。英国国立卫生研究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ＩＨＲ）和卫生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ＤＨ）规定，ＮＩＨＲ资助的研究人员要在遵循开
放获取政策的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其研究成果，并对

ＡＰＣ的支付方式作出详细规定［４１］。２０１４年９月６日，
开放获取慈善基金会（Ｃｈａｒｉｔｙ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Ｆｕｎｄ，
ＣＯＡＦ）成立，承担相关开放获取、文章处理费用，以使
ＣＯＡＦ的联合创建机构所支持研究的已出版作品能够
免费和无限制获取。ＣＯＡＦ将为英国３６所大学和研究
机构提供巨额资助［４２］，推动最新的医学研究成果的即

时开放获取。资助开放出版已从２０１３年的“试验田”
走向２０１４年的体制化发展，尤以明确的政策实施规定
为特点。

３．２　传统出版社加快向开放出版的转化
　　传统出版社参与开放出版的模式分为全开放出版
模式和复合开放出版模式［１４］。在资助政策的支持和

鼓励下，传统出版采取了以下举措：①出台开放获取政
策，如利物浦大学出版社［４３］、Ｊｏｒｄａｎ出版公司［４４］；②创
建新的开放获取期刊，如英国皇家学会［４５］；③将订阅
期刊转为复合期刊，实施开放出版，如电化学学会［４６］

等。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业界著名的出版集团，Ｅｌｓｅｖｉ
ｅｒ、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ＰＧ、Ｂｒｉｌｌ等出版商不断创建新的开放获
取期刊，截止到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１日，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已经拥有
４１７种开放获取期刊，其出版的开放获取论文总数也
达到２０万篇［４７］。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２日，ＮＰＧ加入到开
放获取学术出版商联盟（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Ｐｕｂｌｉｓｈ
ｅ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ＡＳＰＡ）中，扩大开放出版的业务。

３．３　图书馆订阅经费转移———支持ＯＡ出版
　　资助机构在对开放出版进行资助的同时，面临着
一种“重复支付”现象：资助机构在允许作者使用科研

经费支付复合期刊的开放出版 ＡＰＣ的同时，也用财政
经费订购了这些复合期刊，如果没有扣减机制，出版社

就赚取了“额外ＡＰＣ收入”，一定程度上帮助出版社维
持了订购期刊模式。为了有效解决开放获取出版的成

本问题，高校和资助机构与出版商签订协议，商讨订阅

费抵消论文处理费的方式，将抵消的订阅费用于支付

作者的论文处理费。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７日，英国物理学会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ＩＯＰ）宣布启动３年的试点项目，探
索按开放论文比例扣减复合期刊订购费的机制。有

２１家英国高校参与了该试点项目，这些高校科研人员
于２０１４年在ＩＯＰ期刊上发表论文的 ＡＰＣ支出将由大
学根据２０１４年开放获取论文的比例用于２０１５年的订
阅和许可费抵消，此后也维持这种模式［４８］。尽管 ＡＰＣ
通常由科研人员从其科研资助或部门预算中支付，但

订阅费通常来自高校图书馆预算。ＩＯＰ出版社所采用
的本地扣减方式，可确保图书馆订购费用的合理扣减。

３．４　学协会鼓励教师出版开放图书
　　图书开放出版在２０１３年得到重视，许多资助机构
和科研教育机构的开放获取政策范围扩展到开放图

书。２０１４年，随着资助机构的政策向开放出版倾斜，
某些机构将资助重点转向图书出版物的数字化和开放

获取，并在资助项目预算中设立出版费用选项（如瑞士

国家科学基金会［４９］）。根据相关资料［５０］可知，２０１３年
及以前已有的图书与专著的开放出版商业模式包括：

ＯｐｅｎＥｄｉｔｉｏｎ免费增值模式、众包模式、以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Ｕｎｌａｔｃｈｅｄ项目为代表的图书馆资助模式。２０１４年又
出现了一种新的资助形式———教师津贴模式。２０１４
年６月１２日，美国大学协会（ＡＡＵ）和美国研究图书馆
协会（ＡＲＬ）发布人文科学与定性社会科学学术专著资
助章程，以教师职称津贴的形式对北美高校教师所出

版的第一本经同行评议的图书提供资助，同时使其作

品成为公开可获取的电子版作品［５１］。该津贴补助模

式将帮助解决专著市场等问题，具有不用顾忌商业回

报而有机会出版专著、保持机构成本系统稳定、高质

量、拓宽发布渠道、提高内容可见性和机构投资回报率

等特点，对保证基金性学术专著出版长期的经济活力

和推动创新性数字化模式的出现具有重要作用。

３．５　各方利益相关者共同推动开放出版
　　在推进开放出版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资助机构、科
研机构、出版社、图书馆和出版平台之间通过加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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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流、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共同推进开放出版的发

展。

３．５．１　 　例
如，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利用 ＯＪＳ主机托管服务搭建
开放获取出版平台，通过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创建了

２９种与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学者和教职工相关的经
过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５２］。

３．５．２　 　资助机构和科
研机构代表作者与出版社签订开放出版协议，集中力

量争取出版优惠。如马普协会与ＰｅｅｒＪ于２０１４年９月
９日签订出版计划，允许８０多家马普研究机构的数千
名作者在ＰｅｅｒＪ上发表他们的同行评议文章时无需支
付任何费用［５３］。

３．５．３　 　出版社与
开放出版平台加强合作，将其出版物迁至开放平台。

例如，波兰出版集团将其３种行业领先期刊迁至Ｈｉｇｈ

Ｗｉｒｅ开放平台。新的期刊网站将提供每年出版的１万
多页研究成果，到２０１５年中期，ＨｉｇｈＷｉｒｅ平台将回溯
过去１００年内的所有论文目录［５４］。紧随其后，加州大

学出版社将自２０１５年中期起将其所出版期刊内容迁
移至ＨｉｇｈＷｉｒｅ开放平台［５５］。

４　开放资源：集成服务和利用

　　如果说开放存储是图书馆支持所在机构管理知识
资产的重要任务、开放出版是图书馆支持服务对象有

效地传播创新成果的举措，那么，开放资源建设就是图

书馆和图书馆员自我创新和不断进步的新的战略发展

方向。开放资源经过１０余年的发展，资源类型丰富多
样，资源量也具有了一定规模。面对如此丰富和众多

的资源，针对开放资源的组织和利用研究也在持续开

展。如表１所示：

表１　部分开放资源（系统）开放现状

开放资源平台或机构 资源类型 资源量

ＢＡＳＥ 开放搜索引擎 来自３４０８个资源点的７０４７万个文档（２０１５－０２）

ＣＳＩ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 开放图像和视频 ４１１０张图片及视频

ＤＯＡＢ 开放图书目录 ９６个出版社的２７７４本图书

ＤＯＡＪ 开放期刊目录 １０３３２种ＯＡ期刊、１８５万多篇论文

Ｄｒｙａｄ 专业领域数据仓储 ７８９９个数据包、２４６７８个数据文件、３８７种期刊、２８４０７位作者

Ｍｕｓｅｕｍｏｆ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ＴｅＰａｐａＴｏｎｇａｒｅｗａ 开放图像 ３万多张图片

ＯｐｅｎＣｏｎｔｅｎｔ 开放图像 ９．９万多张图片

ＯｐｅｎＤａｔａ 开放数据 ２４４０３４个数据集

ＯｐｅｎＶｉｄｅｏＰｒｏｊｅｃｔ 开放视频 ４０７９个视频

ＯｐｅｎＡＩＲＥ 欧洲开放获取科研设施 来自５７９个数据源的９９８万个出版物

ＯｐｅｎＣｏｕｒｓｅＷａｒｅ 开放教育课件 ３０８４个课件（包含２１７个音频／视频）

ＯｐｅｎＤＯＡＲ 开放仓储目录 ２８１１个仓储（２０１５－０３－０１）

ＰＭＣ 开放学科仓储 ３３０万多篇文章

ｒｅ３ｄａｔａ．ｏｒｇ 科研数据仓储注册目录 １１６６个科研数据仓储

Ｔｈｅ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ＭｕｓｅｕｍｏｆＡｒｔ 开放图像 ４０４３３６条记录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ＫＲ 开放机构仓储 １８３５０份科研产品（２０１５－０３）

ＴｈｅＯｒａｎｇｅＧｒｏｖｅ 开放教育资源 ７８５３５条记录（包括开放课件、开放电子书等）

　　注：资源量列除注明日期者，其余均来自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９日的网站信息

４．１　开放资源由目录揭示转向集成服务
　　开放资源的类型日益多样化，数量增长迅速（见表
１），而且这些开放资源分布在不同的地点，影响着开放
资源的充分利用。为了对这些开放资源进行综合利

用，一系列的集成和资源揭示平台被开发出来，最常见

的是目录揭示平台，如 ＤＯＡＪ、ＤＯＡＢ、ＯｐｅｎＤＯＡＲ等。
但是，面对如此众多的开放资源，单纯的目录揭示已经

不能满足用户需求，图书馆要转变馆藏资源建设策

略［１２］，将开放资源纳入图书馆本地可控馆藏，对开放

资源进行组织并提供集成服务。２０１４年，出现了众多

针对不同类型开放资源的集成服务平台，如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正在积极实践多种开放资源采集服务

平台的创建，分别对开放获取期刊和论文［５６］、开放科

技课件［５７］、开放会议［５８］、开放社会经济信息［５９］等开放

资源进行集成并提供检索、浏览、下载、期刊投稿推荐

等服务。

２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