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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文献调查法、网络调查法和比较分析法，通过对欧洲开放科学云和中国科技云的深入调查和

比较分析，从建设定位、管理模式、资源建设和信息服务4个方面梳理总结两个平台的异同、问题并给出相应

解决措施，以期为我国未来开放科学平台建设和开放科学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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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开放科学云和中国科技云的比较分析*

开放科学是人们在开放环境下充分利用各种开放

资源、技术、平台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学习、研究、合作

的一种新方式与方法[1]。202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通过了《开放科学建议书》，标志着开放科学迈入全

球共识的新阶段[2]。开放科学平台是开放科学基础设施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放科学发展的基础和推进剂。

目前全球涌现大量开放科学平台，如欧洲开放科学云

（European Open Science Cloud，EOSC）、中国科技

云（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oud，CSTC）、
马来西亚开放科学平台（Malaysia Open Science Plat-
form，MOSP）、非洲开放科学平台（Afr ican Open 
Science Platform，AOSP）、澳大利亚研究数据共享平

台（Australian Research Data Commons，ARDC）、日
本开放科学和数据平台研究中心（The Research Cen-
ter for Open Science and Data Platform，RCOS）等。

在这些平台中，EOSC投资规模最大，代表着欧洲

乃至全球先进的开放科学实践，而CSTC相继被纳入我国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和《“十四五”国家信息化

规划》，是我国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的开放科学平台。两

平台的建设都始于2016年，并于2018年上线，在时间轴

上具有相似性。2020年，两平台达成战略合作，将共同

推动中欧跨洲际开放科学云的协作与联邦服务[3]。目前

国内关于EOSC的研究主要围绕在其政策体系[4-5]和实践

建设路径[6-7]两方面；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EOSC
的发展历程[8-9]、相关项目建设[10-11]以及发展建议[12]3
个方面。国内关于CSTC的研究聚焦于该平台的技术

应用[13-14]和用户行为[15]两个主题，未有对CSTC的国外

研究。总体上看，尚缺少对EOSC和CSTC两平台的深

入调查与比较分析。因此，本文主要通过访问EOSC和

CSTC平台，开展深入调研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两平台

的异同和存在的问题，以期为优化CSTC建设和推进我

国开放科学实践提供参考。

1  比较要素确定

虽然目前没有通用的开放科学平台评价标准，但是

基于目前科研数据开放共享平台评价指标体系[16-18]，结

合EOSC实施路线图[19]和实施第一阶段评估报告[20]，

可以初步归纳和确立EOSC和CSTC的比较要素（见

表1）。

开放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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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EOSC和CSTC比较要素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建设定位
建设基础与建设目标

目标用户与覆盖领域

管理模式

治理结构

配套政策

资金来源

项目推进

资源建设

资源连接模式

资源类型、数量与开放程度

资源来源范围、更新情况与可用性

资源描述与元数据

资源检索

资源呈现

信息服务

服务内容

服务手段

服务流程

服务应用

2  EOSC和CSTC的建设定位对比

在建设基础与建设目标上，两平台具有一定相似

性。EOSC以由欧盟各成员国、企业、机构等的科学基

础设施以及前期欧盟公共资金资助的各类项目成果为

基础，并部署高带宽网络和超级计算机容量以访问和

处理云端大型数据集[21]，同时通过适当的互操作性标

准和开放的跨平台合作，使服务能够互相连接并扩展

至欧盟任何地方，目标是将欧洲现有的分布式数据基

础设施联合起来，打造一个开放、无缝访问的虚拟环

境，在欧洲乃至国际层面实现服务一体化，加速和支持

更有效的开放科学和开放创新[22]。CSTC则基于中国科

学院现有的资源和科学基础设施，目标是通过高速科

研网络、海量数据存储、大规模计算分析、科学数据与

信息资源、科研软件资源等的云化集成，建立开放的资

源与服务汇聚机制及技术体系，为我国科研范式的变

革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信息技术创新提供支撑，为

全球科技进步提供先进的数字化环境[23]。目前，两平台

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建设目标，即作为综合性开放科学

基础设施[24]，通过对多种类型资源的联合和汇聚，支持

多种开放科学活动。

在目标用户与覆盖领域上，两平台差别较大。

EOSC通过和企业以及公共部门合作，向更广泛范围的

用户而不仅是学术用户提供服务，在建设初期明确了覆

盖领域需涵盖各个学科的原则[22]。 CSTC主要以我国科

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动为导向，目前尚未覆盖人文学科和

社会科学，覆盖的学科范围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25]。

3  EOSC和CSTC的管理模式对比

下面主要从治理结构、配套政策、资金来源和项目

推进4个方面对EOSC和CSTC的管理模式进行对比。

（1）治理结构。EOSC现阶段的治理结构是包括

EOSC协会、欧盟委员会和EOSC指导委员会的三方治

理结构：EOSC协会由全体大会、董事会和秘书处共同

管理，与欧盟委员会为伙伴关系，由来自欧盟成员国和

与欧洲研究框架计划（European Research Framework 
Programme）相关的国家专家组成的 EOSC 指导委员

会则为其提供政策和战略层面的意见。EOSC协会鼓

励更多利益相关者加入EOSC，进而实现基础设施类

型、组织和部门成员以及地理分布等方面的平衡。其

中：全体大会由会员和观察员组成（欧盟成员国和与

欧洲研究框架计划相关的国家组织可以作为会员加

入，其他组织则作为观察员参与），是协会的最高权力

机构，负责选举协会主席和董事会成员；董事会由主

席领导，通过执行大会通过的决议来指导协会的活动

同时选举秘书处秘书长；秘书处由秘书长领导，为主

席、董事会以及大会提供支持和建议，并协调实施其决

策[26]。目前CSTC的治理主要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

信息中心主导，下设的科技云运行与技术发展部专门负

责CSTC的维护和发展[27]。对比来看，EOSC的治理结

构更具透明性和合作性的特征：EOSC协会由全体大

会、董事会和秘书处共同管理，三方各司其职，可以有

效地提升整体项目决策和执行过程的透明度和效率；

EOSC协会鼓励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加入，吸收采纳更广

泛范围的不同类型、领域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从而更好

地促进合作交流。

（2）配套政策。EOSC现有政策可以划分为战略

引导层、环境保障层和具体运作层三级结构：战略引

导层政策从宏观角度对EOSC进行顶层设计进而为其

长期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环境保障层政策主要是与

EOSC具体建设相关的以及涉及欧盟现有各个领域的

政策，包括知识产权、技术要求、学术激励、资金支持

等方面政策；具体运作层政策则直接影响EOSC资源建

设与服务建设的成效，该层次政策内容主要包括平台

技术标准、参与规则、数据开放与管理标准等[4]。EOSC
和CSTC配套政策对比见表2。相比之下，CSTC的配套

政策落后于EOSC：目前CSTC相关政策主要集中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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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主要集中在数据管理、技术标准与参与规则上，较

EOSC在学术激励、资金支持等方面欠缺政策指导。

境保障层和具体运作层，缺少战略引导层的政策文件，

尚未出台国家层面的开放科学相关战略与政策；政策

表2  EOSC和CSTC配套政策对比

政策层级
EOSC CSTC

政策 发布主体 政策 发布主体

战略引导层

《欧洲研究基础设施使用章程》[28]

《欧洲研究区战略》
《数字单一市场战略》
《欧洲数据战略》[4]

欧盟委员会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中央网络
安全和信息
化委员会

环境保障层

《开放数据和公共部门信息指令》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欧盟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框架条例》
《欧洲互操作法案》

《公共采购指令》[4]

欧盟委员会

《科学数据管理办法》
《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管理办法》

《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
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

《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中心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管理办法》

《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行管理实施细则》
《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实施细则》

国务院办公
厅、科技部、
财政部、国
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

具体运作层

《EOSC互操作框架》
《EOSC元数据配置文件》
《EOSC持久标识符政策》
《EOSC伙伴关系草案》

《EOSC供应商入驻要求和流程》[29]

EOSC执行
委员会及项
目工作组

《中国科技云资源与服务提供者入驻协议》[30]

《中国科技云用户服务协议》[31]

《中国科技云门户V2.0资源与服务汇聚接口规范》[32]

《中国科技云门户V2.0服务目录标准规范》[33]

中国科学院
计算机网络
信息中心

（3）资金来源。欧盟在不同阶段通过欧洲研究框

架计划“地平线2020”“地平线欧洲”等为EOSC相关

项目如“欧洲开放科学云试点”（EOSC Pilot）、“欧洲

开放科学云中枢”（EOSC-Hub）、“欧洲开放科学云未

来”（EOSC Future）[34]等提供资金资助，成为EOSC及
配套服务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同时，EOSC鼓励成员

国和关联国、合作伙伴、商业机构、私人一起投资和推

动其长期发展[35-36]。此外，为实现可持续发展，EOSC
重点在成本评估、融资方案设计[37-38]、捐赠监测、投资

一致性评估等方面开展行动，希望为各类服务创建计

算成本的标准方法，建立多收入模式的资金来源机制，

减少重复投资造成的资金浪费[26]。CSTC资金则主要来

源于项目经费，如“中国科技云建设工程”“全球开放

科学云培育计划”等，同时规划将部分平台资源商业化

以期获得更多的资金收入，现阶段总体资金来源渠道

仍较为单一。

（4）项目推进。EOSC在发展过程中体现了明显的

项目管理理念：通过确定各个阶段的核心目标、明确优

先事项和指导原则、出台行动路线和时间线图、开展风

险评估、引入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
tor）进行阶段性成果评估、公开项目进展和报告等举

措保证了EOSC建设顺利推进[26]，体现出较强的规划

性、实操性和透明性。CSTC也通过项目推动平台及相

应服务的建设和发展，但未发布其具体实施方式、时间

规划和评估报告等，项目规划性、实操性和透明性相对

较弱。

4  EOSC和CSTC的资源建设对比

资源建设是平台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直接影响用

户使用平台的体验和平台效用。EOSC将资源定义为

根据EOSC参与规则向用户提供的资产[39]，包括服务

资源、研究产品资源等。本节从资源连接模式，资源类

型、数量与开放程度，资源来源范围、更新情况与可用

性，资源描述与元数据，资源检索，资源呈现6个方面对

EOSC和CSTC的资源建设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4.1  资源连接模式的对比

EOSC和CSTC都通过连接各类资源实现一站式

集成，进而为目标用户提供统一发现入口以使用后续资

源。EOSC采用联合模式，通过服务标准和通用的互操

作性标准快速连接现有资源，提供信息安全保障；一方

面尽可能地控制项目成本，另一方面提升利益相关者接

受度，促使平台更好地发挥价值[38]。CSTC资源连接模

式主要有资源发现、统一管控和融合服务3种类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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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发现模式主要展示资源的特征，使其更易被潜在

用户发现；采用统一管控模式汇聚的资源将被平台集

中监控和展示，用户可以在平台上在线申请使用资源；

融合服务模式需要资源完全符合平台的标准，用户可

以在平台上直接使用，完成在线计费和支付。在上述3
种模式中，采用资源发现模式接入的资源与平台的关

联度最弱，采用统一管控模式的适中，采用融合服务模

式的最强。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EOSC联合模式融合了

CSTC的3种资源连接模式，通过平台统一的目录与市

场版块呈现所连接的资源，用户可以浏览这些资源的

基本信息，还可以在线申请或直接使用某些资源。因

此，两平台的资源连接模式大体相似。

4.2  资源类型、数量与开放程度的对比

（1）资源类型。两平台均对各自平台的资源类型

进行了明确划分，资源类型较丰富。EOSC的资源可分

为服务资源和研究产品资源两大类：服务资源是EOSC
的核心和特色资源，可分为通用服务资源和数据源资

源两小类；研究产品资源可分为出版物、数据、软件、

培训、其他五小类。EOSC通用服务资源可以为研究人

员和其他用户提供数据发现、计算、存储和分析等服

务，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在分布式计算环境中处理和分

析数据，推进科研活动的进程；EOSC数据源资源主要

包括存储库、科学数据库、聚合数据库、期刊网站、出

版商网站和实时研究信息系统，为EOSC研究产品提供

保存、管理、发现、访问和使用统计等功能[40]。研究产

品资源是科学过程产生的资源，其中：出版物以开放获

取文献为主；数据主要为研究图片和研究数据等；软件

主要为研究活动涉及和产出的软件及代码；培训主要是

与特定主题讲座、研讨会、课程等相关的文本、图片、

幻灯片、视频及游戏；其他资源是暂未列入上述类型的

研究产品[41]。CSTC的资源包括服务资源、软件资源和

数据资源三大类，其中数据资源包括了数据集、数据工

具、标准、论文和著作。

（2）资源数量。EOSC的资源数量远超CSTC。截
至2023年9月24日，在服务资源方面，EOSC的通用服务

资源记录数量为402条，CSTC的服务资源记录数量为

106条；在服务资源以外，EOSC的研究产品资源记录以

百万计，而CSTC的各类数据资源记录总数未超过10万
条，量级差距较大。

（3）资源开放程度。EOSC资源的开放情况优于

CSTC。EOSC将开放获取资源定义为仅需身份验证而

无需订购即可访问的资源[39]，针对开放获取资源通过

“open access”标签标注，将带有该标签的资源记录数

量除以对应资源记录总数可以得到资源的开放率：截至

2023年9月24日，EOSC中带有“open access” 标签的通

用服务资源记录数量为278条，开放率约为73%；研究产

品资源记录总数为4 907 090条（不纳入其他资源），其

中带有“open access”标签的资源记录数量为4 414 941
条，开放率约为90%，开放性较好。CSTC未对其开放获

取资源进行标注，经实际调研，发现其软件资源全部支

持开放获取，服务资源部分开放，数据资源多为受限访

问或需授权使用，整体开放性一般。

4.3  资源来源范围、更新情况与可用性的对比

（1）资源来源。目前，EOSC的资源来源非常广泛，

已经覆盖欧洲乃至全球，共有包括政府、高校机构和

各类组织在内的312家资源供应商，主要分布于法国、

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瑞士、希腊等欧洲

国家，具体包括GÉANT、OpenAIRE、arXiv、Zenodo。
CSTC的服务资源来源于26个开发者，绝大多数为国内

科研机构，少数为企业以及开源社区等，具体包括中国

科学院、北京大学、华大基因、GitHub；软件资源来源于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自行开发的科学软件开

源社区；数据资源来源于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中心，其

数据主要由中国科学院35个数据中心提供[42]。总体上，

CSTC的各类资源来源数量均少于EOSC。
（2）更新情况。在2023年6—9月多次访问两平

台，发现EOSC资源更新频繁，CSTC较少更新资源，这

主要表现在：6月初统计发现EOSC各类资源记录总数

为4 623 834条，9月末为5 363 466条，增加了70多万条

资源记录；同时期内，CSTC中仅服务资源记录数量由

95条增加到106条，其余类型资源数量均无变化。

（3）资源可用性。EOSC实时监控并公开其资源

可用性状态，在2023年9月25日10时，EOSC服务资源实

时可用性和可靠性分数均为93.04[43]，这意味着EOSC
服务资源可用性较高且稳定；EOSC的研究产品资源通

过链接的方式提供，经实际访问，未发现无法访问等情

况，资源可用性较高。CSTC通过自主研发的分布式资

源监控系统CSTCloudEye监控系统的服务状况[44]，通

过服务监控类应用程序接口读取各类服务提供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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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监控数据的实时状态和可用性[32]，但未面向用

户公布服务监控数据。CSTC的服务资源可通过平台直

接跳转使用，用户可通过平台直接获得软件和数据资源

中的数据集的链接，但数据资源中数据工具、标准、论

文、著作如“基因组数据标准”“一种基于逐步回归的

通用实时功耗模型构建方法”“草地-荒漠生态系统过

程与变化”“中国迁地栽培植物志·秋海棠科”等资源存

在链接失效、无法点击访问等情况，CSTC需要进一步

增强资源可用性。总之，EOSC的整体资源可用性较高

但仍有提升空间；CSTC服务和软件资源可用性较高，

但数据资源可用性总体不佳。

4.4  资源描述与元数据的对比

资源描述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的必要手段[45]，丰富

的资源描述有利于用户更好地了解和使用目标资源。

统计了EOSC和CSTC不同类型资源详情页的描述字

段数量，同时随机调查了各类资源实际填充字段数量

（见表3）。对比发现两平台设置的资源描述字段数量

均较多，但CSTC数据资源尤其是其中的数据工具和

论文资源的实际填充字段数量较少，CSTC需要加强

更新和维护。

表3  EOSC和CSTC资源描述比较

EOSC CSTC

资源类型
资源描述字段数量/个

（实际填充字段数量/个）
资源类型

资源描述字段数量/个
（实际填充字段数量/个）

服务资源
通用服务 23（23） 服务资源 7（7）

数据源 25（25） 软件资源 13（12）

研究产品资源

出版物 8（8）

数据资源

数据集 10（8）

数据 7（7） 数据工具 8（2）

软件 7（7） 标准 11（8）

培训 18（17） 论文 20（2）

其他 9（9） 著作 9（6）

元数据可以帮助用户发现、识别、确认、记录数

据，具有管理、检验和保障数据等功能[46]，在开放科学

环境下，其与实现FAIR原则，即Findable（可发现）、

Accessible（可访问）、Interoperable（可互操作）和

Reusable（可重用）原则息息相关[47]。EOSC发布了供

应商、服务、目录（可使其他社区的资源目录与EOSC相
连接）、数据源和数据产品5类元数据配置文件，在编

制过程中参考国际标准如ISO 639、ISO 3166等，目前

已更新到第4版。CSTC也发布了《中国科技云门户V2.0
服务目录标准规范》[33]，对资源元数据的属性名称、定

义、字段类型、公开范围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可以有效

保证资源元数据的标准性，进而确保资源描述信息的

结构化和明确性，促进资源可发现性提升，也有利于未

来通用或特定主题领域的元数据组合和集成。在元数

据内容丰度上，以服务资源元数据为例：EOSC设置了

基础信息、市场信息、分类信息、地域和语言可用性、资

源所在地、联系信息、成熟度信息、依赖性信息、资助

信息、管理信息、获取和订购信息、财务信息12类元数

据；CSTC设置了基本信息、分类信息、支持信息、商务

信息、性能指标、运维信息、案例信息、产品成熟度信息

8类元数据，元数据类型均较为丰富。

4.5  资源检索的对比

平台只有具有较高的资源检索能力，才能真正发挥

出资源建设的效果。现阶段EOSC的资源检索能力明显

优于CSTC：EOSC支持所有类型资源的一框式检索和

通过作者、题名、关键词等进行分类检索，同时支持精

确检索、模糊检索和多条件组合的高级检索，可依据检

索框内已输入内容实时推荐检索结果；CSTC目前尚不

支持对所有类型资源的一框式检索，用户需要先选定

资源类型才能进行检索，CSTC也不具备精确检索、高

级检索和检索推荐功能。

在检索后，EOSC可以通过各分类项组合筛选检索

结果，且其分类体现了较强的实践性，如依据研究过程

将资源分类为发现研究成果、查找仪器和设备、访问研

究基础设施、访问培训材料、处理和分析、访问计算和

存储资源、管理研究数据、发布研究成果8类，从而满足

用户不同阶段科研活动的使用需求。相比之下，CSTC
则不具备筛选检索结果的相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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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资源呈现的对比

在资源呈现方面，EOSC在资源列表页可以呈现各

类型资源的内容介绍、类型、发布时间、访问权限、学

科、语言、来源、标签等信息，能帮助用户直观、高效、

全面地了解资源的情况；对于出版物、数据、软件等，可

呈现下载和浏览量，辅助用户判断资源的被使用情况；

支持按默认、热度和时间远近3种方式对资源排序并显

示。在资源详情页，对于服务资源，EOSC采用可视化

和模块化的方式呈现更详细的资源信息：通过可视化

地图呈现资源的可用地区信息，通过监控模块呈现资

源的可用性状况[43]，通过统计模块呈现资源的浏览、访

问量和订单数等，平台也会根据该资源推荐相似资源和

可组合使用的资源，方便用户进一步探索其他资源和了

解资源间的组合情况。

CSTC在资源列表页仅呈现了资源的基本介绍信

息，对于数据资源支持按浏览量进行排序。在资源详

情页，对于服务资源仅呈现了服务介绍、产品优势、功

能、技术支持信息，不支持可视化呈现、数据使用统计

和资源推荐。相较于EOSC，CSTC资源呈现方式较为

单一。

5  EOSC和CSTC的信息服务对比

主要从服务内容、服务手段、服务流程和服务应用

4个方面对EOSC和CSTC的信息服务进行对比。

（1）服务内容。两平台都提供信息咨询、信息聚

合、身份认证、用户培训和个性化服务等基于平台的常

规信息服务，同时基于服务资源提供包括数据发现、数

据计算、数据存储、数据分析与管理、网络连接等在内

的特色服务，服务相对齐全，基本能够满足用户在科研

活动各个阶段的需求。EOSC比较重视用户反馈服务的

建设，相比之下CSTC在用户反馈方面的服务内容稍有

欠缺。

（2）服务手段。对于常规服务，两平台都通过公

开联系方式接受用户信息咨询，通过设置信息分类版

块更新活动、文件等，实现信息聚合。EOSC通过开发

页面满意度调查、资源评分、评论功能广泛接收用户反

馈，通过建立EOSC认证和授权基础设施（Authentica-
tion and Authorization Infrastructure，AAI）标准来

实现用户身份认证功能，通过开发资源收藏、对比和分

享等功能实现个性化服务，通过发布全面的用户服务

手册、培训视频开展用户培训。CSTC则通过开发中国

科技云通行证实现用户身份认证，通过开发资源收藏

功能实现个性化服务，通过召开培训会、发布培训视频

和培训资料来进行用户培训。对于特色服务，两平台都

聚合服务资源，如在数据分析与管理服务方面，EOSC
聚合Snap4City、EGI Notebooks等，CSTC聚合DataL-
ab、DataSpace等。对比发现，在常规服务方面，CSTC
的信息丰富性较低、更新频次较低，还存在版块重复和

失效等问题；在特色服务方面，CSTC存在服务手段较

少、各服务手段间组合性不足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

会影响用户的实际使用体验。

（3）服务流程。对于常规服务，两平台均需用户自

行在网站上获取。对于特色服务，两平台都需要用户登

录并在平台跳转使用、申请，CSTC还允许用户通过填

写需求问卷进行服务申请。此外，CSTC面向中国科学

院的科研工作者开放服务：需求方通过项目申请、专家

评选等流程，可免费使用相应服务，同时CSTC会安排

服务专员跟进项目以保障服务效果，从而更加精准地赋

能重要科研活动，加速重大科技成果产出，推动开放

科学在我国的发展[48]。

（4）服务应用。两平台都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服务应

用案例，如EOSC的“Blue Cloud”[49]和CSTC的“大规

模对象存储系统iharbor”[50]等，这些案例展示了两平

台在实际科研活动中的应用效果，有利于帮助潜在用

户了解并使用平台服务。通过服务应用案例可以看出，

EOSC和CSTC可以有效解决现阶段科研活动中存在的

数据碎片化、基础设施分散化、海量数据存储与计算困

难、数据安全难以保证、特定领域信息中心缺少、研究

协作效率低等共性问题。

6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EOSC和CSTC两者的比较分析，发现CSTC
作为我国开放科学平台实践的代表，虽然其建设和实

践应用都取得了明显进展，显著促进了我国的科学研

究发展，但相较于EOSC仍有不足：①在建设定位上，

覆盖学科领域和用户范围较小；②在管理模式上，治理

结构欠缺合作性、配套政策欠缺战略性和全面性、资金

来源渠道有限、项目推进实操性较弱；③在资源建设

上，资源数量和来源数量较少、更新较缓慢、可用性一

般、检索功能待优化、资源呈现形式较单一；④在信息

服务上，服务内容、手段和流程均有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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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促进CSTC平台建设和我国开放科学事

业的发展，应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深度挖掘各方需求，推动平台效能和影响力

提升。EOSC深度挖掘了各方需求，明确其利益相关者，

包括科学团体、研究机构、学会、社区论坛、国内外基

础设施、公共或私人资助机构和行业参与者等[26]，通过

分析各类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提供更广泛的服务。现阶

段，CSTC基于中国科学院的资源和科学基础设施开展

建设，主要服务对象为科研人员，资源主要覆盖自然科

学学科。目前我国形成了“数据基础设施开放为主，科

研仪器设备开放和文献基础设施开放为辅 ”的实践局

面[51]，自然科学领域开放科学发展取得了喜人进展，但

开放科学不应只支持自然科学研究，也应支持人文社

科相关研究，所有学科都应该推动开放科学实践[52]。因

此，未来CSTC需要明确平台建设的利益相关者，挖掘

各方需求，在此基础之上结合科研实践流程等梳理现

有平台资源的建设情况，发现现阶段资源建设的薄弱

点，更好地匹配资源供给和用户需求。同时，也应提升

更广泛学科范围资源连接的可能性，发挥各类资源效

能，扩大平台的影响力。 
第二，借鉴先进管理经验，丰富政策和资金来源渠

道。EOSC具备完善的政策，在治理结构上呈现出透明

性、多方参与性，在建设过程中重视项目管理，积极探

索并建立多种资金来源机制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

未来我国应继续出台开放科学平台相关的配套政策，尤

其是战略引导层的政策，同时进一步丰富环境保障层

和具体运作层的政策，如学术激励、资金支持的相关政

策等。CSTC未来在治理上应借鉴EOSC的经验，引入

更多利益相关者，听取多方意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决

策，从而提升决策的合理性；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应用先

进项目管理理念，明确项目不同阶段的核心目标、发布

行动路线和时间线图、开展风险评估、引入相关评估机

制以量化项目建设效果；在资金来源上积极探索多种

融资渠道（如政府拨款、企业捐赠、科研项目合作等）

和运营模式（如资源商业化、社会力量参与共建等），

重视成本评估和投资一致性，提升平台的可持续发展

能力。

第三，拓展资源来源渠道，完善资源组织、更新、

检索和呈现形式。目前EOSC的资源丰富度、开放性、可

用性优于CSTC，这主要是因为EOSC有着更广泛的资

源来源，更加注重资源的开放，在建设过程中与开放科

学实践结合更加紧密且更新维护频次较高。因此，未来

CSTC首先应继续拓展资源来源渠道，与国内外更多科

研机构、企业、组织等合作，尽可能对接国家基础学科

公共科学数据中心、科技大数据知识发现平台等的数

据，依据实际情况加强对开放获取资源的整合并推动

公共资金支持资源的开放；其次，应面向科研活动实践

进一步完善资源组织形式，在连接资源的过程中严格

执行并更新相应的元数据标准，同时考虑采用关联数

据的组织方法，使各类异构资源关联性更强[53]，提升资

源描述的准确性和资源的可发现性及可扩展性；再次，

应完善资源检索和可视化展示等功能，包括实现各类

资源的一框式检索、高级检索等功能，引入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技术以提升用户获取资源的效率，提高平台

的智能化水平；最后，应重视资源的常态化更新，建立

资源可用性监控、公开和报错机制，定期更新和维护资

源，考虑基于大数据技术实现资源连接的自动化，从而

提升平台资源的可用性和时效性。

第四，建立用户反馈机制，扩充服务内容并改善服

务体验。EOSC拥有丰富的信息服务内容和服务手段，

注重收集用户反馈，重视服务手段间的组合性，通过

持续更新不断完善服务手段和优化服务流程，改善用

户的使用体验。因此，CSTC应加强互动交流，保证用

户的参与渠道畅通，提升用户参与的积极性；重视扩

充服务内容和手段，如增设订阅、分享等功能以帮助

用户获取最新信息，提升平台资源的影响力，重视个

性化服务手段的建设和不同服务手段间的组合；进一

步优化现有服务流程，如通过发布与维护用户使用手

册、减少审核时间等降低用户的使用门槛并改善用户

的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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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OSC and CSTC

SHENG XiaoPing   JIANG Ran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P. R.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adopt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internet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conduct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uropean Open Science Cloud (EOSC) and the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oud (CSTC).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struction positioning, management model,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similarities, differences, and problems 
of the two platform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he aim i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open science platforms and open 
science practi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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