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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开放期刊再利用中的权益问题研究

摘要：开放期刊再利用过程中存在一系列权益问题，包括机器采集、本地存储、具体再利用方式合理性缺

乏依据等，源于相关主体权益关系中的冲突。这些相关主体包括作者、出版商、再利用者、资助机构、行业组织

等。基于权益关系的分析，提出图书馆开放期刊再利用全流程，包括期刊采集、存储、组织及再利用服务、数据

调用等环节面临的主要权益问题和对应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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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开放期刊，又称“开放获取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是指在期刊论文正式发表时或在发表后一

段时间内，通过使用许可的方式，允许任何人出于任

何合理目的自由地通过互联网免费使用期刊的全文内

容[1]。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术期刊的开放获取得

到来自各国政府、科研资助机构、出版界、图书馆界的

联合推动，开放期刊数量规模不断增长，目前，DOAJ
开放期刊目录中登记的开放期刊已超过10000种。同

时，开放期刊再利用也成为当前图书馆建设和服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开放资源利用程度的加深和服

务方式的拓展，特别是从元数据级向全文，甚至是数据

级的利用，图书馆资源建设工作遇到了许多困惑，如资

源的本地存储是否合理，直接通过网页采集数据是否

仍存在账号被封的风险，深度再利用是否存在法律风

险等。在传统版权环境下，图书馆在著作权问题处理方

面已经有了较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积累，但对于开

放期刊再利用还缺少相应的权益管理方案。针对这一

问题，本文对开放期刊再利用过程中的权益问题进行

研究，分析其产生背景、开放期刊再利用可能涉及的权

益主体及其诉求。在此基础上，思考和分析图书馆开放

期刊再利用中的权益问题和破解方法。下文将围绕上

述问题展开详细论述。

2 开放期刊再利用中权益问题的产生背景

作为代表公众利益的信息服务机构，如何平衡版

权人利益和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利一直是图书馆工作的

重要内容之一。国内学者对传统版权环境下的数据库商

与图书馆的关系[2]、国外数据库商业版权模式与图书馆

应对对策[3]、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制度对图书馆的影

响[4]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于开放获取资源，作

者通过使用许可协议，有效解决了版权保护和资源再利

用间的矛盾。那么图书馆对开放期刊再利用，还存在权

益问题吗？答案是肯定的。本文认为开放期刊再利用权

益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开放获取政策、使用许可等对于具体再利用

方式的合理性缺乏规定

以开放期刊为代表的开放资源的再利用方式不断

更新，但现有的资源使用许可协议、开放获取政策等缺

乏对具体再利用行为合理性的规定。例如SPARC质疑

2014年美国能源办公室公布的“DOE资助的研究开放

获取计划”，认为它没有阐述公众需要的再利用权利，

如批量下载、文本挖掘等[5]。

（2）使用许可协议本身仍处在发展变化中

目前针对开放资源的使用许可协议数量越来越

多，包括知识共享协议（CC协议）、STM的New Model 
Licenses等；同时，它们的更新速度不断加快。例如，开

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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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期刊领域当前使用最广泛的CC协议，自2002年发布

至今，十多年间，已经先后4次对协议条款进行调整更

新，平均每隔2-3年就会推出一个新的版本，目前已更新

到4.0版[6]。这会造成不同的开放期刊遵循的使用协议

和版权规定不统一；同一本期刊中不同论文的使用许可

不一致。许可协议的不一致，给图书馆开放期刊再利用

造成一定障碍。

（3）图书馆对开放期刊再利用涉及多个环节，需

要处理复杂权益关系

图书馆的开放期刊再利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作，涉及期刊内容采集、组织加工、提供服务等多个环

节，需要处理同多种主体的权益关系，包括图书馆同论

文版权人的关系，数据采集、存储过程中与出版商的

关系，图书馆与用户间的关系。而依靠开放获取使用许

可不能解决上述所有问题。以出版商对数据库的保护

为例，目前各国对数据库保护适用的法律不同，欧盟

的《数据库保护指令》对数据库实行比较严格的保护
[7]；美国在司法实践中，采用多法结合的模式对数据库

使用中的侵权利行为进行判断[8]；中国则通过《信息网

络传播条例》《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对数据库创建

者予以保护。因此，图书馆对开放期刊采集工作涉及出版

商对数据库拥有的权益，需要考虑各国的法律规定。

3 开放期刊再利用中的权益关系和存在
的主要权益问题

3.1 开放期刊再利用中涉及的权益主体及其

诉求

开放期刊一般会经历创作、资助、发表、他人对作

品的使用等阶段，这其中涉及的主体及其诉求，都影响

着开放期刊的再利用，成为开放期刊再利用权益关系

中的一部分。开放期刊论文的创作过程主要涉及作者、

资助机构两类主体：作者对创作内容拥有版权；资助机

构通过开放获取政策，对出版商施加影响，促使研究者

选择特定使用协议。论文发表过程，主要涉及作者和出

版商两类主体：作者保留版权而将发表权转移给出版

商[9]；出版商根据资助机构政策等，提供使用许可供作

者选择。期刊内容的再利用过程，涉及的主体包括任何

利用开放期刊的个人或机构。同时一些行业组织、学术

协会[10]等积极推动开放获取，也对开放期刊的再利用

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他们也是开放期刊再利用活动中

的重要主体。综上所述，开放期刊再利用活动涉及的主

体包括作者、出版者、资助机构、再利用者、其他主体，

各主体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开放期刊再利用中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示意图

（1）作者和再利用者通过开放获取定义、使用许

可协议等体现其权益主张

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赋予了用户对开放获取资

源自由获取、复制、检索、链接、传播等方面的权利，不

受技术、法律方面的障碍；但使用者应充分尊重作者版

权，包括署名权和保证作品完整性，具体表现在遵循作

品的使用许可。因此使用许可协议选择体现了作者的权

益主张。当前开放期刊主要采用的CC协议共提供6种
组合，对演绎、汇编、发行、公开传播、复制等再利用行

为进行规定，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11]。

（2）出版商通过提供使用许可选择方案或网站使

用政策体现其权益主张

对于开放期刊，出版商不再要求作者转移版权，而

是通过“提供使用许可协议供作者选择”和“制定网站使

用政策”等方式体现其在开放获取环境下的权益主张。

本文通过对Springer、Elsevier、Nature Publishing 
Group、OXFORD、BMJ、Hindawi、PLOS、Medknow
等8家出版社的调研发现：首先，出版商对平台中开放

获取作品的使用协议都有明确的规定。所有出版商都采

用 CC协议，并且趋向于CC BY，例如Springer、BMC、
PLOS都规定该社出版所有开放获取论文遵循CC BY协

议；Nature Publishing Group已将所有期刊的使用许可

协议统一至CC BY协议。但并非所有出版商都一致采用

开放程度较高的CC BY协议，例如Wiley、BMJ规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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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CC协议对版权作品再利用方式的规定

BY-NC-ND

BY-NC-SA

BY-NC

BY-ND

BY-SA

BY

演绎

不允许商业使用和演绎

如有演绎须注明原作品已被演绎

不允许商业使用

只要完整使用作品即可

须标明使用与原作品相同的协议

有署名即可

×

√

√

×

√

√

汇编

√

√

√

√

√

√

发行

√

√

√

√

√

√

公开传播

√

√

√

√

√

√

复制

√

√

√

√

√

√

署名

必须

必须

必须

必须

必须

必须

商业性使用

×

×

×

√

√

√

备注

有英国研究理事会（RCUK）和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资助的论文采用CC BY，其他的则不允许商业性

再利用。但针对具体的再利用行为，大部分出版商只说

明按照CC协议规定即可，只有Elsevier对CC协议下可

实施的行为作出解读。

其次，网站使用政策方面。①大部分出版社有完善

的网站使用条款和政策，对网站内容和设计的版权、链

接、下载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例如Elsevier在网

站的“Terms and Conditions”规定，所有网站内容，包

括文本、图像、用户接口、可视化接口、摄影、商标、标

志、视频、应用代码等，包括但不限于设计和内容安排

都由Elsevier和它们各自的许可人所有，受到版权法、商

标法和其他知识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②

所有网站都通过Robots协议限制了搜索引擎对网站的

抓取。此外Elsevier明确规定，除非经过Elsevier授权，

否则不能使用任何机器、爬虫软件或自动下载的程序、

算法、设备等，连续批量搜索、抓取、深度链接任何内

容。如果网站包含机器抓取限制文件，需要遵守相关规

定；PLOS规定，要合理使用API，但任何行为，不应给

网站的服务器带来负担。

注：Robots协议是一种行业惯例，目的是规范搜索

引擎的行为，是一种存放于网站根目录下的ASCII编码

文本文件[12]。一旦设置，Robots协议就可以在整个万维

网执行。搜索引擎的爬虫要访问该网站，首先需要检索

该Robots协议，以确定自己访问权限，据此进行下一步

操作：停止访问，或者按照协议要求进行访问。

（3）资助机构通过要求受资助者采用特定的使用

许可协议从而体现其权益主张

开放获取运动中，科研资助机构在制定开放政策、

推动开放资源的再利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资助机构

往往要求受资助人的作品选择某种许可协议对其作品

进行开放。如RCUK和Wellcome Trust从2013年4月1日
起强制要求由其资助的论文采用CC BY协议，授权任

何人出于任何目的再利用的权利。又如欧洲原子能机构

图2 Elsevier对CC协议再利用方式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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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 Selection

Read, print & 

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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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sh the final 

article（e.g. display 

in a repository）

Text & data mine Translate the article

Reuse portions or extr- 

acts from the article 

in other works

Sell or re-use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CC BY 4.0

*for private use 

only and not for 

distribution

CC BY -NC-ND

4.0
No

Elsevier user 

license
NoN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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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N）发起的SCOAP3计划，规定从2014年起高能

物理领域50%以上高水平期刊论文以CC BY方式开放

获取。本文认为资助机构对开放期刊再利用的影响往

往是间接的，它通过影响出版商的使用许可方案，间接

影响用户使用。

（4）行业组织、学术联盟等也影响着开放期刊的

再利用

一些行业组织、学术联盟也在推动开放资源再

利用和处理相关权益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

学术出版与学术资源联盟SPARC致力于促进作者、

出版商和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于2007年提出作者补遗

（Author Addendum）模板，协调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

权益问题[13]。美国国家信息标准协会NISO在2015年初

推出了推荐权益元数据字段，如果这一建议得到广泛

采纳，将使得作品的知识产权和使用许可信息得到更

好的理解和标识[14]。2015年5月，COAR和SPARC等组

织又发起了对于Elsevier sharing and hosting policies
新政策的抵制，认为这项政策妨碍了开放获取和学术

成果的交流[15]。

3.2 开放期刊再利用中存在的主要权益问题

（1）出版商的网站政策限制开放期刊内容的机器

采集

虽然开放获取期刊从理论上可以自由下载、使用，

但这些资源都是首先发布于出版商网站、存储于出版商

的数据库；如果出版商没有针对这些开放获取资源制定

专门政策，开放期刊的下载仍要遵循网站整体使用政

策的规定。在开放期刊采集环节，如果出版商能够主动

通过FTP、开放接口等方式向图书馆批量提供数据，那

么根据开放获取定义和CC协议中对开放获取资源可以

自由传播的规定，不存在权益问题；如果出版商不能主

动提供开放获取资源，此时，图书馆如果通过机器采集

方式从出版商网站直接获取数据，而忽略网站使用许

可或者未提前与出版商进行沟通，就容易产生权益纠

纷。例如Elsevier明确规定不得对网站内容进行数据抓

表2 出版商网站使用政策概览

网站使
用条款

有。规定了禁止机器抓取的页面；无抓

取时间间隔限定

网站版权声明 其他robots.txt协议

无 -无Hindawi

有。规定了禁止机器抓取的页面；抓取

间隔不小于10秒

网站内容、接口、商标版权属于eLife和内容许

可人，受美国和国际相关知识产权法保护
-有eLife

有。规定了禁止机器抓取的页面；抓取

间隔不小于30秒

网站内容、商标等版权属于PLOS和内容的许

可人，受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国际版权、商

标、专利法及其他国际惯例和相关法律保护

合理使用API，不得给服务

器带来负担
有PLOS

有。规定了禁止机器抓取的页面；抓取

间隔不小于40秒-50秒

无，但有网

站免责声明

Disclaimer

Medknow

有。规定了禁止机器抓取的页面；抓取

间隔不小于1秒

网站内容版权属于Springer和内容的许可人；

所有商标受英国和国际商标法保护

网站使用说明中区分了开放

与非开放资源
有Springer

有。规定了禁止机器抓取的页面；抓取

间隔不小于10秒

网站的内容受知识产权保护，包括版权法和商

标法

无，但有网站

Legal Notice
Oxford

有。规定了禁止机器抓取的页面；无抓

取时间间隔限定

网站版权由Elsevier和内容许可人所有，受到

版权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保护

未经过授权，不能使用任

何机器、爬虫软件，未说明

是否适用于OA资源

有Elsevier

有。规定了禁止机器抓取的页面；抓取

时间间隔不小于10秒
网站版权由Macmillan公司和内容许可人所有

不得任意下载网站内容形

成新数据库；但未说明是

否适用于OA资源

有Nature

-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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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并没有明确排除开放获取资源；若此时图书馆在不

告知出版社的情况下，自行开始数据采集，就可能与出

版商产生纠纷。此外，即使没有对数据爬取明确表态的

出版商，他们也都通过Robots协议，对搜索引擎等实施

的网页爬取进行限制。

（2）出版商对作品享有发表权和开放期刊本地存

储间的利益冲突

数字资源的存储实质是一种对数据库的复制行

为，按照开放获取定义和CC协议，开放获取资源可以自

由复制，因此开放期刊的本地化保存是合理再利用行

为，但可能存在与出版商的利益冲突。开放获取运动以

来，大量的论文可以通过互联网免费获取而不需要再

经过出版商。Elsevier出版政策中明确规定，作品出版

后，出版商享有发表权。关于机构是否可以把开放获取

资源集成到本地，建立自己的数据中心，直接向用户提

供服务，一直存在争议。一般来说，出版商通常都希望

论文的浏览集中在自己的数据库或平台，而认为开放资

源集成平台例如PubMed，分散了论文网上点击量。

（3）具体的开放期刊再利用行为是否合理，难以

直接判断

通过上文对开放获取定义和CC协议的分析可知，

作者对作品的署名和保证作品完整性有着明确的权利

要求，这就对作品的使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同时，我

们也注意到，不论是开放获取定义，还是CC协议中涉及

的再利用行为，都比较笼统和抽象。这就给再利用者判

断自己行为的合理性造成了很大困难。例如CC协议的各

种协议对文本挖掘是否支持、对单独使用期刊内容中的

数据是否支持等科研人员关心的再利用方式并没有给

出直接的回应。同时除了Elsevier以外，其他出版商也没有

对本出版社旗下开放期刊可能的再利用方式做出说明。

4 图书馆开放期刊再利用中的权益问题
分析及解决建议

当前，图书馆对开放资源的再利用集中在两个方

面：一是，把开放期刊与现有馆藏进行整合，解决目前

图3 Elsevier开放获取出版协议说明出版商享有发表权

图4 Elsevier使用许可和对再利用行为的规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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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面临的资源短缺、数据库订购危机等问题，例

如建立开放期刊导航、集成系统，提供资源的浏览、下

载；二是，通过对开放期刊元数据、全文进行语义标

注、文本挖掘等提供更有深度的服务。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开放资源建设团队系统研究梳理了开放资源

建设规范和方法的研究成果[17]，提出开放资源再利用

应包括资源的发现与评价、内容获取与存储、资源聚合

与集成，元数据、内容、数据的再利用和资源再传播等

环节。根据这一研究成果，本文将图书馆对开放期刊的

再利用归纳为以下四个环节：开放期刊的采集、存储、

组织及再利用服务、数据调用。

4.1 开放期刊采集环节中的权益问题分
析及解决建议

（1）图书馆开放期刊的采集行为分析

目前出版商平台或数据库仍是获取开放期刊的主

要来源。获取方式包括：由出版商直接主动通过FTP
方式为图书馆提供数据，或为其提供开放接口。在上

述两种方式不可行的情况下，图书馆可能需要直接通

过出版商网站抓取数据。针对开放期刊采集行为的分析

如表3所示。

（2）图书馆开放期刊采集中面临的权益问题分析

根据开放获取的定义以及CC协议的规定，开放获

取资源允许公开传播，因此图书馆接收出版商主动提

供开放期刊数据或者自行通过开放接口下载数据的行

为，没有权益风险。

但如果出版商不能通过FTP或开放接口方式提供

数据，图书馆需要从出版商网站机器抓取数据时，会给

对方服务器带来负担。在未征求出版商同意的情况下，

自行采集开放资源也有可能造成对出版商数据库相关

权益的侵害，产生纠纷，造成不良后果。

表3 图书馆开放期刊采集行为分析

采集对象

行为目的

采集内容

采集方式

出版商数据库/网站

非商业（科研、教学）

①协商方式，由出版商通过FTP提供数据

②利用出版商提供的接口，如OAI-PMH等获取数据

③以上方式不能满足需求时，使用机器抓取方式获取出版商网站数据

元数据、全文（不同格式，如PDF/XML等）、图表材料、附加数据

首先，本文调研的8家开放出版商网站，虽然对于

是否允许机器抓取网站内容，出版商的态度并不统一，

但部分出版商明确规定不允许使用爬虫软件下载，如

Elsevier。其次，这些出版商都通过robots.txt协议对于

搜索引擎抓取有时间间隔的限制，并且规定了禁止抓

取的页面。Robots协议的初衷是规范搜索引擎等对网

站内容抓取的行为；违反Robots协议的抓取行为，主

观上均视为明知、恶意。但Robots协议实际是一种行业

自律软约束，关于robots文件是否具有法律强制效力，

目前还存在争议[12]。法律界人士认为，Robots协议只是

行业间约定俗成的协议，不是行业规范，更不具备法律

效力，因此不能作为解决法律纠纷的依据[18]。但违背

Robots协议有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互联网领域已

经有相关案例，2013年10月关于百度起诉360，在未经

允许的情况下，违反Robots协议抓取百度知道等内容，

百度方面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当竞争。法院最终判定360
赔偿百度70万元经济损失；但同时要求百度修改其带有

歧视性的Robots协议[19]。

（3）解决图书馆开放期刊采集中权益问题的建议

图书馆在进行机器抓取时，应首先与出版商提前

沟通获得支持，并对于采集频率等进行沟通；争取将

图书馆进行数据采集的IP地址加入对方可信任列表当

中，避免账号被封。

①对明令禁止机器采集的出版商，可以采取事前协

商的措施。

②没有明令禁止机器采集的出版商，做好事前沟

通协商，按照对方服务器规定，采集行为不给对方服务

器带来负担；不采集网页的独创性设计，尊重网站内容

的版权；如果采集中一旦发生纠纷，应及时停止相关活

动，并可使用合理使用原则、避风港原则进行谈判。

③作为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图书馆，应遵守Robots协
议。在开放期刊数据采集过程中，图书馆不能强行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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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意愿，需要按照Robots协议规定对采集频率等进行

设置。

4.2 开放期刊本地存储中的权益问题分析及

解决建议

（1）图书馆开放期刊的本地存储行为分析

图书馆将采集获得的开放期刊存放于本地，存储

方式可以是对采集内容直接存储，或者为开放期刊论

文的图、表、附加材料建立单独的数据仓储。

（2）图书馆开放期刊本地存储中面临的权益问题

分析

根据开放获取的定义以及CC协议的规定，对开放

获取资源的复制是合理的再利用行为，因此图书馆将

开放期刊内容进行本地化保存，是合理的再利用行为，

没有权益风险。

但图书馆如果将开放期刊的部分内容单独保存，

就需要注意这些具体内容的权益问题。在调研中发现，

目前开放期刊的发展趋势是将图、表、附加数据等单

独揭示。这些图、表、附加数据的使用许可分为两种情

况：一种是比较明确的，例如BMC规定，所有文章的附

加数据采用CC 0 1.0协议，可以任意使用，不需要征得

版权人的许可。而绝大多数的情况是，附加数据没有单

独的使用协议，例如Springer、Hindawi、OUP、Wiley、
PLOS、Medknow等。那么对于开放期刊中部分内容的

存储是否合理就是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

（3）解决图书馆开放期刊本地存储中权益问题的

建议

根据著作权法，文章中的插图等内容版权归作者

所有[20]。作为文章的一部分内容，如果期刊论文的图、

表和附加数据没有单独的使用许可协议，则默认其使

用许可与全文保持一致。同时著作权法也规定，对论文

中一部分内容的使用，需要明确标明作品署名和来源。

针对开放期刊本地存储可能引发的权益问题，美国能

源部开放获取政策采取了折中的方案，规定在本地保

存作者的论文时，同时也提供至出版商平台的链接。

因此，图书馆在对开放期刊的本地存储，特别是对

期刊中部分内容进行提炼和单独存储时，应对所收录

开放期刊论文的使用许可协议进行全面掌握。对于遵

循CC协议的论文，可以为其图、表、附加数据建立单独

的数据仓储开展再利用。但一定要注意标明这些内容

的作者署名、来源、使用许可信息等，并且与期刊论文

相关联。开放科学数据仓储Dryad推荐，在引用某一数

据的同时，需引用其原始来源文章。

4.3 开放期刊组织及再利用服务中的权益问

题分析及解决建议

（1）图书馆开放期刊的组织及再利用服务行为

分析

开放期刊进行有序组织加工后才能被更好利用。

最基础的组织方式是为开放期刊资源建立索引。在建

立索引的基础上，可以为开放期刊建立单独的集成系

统，提供资源的集成检索、浏览、下载服务；同时也可以

对期刊内容进行语义标注、文本挖掘，形成新的服务能

力或产品。

表4 图书馆开放期刊本地存储行为分析

①将上述内容保存至本地数据库

②建立数据仓储，并提供数据的下载

图书馆通过各种方式采集的开放获取论文元数据、全文（XML/PDF）、附加材料、图表等

非商业（科研、教学）

采集方式

存储对象

行为目的

表5 图书馆开放期刊数据组织及再利用服务行为分析

①建立索引

②建立开放期刊集成系统，提供检索、浏览、下载等服务

③语义标引、文本挖掘等深度再利用

存储于图书馆本地服务器中的开放获取论文元数据、全文（XML/PDF）、附加材料、图表等

非商业（科研、教学）

组织和服务

方式

组织对象

行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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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书馆开放期刊组织及再利用服务中面临的

权益问题分析

建立索引是一种汇编行为，根据开放获取定义，可

以为开放获取资源建立索引、链接。因此图书馆为保

存在本地的开放期刊建立索引是一种合理的再利用方

式，没有权益风险。

针对建立独立的开放期刊集成系统，根据之前对

开放期刊再利用权益关系的分析，出版商享有开放获取

作品的发表权，图书馆对开放期刊再传播的过程中，如

不注明资源的原始来源，使资源可以从出版商网站中获

取，就可能会造成侵权。

针对语义标注、文本挖掘等深度再利用行为，由

于开放获取定义、CC协议各种组合等都没有对开放

获取资源文本挖掘的合理性做出具体的规定，因此

图书馆从事相关活动时没有直接可用的依据。但值得

关注的是，近年来文本挖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表现在：

①出于合理目的的文本挖掘逐渐获得法律和学协

会层面的支持。首先，2014年英国对版权法进行修订，

其中《合理使用例外声明草案》明确将用于非商业用途

的文本挖掘列入合理使用的范围。其次，在美国，判案

时的合理使用权已经开始包容文本挖掘，许多法院都

支持将文本挖掘中必要的复制视为合理使用，即使被

临时复制到数据库中的内容是受版权保护的。此外，美

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发布简报《文本与数据挖

掘和美国的合理使用原则》，给出了有关文本和数据挖

掘属于合理使用的分析[21]。同时，170多家组织于2015
年5月6日通过由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LIBER）发起的

《数字时代知识发现海牙宣言》，呼吁为文本挖掘建立

更好的制度和基础设施[22]。

②出版商趋向于支持非商业目的的文本挖掘。

Elsevier已将文本挖掘的权利写入Science Direct 定购

协议和用户使用协议中，挖掘结果可作非商业性使用。

Wiley规定，对于非商业性使用，如果资源遵循CC BY-
NC-ND和CC BY-NC，可以翻译、文本挖掘，但必须注

明出处并标明引用。BMC鼓励对数据集中的数据进行

挖掘，声明所有内容是开放获取，可以免费使用，供研

究人员进行挖掘[23]。

（3）解决图书馆开放期刊组织及再利用服务中权

益问题的建议

首先，在建立开放期刊集成系统时，应充分尊重出

版商发表权。图书馆在开放期刊集成系统中应注明该

资源的原始来源，并定期对平台中资源的使用状况进

行统计，并将统计报告提供给出版商，以获取出版商更

多支持和合作。目前世界知名的开放期刊集成平台，如

DOAJ、J-STAGE、SciELO等，都在网站上明确标明作

品的原始来源URL和作品的使用许可。

其次，根据前文分析，目前非商业目的文本挖掘

权益风险较小。因此图书馆现阶段应主要将文本挖掘

活动集中在非商业目的，并在服务产品中标明数据内

容来源，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对数据贡献方的支持给

予感谢。

4.4 开放期刊数据调用中的权益问题分析及

解决建议

（1）图书馆开放期刊数据调用行为分析

对开放获取资源通过开放接口等方式进行数据调

用、再传播是开放获取的本质要求。图书馆开放期刊的

数据调用，主要是指第三方对图书馆所获取的开放期

刊的调用。

（2）图书馆开放期刊数据调用中面临的权益问题

分析

开放获取定义支持开放资源的自由下载、传播，

同时不能以任何技术手段限制这种传播。因此图书

馆有义务使其获取的开放期刊被第三方出于合理目

表6 图书馆开放期刊数据调用行为分析

实施调用的主体

调用内容

行为目的

数据调用方式

互联网用户、搜索引擎

存储于图书馆本地服务器中的开放获取论文元数据、全文（XML/PDF）、附加材料、图表等

①通过图书馆提供的接口

②机器抓取

③图书馆以协议方式通过FTP将数据传输给第三方非商业机构

任何合理目的（包括商业和非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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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用。

但为了更好传播和再利用开放资源，图书馆通常

会在资源采集、建立索引、网站设计方面投入大量的成

本。法律规定，互联网运营商对产品内容享有著作权，

包括独创性作品和汇编作品、网站设计等。因此，图书

馆对所建立的网站享有版权，机器抓取可能会影响网

站运行，侵犯图书馆的正当权益。图书馆有权制定网站

使用政策，限制不合理、会对网站造成损害的再利用行

为发生。

（3）解决图书馆开放期刊数据调用中权益问题的

建议

针对搜索引擎或第三方机构对图书馆所建网站的

数据抓取的行为，图书馆应首先提供可用的开放接口，

同时制定网站使用政策，对网站抓取行为做出相应规

定。针对机器抓取行为，开放获取资源的集成平台也有

制定相关规定的先例，例如PMC的网站使用政策中指

出，为了保护网站的安全性和服务正常，系统会实时监

控异常操作，对批量下载进行限制[24]；日本科技电子期

刊平台J-STAGE在网站获取政策（Access Policy）中规

定不能抓取网站内容[25]。

5 结语

开放获取并不意味着图书馆开放期刊的建设不会

被权益问题困扰。图书馆开放期刊的建设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涉及多方利益，需要有效的权益管理方

案。本文对开放期刊再利用中的权益关系，以及图书馆

开放期刊再利用每个环节中存在的权益风险、解决对

策等进行了分析，希望以此为图书馆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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