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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科学：使科学研究中开放透明可访问的知识（包括出版物、数据、实物样本和软件
等），通过协作网络共享和发展，使出版和传播科学知识变得容易获取。 

                        --（Springer Book, Open Science: One Term, Five Schools of Thought） 

  

开放科学与数字学术信息服务如同双螺旋中的两根主键， 
互促互利，交替推进彼此的发展 

1.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Hessels, L., Koens, L., Diederen, P.,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of open science : effects of global variation in open 
science practices on the European research system,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1, https://data.europa.eu/doi/10.2777/054281 
2. 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Open Science.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9949 

知识类型：科技出版物、科学数据、教育资源、软件代码、硬件等等。 

参与对象：传统科学界+科学界之外的社会行为者 

支撑基础：数字技术+协作工具、基础设施 

关键目标：参与研究过程的所有参与者之间的开放和无缝合作；社会参
与者在研究过程中的有意义参与 

关联过程：关联整个研究过程，并倡导越早越好 



1、开放科学促成新的学术信息生产和传播模式  

• 开放科学是由社会对科学知识共享的需求引发的，传统中学术信息的生产、交流和传播主要依
赖于图书、期刊、学术会议等，其中，图书、期刊等传统出版形式又是重中之重。在社会对科
学知识共享需求剧增的开放科学时代，传统出版为载体的学术信息生产与传播模式需要尽快适
应需求，形成新的模式，解决传统模式下在生产、传播中的一些制约。  

• 无偏见的快速出版与同行评议相结合的新型出版方式，缩短出版周期，促进最新研究成果的及
时发布与传播。传统期刊的出版必须经历论文提交、同行评议、编审、发表等环节，整个周期
至少需要2~3个月，常见的则需要半年以上。这种形式影响了知识的快速、及时传播。开放科
学时代形成的开放出版模式，可以极大地改进此类问题。以欧洲开放研究计划Open Research 
Europe（ORE）为代表的新型科技论文出版平台，通过在同行评议、正式入库检索前增加预印
本发布（10日内发布预印本，供查看和引用）等环节，极大地缩短了研究成果面世的周期，提
升了学术信息交流的时效性。  
 



1、开放科学促成新的学术信息生产和传播模式（续）  

• 开放同行评议，关联数据强制提交，改善研究中的可重复性、获取性、可验证性，提高研究的公开透明。

当前，传统学术信息生产与传播中由于部分环节（如科学数据、同行评议等）的不公开、不透明，造成了

越来越严重的学术不端与科研诚信问题。开放科学环境下，开放同行评议等新型评议模式将极大改进传统

同行评议中的不公正隐患，如ORE中的同行评审中，增加了审稿意见和专家信息一同公布、允许作者回应

和读者评论等环节；而传统论文出版所关联的科学数据被要求同时提交，则极大地改善了研究中的可重复

性、获取性、可验证性等问题。  

• 打破传统的学科边界，促进多学科研究成果的生产与传播，推进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促进合作，以应对

全球挑战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科学环境下，学科之间的边界越来越小，多学科共同合作的研究成果的

生产与传播需求越来越大，以Scientific Reports为代表的多学科期刊正在努力推进生产与传播的学术信

息的学科多样性。  



2. 开放科学促进了新的学术信息资源的产生  

• 开放环境，首先在内容生产端发生了重大变革，各种以传播、交流为目标，以各种新型平台为依托的新型

“出版”正在颠覆传统信息服务的内容基座，一次知识内容的载体形态、类型、产生环节、产生方式均发生

着重大的变化，由此引起的二次、三次内容生产也面临着变革。 

• 首先，开放科学推进了出版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带来了预印本的快速发展，更是促进论文中的“问

题、假设、方法、数据、分析、解读、应用”分解为独立的研究模块进行出版，这些类型的学术信息构建

起不同于传统文献资源的新型学术信息资源集合。 

研究过程中的各类内容成为学术交流与
传播的对象，以Open Research Europe
为例，支撑全领域14类出版。Octopus
一类平台尝试研究要素的出版。 

研究论文 短评 注册报告 指南出版 

数据出版 视频出版 

案例出版 

软件出版 

临床案例 同行评议 

方法出版 

...... 

研究问题 研究假说 研究方法 研究结果 

分析过程 结果解释 实际应用 



2. 开放科学促进了新的学术信息资源的产生（续） 

• 其次，越来越多的工具类资源、事实数值类资源、新闻政策类资源等也成为了开放学术信息资

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data.gov（开放政务）、CORDIS（开放资助信息）、re3Data（科学

数据）、Open Science Grid（计算资源共享）等。新型的开放创新研究所需的诸多类型学术

信息在开放科学环境下得到了极大发展，针对这些新型学术信息资源需要有清晰的认识与明确

的定位。 

• 为了更好地推进多种类型学术资源的生成与利用，需要从工作链的角度，深度研究不同类型的

学术资源在开放科学各个阶段的角色和作用，基于此构建更加灵活的学术资源描述框架、学术

资源融合策略、保存策略等，从而为开放科学环境下的异质异构资源提供重要的基础。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基础科研条件与重大科学仪器设备研发”中所反映出的问题。 

 



3、数字学术信息服务链条中各环节角色正在发生改变 

• 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急速发展，快速打破传统学术信息内容出版中发行、传播、服务的

壁垒，原有的出版、发行、传播链条发生极大变化，出版即服务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国际大型

信息服务商逐渐形成覆盖整个科研生命周期的闭环，实现了从出版商到服务商再到问题解决方

的角色转换，对传统知识内容传播模式发起了挑战。 

 
流量概况 

搜索引擎 

新媒体 

流量拓展方法 
   搜索引擎优化（SEO） 
 站内优化：内容优化、链接优化、结构优化、内链优化、外链优化 ..... 

 站外优化：外链优化、  数据提交、  友链交换、  蜘蛛池、  站群 .....

新媒体 
 平台：历程、稳定性、流量评估、人群画像、流量逻辑、平台规则 

 内容：选题、定题、撰写文章、审核、发布文章、热门词汇 

 引流：话术、钩子、技巧 



4、新的网络信息环境 
• 复杂信息环境下科技情报理论体系构建： 

    复杂信息环境包括科技情报“ 外部” 环境和“内

部”环境两个方面。科技情报“外部”环境是指我国的

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此

种国际环境给科技情报的信息源带来复杂性；科技情报

“内部”环境是指科技情报生产所处的复杂信息环境，

该环境下的科技数据与传统的科技数据截然不同，它是

一种“不稳定状态”的数据，即数据来源、类型、存储

结构、规模、质量等均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这也导致数

据内容更为复杂化。具体来说，复杂信息环境主要涉及

国际环境的复杂性、数据和信息的复杂性，科技情报技

术基础的复杂性三个方面。  
（赵志耘：论复杂信息环境下的科技情报卓智赋能） 

科技情报"卓智"赋能要素及实现路径 



4、新的网络信息环境（续） 

• “网络开源多模态科技情报智能分析”立项教训： 

  拟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 

  1、在复杂网信环境下，如何计算开源科技信息的情
报价值，实现多类型开源信息稳定、安全、可靠、持续、
隐匿式获取； 

  2. 如何实现碎片化、多语种、多模态开源科技信息
的情报要素抽取和认知推理，融合形成高价值科技情报
信息网络； 

  3. 在典型科技情报服务场景下，如何实现融合开源
情报和传统情报的异质信息自动化加工和问题适配，形
成智能科技情报分析新范式。 

主要研究内容与课题设置 



5、开放科学创造新的学术信息服务需求 

• 推动开放科学环境下的新型学术出版，还必须同时考虑建设面向开放科学的新型信息服务基础

设施和方法工具，包括但不限于专业性、综合性学术信息出版、评审和开放获取平台；支持学

术研究和学术出版的科学数据、图像信息、软件工具等科研要素的登记、保存、揭示和开放服

务平台；支持新型开放科学学术产出的科技评价方法工具；支持开放科学的科研诚信建设和学

术不端治理信息服务；开放科学信息资源的集成发现和关联、分析、评价和挖掘等增值服务等。 



5、开放科学创造新的学术信息服务需求（续） 

 

• 传统评价指标的新发展及新评价指标的涌现 



5、开放科学创造新的学术信息服务需求（续） 
• 助力高校落实科研诚信建设主体责任 

责任体系和诚信制度建设 

科研诚信素养教育 

关键业务点管理和把控 

举报受理、调查处理 

基础条件建设 

信息开放共享 

协调、配合与服务 

。。。 



6、为核心科技情报工作提供支撑 

• 情报理论方法的创新 

• 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知识技术、数据技术、人工智能⋯） 

• 学科和行业技术创新与行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建设 



7、发挥高校图书馆优势，构建多元开放数字科学信息服务新模式  

• 鼓励建设多元的开放科学学术出版与信息服务，而非统一模式、统一程度。多比少好，部分

开放也比不开放好。  

• 开放科学信息服务可分领域、分阶段逐步实施，注重引领、示范作用。 

• 高校图书馆可在开放学术资源建设，支持开放科学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开放科学下信息素

养培训，开放科学下新型信息服务能力构建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8、高校图书馆馆员在开放科学背景下的新角色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开放获取馆藏策划师”（17项岗位基本
职责与责任）--传统的采访馆员职能的扩展： 

 评估机会，并提出建议，使学术交流系统向研究的开放
传播转变。 

 参与实施创新的馆藏模式和方法，管理UCSB开放获取
（OA）出版基金。 

 通过eScholarship、ORCID和Dryad促进开放出版选择； 
 监测出版商和供应商提供的信息和数据，以确定开放获

取相关的趋势和模式 
 基于证据的馆藏和内容获取、管理和评估方面进行合作 
 ....... 

 

 Emory大学图书馆等发布“开放获取图书馆员”（主要推动开放获取
和开放教育实践，及提供OA知识库的推广和支持服务，类似的还有
“开放教育资源馆员”）--传统信息服务馆员或学科服务馆员的拓展： 
 开放教育服务：包括帮助教员发现、采用和改编外部制作的

开放教育资源；创建和维护开放教育计划的推广和教学材料；
制定开放教育计划的目标、政策、最佳实践和评估指标；版
权许可教育等； 

 开放获取存储库服务：涵盖科学数据的科学数据管理服务；
开放学术资料库的推广、宣传、培训与教育以及与各类数据
资源的整合等。 

https://recruit.ap.ucsb.edu/JPF02255 
https://librarypublishing.org/william-mary-2021-publishing-open-access-librarian/ 
https://news.cci.fsu.edu/jobs-and-internships/cci-job-board/mls-jobs/ 
 

（围绕科学数据，图书馆新职位嵌入科研全流程，参与数据

管理活动） 

 数据图书馆员（基于ALA JobLIST 2006-2018年4月发布

的美国学术图书馆相关岗位）： 

 包括数据素养馆员、研究数据馆员、数据可视化

馆员、数据馆员、数据仓储馆员、数据服务馆员、

数据与政府信息馆员等各类图书馆岗位名称；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图书馆2019年招聘“研究再现”图书

馆员； 

 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形成了体系化的”数据服务” 

Zhang Y ,  Su F ,  Hubschman B . A content analysis of job advertisements for digital humanities-related positions in academic libraries[J].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21, 47(1):10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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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校图书馆馆员在开放科学背景下的新角色（续） 

• 传统图书馆岗位在开放科学环境下工作内容有了新的内涵：如“开放获取馆藏策划师”、

“开放获取图书馆员”、“开放教育资源馆员”等的出现，传统的采访工作、学科服务/信息

服务需要结合教学、科研的需求，拓展多元化的开放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集成，同时，需要参

与到本校教学、科研资源的对外开放共享建设。 

• 开放科学环境下催生了新型图书馆岗位：科学数据相关的馆员岗位的出现，不同于传统图书

馆员的角色，需要参与到科研的全流程中，从数据管理计划、数据素养、知识产权、数据开

发利用、数据可视化服务等多个维度切入科研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推动开放共享，提高科

研诚信与研究透明度。 

 



新的岗位需要新的技能、工具与服务的支撑，信息服务面临新机遇、新需求： 

开放科学相关技能简图.https://zenodo.org/record/3702401 

FAIR数据：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
数据挖掘、数据清洗、数据管理、
关联数据、数据出版等等。 

计量评价：新型可替代评价、研究
影响报告等。 

学术出版：了解新开放出版物政策、
各类永久唯一标识、已有仓储等； 

科研诚信：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
科研诚信与伦理等。 

公众科学：公众科学的开放许可等； 
 

8、高校图书馆馆员在开放科学背景下的新角色（续） 



9、新的数字学术信息服务业务逻辑 
• 资源的数据化（数据治理、知识组织）、数据的工具化（知识计算、方法与算法）、
工具的平台化（技术能力与业务模式）、服务的场景化与工程化（开放共享与可持
续发展） 
 

• 知识的智慧化、智慧的场景化、智能的泛在化（张晓林） 
 
知识对象已内在地结构化、语义化、可定制、可关联,已涵盖从内容对象到知识关
系网络到知识创造与利用流程,成为可交互、可计算的智能体。 
 
通过场景驱动的创新机制,可在用户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通过数据、模型、计算和交
互来支持感知智能、认知智能和决策智能。 
 
通过泛在智能机制,推动智慧知识对象生态体系的构建与管理、知识与数据双驱动
的问题分析与决策推理、多源资源环境下AI赋能的个性化知识服务的动态构建,以
有效推动智慧知识服务的普惠可及。 



    总之，推动开放科学环境下的数字学术信息服务，图书馆和科技信息服务机构应该发挥

更好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同时也应鼓励各类学术研究、学术出版和信息服务主体进行多种模

式的大胆尝试，推动开放科学中各参与角色承担、落实其主体责任。除了享受开放科学带来

的好处外，我们也应是一个贡献者。 

        开放资源和传统内容服务学术信息资源互为补充。开放科学资源为专业化学术信息服务

提供了更多的知识库、实体数据、事实性资源、工具方法等。同样，开放资源也需要深度数

据治理、知识组织、关联揭示等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的专业化支持，需要如资源审核、注

册、保存、检测、评价等围绕开放科学资源的外围服务。积极促进各类配套的开放科学基础

设施和可持续服务能立建设，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将开放科学学术信息服务纳入开放科学

生态建设的大环境下思考。  



不对之处还请批评指正，谢谢。 
 
 

电话：13301170911 
邮件：qiaox@wanfangdat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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