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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科学的发展



开放共享:
期刊论文
研究数据
学术专著
开放教育资源
开源软件
开放影像
科研仪器
科研装置设施

开放学术：
研究方法
研究规程
研究工具
学术社交网络
研究平台
公民科研
科研众包
科研诚信规范
权益许可协议

开放科学社会环境：
可信赖的科学宣传
高效利用知识的能力
社会参与科研的机会
社会参与科学政策制定
对成果、机构和人员的公平有效
评价
保护社会不受无良研究的侵害
……



» 科技文献的开放获取

拆除“付费墙”

科研论文立即全面开放获取
作者保留著作权，以CC协议为基础
获得XML全文文档（自然支持战略保
存）
支持数据挖掘和智慧互联

科技文献的数据化可关联化可计算
化
不再只是传统出版者的专利



» 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

http://www.sohu.com/a/329203859_120052222



» 科研设施与科学仪器的开放共享



» 科研工具、平台和流程的开放化

https://101innovations.wordpress.com/workflows/

https://cos.io/our-products/osf/



» 开放科研社区的发展

任真等：开放科研社区的发展与挑战，2017.10.



» “信息资源”——从最终成果到过程中的研究因素
（Research Elements）

Anders Karlsson, New Trends in Open Science: Sharing and 
Publishing of Research Elements. 2018.10.17

Registered Reports

Pre-pr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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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成果的产生、传播、管理、消费和保存方式
• 传统学术交流系统中各参与方的活动、角色和职责学术交流系统变革

• 信息资源数量和类型、获取途径；
• 学术资源的共建共享以及学术资源价值的最大化
• 图书馆拓展新职能

信息资源建设发展
机遇

• 内容拥有者→大规模内容的创建和传递服务
• 流程、方法、工具、人员、机制、能力均有所欠缺
• 如何发挥力量推动开放获取及开放科学的发展？

信息资源建设面临
新挑战



» 学术交流系统变革

？

科研项目

撰写论文

同行评审

期刊出版
图书馆

读 者

公共财政

成
果

论文
论文

订阅 付
费
订
阅

纳税人

科研教育机构和科研资助机构



» 学术交流生态系统变革
• 研究人员：是生态系统的核心，论文生产者、分解者和

消费者

（1）通过支付APC，直接介入到系统的资金流

（2）通过机构知识库、学科知识库等开放基础设施，将论

文直接推向用户，进行直接的学术交流

（3）保留著作权，并选择适当的授权许可协议分享与传播

自己的论文
• 科研教育机构和科研资助机构：是系统中的生产者

通过发布和实施开放获取政策，直接参与科研评估，引导科研成果的发

布渠道和方式，通过其下属的图书馆或者出版社重新定义他们在生态系

统中的生产者权利和主导权



» 学术交流生态系统变革
• 出版社：是系统中的分解者，也是学术交流生态系统中

的主要服务提供者

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实现学术出版的渠道增多，

预印本、自发布等渠道都会分流传统出版社的论文内容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跨界”出版参与者和激发新的商

业模式，如完全开放出版社、图书馆出版等。

开放获取的学术交流生态系统增加了一类新的参与者——社会用户。

他们是开放获取的直接受益者。

这类用户主要包括未能参与到公共资助项目或公共资助信息资源保障的企业人员

、部分教育者及其学生、对研究有兴趣的个人或其他社会群体。



» 学术交流生态系统变革

» 学术交流的开放性增强、学术交流的效率提升

» 学术交流的交互性提高、学术交流的内容丰富化

» 学术内容从出版源头的可计算化

» 开放知识资源基础设施对学术交流过程的全覆盖化

» 原有学术交流生态系统正进入到一个重构状态之中，各种生态主体的权利空间
都在经历扩张、挤压、交错、冲突和重塑——学术图书馆拓展新空间、发展新
定位的机遇期



» 学术图书馆及图书馆员对开放获取和其影响的认知

» 80.78%的图书馆员认为开放获取给学术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带来影响

» 68.5%的认可和非常认可：机构知识库建设、图书馆出版以及开放知识服务等

三项图书馆新定位

» 63.4%的图书馆员认为开放获取能够为图书馆提供从信息链中游的“知识传播”

向两端的“知识创造”与“知识利用”延伸的机会

赵艳，博士论文，开放获取背景下的学术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研究



» 学术图书馆及图书馆员对开放获取和其影响的认知

» 对开放获取完全不了解或比较不了解：25%
» 对OA2020完全不了解或比较不了解：57%

» 对Plan S完全不了解或比较不了解：66%
» 有效问卷数：584

赵艳，博士论文，开放获取背景下的学术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研究



» 学术图书馆开展开放获取相关信息资源建设实践情况

» 机构知识库的建设与服务是8个项目中的“开

展，且有专门流程”和“开展，且有专门流程和

专人专岗”选项比例最高的

» 开放学术期刊出版、预印本服务、开放出版

资助服务以及开放出版咨询服务等，目前在

图书馆中的实践尚属起步阶段，未能形成规

模

赵艳，博士论文，开放获取背景下的学术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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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DL实践：面向出版市场重塑的信息资源建设

赵艳，博士论文，开放获取背景下的学术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研究



» JISC实践：嵌入学术论文出版生命周期的信息资源建设

赵艳，博士论文，开放获取背景下的学术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研究



» 文献中心实践：融入开放知识资源基础设施的信息资源建设

赵艳，博士论文，开放获取背景下的学术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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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内涵与定位

赵艳，博士论文，开放获取背景下的学术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研究

• 模式转换：从资源订购转向出版支持

• 流程前置：从传播中介转向参与生产

• 内涵深化：从信息服务转向开放知识

资源基础设施服务

• 出版市场有序环境的建造者

• 开放知识基础设施的建设者

• 学术成果生产过程的管理者



» 学术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内容体系

赵艳，博士论文，开放获取背景下的学术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研究

信息资源建设流程向（学术交流生
命周期的）两端延伸:

• 向上：直接介入出版市场

• 向下：嵌入到学术论文出版
周期（科学研究周期）中支
持作者学术成果和研究元素
的管理、发布、出版和评价

• 信息资源建设内涵向
外拓展、丰富



感谢关注，恳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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