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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图书馆再现性研究服务分析与启示

孔凡晶　房玉琦　刘晓彤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长春 130024）

摘要：再现性研究是科学界应对可重复性危机的有效手段，也是确保研究质量、验证科学研究客观性和

准确性的有力保障。为了提高高校师生和科研人员对再现性研究的认识，提升整体研究质量，剖析再现性研

究的概念和意义，并利用文献阅读法、网络调研法、实地访谈法详细分析哈佛大学图书馆设置服务团队、选

择得当工具、提供持续培训等再现性研究服务的多种举措。从增强服务理念、营造服务生态、提升服务能力、

开展服务合作等方面剖析哈佛大学图书馆再现性研究服务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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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与服务 ·

2018年8月，《Nat u re》子刊《Nat u re  Hu ma n 
Behavior》中的一篇论文中提及，一个研究团队重复

验证了2010—2015年发表在《Nature》和《Science》
中的21项社会科学研究，发现其中8项实验结论无法

复制[1]。生物学、化学、教育和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证

据表明，许多科学研究可能无法重复。科学界的可重

复性危机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可重复性研究的关注和重

视。“可重复原则”是科学认识的一个重要原则[2]。一方

面，重复或再次进行研究以验证原始科研的结果，是

确保研究质量、验证科学研究客观性和准确性的最有

力手段 [3]。另一方面，科研是一个迭代的过程，许多相

同任务的反复执行能够产生新的科研结论[4]。近些年，

国外学者开始聚焦科学的再现性研究（Reproducible 
Research），其对于提高科学界的信誉度、节约时间和

资源、促进知识的积累与更新具有重要意义。

图书馆作为高校信息资源保障的基础设施，在科

研数据的采集、存储、管理、发表等方面具备丰富的经

验，拥有再现性研究服务的软硬件资源，具备开展再现

性研究服务的诸多优势。然而，国内高校图书馆对再现

性研究相关概念和服务目前处于理论探索的阶段。以中

国知网（CNKI）为数据源进行检索，只获取一篇关于

国外高校图书馆再现性研究服务的中文文献[5]。哈佛大

学图书馆作为世界上藏书量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图书

馆，不仅是学校的学习中心和教研支持中心，也是全校

科研工作重要的参与者，在科研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提供多种再现性研究服务以应对科学研究的可重复性

危机，促进知识的积累与更新。因此，本文深入研究哈

佛大学图书馆再现性研究服务，详细分析哈佛大学图

书馆在可重复性危机中发挥自身优势、助力稳固科学

根基、引领学术机构变革的多项举措，以期为国内高校

图书馆引导全校师生和科研人员开展再现性研究提供

参考。

1　再现性研究的概念与意义

“Reproducibility”的基本含义是“可再生性/可再现

性/可拷贝性”[2]，更多意指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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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社会、行为和经济理事会针对“Reproducibility”
提出一个简洁的定义：研究人员使用与原始研究者相同

的材料和程序，复制先前研究结果的能力[6]。Cassey等[7] 
认为“Reproducibility”强调的是自己或他人利用相同

或不同的实验过程、分析方法，“重复”原始实验结果

的能力，而非实验过程等操作细节；Leek等[8]指出“如

果原始实验的代码和数据均可用，且能够准确生成与

已发表成果相同的数据、图形、表格等结论，那么该项

研究是可再现的”。综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再现性研

究是指相同或不同的实验人员，利用相同或不同的实

验方法，基于原始实验的数据来验证原始实验结果的

可信性。一项科学研究只有满足如下3个标准才被认定

为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可再现性：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完

全公开、研究结果数据可开放获取并存档、实验过程中

产生的一系列完整数据被记录并保存[9]。

再现性研究在以下方面具有重大意义：①再现性

研究允许他人重复利用早期材料（如分析代码、文件组

织系统等），快速简单地修改分析过程和数据，极大缩

短科研时间；②再现性研究可体现科学研究严谨性、可

信度和透明度，方便审稿人对稿件的审查，增加了同行

评议过程中发现错误的可能性，能有效提高同行评议

的质量和速度；③再现性研究通过要求研究人员公开

研究代码和数据，降低了研究人员因失误或其他目的而

导致不当研究行为的风险；④再现性研究提高了论文引

用率[10-11]，并允许其他研究人员引用出版物之外的代码

和数据，扩大了研究项目的影响力。

2　哈佛大学图书馆再现性研究服务

2.1　设置再现性研究服务团队

国外一些高校图书馆已经配备专门的图书馆员来

支持再现性研究。例如：纽约大学图书馆有专门负责数

据管理和再现性研究服务的馆员[12]；犹他大学图书馆健

康科学分馆对聘任馆员的任职要求是“提供再现性研究

服务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能够开发和教授开放科学框架

等工具、掌握数据挖掘和管理专业软件”[13]；明尼苏达

大学图书馆通过多种活动展示了图书馆服务如何与再现

性研究关联，帮助学校改善再现性研究实践[14-15]。

科研数据是科学研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支撑科研创新和未来科学发展的新引擎[16]，更是保

障再现性研究顺利实施的关键要素。因此哈佛大学图

书馆把科研数据管理（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RDM）服务作为再现性研究服务的首要内容之一，设置

了一支科学、专业的服务团队。

为了更好地统筹规划73个分馆的RDM服务，哈佛

大学图书馆在怀德纳（Widener）总馆设立了RDM组

织和咨询委员会，负责RDM服务标准和相关政策的制

定。此外，还在13个分馆设立RDM服务部门，按学科和

馆藏特点开展RDM具体业务（见表1）。力求通过自上

而下的管理模式，充分保证数据管理的深度和广度，实

现最佳数据管理方案[17]。

2.2　引进再现性研究工具

不同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方式可能会引发数据结构

的混乱。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就数据分析构建

一致的符号系统，即标准化数据格式。对标准化格式数

据长期、稳定的存储，以及对科研成果的安全、规范传

播和出版，也是帮助科研人员验证、复现以前实验和研

究结果不可或缺的要素。哈佛大学图书馆提供多种再

现性研究工具，提高科学数据的规范性、严谨性和有

效性。

（1）数据管理计划工具DMPTool（Data Management 
Plan Tool）。数据管理计划是一份书面文件，描述在

研究过程中预期生成何种数据，如何管理、描述、分析

和存储这些数据，以及利用何种机制来共享和保存数

据。制定数据管理计划一方面能够详尽记录研究前期、

中期、后期对数据的处理过程，提升研究结果的可信

度；另一方面可以满足研究资助机构对科研人员提出

的制定正式数据管理计划的要求。哈佛大学图书馆为

了引导全校师生和科研人员制定科学、严谨的数据管

理计划，引进了加州数字图书馆的开源在线应用程序

DMPTool。DMPTool提供了众多模板库，包括不同机

构的标准数据管理计划。这些模板由来自公共资助机

构、学术出版社和学术研究机构等的多个领域专家设

计，相应地反映了各机构对于数据管理计划的不同标

准。利用这些模板，研究人员可以快速编写符合各种标

准的数据管理计划，确保他们的数据管理计划符合各

资助机构的数据管理要求。

（2）机构知识库HD（Harvard Dataverse）。数据

长期、安全、规范存储是科研数据周期管理非常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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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也是再现性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哈佛大学图

书馆依托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院（Institute for 
Quantitative Social Science，IQSS）开发的机构知识库

HD可协助师生长期存储研究过程每个阶段的数据，最

大限度地降低了任何单一原因造成的数据丢失风险。

HD的另一个优势是满足多样化格式数据存储需求。无

论是纯文本格式（如csv或txt文件）还是更复杂的数据

类型，如json、hdf5或其他特定学科的格式（如biom和

gff），均能够对应HD设定的数据集。同时，HD允许用

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项目需要定义、定制数据集的元数

据和描述信息，有效实现了科研数据的可移植性、跨平

台性、非专用性。

（3）成果发布平台DASH（Dig it a l  Access  to 
Scholarship at Harvard）。哈佛大学利用成果发布平台

DASH发布和分享哈佛学者的研究成果，旨在提高哈佛

学术研究的可见度和影响力。哈佛大学图书馆在DASH
系统中承担多项职责，起着枢纽的作用。①负责收集、

维护、分类、组织学者的研究成果，提供提交、审核、发

布、检索和共享等服务，促进研究成果的传播和重用。

②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来构建和维护DASH的数字框

架，确保用户体验的连贯性与优质性。③通过多种渠道

宣传DASH，提升全校师生对开放获取资源的认识，并

提供有效使用DASH的个性化咨询和指导，同时解决其

在使用平台时遇到的技术问题。

（4）哈佛在线课程Harvard edX。Harvard edX是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创立的非营利性网络教

育项目，旨在为全球提供来自顶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大规模在线公开课，提升全球教育和科研的透明性和

表1　哈佛大学图书馆分馆RDM服务

分馆类型 分馆名称 服务内容

院系图书馆

贝克图书馆 
（Baker Library）

商学院图书馆，为学生提供可用于个人学术或职业研究的商业案例；为教职员工、博
士生和研究助理提供统计分析工具应用指导；设置元数据团队，帮助师生创建、改
进和推荐元数据映射模式；提供日常科研中的数字化商业档案管理服务

康特威图书馆 
（Countway Library）

医学院图书馆，设置医学研究数据管理专家，开展整个项目生命周期的RDM服务；定
期开设RDM相关课程：编写数据管理计划、安全地管理和发布敏感数据、数据管理
与虚拟办公等

弗朗西斯·勒布图书馆 
（Frances Loeb Library）

设计学院图书馆，提供建筑专业文献获取服务、数字资源检索服务、特色馆藏利用指
导、一对一写作辅导、地理信息系统/地理空间系统培训、文献可视化工具培训

古特曼图书馆 
（Gutman Library）

教育学院图书馆，提供教育学科研资源收集、科研策略构建、数据处理（文本挖掘、文
本标记、定量分析等）等培训服务；设置数字学术馆员，协助师生开展项目生命周期
内的研究数据日常管理，以及项目完成后数据的保留和共享等决策制定等

哈佛法学院图书馆 
（Harvard Law School Library）

按专题制作教程和音视频案例集，涵盖法律研究策略、高级法律研究概念、法学硕
士论文写作技巧和策略等内容；协助师生开展科学研究，帮助师生了解真实的法庭
庭审过程

哈佛肯尼迪学院图书馆和研究服务
（HKS Library and Research Services）

设置研究和数据图书馆员，专注于培养师生计算研究技能；定期邀请研究人员开展
关于科学使用数据的经验交流会，尤其注重数据的统计分析与可视化呈现

特色图书馆

植物学图书馆 
（Botany Libraries）

提供标本保存、文物保存、数据集和数字资产保存服务；提供植物多样性研究和学
术研究相关的数据策展服务；举办科学研讨会和工作坊，探讨植物学科数据的管理
和保存方式

卡博特科学图书馆 
（Cabot Science Library）

提供计算机语言基础编码相关技能的培训，包括利用地理空间数据等内容；提供个
性化数据管理规划和咨询服务，包括制定数据管理计划，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追
溯性

恩斯特·迈尔图书馆 
（Ernst Mayr Library）

基于稀有的专著和期刊、艺术品和物品、录音和录像带、特殊馆藏和档案等，制作多
样的电子学术资源，提供动物学、古生物学、进化和生态学等领域的科研数据

美术图书馆 
（Fine Arts Library）

利用多种技术手段制作超过2万张人文和艺术领域的精选数字图像馆藏，以及包括
艺术作品、地图、报纸、信件、音乐、视频、电影、广播等约6万份的数字文件，支持哈
佛大学及其他地区对全球艺术和视觉文化的学术和创意追求

拉蒙特图书馆 
（Lamont Library）

设置多媒体实验室和媒体顾问，帮助并指导师生创建、导入和导出媒体文件；设置数
据分析馆员，提供数字地图和地理信息系统支持服务，开设参与式研讨会等

施莱辛格图书馆 
（Schlesinger Library）

建设妇女选举权运动历史、美国性别和投票权历史的档案材料数据；辅助师生筛选
教学资源、制定课程计划、设计课堂内容等；提供有关社交媒体存档、数据管理、数
据保存和互联网数据正确使用的培训

沃尔巴赫图书馆 
（Wolbach Library）

提供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天文摄影玻璃底片和光谱图像、哈佛大学天文学先驱数据研
究的2 500多份笔记、哈佛大学银版照相照片和数字化胶片等馆藏资源，支持哈佛大
学内外科研人员关于宇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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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现性。哈佛大学图书馆在馆藏资源、专业知识和

技术方面，为Harvard edX提供重要支持。①基于课

程的学科特点和内容，制作优质数字化参考和学习资

料，确保学术材料的质量和深度。②参与或支持与课

程内容相关的数字化项目，为学习者提供更丰富的学

习角度和体验。③运用最新的教育技术，提供有关在

线课程制作的软硬件支持与指导，提升交互式学习体

验。④提供版权咨询和指导服务，尤其是在图书馆馆

藏资料利用方面，确保课程内容版权合规，避免侵权

问题，引导学习者遵守学术道德和规范，培养良好学

术品德。

2.3　开展再现性研究教育

教育能够有效地培养个体能力[18]，哈佛大学图书

馆以多种方式开设系列再现性研究教育活动：开展线下

专题培训和线上互动指导、定期开设工作坊、按需举办

研讨会、嵌入课堂教学、设立交流项目等。教育内容主

要包括如下4个方面。

（1）再现性研究通识教育。尽管越来越多的科研

人员已经意识到科学研究的开放和可重复性对于科学

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真正全面推行再现性研究工作

需要学术界进行重大的意识和行为转变。哈佛大学图

书馆定期开展再现性研究通识教育工作坊，围绕理论

概念、适用学科、学术效益、社会效益等开展专题讲

座，引导师生和研究人员深入理解再现性研究的重要

性和深刻意义。结合不同学科的典型再现性研究案例，

对再现性研究的方法和流程进行深入剖析，指导师生了

解获得再现性研究工具和资源的方式。同时揭示再现

性研究的影响因素，介绍学术不端行为的识别和预防

策略，强调学术诚信以及遵守学术规范的重要性。

（2）再现性研究工具培训。随着科学实践的不断

发展，科学研究已经从主要由个人在少数地点开展的

活动发展为团队、社区甚至跨国的数百至数千人的复杂

行为，这凸显了规范地记录、保存、发表科研数据的重

要性。科研数据具有时间跨度大、内容系统和连续性强

的特点，它的价值体现在每个研究阶段产生的附加价

值中[19]。哈佛大学图书馆持续面向单个研究人员、研究

小组、整个团队提供有关再现性研究工具的咨询和指

导：数据管理计划撰写指导，如数据格式和规模、元数

据标准、数据访问政策、数据共享计划、数据保存期限

等；HD应用培训，如创建数据集、格式化数据、创建元

数据、管理和展示自定义数据集等，帮助研究人员跟踪

他们的数据集和代码文件的变化和版本更新，确保其

每一研究阶段的数据可查找、可访问、可互操作和可重

复利用[17]；制作DASH使用教程和手册，协助研究人员

创建、共享和运行任何已发表文章的代码，保证再现性

研究中数据管理的透明性和可重复性。

（3）再现性研究实践支持。要实现科学研究的可

再现性，科研人员需要详细记录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具

体步骤，提供所有的原始数据，包括研究类型、研究方

法、使用的材料、应用的程序等。然而科学研究是复

杂的行为，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通常需要专门的知识、

工具、模型、技术，研究者必须投入大量时间来学习

和实践这些工具和技巧，这往往成为研究可再现性降

低的主要因素[20]。此外，用于分析数据的硬件和软件

的推陈出新也成为再现性研究的障碍。哈佛大学图书

馆定期开展有关ODB、KNIME等数据挖掘工具，R、
SAS、STATA和SPSS等统计分析工具，Shell、GIT、
Python、OpenFine等编码工具，QGIS、ArcGIS、Grass 
GIS等地理信息系统的教学培训，对再现性研究实践予

以支持。

（4）数据版权与隐私科普。再现性研究涉及对科

研数据和代码的再利用，为此哈佛大学图书馆设置了一

个由53名馆员组成的“版权第一响应者”（Copyright 
First Responders，CFR）服务团队，团队成员均接受过

版权法和政策相关的专门培训，为师生和科研人员提

供版权专业知识，解决教学和科研中围绕资源利用的

法律问题和潜在纠纷[21]。哈佛大学图书馆最初创建了一

系列动态网页、流程图，旨在助力读者了解更多版权法

领域的信息。随着版权普及需求的增大，其基于中心辐

射的服务模式，构建学校范围内版权专业知识教育网

络，内容涵盖数字化、合理使用、电子媒体、学术出版、

流媒体、慕课等主题，帮助读者学习隐私保护相关法

律、明确数据使用的边界和范围、提升数字隐私保护能

力、强化数字道德伦理规范[22]。

3　对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启示

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通过探索和改进数据服 
务[23]，在数据管理、数据出版、数据引用、数据共享方

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应对可重复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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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顶层设计方面还需进一步探索。哈佛大学图书馆再

现性研究服务的经验可为国内高校图书馆更好地发挥

服务职能，构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科研生态环境提

供良好的借鉴。

3.1　强化再现性研究服务理念

可重复性危机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重大障碍。自

2013年开放科学中心（Center for Open Science，COS）
发布《透明度和开放性促进指南》（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Promotion，TOP）以来[24]，美国等发达国家

的图书馆界充分重视可重复性危机 [25]，将再现性研究

服务作为核心业务之一，以管理和维护透明的数字学

术成果。我国高校图书馆在全球科研一体化的大环境

下，需要不断地适应新的学术环境和研究需求，调整

和优化服务内容和方式，自顶层向下逐级强化对可重

复性危机的认知，充分认识到自身在促进再现性研究

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专业人才、信息技术、数据资源和

基础设施的优势，承担起推动科研领域健康发展的重

大使命。

3.2　营造再现性研究服务生态

在数据驱动科研范式和新兴学术交流模式的背景

下[26]，哈佛大学图书馆加强对可重复性危机及其应对

方案的科普，提高师生对研究可再现性的重视程度，促

成理念方法的广泛认同。国内高校图书馆应追踪国外

再现性研究指南，借助学科馆员深入学科内部的契机，

提升对图书馆再现性研究服务的宣传力度。同时利用学

术研讨、嵌入课程、数据素养教育、工作坊等学术交流

方式，揭示再现性研究的基本概念、工作流程、最佳实

践等，多途径实现在科研群体之间普及再现性研究，营

造再现性研究服务生态，发挥图书馆在再现性研究实

践中引领学术研究机构变革的功能。

3.3　提升再现性研究服务能力

再现性研究服务是图书馆新的发展契机，但同时

也对其服务能力形成挑战。哈佛大学图书馆强调学科

馆员需持续更新学科知识，注重培养学科馆员的职业

专长和服务能力。如安排学科馆员参加领域内各协会

举办的专业培训班、组织专题研究等，鼓励馆员选修或

旁听服务学科的专业课程。国内高校图书馆针对RDM
的服务起步较晚，且提供的数据存储服务较多，数据共

享、数据组织、数据引用、数据重用的服务内容较少[22]。

为了支持再现性研究，应构建学习型图书馆制度、机

制，完善基础设施，创造馆员再学习的空间，助力学科

馆员掌握再现性研究服务所需的各项知识，提升服务

能力。

3.4　开展再现性研究服务合作

再现性研究涉及多方利益，图书馆应将利益相关

者聚集在一起，对再现性研究进行讨论，帮助改善研究

实践。哈佛大学图书馆积极与学校科研管理部门、数

据管理中心、科研团队等共同构建支持再现性研究的

数据服务和开放研究，从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管理体

制、实施方案等方面进行系统规划与全面设计，并设置

相应的执行标准与评估体系。这一系列举措也充分说

明，只有各方相辅相成，提升对再现性研究的重视程度

和合作力度，才能够逐渐解决可重复性危机问题，推进

科学进一步发展。除此之外，还应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

合作，引进国外先进的方法和经验，依据国情合理调整

政策、管理机制和实际行动[27-28]。

4　结语

科学研究已经迈入更为协作、计算密集且数据丰

富的“第四范式”时代，对信息技术和科研数据的依赖

愈发显著。这促使高校图书馆不断反思并探索如何更

有效地服务于数字学术和应对可重复性危机。尽管高

校图书馆无法系统地支持旨在改进研究设计和统计分

析的科学实践措施，但可以发挥桥梁作用，将研究人员

与所需的服务紧密联系起来，提供关键的服务和资源。

作为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核心学术支持机构，哈佛大学

图书馆在再现性研究服务领域有深厚积淀，已成为全

球图书馆界的典范。国内高校图书馆通过深入学习和

借鉴哈佛大学图书馆在再现性研究服务方面的卓越经

验，能够更加精准地界定自身在推动再现性研究过程中

的关键角色。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

务品质、丰富服务举措，从而促进校内外科研创新生态

的稳健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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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f Reproducible Research Services at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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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producible research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cope with the reproducibility crisis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it is also a strong guarantee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and verify the objectivity and accura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reproducible research 
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and to enhanc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research, we analyze the concep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eproducible 
research. The various reproducible research service measures taken by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such as setting up service teams, selecting proper tools, and 
providing continuous training are presented in detail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ading, network research, and field interview.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provid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for domestic university libraries to carry out reproducible research services from the aspects of 
enhancing service concept, creating service ecology, improving service ability, and carrying out servic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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