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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研和科学创新需要依靠对海量科学数据的分析、管理和重用，科学数据的出版管理政策对于科

学数据的质量控制以及开放共享具有重要作用。采用文献调研法、网络调研法、比较法，从科学数据提交与存

储、质量控制、开放共享以及强制性政策4个方面，对国际五大学术出版商的科学数据出版政策开展调研和分

析。科学数据出版政策直接影响作者如何提交以及选择何种方式共享和存储科学数据，甚至影响作者对于科

学数据仓储的认知和评价。以国际学术出版商的科学数据出版政策为导向，提出科学数据仓储建设应优先保障

数据质量，打造开放共享的生态环境，建立与出版商、学术界等的多元融合机制，并不断完善其标准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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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是科研和科学创新的基础，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2018年印发的《科学数据管理办法》，科学数据

主要包括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领域，通过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等产生的数据，以及通过

观测监测、考察调查、检验检测等方式取得并用于科学

研究活动的原始数据及其衍生数据[1]。科学数据出版一

般可分为3种模式：其一是不依靠出版物，数据在科学

数据仓储中独立出版；其二是数据作为学术论文附属

材料出版；其三是以科学数据为全部出版内容。本文重

点探讨第2种出版模式，即科技期刊关联数据出版。随

着海量密集型数据研究的兴起，学术界对科学数据共

享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学术出版商及学术期

刊出台有关科学数据的政策，要求作者在提交学术论

文的同时存储或提交支撑论文结论的科学数据至学术

期刊或指定的科学数据仓储，使其出版的研究成果更

具再验证、可挖掘和重复利用的学术价值[2]。为保障读

者尽可能地获取规范的科学数据，学术出版商对提交

内容、提交流程、数据审查要求、存储方式、利用传播

以及相关隐私与伦理问题等进行说明[3]，鼓励或强制要

求作者将科学数据提交到公共科学数据仓储平台（如

Figshare、Dryad等）进行存储和共享。

本文系统调研国内外科学数据出版政策相关研

究进展及国际五大学术出版商的科学数据出版政策，

分析其在科学数据质量控制、开放共享等方面的要

求。科学数据仓储储存科学数据并与科学数据紧密关

联，其出版政策有着诸多影响，本文以科学数据出版

政策为导向，使其为我国建设高质量科学数据仓储提

供参考。

1  科学数据出版政策相关研究

在科学数据出版过程中，吴立宗等[4]提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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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体系框架包含5个基本环节，秦长江等[5]调研分析

了Elsevier和Wiley两大学术出版商的政策框架。总结

可得，数据出版体系框架流程主要为数据提交与存储、

数据质量控制、开放共享、数据引用等。国内外相关专

家、学者围绕科学数据仓储主题的期刊关联数据出版

及数据出版体系框架流程的具体内容展开研究。

1.1  科学数据出版质量控制政策

J o n e s等 [6 ]通过具体分析S p r i n g e r  N a t u r e和
Taylor & Francis两大学术出版商的数据出版政策，

提出学术出版商在制定标准化科学数据政策时需要考

量的关键性因素，包括提高数据的可用性和向作者传

达政策的合规性。Vlaeminck等[7]以346种经济学和商

业研究期刊为样本，研究期刊获取基础研究数据和计

算代码的政策，指出科学数据出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需要时间和经济成本，商业研究期刊并不完全有意愿制

定类似的指导方针和流程。在我国，方恒等[8]将国外科

学数据期刊的质量控制政策归纳为描述符格式、引用

规范要求、内容类型、同行评议4个方面，通过对比认为

国内科学数据期刊发展相对滞后，相关政策多为建议

或引导性政策，缺乏强制性。许洁等[9]将科学数据出版

质量控制分为数据提交、数据存储、数据评审、数据引

用和数据评价5个阶段，并比较研究了Scientif ic Data
和《中国科学数据》在存储、评审和引用方面的数据政

策，指出目前数据出版中存在存储设施建设不足、评审

体系不健全、数据知识产权侵权严重等问题。傅天珍

等[10]认为科学数据出版质量控制涉及数据格式、内容、

注释以及同行评议等，并强调注重隐私保护在科学数

据出版中的重要性。

在数据出版评审方面，熊泽润等[11]通过调研典型

数据期刊，提出更快建设科学数据出版同行评议标准

体系与机制、开发审查工具、加强评审专家激励政策等

建议，从而进一步构建完善的数据出版同行评议体系。

屈宝强等[12]分析了数据同行评议在3种不同的数据出版

模式下的不同特点，讨论数据同行评议的影响因素、时

间成本、工具和系统等关键问题。

1.2  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

从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影响因素识别角度，

Christian等[13]通过问卷调查法及内容分析法对编辑和

作者对学术期刊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认知和了解情况

进行调研，发现尽管发布数据政策的期刊数量有所增

加，政策要求作者公开报告结果背后的数据，但作者并

不总是这样做，提交的数据也并不总是符合质量标准。

Kim等[14]通过在美国进行全国性调查，指出来自资助机

构和期刊的制度压力以及数据存储库和元数据标准的

可用性都对数据共享规范产生重大影响，而数据共享

规范对数据共享行为具有重大影响。

从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政策内容角度，H a r d -
wicke等[15]利用相关分析法和因果推断法，定量评估了

Cognition引入强制性开放数据政策对数据可用性、可

重用性和可重复性的影响。方恒等[8]认为科学数据开放

共享政策涉及提交出版、数据确权、出版费用等方面，并

分别总结归纳了国外数据期刊的对应政策。何青芳[3]调

研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3个典型国家的科学数据公

开共享政策，将学术出版机构发布科学数据共享政策

的方式分为科学数据仓储存储和伴随论文同时发表。

张晓青等[16]指出国外科学数据共享政策内容分为3类：

其一是对数据质量控制、数据获取和开放共享、数据

保护和保存、数据科学管理等的政策要求；其二是对

隐私、传统知识、敏感数据、版权及数据所有权的政策

规定；其三是其他描述说明，如对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目

的、开放共享原则、开放共享范围、开放共享角色和责

任、监管和实施的说明。温芳芳[17]指出，国外的科学数

据开放共享政策包括科学研究资助政策、数据质量控

制与元数据标准政策、数据存储及版权保护政策，且涉

及开放共享方式和时间、数据获取重用、数据共享成

本、法律与伦理、基础设施与技术支持、培训与指导等

方面，具有参与主体广泛、公共资助机构发挥领导力、

各政策制定者统一意见并相互合作等特点。

综上，国内外学者围绕科学数据的质量控制政策、

开放共享政策等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研究侧

重点各有不同，分散于科学数据出版的各个环节。科学

数据仓储平台是数据作者与科研用户的桥梁，是科学

数据出版的载体。需要综合分析科学数据出版政策，推

进我国本土的科学数据仓储成为受到国际学术出版机

构信任的、具有权威性的高水平科学数据仓储。

2  国际五大学术出版商的科学数据
出版政策分析

按照学术期刊出版规模，Elsevier、Springer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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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此作出解释；还包括研究中生成的原始数据和支

持结果与分析的任何二次数据的重用规则。Springer 
Nature在2016年发布声明称，对所有在其旗下期刊上

发表的论文，包括在生命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作者

均需要提供数据可用性声明。Elsevier旗下期刊在投稿

过程中会提示作者直接创建数据可用性声明，并发布

于论文大纲的“研究数据”部分。Taylor & Francis要求

作者在稿件内附上数据可用性声明，并放置在“参考文

献”之前。Wiley、SAGE也均不同程度要求数据作者按

照提供的数据可用性声明的规范格式来提交数据可用

性声明。

（3）格式规范性。科学数据出版的前提是规范的

数据格式。数据格式规范包括视频/图像/表格文件格式

规范、数据论文的具体内容格式规范、数据集文件大小

限制、数据丰度以及数据类型规范。科学数据出版的对

象既包括广义性数据及所描述的元数据，也包括视频

图像、建模模型和报告等，这些不同形式的科学数据能

够起到丰富数据内容、佐证科学数据及解释说明的一

系列作用。

（4）引用规范性。论文引用其他数据集、引用本

期刊数据集均在数据引用规范范围之内。各学术出

版商通过实施FORCE11制定的《数据引用原则联合

声明》[19]，提倡作者像引用其他论文和网站信息一样

引用数据集。引用的数据集成为参考文献的一部分，

作者遵循数据引用规范，使用工具标记数据，并使用

数据对象标识符关联数据。Springer Nature在期刊

指南中指明，在参考文献列表中可引用公开可用的

数据集，规范的数据引用需包括一个持久标识符（如

DOI、PID）或有指向的链接，以供读者验证。Taylor & 
Fra ncis、Wiley等也提供了具体数据引用语句规范

样例。

2.1.2  数据存储位置

国际五大学术出版商要求作者将科学数据提交

到自建的科学数据平台或其他可信任的科学数据仓

储，多数学术出版商允许作者将科学数据存储至公共

科学数据仓储。例如，Springer Nature认可的科学数

据仓储包括通用型平台Figshare、Dryad及我国自主

科学数据仓储科学数据银行（Science Data Bank，
ScienceDB），以及7个学科大类（化学和化学生物学、

生物科学、地球环境和空间科学、材料学、健康科学、

ture、Wiley、Taylor & Francis以及SAGE分列全球五大

学术出版商。通过文献、网络调研，对五大学术出版商

的数据出版政策要点进行归纳分析，以明确其在科学

数据提交、存储、使用、共享等方面的政策要求。

五大学术出版商发布的科学数据出版政策框架主

要包括数据提交与存储、数据质量控制、数据开放共享

以及政策实施强制性4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科学数据提交与存储，主要包括提交

要求和存储位置。出版商在真实性、可用性、格式、引用

等方面对作者提交的科学数据提出要求，作者可选择

出版商认可和推荐的科学数据仓储。第二部分为科学

数据质量控制，主要包括格式校验和同行评议。首先期

刊通过在线校验工具等对标识符以及数据格式进行校

验，接着同行业审稿人根据期刊指南中的要求对数据

进行评审与指导。第三部分为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主要

包括版权管理和共享方式，作者可选择是否认可通过

科学数据仓储实现的数据共享。第四部分为政策实施

强制性。出版商制定从宽松到严格的科学数据出版政

策，供旗下期刊选择。

2.1  科学数据提交与存储政策

2.1.1  数据提交要求

（1）真实性。科学数据不仅承载科研信息，还是

科学研究信息来源的一部分，其在科学信息传播、学术

活动、科研交流和科学文献管理等方面都有关键的作

用。科学数据应真实地反映科学研究活动的过程和结

果，真实是对科学数据最基本的要求。为此，国际五大

学术出版商制定了相应的政策。Springer Nature要求

对电子图像做尽可能少的处理：允许一定程度的图像处

理，但图像必须能够正确地表示原始数据，且符合学科

领域的相关标准。Wiley明确指出，若发现数据伪造或

未经证实的错误，论文可能被撤稿。

（2）可用性声明。数据可用性声明（Data Avail-
ability Statements）是一种简单且可互操作的机制，用

于明确作者是否共享数据、数据存储位置及访问条件

等[18]。目前，数据可用性声明作为明确数据作者公开数

据的简单声明，逐渐成为科学数据政策体系的一部分。

Springer Nature指明数据可用性声明应包含的内容：

如果数据在存储库中，需包括超链接和持久标识符；

如果数据不能共享（为了保护研究参与者的隐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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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社会科学）内的学科领域型科学数据仓储。

Springer Nature仅要求作者将部分类型的数据（包括

DNA序列数据、基因组组装数据等）提交给指定公共

科学数据仓储，如果没有合适的特定科学数据仓储，作

者可以将数据提交给通用数据仓储，包括由大学、科

研机构为其附属研究人员提供的任何通用数据仓储。

Taylor & Francis向作者提供10个参考的通用数据仓

储，作者也可使用FAIRsharing和re3data.org网站进行

选择。Wiley并未列出明确的科学数据仓储列表，但也

要求作者通过FAIRsharing和re3data.org网站自行检索

选择合适的科学数据仓储。Elsevier则在2015年启动开

放数据试点项目，后续推出Mendeley Data平台，其与

ScienceDirect上的文章链接，通过文章读者可以访问

数据集，促进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

2.2  科学数据质量控制政策

2.2.1  格式校验

科学数据出版的前提是通过便捷的方式把科学

数据转换成机器可访问、识别、存储的统一标准格式。

Springer Nature在有既定研究团体授权的情况下，对

于强制存储的数据进行检查。Elsevier在将数据集纳入

仓储库之前，会按照其特定的学科标准来判断和验证

数据集的格式是否存在问题，其出版的Genomics Data
通过Editorial Manager投稿系统控制数据格式：数据

作者可以按照数据格式规范要求，利用该投稿系统对

已提交的论文进行调整和标准化处理，该系统在任意

地点都可通过网络访问。Wiley旗下的数据期刊Geosci-
ence Data Journal要求在出版前检查是否分配相应的

数字对象标识符（DOI或PID）。

2.2.2  同行评议

有效的科学数据质量把控和数据可信性保障需要

依靠同行评议。由于科学数据存在读取难、演绎难的特

点，对科学数据进行同行评议的难度要比普通论文同

行评议大得多，对于科学数据的审查也较为少见。

Nature要求数据评审组至少包括1位数据标准评审

专业人员，其负责把控科学数据的质量，包括数据集的

可重用性、严谨性和完整性，重点评估每个数据描述符

和相关数据集的技术质量和完整性。Springer Nature

只选定部分期刊进行科学数据同行评议，重点评审数

据可用性声明，评审依据是Springer Nature对数据可用

性声明制定的相应政策要求。负责同行评议的人员可以

要求查看底层数据或代码，从而对论文的学术水平进

行深入评估。Elsevier注重评审数据的时效性，要求期

刊编辑在评审阶段对科学数据保密，同时需要初步评

估数据的客观性及数据来源的真实性等。Elsevier要求

评审人员主要审定数据是否完整、可用，评审不涉及数

据的内容和价值。Elsevier认为应侧重审查科学数据的

透明度，并认为科学数据论文的数据价值和潜在重用

价值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2.3  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

2.3.1  版权管理

目前开放共享数据资源普遍遵循知识共享许可协

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se，即CC协议）。根据CC
协议以及不同的开放程度和开放领域限制，出版机构

与数据作者明确说明相应的权利许可情况。协议的限

制越少，数据重用的可能性就越大。很多数据期刊由数

据作者自由选择不同开放程度的许可协议，如Springer 
Nature旗下的数据期刊Scientif ic Data由数据作者自

行选择包括CC-BY、CC-BY-NC、CC-BY-NC-ND的许

可协议。Springer Nature要求数据使用遵循CC0协议，

并遵循存储该数据的相应科学数据仓储的许可要求。

Elsevier推出的Mendeley Data平台要求研究人员提交

原始科学研究数据作为补充文件，其文件遵循CC-BY
协议提供，Elsevier旗下大多数数据期刊（如Data in 
Brief）采用CC-BY或CC-BY-NC-ND协议。Taylor & 
Francis建议作者根据FAIR原则公开提供与其研究相

关的所有数据。Wiley出版的部分期刊对提交的科学数

据采用CC0协议，且同意科研人员对科学数据进行挖

掘和元数据分析。

科学数据的版权归属是版权管理的重要部分，但

国际出版商政策中较少出现版权归属声明。大多数

期刊由作者保留版权，如：Scient if ic Data声明作者

保留所有版权，遵循科学数据仓储相关协议；Data 
in Brief表示作者保留无限制使用数据的权利。少部

分期刊，如Taylor & Francis旗下部分期刊默认作者

放弃所有权利，作品进入公有领域，并明确声明采用

CC0协议。

https://www.springernature.com/gp/authors/research-data-policy/generalist-repositories/12327166
http://ulrichsweb.serialssolutions.com/title/1683873331320/785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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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共享方式

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对科研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

进作用。五大学术出版商都不同程度地强调科学数据

集的真实性、原创性、科学合理性，并建议遵循现有的

开放协议。随着不同科学数据仓储开放共享数据，科学

数据出版从收费模式逐渐转变为免费模式。Springer 
Nature声明首选公共科学数据仓储来存储提交的数

据，通过公共科学数据仓储进行开放共享。

2.4  科学数据出版政策实施强制性

通过对五大学术出版商的调研，发现Springer Na-

ture、Elsevier所制定的科学数据政策内容相对较为详

尽，政策条目较明确，Taylor & Francis、Wiley和SAGE
的政策条目相对较少且较为宽松。科学数据政策类型

不同、条目不完全相同，但整体看五大学术出版商都采

取从鼓励向强制过渡的数据政策，出版数据质量控制

以及共享程度要求越来越严格。

以Springer Nature为例，其采取4种类型的数据

政策[20]，如表1所示。4种类型的数据政策均强制要求

“数据通过数据仓储共享”及“允许引用数据”。类型

一对其他条目均无要求，类型二建议提供数据标识符

和数据可用性声明但不强制，类型三强制作者提供数

据标识符和数据可用性声明，类型四对所有条目均有

强制要求。

表1 Springer Nature数据政策类型

政策条目 类型一 类型二 类型三 类型四

数据通过数据仓储共享 强制 强制 强制 强制

允许引用数据 强制 强制 强制 强制

数据标识符 无要求 建议 强制 强制

数据可用性声明 无要求 建议 强制 强制

检验数据存储位置 无要求 无要求 建议 强制

数据引用规范 无要求 无要求 建议 强制

数据同行评议 无要求 无要求 建议 强制

出版过程与数据仓储的集成 无要求 无要求 建议 强制

Elsevier采取5种类型的数据政策[21]，其对于数据

共享的要求比Springer Nature宽松。Elsevier与很多特

定领域的数据仓储都有合作关系，可以提供文章和数

据库之间的链接。如果投稿时已有数据链接，作者可以

在文章或投稿系统里添加数据标识符。如果没有合适

的特定领域的数据仓储，作者可以通过Mendeley Data
平台共享数据。Taylor & Francis采取5种类型的数据政

策[22]，其“开放数据+FAIR”政策对使用许可做了特别

要求：科学数据需遵循CC-BY、CC0或其他等效协议。

Wiley采取4种类型的数据政策[23]，SAGE采取3种类型

的数据政策[24]。相对而言，Taylor & Francis、Wiley、
SAGE的政策类型简单、政策相对宽松。

通过调研分析，发现国际学术出版商主要通过规

范数据格式与规定存储位置、采用同行评议和格式校

验控制质量、制定版权管理政策和规定开放共享方式、

实施不同强制性的政策4个策略，构建出较为科学有效

的数据出版政策框架。

3  对我国建设高水平科学数据仓储的
启示

在我国，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已经逐步得到重视。

一方面，政府和科研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范：除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外，还有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

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医

学科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范》，中国科学院制定实施的

《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办法》，中国农

业科学院制定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科学数据管理

与开放共享办法》；另一方面，我国陆续建成了一批科

学数据仓储，形成“国家人口健康科学数据中心”“国

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等20个国家级学科领域科

学数据中心，涉及生物学、天文学、地震材料、医学、

高能物理、农业、林业、计量学、地理学、气象学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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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25]。科学数据仓储在学术出版主体和数据作者之间

起着重要作用，国际学术出版商对于科学数据的政策

重点围绕科学数据仓储主题展开，随着国际科学数据

仓储的发展，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数据仓储逐

步形成。聚焦国内，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在

2015年运行上线并于2021年正式命名的ScienceDB被

Springer Nature、Elsevier、Cell Press和美国地球物理

学会（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AGU）旗下期刊

收录到推荐的公共科学数据仓储名单中[26]。

大部分科学数据仓储的国际知名度及国际参与度

较低，尚未得到国际知名出版商的认可，数据关联出版

模式的学术可信度、行业认可度都不理想，有关科学数

据存储、数据开放共享、数据版权、数据管理与发表、

质量控制等的政策较为模糊，学术出版主体与科学数

据仓储之间的关联度较低，甚至我国科研用户对其研

究领域内的科学数据仓储也没有足够的认知[27]。我国

科学数据仓储建设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从而在推动

科学进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更好地参与国际学术

交流，提升中国的科学话语权。

3.1  坚持数据质量优先

数据结构复杂、数据量增长较快。国际学术出版商

在推荐和收录科学数据仓储时，均以科学数据仓储的

质量保障体系为标准，其服务的安全稳定性是重要评

判依据。科学数据仓储不能够一味地追求海量数据而

缺乏质量把控。

在收集海量科学数据后，如何保障科学数据的质

量是值得关注的命题。科学数据仓储需要通过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进行有效的质量保障。除了在元数据

规范、格式校验、标识符规范、同行评议、版权管理、引

用规范等方面不断借鉴并形成体系政策，还需持续形

成更加健全的行业标准政策。从长远角度看，要通过科

学数据仓储来提高科学数据质量及服务科技创新，整

个科学研究环境中需要形成一个闭环：从科学数据仓

储角度，科学数据仓储通过提供智能数据处理工具、

同行评议辅助工具等，更为有效地为作者、评议人员、

用户提供更加友好、便捷、智能的服务；从专家同行评

议角度，规范完善同行评议规章制度，探索同行评议新

颖模式，对科学数据质量进行有效把控；从数据生产

者角度，保护作者隐私和知识产权，评估、评价通过共

享发表数据产生的效益，推动科研人员产出高质量科

学数据，增加其共享数据的动力。

3.2  打造开放共享生态

国内的开放共享生态环境还未建立完善，一是由

于国内开放共享观念转换不到位、不成熟；二是由于科

学数据作者及科研人员对于科学数据公开出版模式不

认可、不积极；三是由于在开放共享的环境下版权制度

存在缺陷，同时明确的数据引用机制未建立。多方面导

致开放共享生态不完善，影响数据作者对于传播共享

数据的积极性。

开放共享是保障科学数据仓储影响力的有效举

措。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国家发布一系列政策方

针，有意识地营造数据共享的社会大氛围，科学数据

必然会逐步走向开放共享。《科学数据管理办法》明确

“开放为常态，不开放为例外”的政策原则。国内出版

机构应尽快加入开放共享的大环境，积极遵循《科学

数据管理办法》。《科学数据管理办法》明确了责任主

体，促使广大普通的科研人员介入数据开放共享，无需

顾虑承担共享数据的成本，如此一来带动整个开放生

态的繁荣。在开放共享的大环境中，期刊及学术出版商

首先应主动引导数据作者共享数据，提供简便的数据

上传流程及清晰的仓储选择方案。其次，可在评价机制

中加入数据质量、数据引用、数据重用等指标，通过量

化每个数据集产生的影响，激励数据作者创作并共享

数据。最后，逐渐形成权益保护政策机制，在数据出版

过程中保障数据所有者权益，打消科研人员顾虑，提高

其共享数据的积极性。

3.3  建立多元融合机制

国际知名科学数据仓储在国际组织、学术界、出版

商、技术商等利益相关方的共同推动下取得了长足的

发展。国际五大学术出版商制定了全面规范的、分层级

的、不同强制程度的数据出版政策，鼓励越来越多的期

刊制定并实施数据出版政策，将不同类型数据期刊推

荐给对应的仓储平台。每种期刊应根据自身特点及实

际情况遵循特色化的出版政策，推动数据的公开、共享

与传播，促进科学数据的重用。

各个出版主体需加强合作，科学数据仓储应与出

版机构进行深度合作，从而推动论文关联数据的出版。

首先，应支持我国自主建设的科学数据仓储发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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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更好地保障无障碍的合作共建；其次，打通双方平

台，使得作者能够一站式提交科研论文及相关数据，

便于科学研究人员和数据评审人员撰写和评审数据论

文；最后，评审工作分工应更加明确，数据技术性和科

学性审查分别由科学数据仓储管理人员和期刊编辑、

数据专家来负责，从而提高数据的重用性和科学性。另

外，要积极关注并及时跟踪国际数据出版政策新动态，

引进和借鉴成功经验，对标国际数据期刊，大力发展我

国的数据期刊。根据学科特点和期刊办刊特色，综合考

虑数据标准、数据提交与发布流程、格式校验、同行评

议、科学数据仓储、数据引用及评估评价等，建立特色

化的科学数据出版政策体系。在实践层面，可以采取从

小到大、由少及多的相对缓和的政策推广方式，为今后

大数据环境下的海量密集型数据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3.4  完善标准治理体系

与国外相比，我国仅有少数期刊拥有数据出版政

策，数据标准化体系未能得到国内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

的足够关注和重视。目前，我国正向文化强国不断迈进。

要成为文化强国首先要成为出版强国，但没有出版业的

标准化就没有出版强国。数据出版是出版业的重要部

分，建设完善其标准治理体系是必要举措。

根据数据出版领域全球治理的需求，从宏观角度，

以目前国内外相关实践为基础，逐步实现对数据出版领

域标准化体系的系统谋划、重点推进、广泛参与、全面

应用；从微观角度，重点突出推进我国学术期刊关联数

据提交的政策要求。研制完善数据出版标准化体系工

作，在科研组织层面，是对数据论文规模增长和质量提

升的积极响应措施；在科技治理决策层面，是我国实现

科学数据出版后发先至，乃至赶超发展的必要基础性

工作；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战略层面，是实现高水平科

学数据共享、推动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以及建设科技

强国的有力支撑。

4  结语

本文梳理与总结了国际五大学术出版商目前的数

据出版政策。与传统学术期刊相比，科学数据期刊是

新兴出版类型且仍处于发展阶段，数据期刊出版模式

的复杂程度更高，故本文的结论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当

前，随着开放科学运动的不断推进和全球科研模式的

深刻变革，对科学数据出版及科学数据仓储的关注度

逐渐升高，科学数据期刊将推出更为有效的出版政策，

从而促进科学数据仓储建设稳步推进。因此，在开放

共享的环境下，应注重科学仓储质量控制，建立多元融

合机制，完善标准治理体系，并高度关注国际数据期刊

和科学数据仓储的发展动态，以持续推进我国科学数

据仓储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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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Data Publishing Policies on Building Scientific Data Warehousing in China

ZHANG TengYu  DING QiuJin  YU Hui  YIN ZiQi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P. R. China)

Abstract: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rely on the analysis, management, and reuse of massive scientific data. The publication and management 
policies of scientific data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quality control and open sharing of scientific data. This article adopts literature research, network 
research, and comparative methods to conduct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scientific data publishing policies of the five maj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from four aspects: scientific data submission and storage, quality control, open sharing, and mandatory policies. The policy of  scientific data publishing  
directly affects how authors submit, share, and store scientific data, and even affects authors’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data warehousing. This 
article is guided by the scientific data publishing policies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and propos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data warehousing 
should prioritize ensuring data quality, creating an open and shar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stablishing a diversified integration mechanism with publishers 
and academia, and continuously improving its standard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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