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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位论文开放资源建设方式研究*

丁遒劲，沈丹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要：在国外，较多国家/地区已建有学位论文平台供网络用户免费检索和浏览论文全文，学位论文的开放

传播概念逐步得到强化。在分析国外类似平台的资源建设方式、版权管理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学位论文资

源建设现状，分析推进我国学位论文开放获取在管理体制、版权管理等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指出建立各方利

益平衡机制是实现学位论文开放获取的重要条件，通过政策约束、专项资金支持等在元数据层面建设国家统一

的学位论文发现系统，在全文层面构建集中与分布相结合的全文存储体系，为教育培养、管理决策等提供多方位

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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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是现代学位制度的产物，根据ISO 7144-1986
对学位论文的定义，学位论文是著者提出其研究和发

现，并自荐报请授予学位或专门职位资格的文献。国家

标准GB 7713-1987《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

文的编写格式》指出，学位论文是表明作者从事科学研

究取得创造性成果或有了新的见解，并以此为内容撰

写而成、作为提出申请授予相应学位的学术论文。由此

可见，学位论文作为学位候选人的知识创新成果，本身

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和现实应用价值。随着我国

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学位论文资源体量日渐增加，

开放信息环境下以内部收藏、付费使用为主的传统中文

学位论文管理方式难免受到冲击。与此同时，国外越来

越多高质量学位论文趋向免费利用，学位论文正在逐

渐成为开放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结合陈枝清等对开放获取知识库名录（T h e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OpenDOAR）
的研究[1]，以及学术期刊的开放获取实践，本文将学位

论文开放资源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在一定使用许可下可

提供用户不受机构限制的全文下载或全文浏览服务的

数字化博、硕士论文；二是提供元数据公共查询服务，

面向机构内用户提供下载服务的学位论文存储系统（例

如：机构知识库）中的学位论文资源。以学位论文在元

数据以及全文层次的开放方式，本文针对学位论文开

放资源建设方式展开专门研究，以期拓宽学术信息资

源建设视野，促进学术信息资源的完整保存，推动学位

论文在更大范围内的共享与交流。

1 学位论文开放资源建设进展

从国内外学位论文开放资源的建设实践来看，根据

涵盖学位论文的范围可将学位论文开放平台分为三个

层级，一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独立构建

的机构知识库以及机构知识库导航系统，例如香港地

区博硕学位论文查询系统HKLIS DTC；二是以同一国

家/地区学位论文为资源建设对象形成的存储库或导航

系统，如英国的电子学位论文在线门户EthOS、加拿大

的Theses Canada门户；三是类似于NDLTD、OATD一

类的国际性数据库，它们大规模集成了全球不同来源的

学位论文。上述类型一般均为非商业性数据库，伴随开

放获取出版商业模式的成熟，由美国ProQuest公司运作

的开放学位论文平台ProQuest Open中的开放学位论文

数量也初见规模。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面向文献相关性度量的共词和引文综合分析方法研究”（编号：11CTQ019）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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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校（科研机构）机构知识库中学位论

文开放资源建设现状

高校建设机构知识库的目的在于对本校的知识

资产进行管理，学位论文作为学校教学成果重要的

一部分，是机构知识库重要的文献类型之一。根据

OpenDOAR的统计，截止2015年7月，全球已有1607个
机构知识库存有博硕士学位论文[2]。以加利福尼亚大学

为例，该校所有学位论文交由ProQuest公司出版，学生

可以选择传统商业出版方式或开放获取出版，所有以

开放获取方式出版的学位论文全文均将通过学校的机

构知识库eScholarship向公众开放[3]。截止2015年7月，

eScholarship已收藏该校Berkeley、UCLA、Merced
等多个校区的12,051篇学位论文 [4]，用户可免费在线

浏览和下载PDF格式全文，同时可查询单篇学位论

文全年/每月的点击量、下载量等使用数据。除了类似

eScholarship这种由单一高校构建的机构知识库外，机

构知识库集成检索系统也是促进机构知识库中学位论

文开放获取的重要力量，例如香港地区博硕学位论文查

询系统HKLIS DTC提供了港澳地区8所高校学位论文检

索服务，从而将用户指向各高校的机构知识库。无论是对

机构知识库还是导航系统而言，充分尊重学位论文产出机

构和作者个人意愿，处理好版权问题是系统得以正常运行

的根本，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各校区对论文提交、延迟出

版等做出了具体规定[5]，HKLIS DTC涉及的8所学校中有3
所可以提供全文浏览服务，它们分别通过在PDF文件中增

加水印、确认版权使用声明等方式规范用户使用。

1.2 国家电子学位论文存储库资源开放利用

现状

与其他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类似，学位论文的收藏

与利用也经历了纸质、缩微到电子化的发展历程，加拿

大、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及相关信息机

构竞相建立了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在国家层面推出了

学位论文在线服务门户[6]，部分学位论文全文资源已免

费向公众开放，有效地扩大了学位论文的传播与利用。

例如，加拿大图书馆在2002年起启动电子学位论文计划

并着手建立加拿大学位论文门户Theses Canada，公众

通过这个网站可以检索到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的

1998年以来的电子学位论文全文，用户无须注册即可免

费下载全文；大英图书馆也在2009年建立电子学位论文

在线服务门户EthOS，目前网站中可检索元数据量达到

400,000条，其中160,000篇学位论文可直接通过EthOS
或相应机构知识库下载全文。一般而言，国家电子学位

论文存储库的资源主要是通过国家学位论文项目吸引国

内高校联合参与形成的，数据库主要通过OAI-PMH等

开放协议自动收割参与机构库或访问机构FTP地址的方

式实现数据的采集。在版权与使用授权方面，各国法律均

充分尊重和肯定了作者的各项权益，图书馆多通过要求参

与高校必须在研究生申请相应学位时签订学位论文非排他

性许可授权协议，以获得学位论文作者的授权。同时，日

本、俄罗斯等国的学位论文呈缴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对

本国大规模的电子学位论文资源建设予以了政策保障。

1.3 全球性学位论文集成平台开放资源建设

现状

与开放期刊、开放图书等开放资源类似，学位论

文也建有专门的开放资源集成平台——开放获取学位

论文门户（Open Acces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ATD）。OATD中收录了2,540,937条学位论文记录，

来自全球约1000家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机构知识

库、地区/国家级学位论文数据库以及OCLC Worldcat的
电子学位论文编目数据，少部分数据是通过OAI-PMH
协议收割而来，全文仍存储在机构本地。博士与硕士

学位论文数字图书馆网络（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NDLTD）的构建机制与

OATD类似，也是通过元数据收割形成数据库，二者的

最大区别在于OATD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所有的资源均可

自主获取全文，而在NDLTD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并非所

有资源都可以直接获取全文。由于集成性质，这一类开

放学位论文资源平台能否提供全文以及全文开放时滞均

由元数据来源机构以及作者决定[7]，例如NDLTD根据作

者的要求将连接到的部分全文数据分为无限制下载、有

限制下载、不能下载几种方式，在未获得版权所有人正式

许可的情况下，学位论文的全部内容均不得以任何形式、任

何媒介进行商业化发行。除了公益性学位论文平台外，美国

ProQuest公司为满足各方对学位论文的开放获取需求也

推出了开放获取出版服务，每篇收取95美元的出版费用。

截止2015年7月，ProQuest Open已存储27,832篇学位论文，

用户可免费检索和获取全文。与集成平台相比，ProQuest 
Open作为商业性出版平台，学位论文的组织加工质量更

高，资源存储稳定性较强，但是数量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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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推进学位论文开放获取面临的
挑战

无论与国外发达国家还是我国的港澳台地区相比，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大陆地区学位论文资源建设相对封

闭与分散，显然很难与当前趋向开放的学术信息环境相

适应，并直接影响到学位论文的共享与交流。学位论文作

为一项学术成果，研究意义不仅限于使作者获得学位，其

价值也不局限于一时的评审，其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判

断更有赖于后期的共享利用，封闭的交流环境反而更容

易滋生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因此，学位论文信息

理应向社会公开，在广泛使用中检验我国研究生教育成

果的质量，从而提高研究生教育管理透明度。但是从我国

当前的发展环境来看，学位论文开放仍存在诸多挑战。

2.1 尚未建立统一的学位论文资源建设体系

中国学位管理工作与中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息息

相关，研究生招生人数的增长导致学位论文的数量也迅

猛增加，受行政系统、学科等因素影响，我国的学位论文

的多头管理问题较为明显。目前，根据相关规定，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图书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图

书馆是三家法定收藏机构，同时高校系统和中科院系统

也根据自身优势对学位论文进行了广泛、系统、集中收

藏。由于分属文化、教育、科研等多系统领导，缺乏统一

的管理，受行政约束，各收藏单位之间缺乏协调，各系统

之间相对封闭，尚未从国家层面集成元数据或统一存储

全文，对大规模推进学位论文开放获取造成困难。

2.2 尚未形成统一的学位论文版权登记制度

总体而言，国内各高校对学位论文的版权管理模

式归纳为两种：一是出台相关的学位论文著作权管理

规定，二是学校与学位论文的作者签署学位论文使用

授权许可协议。但是据调研结果显示，很多高校的使

用授权许可协议并无版权归属的条款，学位论文的版

权归属问题相对模糊[8]，统一的版权登记制度则有利

于从根本上明确这一问题，对公开学位论文的作者予

以相应的版权保护。但是我国当前尚未针对学位论文

形成版权登记制度，且现行版权登记责任主体呈现“双

重、多元”的混乱局面[9]，难以从法律层面确保公开学位

论文作者权利。

2.3 缺乏可持续的科技信息资源开放获取

机制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学术信息资源传播与存储的成

本大大降低，但仍需要一定的经费和人力资源维持系

统的正常运行，商业出版社的加入更使开放获取并非单

纯具有公益属性。从国外科技信息资源的开放获取实践

来看，特别是粒子（高能）物理领域SCOAP3项目，它

通过招标购买开放获取出版服务寻求的正是公共利益

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平衡，而我国目前由于相关机构的科

学研究教育经费有限，开放获取还只停留在公益服务阶

段，所依赖的经费和存储条件难以得到稳定保障，万方

数据、清华同方等商业性信息资源建设力量在科技信

息资源开放获取工作中的参与度有待提高。

3 面向开放获取的国家学位论文资源建
设体系建设

学位论文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

在开题、中期、答辩等过程中经受层层把关，具有较高

的学术质量，但是创新性知识和成果得不到广泛应用

也必然会慢慢落伍成为数据库中的鸡肋，因此需要将

开放获取理念融入我国现有学位论文管理工作中来，面

向开放获取在国家层面构建学位论文资源体系。

3.1 寻求平衡的学位论文开放利益机制

学术期刊由于价格上涨明显引起学术界、图书馆

界不满，但这也直接推动期刊论文的传播较早参与到

开放获取运动中，从最初的机构仓储向开放获取出版

扩展。从期刊的开放获取现状来看，许多国家政府已出

台科研成果强制存缴、开放获取出版基金等支持性政

策。Elsevier、Springer等大型学术出版商不断推出开

放获取出版服务，足以说明当前的开放获取不再是单

纯的公共行为，公共与商业利益共同主导的开放获取

运动格局已然形成，学位论文的开放获取进程亦应如

此。因此，我国推进学位论文开放获取的首要任务就

是在各方利益特别是在作者与公众之间寻求平衡，通

过建立统一的版权登记制度，明确作者因撰写学位论

文获得正当权益，从而协调学位论文作者、作者所在高

校、学位论文收藏单位、数据加工单位、广大公众因学

位论文的传播和使用而产生的法律关系。除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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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应特别要加强作者与高

校权利让渡管理，在授权协议书中明确权益归属及是

否允许全文公开等权利要点。同时，商业数据库商在数

据加工与组织方面的人力、技术力量优势明显，可借鉴

ProQuest公司的开放获取出版模式，以“前端付费”方

式推进学位论文全文免费公开。

3.2 构建统一的国家学位论文资源发现系统

从加拿大、德国等国学位论文资源建设实践来看，

以收割、呈缴元数据等方式在国家层面建设统一的学

位论文资源系统已较为普遍，它是国家对高等教育成果

的一种有效管理手段。我国当前学位论文分散在各个系

统/高校，难以把握学位论文全局，需要在元数据层面

对学位论文进行统一管理。国家教育部门应适时出台

相关规定，强制要求高校将学位论文在发现系统中进

行登记，作为学生毕业以及高校考核的重要依据。系统

数据分为回溯和更新两部分，回溯数据可优先从国家

图书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大型学位论文收

藏系统获取，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时效性，仍需要自

动收割高校机构知识库、自建学位论文数据库元数据，

并通过系统查重和元数据质量比较对回溯元数据集进

行补充和优化。同时，由于各高校对学位论文的撰写要

求不一，元数据字段项目和内容存在较大差异，后期需

要根据先期制订的元数据框架对采集元数据进行补充

规范，便于提高系统检索以及数据统计分析效率。系统

后期数据更新主要来源于高校每年登记的学位论文信

息。发现系统本身不存储全文，但是可提供全文获取线

索，根据用户使用情境链接到最优的存储位置，通过即

时下载或文献传递获取全文。

3.3 建立集中与分布相结合的学位论文全文

存储体系

促进学位论文的利用与交流是构建国家学位论文

资源发现系统的主要建设意义之一，但是我国学位论

文收藏较为分散，现阶段完全实现统一存储在管理体

制上存在较大困难，在学位论文法定收藏的基础上吸

引高校参与学位论文开放获取，通过机构合作形成集

中与分布相结合的学位论文全文存储体系在我国当前

具有一定可行性。在组织管理方式上，可由国家图书馆

等国家级信息服务机构为主导、其他高校/收藏机构共

同参与组成全国学位论文资源建设管理机构，形成协

同的全国性学位论文数字长期保存机制。其中，高校可

通过全国统一的“学位论文呈缴系统及技术平台”上传

PDF格式的学位论文全文，作为国家信息资源战略储备，

一般用于大规模数据统计与挖掘使用，仅在突发情况下

启动全文服务；系统日常运行中，学位论文是否对外提

供全文服务仍由高校决定，并由高校/论文收藏机构实际

提供服务。为激励和鼓励高校/机构推进学位论文开放

获取，国家应对开放获取学位论文保存给予稳定的维护

费用资助，保证学位论文保存的连续性与完整性。

图1 国家学位论文资源建设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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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形成多元化学位论文信息服务体系

学位论文信息服务贯穿于学生选题到传播利用的

整个过程，立足于本文提出建设的国家学位论文发现

系统以及集中与分布相结合的全文存储体系，可形成

不同层级的信息服务。除了学位论文检索、全文下载/传
递、提供学生学术能力凭证等一般性信息服务外，大体

量、完整、权威的学位论文元数据和全文数据也为开展

学位论文其他服务提供可能，通过数据整合和数据挖

掘衍生而来的学位论文引文、主题分析等结果既可用于

评估学生选题的创新性，也可以用于高等教育管理部门

按照地区、系统、学科、行业统计教育成果产出等，形成

学位论文质量监控系统。但是，随着科研成果产出成果

的多样化，单一的学位论文资源体系难以保证评估结果

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学位论文有必要与期刊论文、会议

论文等资源类型关联，特别是学位论文引文数据库目前

存在较大空缺，建立跨信息资源类型的引文网络，揭示

学位论文与中文期刊、专利、标准乃至报纸之间的引证

关系，有助于多方位展示科研实体关系。

4 结语

在我国，学位论文作为非公开出版物，其大规模资

源建设特别是全文开放在管理体制、版权管理等方面

存在诸多挑战，利益关系复杂。但是从全球学位论文资

源建设情况来看，大规模集成元数据已成为国家学位

论文资源建设的主要方式，并且在其他资源类型开放获

取运动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学位论文全文可以直接

获取，逐渐成为扩大学位论文共享交流范围的一种重

要渠道，它同时也为公众监督公共教育资金使用提供了

窗口。因此，在同时尊重公共利益和作者/高校权益的

基础上，有必要在元数据层面建设国家统一的学位论

文发现系统，在全文层面构建集中与分布相结合的全

文存储体系，通过政策约束、资金支持等方式鼓励越来

越多的非保密学位论文被公众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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