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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数字网络环境下学术交流体系的

发展与共融*

摘要：在开放数字网络环境下，学术交流的内涵发生了极大的扩展和变化。以开放存取理念和Web 2.0技
术应用为主导的新型学术信息交流模式和环境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交流生态。学术交流系统

得到重构，非正式学术交流渠道开始复兴，支撑数字科研的学术交流体系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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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究和研究交流是学术交流体系中的主要活动。学

术交流（Scholarly Communication）是一个包涵很多内

容的概念，主要是指知识的创造、转换、传播及保存[1]。

美国图书馆学会将“学术交流”定义为一个系统，通过

这一系统，研究成果和作品被创造，其质量被评价，被扩

散到学术社团，并且为未来的使用而长期保存[2]。

苏联著名情报学家米哈依诺夫（A. N. Mikhailov）
根据学术信息交流依靠科学文献而划分为“正式交流

过程”和“非正式交流过程”，将借助于各种类型的学

术文献进行的交流过程称之为正式交流过程，信息生

产者与利用者之间通过直接接触，相互通信、参观访

问、出席会议等进行的学术交流称之为非正式交流过

程[3]。正式过程的交流则是由学术科研人员和编辑、出

版、印刷、发行等各方面人员共同完成的；非正式过程

的交流主要是由学术科研人员亲自完成的。非正式交

流始终是科学信息交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重

要性并不显著。

在以学术期刊为核心的纸质文献成为学术信息交

流的主导载体之前，学术信息主要以“非正式交流”方

式实现，即学术信息主要借助口头、书信等方式进行直

接交流。这一阶段的学术交流系统主要由四种要素构

成：学术信息生产者、学术信息本身、学术信息载体和

学术信息用户。其中学术信息生产者和学术信息用户是

系统中的角色要素。随着出版技术的进步，纸质文献尤

其是学术期刊成为学术交流的主导载体。伴随着纸质

文献数量的发展以及地位的提高，出版社、图书馆、情

报中心等处理学术信息的中介机构开始逐步介入学术

交流过程，进而发展成为学术交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因素[4]。随着学术出版物数量的膨胀，浓缩和报道

一次文献的二、三次文献的索引数据库应运而生，造就

了20世纪70-80年代联机数据库的繁荣，为缓解学术信

息爆炸带来的交流危机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5]。

在开放数字环境下，学术交流的内涵与三四十年

前相比有了极大的扩展和变化。学术交流模式已经从

单一的学术期刊发展到多种传播系统以及出版实践。

以开放存取理念和Web 2.0技术应用为支撑的新型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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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流模式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上学术交流的环

境，非正式学术交流渠道开始复兴，支撑数字科研的学

术交流体系正在形成。

2 开放存取重构学术交流系统

2.1 开放存取理念与实践

开放存取是国外学术界、出版界、科技信息界20世
纪90年代初兴起、旨在推动科研成果利用网络免费共

享、及时传播的学术成果交流模式。它倡导的是一种学

术信息公平获取与共享的理念，以追求学术界整体利

益的最大化。作为一种高效、公平的学术信息传播的新

机制，开放存取受到全球学术科研人员、专业学会、学

术团体、科学基金、学术出版机构、图书馆界的积极参

与，并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政策支持。在过去的十几年

间，开放存取从少数人的理想信念和试验行为，逐渐发

展成为各国政府、学术界、图书馆界和出版界共同关心

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全世界（尤其是学术资源丰富的

美国、欧洲等）围绕开放存取发起的行动倡议、开展的

研究和实践活动日新月异，对全世界的学术出版和学术

信息交流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开放存取运动始于科技文献，扩展至人文社会科

学领域；并继而拓展到科学数据的开放存取。开放存取

的内涵不断扩展，不仅覆盖越来越多的信息资源种类，

而且逐步把信息的收集、处理、管理与保存等机制都纳

入开放环境[6]。

2.2 科学文献的开放获取

综合《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BOAI）[7]和芬兰学者Bo-Christer 
Björk的观点[8]，科学文献开放存取的途径主要包括

两大类：开放存取期刊（Open-access Journal，简称

为OA期刊），即实施同行评议的电子期刊；自存档

（self-archiving）。自存档又通过三种主要途径：主

题资料库（Subject-specif ic repositor ies）、机构知

识库（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IR）以及作者的个

人主页（网站）。自存档所存的论文文档被称为E印本

（E-print），包括预印本、后印本等电子文档。

与传统的出版模式相比，科学文献开放存取学术

交流机制利用互联网快速、远程、交互的信息传播特点

和开放式的网络交流平台，实现了学术科研人员之间的

快速、远程、直接交流，从而克服了期刊出版时滞过长

带来的学术交流障碍；并且通过提高科学文献传播效

率与范围，降低科学文献获取的经济与存取障碍，扩大

了学术科研人员学术成果的显示度和影响力。

以信息生产者驱动的开放存取作为一种新的学术

交流机制，充实和扩展了从终端用户到终端用户的信息

传递链，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学术出版模式和学术

信息交流链上各个节点的功能和影响。分别处于学术信

息交流链条不同利益环节的出版商、图书馆、内容集成

商和作者在信息的创造和传播方面的角色不断得到融

合，从而引发了学术信息交流体系的重构和学术交流功

能的实现方式和路径变革（如图1）。

图1 科学文献开放存取学术交流
系统各角色分工示意图

随着这几年开放存取政策、技术、管理、保存等机

制的不断完善，开放存取的理念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

广泛认可并得以全面推进，许多国际组织、国家和教育

科研机构已采取积极措施推动开放获取。国际上一些

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出版机构纷纷开展基于开放存取出

版的科学信息服务活动。开放存取的出版方式已逐渐被

学术科研人员所接受，众多开放存取期刊、机构库、预

印本文库系统都已成功运行，并已得到广泛应用。截至

2012年3月，开放资源引擎Socolar[9]索引了11,739种OA
期刊、1,048个OA仓储；Open Science Directory[10]现可

查到13,000个OA期刊。三大引文索引——SCI、SSCI、
ISTP也已经开始收录OA期刊。各个学科也都建有电

子预印本文献库，如物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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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统计学领域的arXiv[11]，心理学、人类学、哲学、语

言学领域的CogPrints[12]，经济学领域的RePEc[13]、临

床医学和卫生领域的ClinMed Netprints[14]、化学领域

的The Chemical Physics Preprint Database[15]、物理

学领域的CERN Preprint Server[16]、天文物理领域的

Astrophysics Data System Article Service[17]、图书馆

学领域的E-LIS[18]，等等。我国较有影响的开放存取库

有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奇迹文

库、香港科技大学科研成果全文仓储（采用DSpace构
建）等。

根据PLoS ONE  2010年刊登的一项调查[19]，2008
年发表的研究论文中现在有五分之一能够在网上免费

获取。芬兰赫尔辛基汉肯经济学院的Bo-Christer Björk
和同事对爱思唯尔Scopus数据库中的120万篇论文进行

了随机抽样，手动检查了随机抽取的1,837篇文章的可

获取性。在这些文章中有8.5%的文章能在其出版商的

网站上免费获得，而在这8.5%的文章中又有四分之一的

文章是由于作者付费而免费开放的。另外，有11.9%的

文章能在作者的网站或者是资料库中免费获得，其中

大学和研究所设立的资料库占到了这一获取形式的四

分之一，另有43%则能通过如arXiv和PubMed等主题资

料库获得。

2.3 科学数据的开放获取

科学研究是一个动态、交互的过程，而科学数据

则近乎永恒地被采集、整理、存储、评估和分析。在自

然科学领域，大批高性能仪器设备的联机使用以及计

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引发了科学研究范式的深刻

变化，主要表现为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对科学数据前

所未有的高度依存。同样地，在人文社科领域，各类统

计、年鉴、调研数据也已成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科研资

源。数据驱动的科研发现和有效的科研数据管理，已

成为许多领域的重要基石。

科学数据是数字化科研得以顺利进行的核心资

源，科学研究需要科学数据支撑和数据服务。为了充分

发挥科学数据的价值和潜力，科学数据资源的开放获

取也被提上日程。

2004年1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科技

政策委员会发布了由30多个国家签署的《开放获取公

共资助研究数据的宣言》[21]，提出要建立公共资助的

研究数据的开放获取机制。2006年12月，OECD又颁

布了《开放获取公共资助研究数据的原则和指南》[22]，

指出“公共资助的研究数据”是由政府机构研究获取

的数据，或利用任何级别的政府资金资助的研究产生

的数据。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技基础数据已被提高到科

技发展牵引力的高度，被视为支撑科技创新发展的战

略资源。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都在积极推进科学数据的共享建设。在我国，2004年
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教育

部、财政部《2004-2010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纲要》[23]，确立了将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作为国家科技基

础条件平台的重要部分。由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建设”支持建设运营的数据中心有基础科学数

据共享网、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地球系统科学数

据共享网、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国家人口与

健康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等，这些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

开发建设打破了长期以来科研人员“各自为战”、科学

研究项目“各项目组为战”的局面，为我国相关领域基

础科学研究和学科前沿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数据

支撑。

“数据堂”[24]作为国内专业的科研数据共享服务

开放平台，致力于为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研发

企业及相关科研人员提供科研数据支持。在国家科技

部的大力支持下，数据堂与国内著名科研机构、高等院

校、科研组织通力合作，凭借数据堂专业、高效的数据

管理和分析团队，对分散在各个领域的数据进行收集、

加工、整理，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源，通过统一的平台

提供服务，使得科研机构、企业、高校和个人之间实现

充分的数据共享，满足用户在论文写作、科学实验、实

验教学、项目及产品研发过程中对各种数据的需求，使

得各类科研数据的使用价值发挥到最大。

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建有专门的数据仓储，如

美国哈佛—麻省理工数据中心（Harvard-MIT Data 
Center，HMDC）是两校联合建立的数据仓储，供教师

存储并检索数据[25]；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的谢里登学院（Sheridan）图书馆，建有数字研究和保

存中心（Digital Research and Curation Center），中心

强调发展自动化工具、系统软件以减少成本，尤其重视

对大规模的原生科研数据的收集和长期保存[26]。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数据的产

生、收集、共享与分析，科学数据的开放存取有助于提

高世界范围内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效率，已经成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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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ience的基础条件之一。有效的科研数据管理具有

保护数据免于丢失、提高数据曝光度、传播和出版成

果、实现数据共享、对科学质疑公开、鼓励观点的多样

性、节约科研成本、完成研究资助方的要求等诸多意义
[27]。新的科学机遇来自越来越有效的数据组织、共享

和利用。

2.4 开放获取理念与实践对学术交流模式产

生的影响

科学研究正在成为一种开放性、全球合作、协同式

的研究，支撑e-Research的学术交流体系正在形成。在

开放存取环境下，信息资源、数据资源全面共享，学术

交流的手段多样化、途径便捷化，学术交流空间数字

化、网络化、虚拟化，非正式交流增多且作用增强，灰

色文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化网络化的学

术交流体系已经发生深刻重构。

3 Web 2.0理念与技术革新非正式学术
交流

3.1 Web 2.0理念与技术

基于科学文献的正式科学交流只是整个科学交流

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有相当数

量的科学信息是通过非正式途径，即依赖于科研工作

者的个人接触得以传递的。Kling[29]等通过研究认为，

“学术科研人员的社会结构和他们的组织对科学交流

起决定作用，并在技术的影响下，形成一个社会—技术

互动的非正式学术交流网络”。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

改变了人们的信息环境，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信息获取

与信息交流。E-mail、邮件列表、Newsgroup、视频会

议等更为便捷的交流技术和手段，也为非正式交流过

程提供了复兴的机会。然而，近些年来兴起的Web 2.0
技术再次深刻地改变了非正式学术交流系统，搭建了

开放、共享的交流平台，弱化了学术科研人员的社会结

构和他们所处的组织的决定作用。

张树人认为传统互联网的发展虽有让“信息就在

指尖上”的美誉，但指尖却不一定能够经济有效地检索

到需要的信息；虽然不同地方的人们自由地对某一领域

的问题产生兴趣，但很少能自然、自由地形成志同道合

的合作。他将Web 1.0环境下信息交流存在的弊病及产

生的原因归结为四类“分离”问题：①网络上到处都是

零散的信息碎片，相互关联的信息间缺少必要的链接，

导致信息之间的分离；②信息系统之间的相互分享，异

构信息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低，信息孤岛问题严重；③

人与信息的分享，大部分信息与其创造者都是分离的，

并不能方便地联系到信息背后的人，大部分信息都没有

记录用户行为数据，信息与用户之间也是分离的；④人

与人的分离，由于前三类的分离，造成人与人之间不能

有效地互通，信息受众不能通过信息与信息创造者、与

其他信息受众产生关联[30]。然而，Web 2.0理念和技术

上的变革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交流、互动带来了转机

（如图3）。
 Web 2.0环境下，用户不再按照传统互联网“网

络－人”的模式进行信息交流，不再需要从某一特定的

网络中心获得信息再传播给用户；而是按照“人－人”对

话的模式，用户成为信息制造的中心，拥有更多点对点

传递信息的渠道。网络的开放使任何人都可以发布信

息，用户既是信息内容的生产者，同时又是信息内容的

*翻译自Julie M. Hurd提出的2020年科学交流图景的假想模型图[28]

图2 开放存取环境下的学术交流体系

开放存取具有快速、无成本传播、良好索引、免费

可获取等优点；但它也因其运行机制上的不规范而带

来一些弊病，如价值不高的文献大量涌现和重复出版

使得获取可靠的、有价值的信息更困难；不成熟的发现

缺乏足够的实验细节和支持数据；泛滥的修正和更新

形成多种版本，造成信息接收者的迷惑和不信任等，但

这些都可以逐步引入政策、规范等约束机制加以克服。

开放存取扩大了学术成果发布主体的范围，有更多的参

与者，并且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学术科研人员更多参与

控制的、快速的、适合学术科研需要的交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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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

随着Web 2.0概念的提出，互联网也随之产生了一

大批称之为Web 2.0的新创意、新概念、新技术与标

准。尽管Web 2.0概念云山雾绕，其核心无非是“以网

络作为平台”、用户控制数据以及由“六项核心竞争

力”（提供服务而不是软件、参与型架构、扩展的经

济性、数据的可混合和转换、软件的设备独立性以及

集体智慧的应用）构成的。当前各类Web 2.0的典型应

用——Blog（博客）、RSS（简易信息聚合）、Wiki（维

基）、Tags（自由标签）、SNS（社会网络）等都是这些

“文化基因”经过遗传、变异和选择的结果[31]。

关于Web 2.0的价值和意义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

是它为用户带来了真正的个性化、去中心化和信息自主

权，实现网络应用从信息内容的互联到人的社会互联。

Web 2.0是一套可执行的理念体系，实践着网络社会化

和个性化的理想，旨在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3.2 Web 2.0理念和技术对学术交流的影响

Web 2.0降低了网络用户参与网络交流的技术门

槛，并提供了良好的互动支持技术，为全世界各地的精

英和草根提供了可以进行更广泛的、自由的和个性化

的交流体系和平台。人们可以利用Blog、Wiki等网络工

具自由地发表、编辑科学信息或对其进行评论，借助

RSS、Tag、Bookmark进行信息订阅、分类和收藏，并

通过用户自发地或系统自动地聚合内容并提供索引。

Web 2.0提供了多种非正式科学信息交流渠道：

Blog、Wiki、社会性标签和社会性关系网络服务是广为

人知并获得广泛应用的四类社会性软件。

（1）Blog是“一种表达个人思想、网络链接、内

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并且不断更新的出版方式”。

Blog强调个性化，注重小范围的交流互动。Blog集成了

几项面向其他信息系统交互的看起来很简单却很特殊

的技术，包括RSS、Ping、Trace Back、Tags、Permalink
以及BlogAPI，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互联网上系统间的协

作互联关系。如基于RSS标准的内容同步、内容优化与

重组；基于Ping、Track Back的跨系统通信；基于Tags
的用户隐性兴趣偏好的自动挖掘；基于BlogAPI的跨系

统协作等。

学术博客们（bloggers）开设博客的目的一般是为

了分享和交流科研思想、感悟、数据、成果和资源。尽

管网络是虚拟的，但很多学术博客是实名的（如科学

网博客需要实名认证、资格审核），这在一定程度上保

证了学术博客的自律性、内容的相对正确性和可靠性。

通过博客，对于关注相同学科主题的用户个人，通过

编辑、评论、链接等相互了解，搭建起交流互动、展示

自我的平台，组成学术博客圈。在科学交流中，由学术

兴趣点相近的学科博客组成的博客圈已经成为学术

科研人员进行学术讨论交流的重要方式，如图书馆界

熟悉的“图林博客圈”、科学网上众多自发建立的“圈

子”，以及中国领先的IT社区网站的“IT博客”等。另

外，Blog的协作一般是指多人维护的，许多成功的博客

都是由多人协作撰写维护的，这种协作在科学领域尤

其普遍。根据Nature的统计[32]，排在前10名的科学博客

中有5个都不是个人博客，而是由一群科学家合作撰写

的，这类博客已经成为该领域相当有影响力的学术参

考信息源。

（2）Wiki是一种超文本共笔系统，支持面向社群

的开放编辑和自由协作。以“共同创作”为手段，依靠

“众人不停地修改”这样一种借助互联网创建、积累、

完善和分享知识的信息共创共建共享模式。同时Wiki
的协作者们也自然构成了一个社群，Wiki为这个社群提

供了学术交流的虚拟空间。Wiki最适于共同进行词条

解释或者文章/书籍的写作，特别是技术相关的（尤以

程序开发相关的）FAQ等。最成功的Wiki应用范例有

Wikipedia、百度百科、互动百科、Donews Wiki（国内

最大的IT知识库）等。

就学术交流一般要求主题明确性、相关性和追求

学术权威性的特点而言，Wiki的主题（条目）通常是明

确的，任何写作者和参与者都必须遵守所贡献的内容

具有与主题的高度相关性；Wiki的协作是针对同一主

题作外延式和内涵式的扩展，追求信息的完整性和充

图3 Web 2.0从文档到全面关联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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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性以及权威性，因此，Wiki是天然的共同创作工具和

项目/课题组的交流空间。

（3）社会性标签（Social Tags）是自由标签（Free 
Tags）的进一步延伸，指用户在自由标签的使用中通过

共同添加的标签把他们所标注的对象关联起来，这样

自由标签就具有了社会意义，成为社会性标签。社会性

标签在用户集合、标注对象集合和标签集合间形成一

个多元网络。

就学术交流而言，学术用户循着社会性标签在网

络上游走，可以看到整个网络上的用户、标签和对象之

间的对应关系，从而发掘出更多相关联的学术信息、兴

趣相投者、潜在的协作伙伴等。同时，社会性标签也催

生了一种全新基于无意识的自发的信息组织方式基础

上的信息检索方式，信息的发现更为便捷和高效。

（4）社会性网络服务（S o c i a l  N e t w o r k i n g 
Services，SNS）是专门用来辅助人们管理和拓展社会

人际关系网络的功能网站。这类系统将用户在网络社

区中的所有交互行为、社会关系都记录在系统中，并允

许用户自主管理自己的社会关系，通过共享和传递，在

集体分享与协作中发展自己的人脉关系网络，进而方便

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就学术交流而言，社会性网络服务在学术科研人

员之间突破了传统社会和组织结构的框架，促进了社

区内兴趣群的聚集和学术圈子的形成和发展，契合了

现代学术科研广泛协作、交流的特点。常用的社会性网

络服务有MySpace、UUMe等；以及图情领域的“书社

会”。

此外，IM即时通信的发展和普及，为学术人员的学

术信息交流和传输提供了快捷的手段。Web 2.0为学术

信息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渠道，交流的形式多样化，内容

涉及面更加广泛。

Web 2.0是服务于用户个体“微内容”的收集、创

建、发布、管理、分享、合作、维护的平台，为学术交流

提供了新的环境和模式，为学术交流系统增加了新的元

素。基于Web 2.0的学术交流是一种学者深度参与的直

接互动交流过程，其交流过程不受物理空间、时间的

限制，信息发布、接收、反馈方式更多样化和简单易行，

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网状的多路径交流体系[33]。Web 2.0
不仅拓展了Web 1.0环境下非正式交流的渠道和广度，

而且深化了学术信息交流的深度。通过相互间的互动交

流，交流主体的显性和隐性知识得到了全面的共享。

4 结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声势浩大的开放存取运动打

破了传统学术交流系统角色与功能之间固定的对应关

系，加之催生了诸多新的信息类型和角色类型，从而彻

底改变了在以印刷文献（期刊）为基础的年代建立起来

的较为封闭、固化的链式系统格局。在新的信息技术条

件下，传统角色要素的功能边界已经日趋模糊，并正在

驱使传统的、严格有序分工的学术交流体系出现根本性

重组。

基于Web 2.0的非正式学术交流是基于用户创造内

容、互动、分享理念的新的学术交流方式，是一种学者

深度参与的直接互动交流过程，在学术科研人员（作者

和读者）之间将存在各种各样的直接关联。

在纸质载体和数字载体、传统学术交流方式和数

字学术交流方式并存的大背景下，基于印刷出版物的传

统学术交流系统与数字环境下开放存取、Web 2.0理念

和技术等多种渠道前所未有地发展与共融，现代学术

信息交流体系的功能承载主体的多样化，使学术交流中

心不再固化在某一主体上，而是体现出“去中心性”的

特点，形成多路径网状交流体系，更深层次地实践着学

术交流体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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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 open digital network environment, the connotation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has greatly extended and changed. The new formed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model and environments led both by the concept of open acces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Web 2.0 technologies have dramatically changed the ecology  of 
the traditional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system is restructured and the informal channels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begin reviving to adapt 
to and support the digital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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