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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作为科技文献的产出大国和利用大国，社会公众在文献资源获取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国家科

技图书文献中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NSTL）深刻认识到科技文献的获取和共享对于提

升国家创新能力和知识传播利用效益的重大意义，部署开展了推进实施科技文献开放获取的专项研究项目（以下

简称“项目”），研判国际开放获取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研究符合我国国情的开放获取的政策措施建议

和实施路径，并主动开展开放获取的实践探索。本文介绍了项目的研究背景和主要研究内容，重点总结和分析其

研究和实践成果，最后提出未来研究推进方向和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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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学术期刊大幅涨价造成的期

刊危机（serials crisis）[1]，以及因出版社“许可协议”限

制图书馆对出版物的使用和服务权限而造成的许可危机

（permissions crisis）[2]和利用危机（access crisis）[3]，

传统的学术交流模式在财政上不可持续，学术交流受

到限制[4]。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应用为打破传统出版商

的垄断格局和传统的期刊订阅模式提供了可能，学术

资源公平获取与全球共享的理念渐入人心[5]，政府、研

究资助机构、教育科研机构、出版社、图书馆等纷纷加

入推动和参与开放获取的行列。

时至今日，开放获取能够加速学术知识的及时传播

与广泛利用，更大限度地支持学术研究成果的公平可

及，有利于加快科技进步和社会创新，已经成为众多国

家和科技界的普遍共识。世界各国已经广泛推动公共

资助产生的研究成果的开放共享，并将其作为推动社

会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

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科技信

息服务需求逐步向知识服务转型，科技文献的获取和

共享对于提升知识传播利用效益和开发国家创新能力

具有重大意义。

1  开放获取发展概况

2002年2月发布的《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6]、

2003年发布的《贝塞斯达宣言》[7]和《柏林宣言》[8]，被

学界合称为BBB宣言。BBB宣言定义了开放获取的内

涵，阐述了应实现同行评议期刊开放获取的目标，并推

荐开放存储和开放出版作为实现开放获取的主要实践

途径，为后期开放获取的发展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近二十年来，开放获取在开放对象、开放方式、开

放时限、开放主体等不同维度得到深入发展。从开放获

取的对象看，从开放期刊不断拓展至开放图书/教材/专

开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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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开放数据、开放课件、开放教育资源等多种出版物

内容类型。从开放方式看，在开放期刊、开放存储的基

础上拓展了开放数据知识库、机构知识库联盟、机构知

识库注册系统、开放数据期刊等多种形式。从开放时限

看，从延迟开放到近乎全面的立即开放并存。

开放获取实践自2008年后进入稳步发展阶段[9]，并

主要表现在开放获取典型活动、典型基础设施、典型政

策以及资源规模和质量发展这4个方面。

（1）开放获取典型活动。为实质性推动开放获

取运动的进展，科技界、出版界、图书馆界等采取了

多样的开放获取推进措施，如举办柏林开放获取会议

（Berlin Open Access Conference）[10]、设立开放获

取周（Open Access Week）[6]、组建高能物理领域开

放出版联盟SCOAP3[11]、发起OA2020倡议（OA2020 
Initiative）[12]、推出开放获取S计划[13]等。

（2）开放获取典型基础设施。国内外典型的开

放获取基础设施包括DOAJ[14]、PubMed Central[15]、

GoOA[16]等国内外典型的开放获取期刊平台，ROAR[17]、

OpenDOAR[18]等开放获取知识库集成系统，以及各教

育科研机构的机构知识库及其联盟（如中国科学院机

构知识库网格[19]、中国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20]等）。

（3）开放获取典型政策。国内外典型的开放获取

政策包括科研资助机构、教育科研机构支持公共资助

项目成果开放出版的政策[21]，以及这些机构策[22]或出

版社[23]支持开放存储的政策。

（4）开放获取资源发展。随着科研资助机构、教育

科研机构和出版社对开放获取的支持力度增加，以及

OA2020和S计划等典型活动效果的逐渐显现，开放获

取资源稳步增长、开放出版期刊质量逐步得到认可[24]。

2  我国推进实施科技文献开放获取的
要求与挑战

2.1  我国开放获取的发展进程

我国有关方面一直积极支持公共科研资源的开放

共享。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签署

开放获取《柏林宣言》[2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

科学院分别建立了机构知识库，并在李克强总理出席

的全球研究理事会2014年北京大会上，正式发布了基

于开放存储（Open Repository）的公共资金资助科研

成果的开放获取政策[26]；2014年，科技部建立了国家科

技报告制度[27]，通过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提供部分

科技报告的开放共享。

2014年，NSTL代表我国加入高能物理OA出版资

助联盟（SCOAP3），与其他国家共同实现高能物理领

域期刊论文的开放出版；目前全国数十所大学、中国医

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已建立了存储和传播本

机构科研成果的机构知识库[20，28-29]。

2017年10月，NSTL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率

先签署OA2020倡议的意向书，随后，中国农业科学院

信息研究所、上海科技大学图书馆、广东科技图书馆等

近20家国内机构也签署了OA2020倡议的《关于大规模

实现学术期刊开放获取的意向书》[30]。

从宏观角度看，“开放”和“共享”已成为我国重要

的发展理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等科研

资助机构与科研机构都允许科研经费资助开放出版论文

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ost，APC），许多开放科技

期刊已经拥有诸多中国作者，刊登了大量中国作者的论

文，科技界对开放获取的认同度和参与度持续提高[31]。

2.2  我国推进实施科技文献开放获取的新
要求与新挑战

尽管如此，我国推进实施开放获取仍面临多方面

的新要求和新挑战。这其中，既有国际参与方共同面临

的普遍问题，也有我国所面临的个性化问题。

国际参与方面临的普遍问题，主要来源于开放获

取发展中的良莠不齐现象，例如，部分开放出版期刊学

术质量不高、以谋取经济利益为主以及开放出版APC
价格不断高企等。这引发了国内外科研管理机构、科研

机构和科研人员对推进实施开放获取的关注和重视。

我国在推进实施开放获取方面的个性化挑战主要

包括国际压力与期望、国际开放获取要求的不断提高

给我国相关政策和举措带来的压力、开放出版“按篇计

费”机制可能带来的文献获取成本增长、开放出版作者

付费机制与公共资金统筹的矛盾等方面。

（1）开放获取国际推进组织的期望和压力。随着

我国在国际学术交流体系和国际出版市场中的影响力

日渐增强，我国对于开放获取的态度、政策、立场受到

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由于我国尚未出台有关开放获取

的国家政策、整体态度尚不鲜明，以及国际交流中存在

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开放获取国际推进组织通常不了解

我国有关情况，甚至被误导认为中国是国际开放获取的

NSTL推进实施科技文献开放获取的研究与实践赵艳，张晓林，郑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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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便车”者，因此国际上对中国参与全球OA的期望

和呼声很高，对中国图书馆界尤其国家级平台在促进

OA上“有所作为”的期待越来越高，由此形成了客观的

国际压力。

（2）国际开放获取要求的不断提高。随着开放获

取近二十年的发展，很多国家、机构的开放获取政策从

最初的鼓励公共资助研究论文开放存储到现在要求立

即开放，对科研成果开放的普遍性、强制性和时效性要

求不断增强。对比我国尚缺乏开放获取国家政策的现实

情况，国际开放获取的发展，对我国推进实施开放获取

的力度、强度、深度和细度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3）对开放出版可能带来文献获取成本增长的误

解。有观点认为，在二十年前数字科技文献刚进入中

国时，为打开中国市场，国际出版商通常采取了“低价

策略”，因此，面向开放出版，我国将失去订阅模式下的

“低价红利”，而与其他国家站在了同一价格水平上。另

外，由于我国论文发表量持续增长、今后还将持续增加

发文[32]，因此有观点认为开放出版的“按篇计费”机制

将使得我国支付比现在订购费高得多的费用。

（4）开放出版作者付费机制与公共资金统筹发挥

市场监管作用的矛盾。在订阅模式下，公共资金主要通

过图书馆支付文献订购费保障科技文献的获取，图书

馆通过对文献进行评价遴选、开展商务谈判力量发挥

对出版市场的制衡作用。然而，在开放出版模式下，付

费机制是以作者个人支付APC为主。作者支付的这些

APC费用虽然主要来源于科研项目经费等公共资金，

但由于经费来源渠道分散，不同渠道的公共经费难以

整体统筹，因而造成公共资金所代表的公共利益难以

对学术出版市场进行制衡，难以对文献质量和作者选

择行为进行合理的监管和引导。

3  NSTL推进实施开放获取的研究目标
和主要内容

3.1  研究目标

NSTL深刻认识到科技文献的获取和共享对于提

升知识传播利用效益和开发国家创新能力的重大意

义，主动发挥科技文献资源国家平台作用。面向以上客

观存在的开放获取新要求和新挑战，聚焦于新环境下

如何解决我国社会公众在文献资源获取能力方面存在

显著差异的现实问题，NSTL部署开展了推进实施科技

文献开放获取的专项研究项目。

项目总体目标定位于研究提出具有综合性、系统

性和前瞻性的开放获取政策措施建议，面向文献资源

供给侧改革，在国内业界先行布局和示范试验，在国际

科技信息资源交流体系重大转换的全球行动中协同推

进，实现开放获取的效益最大化。

3.2  主要研究内容

依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研究力量，协同各

成员单位、国内图书馆界和科技界，NSTL紧密围绕提

高开放获取推进实施的全面性、协调性和落地性，从内

外两方面同时着手研究推进：对外，积极研判和应对国

际开放获取新要求、新挑战，参与开放获取国际规则的

制定；对内，组织研究我国开放获取的实施路径，为政

府管理部门提供政策建议，积极主动开展开放获取的

实践探索。具体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在政策建议方面，研究提出我国推进OA的战

略路径、政策组合建议和最佳实践指南。

（2）在实践推进方面，动员和支持部分有重要影

响力的科研机构，示范开展开放获取转换实践；支持政

策驱动的机构知识库建设；组织开展开放获取宣传推

广活动。

（3）在国际合作方面，代表中国参与开放获取国际

行动和交流活动，组织协调我国机构的开放获取行动。

（4）在人才培养方面，搭建知识交流平台、开展系

列培训，为科研教育机构培养高水平的开放获取专员队

伍，培养开放获取政策与管理专门人才。

4  NSTL推进实施开放获取的主要举措
和成效

4.1  推动国内多方达成开放获取共识

切实了解国内各方对开放获取的态度、认识、参与

意愿和顾虑等，是提出切实符合我国国情的开放获取

推进实施政策和措施建议的前提。项目在调研国际推

进开放获取的典型案例，分析我国推进开放获取和充

分利用开放获取促进社会创新发展所面临的政策、管

理、经济、权益等方面的挑战之后，通过组织召开一系

列学术研讨会，充分讨论和研判开放获取国际行动带给

我国科技界、科技信息服务的机遇与挑战。通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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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各方参与者形成以下关于开放获取的共同认识。

（1）知识资产是全社会的重要创新资源。世界各

国已经广泛推动公共资助产生的科研成果的开放共享，

包括我国有关机构在内的多数国家在国家层面和科研

机构、资助机构、文献信息服务机构等已经出台开放获

取政策，并将其作为推动全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

（2）中国一直积极支持并参与推进全球开放获

取。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签署《柏林宣

言》到NSTL代表全国参加SCOAP3，从机构知识库建

设到预印本发展，中国一直是全球开放获取推进的重

要力量。

（3）开放获取符合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

利益。宏观上“开放”和“共享”已成为中国发展理念

的重要组成，充分、广泛的知识开放获取是中国实现创

新驱动发展的核心需求，开放获取是解决知识需求与获

取严重不平衡不充分的重大契机，推进开放获取符合

中国核心利益，中国需要参与推动国际开放获取，保障

自己的核心利益。

（4）开放获取发展中的不良现象需要中国参与制

衡和约束。对开放出版期刊学术质量的担忧、对开放出

版APC不断高企的疑虑等，是开放获取发展必须面对

的问题。作为科研论文产出和科技文献订购大国，中国

拥有强大的市场力量，这种力量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

参与到开放出版的市场博弈，通过相应的制约机制来

引导或强制市场的良性发展。

（5）中国推进实施开放获取存在客观挑战，需要

多方共同努力。中国订购市场的分割和多元投入的科研

资助机制对推进开放获取带来一定困难，既需要一些

有重要影响力的机构率先实施开放获取的重大突破性

措施，形成示范，同时也更需要管理部门、科研资助机

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协同支持，共同形成代表公

共利益的强大力量，形成共同意志、明确的决心和一致

的制衡力量。

以上共识的达成，不仅为项目的政策和措施建议研

究奠定了基础，而且改善了国内各界对于开放获取及其

影响认识不足、参与度不高等现象，同时也为我国对外

进行开放获取表态和参与开放获取行动确定了基调。

4.2  为我国参与国际行动提供决策支撑

基于以上共识，项目支持NSTL、我国科技管理部

门和有关机构在近几年的开放获取典型国际行动或国

际对话中切实回应、有力表态，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行

动、公开表达我国观点等，展现了我国积极参与和推动

开放获取的态度，在全球学术交流体系的治理、改革和

创新发展中贡献了更多的中国元素和中国力量。

（1）在2018年第14届柏林开放获取会议（以下简

称“B14”）的召开前夕，项目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基

于国内达成的开放获取共识，研究提出了《科研管理机

构、科研资助机构和科研机构进一步推进公共资助研

究项目论文成果开放获取的立场建议》，建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我国参会机

构明确表态支持公共资助项目研究论文立即全面开放

获取，获得各机构的认可。

在B14上，NSTL与上述两家机构在会议上的共同

表态，展示了我国有关机构赞同、支持并愿意努力推动

公共资助项目研究论文立即全面开放获取的立场，有力

回应了国际有关方面对于我国开放获取态度的关切、

疑虑和误解，获得众多与会国代表的称赞和欢迎，被

称为“全球开放获取运动向前迈进的关键一步”，也为

我国进一步深入参与国际开放获取行动与合作赢得了

话语权。

（2）为深入研究开放获取S计划及其实施对我

国的影响，以及代表中国有关机构回应《S计划实施

指南》的意见征询，项目经与科技部基础司、中国科

学院规划局以及国内签署OA2020意向书的15家机构

等共同研究，于2019年3月撰写并发布了《OA2020意
向书中国大陆签署机构召开会议讨论对S计划实施指

南的反馈意见》（OA2020 Mainland China Signatory 
Libraries Discussed a Response To Plan S Guidance 
on Implementation）的中文版[33]和英文版[34]。

该反馈意见既表达了我国机构对开放获取的坚决

支持、反映了积极推进开放获取与开放知识国际环境

的规则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强烈意愿，同时又切实

从我国需求出发，向S计划建议加强开放获取政策的灵

活性和包容性、加大对开放获取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

支持。

4.3  提出我国开放获取政策和措施建议

2018年12月29日，项目通过组织召开“开放获取政

策专家讨论会”，邀请国内科研、教育、图书馆界和著

作权法等方面专家，共同探讨我国推进实施开放获取

面临的形势、机遇、挑战和政策建议，并在研究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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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完成《实现公共资助项目科研论文立即全面开放

获取的建议》《关于S计划推动开放获取相关情况的报

告》等多份咨询和政策措施建议报告，提交科技部。

以上建议和报告对科技文献开放获取的必要性与

合理性进行了系统分析，对我国推进开放获取的进展

与挑战、科技文献开放获取符合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

要求、科技文献开放获取是中国的国际责任和国际贡

献等进行了阐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有关政

策和措施建议。

（1）科技管理部门明确中国支持公共资助项目的

研究论文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后立即全面实现开放获取；

支持OA2020倡议，支持S计划；制订具有指导意义的开

放获取政策，全面支持建立公共资助项目科研论文开

放获取的环境。

（2）科技管理部门全力支持建立全国实施公共资

助项目研究论文开放获取的统筹协调机制。协调推进全

国各类各级公共科研资助机构全面实行资助项目的论

文开放获取政策，并对政策执行进行监测。充分利用我

国体制特点和优势，利用政策、投入和管理杠杆，通过

高层次谈判机制有效调控开放获取的APC价格并优化

支付机制。

（3）积极参与到国际开放获取的各类规划、规则

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机制中，发挥我国影响、维护我国

利益。

（4）积极研究科研人员奖励与职称评定等评价机

制，调整科研人员获取项目、获奖、职称评定中论文发

表评价指标占比过高的倾向，营造更宽松的科研环境，

逐步杜绝为发论文而发论文的状况。

有关建议和报告，以及受委托提供的咨询意见等，

为科技管理部门和有关机构开展国际对话、维护我国

在国际学术交流环境中的利益提供了重要参考，受到

肯定和认可。

4.4  支持成员单位示范实践开放出版转换

NSTL多家成员单位已开展了多类型的开放获取推

进工作，并积极参与国际开放获取实践与交流合作。例

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建有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

统，支持国家科技资助形成的科技报告对社会公众的

开放共享[35]；中国医学科学院建立了机构知识库，并与

BioMed Central等多家国际出版社合作为本机构作者

发表开放出版论文提供资助；中国农业科学院建立了

机构知识库；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除建立机构知

识库资助发表开放出版论文之外，还开发建设了中国科

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36]，并开展了多类型开放资源

的组织与集成服务[37]。

2014年起，在NSTL的组织和支持下，由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牵头、各成员单位联合参与，开展了

“国外开放学术资源建设”项目。通过对开放资源的遴

选、采集、加工、组织与揭示，将不同平台、不同文献类

型的开放资源进行集成整合，NSTL构建了开放获取资

源服务系统[38]，致力于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全面、便捷的

学术文献保障服务。

基于以上实践的成功经验和本项目的研究成果，

作为响应OA2020计划“订购期刊大规模转换为开放

出版期刊”核心要求的切实行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心进一步尝试开展从订购向开放出版的科技文献保

障模式转换，探索我国图书馆界实施开放获取转换的

路径方法。2020年5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英

国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ublishing， 
OUP）达成国内首个开放出版转换协议[39]。该协议支持

中国科学院OUP期刊订阅集团的研究所及其科研人员

访问OUP旗下科技类订阅期刊或论文，同时支持免费

在这些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开放出版论文。这些论

文在出版后立即开放获取，实现对所有社会公众的免

费阅读、下载、分享和重用，有助于增加科研成果的可

见度和利用率，提高作者的学术影响力和公共资金的

回报率。

5  结语与展望

开放获取作为一种新型学术传播方式，能够使科

研人员的研究成果获得更快捷的出版发行、更广泛的交

流共享和更充分的检验重用；能够使社会公众、企业单

位更及时、无障碍地免费获取利用最新科研成果；能够

使公共资金的科研投入得到更大的效益回报；能够使

科研教育机构、图书馆解决现阶段期刊订购价格危机

和资源使用限制问题。

NSTL是为促进知识广泛传播利用而建立的国家

级基础设施。促进开放获取与NSTL的宗旨完全一致，

而且有助于NSTL高效地实现自己的使命：通过推进实

现开放获取，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保

障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最大程度地满足我国科技创

新对科技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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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NSTL将在以下3个方面继续推动实施开放

获取。

（1）充分发挥国家平台作用，牵头成员单位并联

合部分有采购实力的业界机构，共同推动开放出版转

换，组织成员单位和业界机构共同制定开放出版市场的

约束和规范机制，如欺诈型期刊黑名单、开放出版APC
谈判机制等。

（2）充分发挥在科技文献战略保障问题中的全国

协调促进作用，联合国内主要科研机构、科研资助机构

建立开放获取推进会商机制，及时向政府管理部门提

出推动开放获取良性发展的建议。

（3）充分发挥在国内开放获取中的引领示范作用

和在国际开放获取中的代表与沟通作用，强力争取国际

学术信息交流体系创新发展的核心话语权和影响力， 
切实保障国际开放获取中的中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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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big country of producing and utiliz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bility of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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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main research contents of the project,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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