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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美国排名前10的高校图书馆数据管理计划服务进行调研。在全面了解服务现状基础上，分析其服务

开展的动因，并对服务活动流程、服务对象、协作机构、活动内容、效果评估等内容进行梳理总结。最后提出我国

高校图书馆开展数据管理计划服务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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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发现、探索、解释自然与社会的忠实记录，

科学数据逐渐获得与传统文献相同的学术地位[1]。作为

科研活动所必需的基础性生产资料，它是学术记录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研究结论的重要事实或结果。科

学数据日益被组织成为可发现的、可获取的、可互操作

的、可重用的资源[2]。2010年初，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发布了项目

管理指南[3]，规定2011年1月18日起所有提交至NSF的
申请项目必须以附件形式提交一份不超过2页纸的数据

管理计划（data management plan，DMP）。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NIH）同样

在其资助指南中指出，任何在1年内直接资助费用超过

50万美元的研究项目必须提供一份数据共享计划，对项

目的研究数据进行明确的描述与管理，用以保证数据

的共享与重用[4]。2018年5月，SPARC Europe（欧洲学

术出版与学术资源联盟）与国际数字监护中心（Digital 
Curation Center，DCC）合作，发布了《开放数据驱动

因素研究报告》[5]，报告中明确指出积极建立数据管理

计划是推动开放数据驱动发展的第二大因素。

数据管理计划作为研究人员记录他们描述、存储、

保护，以及共享其科学数据的计划和措施，不仅有助于

图书馆的科学数据管理团队了解研究人员的数据管理

实践，发现科学数据管理服务的需求，也能促进图书馆

的科学数据管理团队与本校内部的相关利益机构之间

建立合作网络，保证科学数据管理服务的有效推进[6]。

鉴于此，本文对国外高校图书馆的数据管理计划服务实

践进行梳理，进而为国内高校图书馆开展数据管理计划

服务提出建议。

1  美国高校图书馆开展数据管理计划服
务的现状

根据美国U.S.News《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2018年
发布的美国大学综合排名[7]，选取排名前10的国立大学，

即对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8]、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9]、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 ch nolog y）[10]、芝加哥大学（Un ive r s i t y  of 
Chicago）[11]、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12]、斯坦

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13]、杜克大学（Duke 
Un ive r s i t y）[14]、宾夕法尼亚大学（Un ive r s i t y  of 
Pe n n s y l v a n i a）[15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 h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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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kins University）[16]进行调研。发现哥伦比亚大学

图书馆尚未开展数据管理计划服务，故本文以其余的9
所高校图书馆的DMP服务为研究对象。

1.1  概念界定

最初的数据管理计划来源于联邦资助机构、非营利

的资助机构和一些企业资助者对于资助申请人提交一份

“数据管理计划”文件的要求。为满足这些机构的要求，

高校图书馆开展数据管理计划的服务工作。有关数据管

理计划的定义，9所高校图书馆都引用典型研究资助机构

的概念来说明，如NSF及NEH（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有关数据管理计划的解释。其中，NSF
将数据管理计划定义为数据共享的扩展，并进一步将

数据管理计划描述为一个不超过2页的文档，用来描述

如何管理和存储来自研究的所有数据；NEH将数据管

理计划描述为数据共享政策方案，同时提供数据共享

指南来帮助研究人员对于数据管理计划撰写。图书馆

通过给出这些机构对于数据管理计划的明确概念，来帮

助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研究数据及数据管理计划的重

要性。同时，为进一步加深研究人员对于数据管理计划

的理解，9所高校图书馆均选用DMPTool进行解释。

1.2  服务动因

随着技术的进步，数字文件的共享变得更加容易，

资金提供者（公共和私人）和期刊越来越需要数据共

享以实现研究的可再现性和透明度。数据管理已经成

为研究人员需要遵循的重要实践，各个高校图书馆也

逐渐将数据管理计划服务引入其整体服务体系。其中，

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将数据管理计划服务引入数据管

理服务体系，并明确指出数据管理计划在提升研究人

员的研究影响力、节省研究团队的时间、允许自身和其

他人在理解和使用研究数据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将数据管理计划作为其研究管理服

务的首要环节，并表明对于研究人员而言，一个有效的

数据管理计划不仅能够防止错误进而提升研究分析的

质量，还能够防止数据丢失。本文将数据管理计划服

务的动因归结为：①满足资助机构、期刊等数据共享的

要求；②保证项目研究的连续性；③降低数据的丢失、

被盗、错误使用的风险，确保数据的完整；④易于数据

的长期存档及保存；⑤节省研究团队的时间和资源，有

助于预防错误，以提高分析的质量；⑥允许在学科内与

跨学科之间共享数据，增加原始数据的价值；⑦促进

研究数据的可发现、可获取、可复制及可验证；⑧保存

和共享数据以帮助自己的研究获得认可，增加研究结果

的可靠性；⑨鼓励数据引用以增加研究的影响。

1.3  协作机构及服务对象

通过调研图书馆开展服务的协作单位及服务对

象，发现9所高校图书馆各具特色，见表1。

表1  国外数据管理计划服务概况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哈佛大学图书馆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

耶鲁大学图书馆

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

杜克大学图书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

机构名称 本校协作单位

研究完整性和保障办公室、IT中心、数字仓储

HUIT信息安全办公室、研究副教务办公室、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所、

FAS研究管理服务办公室

信息学研究中心、计算机研究中心、机构知识库

RDCG（Research Data Consultation Group）涵盖所有学科，其成

员包括数据管理、元数据、信息技术和保存方面的专家，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专家，以及计算研究中心

数据存储库、信息与技术学院

IT中心、研究办公室、研究计算中心、社会科学资源中心、数字存储库

改为加州数字图书馆系统、数据保护中心、研究委员会、个别学院、研究支持事

务厅、研究计划发展办公室、宾州医学院学术计算系统、技术信息系统办公室

数据存储库、研究支持办公室

研究管理办公室、商业与政府项目办公室

研究人员、研究团队

研究人员、研究团队

研究人员、研究团队

学生、研究人员、图书馆员、

数据专家

学生、教师、研究人员、

研究团队

学生、研究人员、研究团队

研究人员、研究团队

研究人员

研究人员

服务对象

美国高校图书馆数据管理计划服务及启示王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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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协作机构

9所高校图书馆在开展数据管理计划服务时都会

选择与本校其他部门合作，其中研究办公室、计算机中

心、数据存储库等机构是普遍的合作单位。图书馆的

主要职能是提供撰写数据管理计划各内容要素相关资

源、解答疑问、相关技能培训等活动。多部门合作的数

据管理计划服务成功弥补了图书馆能力不够的问题，也

保障了服务的深入性、专业性、全面性。

1.3.2  服务对象

高校图书馆开展的数据管理计划主要服务的对象

还是研究人员，其中不仅包含独立的研究人员也包含某

个研究团队。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的服务对象较为广

泛，除本校的研究人员、研究团队外，还包括图书馆员

及数据专家。但9所高校图书馆中明确将学生作为服务

对象的情况较少，仅有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图书馆

及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有所涉及。

1.4  服务内容

1.4.1  服务定位

调研发现，9所高校图书馆的数据管理计划服务都

处于图书馆研究数据管理下，并被定位在整体研究数

据管理首位，同数据捕获及格式转化、数据的描述与记

录、数据共享与存储、数据引用研究等数据管理服务模

块组成基础服务层。基础服务层、相关资源层及培训指

导层上下配合，形成体系化的流程（见图1）。

图1  9所高校图书馆研究数据管理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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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组成要素及相关资源

数据管理计划服务，关键要点就是要先明确数据

管理计划中的要素类型，以帮助研究人员明确主要的

方向。在要素类型的选定上，9所高校图书馆通过提供

通用文档，给出研究人员编写DMP过程时可能需要考

虑的要素。调研发现，高校图书馆对于要素的选定较多

集中在定义研究团队成员的角色和职责、数据类型和

格式、捕获方法和文件命名（元数据）、道德与知识产

权（保护及隐私）、数据访问、共享和重用、短期存储和

数据管理、数据归档及长期保存等要素类型上，同时图

书馆会通过相应资源链接的方式帮助研究人员理解并

撰写数据管理计划中的每一项内容。

数据管理计划组成要素的相关支撑资源主要包括

3种类型。

（1）研究授予机构或研究资助机构的数据管理/数据

共享要素类型要求。如，NIH和、NSF、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等，这种资源链接主要

是帮助研究人员保证自身撰写的要素内容符合研究资

助机构的总体要求。

（2）数据管理计划参考样本。如DMPTool、New 
England Collaborative、DataONE等中所给出的数据

管理计划的样例，给出参考模板以指导研究人员解决

在实际撰写中的困扰及问题。

（3）单一学科的在线数据存储库、期刊等的数据共

享、数据管理要求。如大气研究数据中心、生物学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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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气候数据中心等，这种资源的目的是进一步确保研

究人员所撰写的每个要素内容符合本学科数据库、期刊

的实际共享要求。事先让研究人员了解日后可能存储数

据的数据中心的要求，以帮助研究人员真正地作到数据

的长期保存与共享。

1.4.3  服务评价

目前9所高校图书馆对于数据管理计划服务模块

的评价尚未规范化。如杜克大学图书馆通过提供研究

数据管理顾问的方式，对服务对象撰写的数据管理计

划进行实时评价与审查。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图书馆和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通过审核研究人员撰写的数据管理

计划方式开展评价而通过提供标准化的文档帮助研究

人员实现自我评价，是多数高校图书馆的主要方式。但

这些评价活动都过于零散，且主要由服务对象自主选

择，并不能达到预期的评价效果。

1.4.4  培训与指导

目前图书馆开展的与数据管理计划服务有关的培

训与指导大体可以分3种，即数据管理需求评估、数据管

理计划撰写实际问题解决、数据存储库的选择与使用。

（1）数据管理需求评估。图书馆帮助研究人员评

估项目、实验室及自身研究过程中的数据管理需求，通

过需求的评估来指导具体的服务活动。

（2）数据管理计划撰写实际问题解决。图书馆在

这方面提供的培训与指导的内容较为广泛，不仅包括数

据管理、文档组织、数据引用、数据共享等问题，还包括

DMPTool等工具使用问题。但它并不是仅包含以上内容，

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在实际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咨询。

（3）数据存储库的选择与使用。部门高校图书馆

会设置自己的数据存储库，以辅助研究人员的数据存

储管理与共享，如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杜克大学图书

馆。所以高校图书馆还会提供对于数据存储库的使用

方面的指导与培训，以解决在数据保存与共享方面遇

到的问题。

以上3种培训与指导，主要是通过提供专门的数据

管理人员邮箱咨询及定期小组研讨会方式进行。

1.4.5  总结与对比

9所高校图书馆数据管理计划服务内容可总结为相

关服务模块、组成要素、资源链接、评估、培训与指导

五大方面，现将各个高校在五个方面具体服务开展情

况进行总结（见表2）。

表2  美国9所高校图书馆数据管理计划服务的服务内容

与数据管理

计划相配合

的服务模块

服务内容 具体内容

数据获取及类型

数据记录与描述

数据保存备份与数据安全

数据共享与重用

伦理与知识产权

数据引用

数据长期归档

数据管理计划组成要素

研究资助机构的

数据管理要求

数据存储库或期刊

数据管理要求

相关机构的数据管理

计划参考样本

实时评估

最终效果评估

明确数据管理需求

要素撰写指导

数据存储指导

普林斯

顿大学

图书馆

哈佛大学

图书馆

芝加哥大

学图书馆

耶鲁大学

图书馆

麻省理

工学院

图书馆

斯坦福大

学图书馆

宾夕法尼

亚大学

图书馆

杜克大学

图书馆

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

√

√

√

√

√

√

√

√

√

√

√

√培训与指导

明确组成要素

数据管理计

划撰写需要

的资源链接

数据管理

计划评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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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服务内容，主要从数据管理计划配合服务建

设及其具体内容建设两个角度进行总结与分析。首先，

在提供与数据管理计划服务相配合的模块服务上，数

据记录与描述、数据保存备份与数据安全、数据共享与

重用3个主要方面成为9所高校图书馆数据管理计划主

要关注的内容。而在数据获取及类型、数据引用、数据

长期归档方面关注度较低，尤其是在数据获取及数据

类型描述上极少提及。其次，在数据管理计划自身的服

务内容上，在明确数据管理计划组成要素、提供数据管

理计划撰写需要的资源链接两大服务内容上，9家图书

馆的开展情况差距不大。就数据管理计划评价服务活

动而言，可以明显看出开展情况较差，仅斯坦福大学、

杜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3所大学涉及。在相关的

培训与指导工作上，都主要集中在要素的撰写及数据存

储上，而对于用户的数据管理需求评估关注度较低。

目前在数据管理计划服务的建设方面，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建设较好，不仅内容全

面而且涉及数据管理计划的各个方面，值得我国高校

图书馆学习与借鉴。

2  美国高校图书馆数据管理计划服务
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高校图书馆数据管理计划服务的调查研究，

对我国高校图书馆数据管理计划服务的开展具有重要

意义。

2.1  明确服务提供主体

数据管理计划服务活动中，图书馆作为高校数据

管理计划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和主导者，应该采用多部

门、多组织合作的组织形式，组建多元化的服务团队。

开展数据管理计划服务不仅需要图书馆中的各部门配

合，同时还需要与学校其他相关组织合作，如计算机

中心、研究中心/研究办、信息安全中心、数据存储中心

等。其中，计算机中心可以提供元数据描述、数据格式

转化等技术咨询服务，研究中心可以在数据共享与重用

方面提供协助。各个部门与组织共同参与到科学数据

管理计划服务中，通过资源共享、信息及技术支持，获

得最优的协作服务效果，形成多职能和多元化的服务团

队，以更好地满足服务对象各阶段的需求，构建富有生

命力的团队。

2.2  内容框架

随着研究的进行及用户需求变化，数据管理计划

服务的内容与标准也会相应变化，这是一个动态过程。

从明确数据管理需求到计划的完成及评价，服务标准

由低层次到高层次，服务方式从简单到复杂。就我国高

校图书馆而言，笔者认为可与目前高校图书馆的科研服

务相结合，将内容框架定位为四个方面：一是将数据管

理计划服务纳入目前的科学数据管理服务体系；二是

明确我国的数据管理计划组成要素；三是选择体系化、

系统化的服务模式，保证各个要素之间的配合；四是数

据管理计划的评价。

2.2.1  将数据管理计划服务纳入高校科学数据管

理服务体系

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已经明确开展与科学数据管

理相关的系列服务，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

馆、武汉大学图书馆、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另有部

分高校图书馆虽然在网站中没有明确标示，但会在科

研支撑模块中提供一些数据支持服务[17]。图书馆在后

续的数据管理计划服务开展上，可与现有的科学支持

服务结合，尝试用数据管理计划来串联现有的科研服

务。但要特别关注用户对于数据管理计划的认识与了

解，要帮助用户明晰数据管理计划的重要性。调查显

示，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虽然已经开始关注学生、研究

人员及数据馆员[18]的科学数据素养教育及培训，但在

具体的实践活动方面还很缺乏，因此高校图书馆亟需

提高学生及研究人员等在构建数据管理计划方面的积

极性，提高其数据管理的能力与效率。  
 

2.2.2  明确数据管理计划组成要素

根据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活动开展

情况和服务需求，将数据管理计划服务的基本组成要素

设定为数据获取、数据描述、伦理与知识产权、数据共

享与重用、数据引用、数据保存6个基本组成要素。6个
要素紧紧围绕科研全周期，全面地涉及了科研活动的各

个阶段，保证了数据管理计划服务的整体性、系统性。

（1）数据获取。详细描述如何生成或获取数据，

包括明确规定数据采集的步骤，并概述相关主体的角

色和职责；数据的类型，包括观察数据、实验数据、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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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数据或派生/编译数据。

（2）数据描述。上下文细节记录与描述（元数据）；

数据的处理和文件的组织，包括数据处理的方式、版本

控制、文件格式、文件命名及组织格式。

（3）伦理与知识产权。数据保护、机密数据的保

护、可共享数据的处理、数据知识产权与版权。

（4）数据共享与重用。数据管理的相关责任主体；

自由的访问、重用、重新分配数据的说明；文件的可用

性，包括文件的命名、特定软件包的支持；敏感数据的

处理；数据重用说明与指导；数据的知识产权说明。

（5）数据引用。引用格式的选择；提供永久标识

符；尽可能在最详细的级别引用数据集，并提供适当的

版本；尽量保证所引用的数据集与论文的链接。

（6）数据保存与数据安全。需要短期保存的数据

的方式、存储周期；长期保存方式（存储库的选择）、存

储周期；数据安全（敏感数据的安全性）；支持数据使

用的软件或工具的存档。

2.2.3  构建体系化的数据管理计划服务模式

构建体系化的服务模式也能帮助活动中的参与主体

明确自身的责任与任务，防止角色混乱，保障服务的顺

利开展。笔者结合对9所高校图书馆的数据管理计划服

务的案例研究，构建数据管理计划服务模式（见图2）。

图2  数据管理计划服务模式

在数据管理计划服务部分，笔者将服务模式设定

为两个层次，中心层为数据管理计划的6个主要组成部

分，与其对应的是相关资源保障层，主要目的是保障6
个要素阶段的顺利完成。其中可能包含的资源支持有

数据获取阶段的数据命名、格式转化、版本控制等；数

据描述阶段的元数据描述、文件记录等；伦理与知识产

权阶段的产权保障、数据安全等；数据共享与重用阶段

的数据存储、数据共享方式等；数据引用阶段的引用指

导、引用方式选择等；数据保存阶段的存储库选择、短

期及长期归档等。

2.2.4  重点关注数据管理的评估体系

本文特别针对基础服务层构建了计划评估体系，

具体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是数据管理计划各个阶

段的实时评估，目的是明确服务对象在各个阶段的需

求，使服务更有针对性，进而保障数据管理计划的顺利

完成；第二环节是终期管理计划效果的评估，特指所

有用户已经完成的数据管理计划的评估，目的是通过

完成的数据管理计划文档来进一步识别数据管理计划

整体服务的缺失，并发现用户在数据管理方面尚存问

题，为图书馆后续的培训及指导提供支持。

3  结语

随着我国对科学数据共享、重用和科研创新能力

日益重视，高校有必要拓展图书馆服务的功能和形式，

构建体系化、多元化的科学数据管理服务。本文对美国

美国高校图书馆数据管理计划服务及启示王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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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数据管理计划服务的服务概况、服务内容、

具体流程进行探讨，希望对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科学

数据管理计划服务有一定的启示。

本文虽然对数据管理计划的基本组成要素进行了

设定，但因为各个高校学科体系不同，导致各个专业的

科学数据具有差异性，由于数据管理计划的基本组成

要素可能存在不同，因此高校图书馆要结合自身服务用

户特点，构建切合用户需求的数据管理计划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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