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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阐述了研究者标识系统整合的重要意义，介绍了国外主要研究者标识系统及其整合案例，并从应用目

标出发，结合现有体系，设计了一种与全球研究者标识系统相接轨的“中国研究者标识体系”。最后，进行了问题分析

并给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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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state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er Identification System, 

introduces the typical digital identification systems and integration cases in home and abroad, and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systems, it designs "Chinese Researcher Identification System” compatible with the Global 

System ORCID. Finally, it analyzes problems and educes the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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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研信息的可靠性取决于研究者信息，研究

者唯一标识的作用重大。非歧义性的研究者数据

不但可以保障科研信息的循环利用，更重要的意

义是，研究者数据是科研活动及其支撑服务的基

础，可视为构建技术创新型国家的基础设施之一。

唯一性的研究者数据在技术发展的预测与

跟踪、研究立项、研究成果评价、研究合作以及

研究成果的出版传播等研究活动中起着桥梁的作

用，是整合相关系统的有效保障。换言之，它直

接影响到研究者、大学与研究机构、学会、资金

资助机构、出版机构之间的业务无缝关联和管理

的透明化，影响到干系机构之间的合作共赢。            
目前，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长足发展，机构

知识库及SNS越来越普及，科研信息的公开化，

科研活动的公共性进一步凸显，注重公共性的研

究者标识系统已成为全球共识。研发地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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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名称解析、ORCID等相关系统陆续出台，它

们的发展动态受到了学术界及业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就重视程度而言，国内与国外、国家与

地方、学界与产业界、科研实体与科研信息服务

机构等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研究者标识系统处

于“孤岛”状态的案例较多，与标识本身的初衷

相悖。针对这些必须解决的问题，需要构建“中

国研究者标识体系”。本研究开展了跨国、多领

域、多元化的调查分析，与日本、韩国进行了

深入的技术交流。结合中文DOI系统、科研本

体、人才数据库、科研成果资源数据库、机构知

识库、期刊投稿出版系统等，重点设计了应用框

架，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

2 国外两家研究者标识系统

2.1 汤森路透公司Research ID
Researcher ID[1-4]是 提 升 研 究 者 可 视 度、

强化学术研究效益的国际研究者社团，是将研

究者信息进行准确和完备索引的全球性组织。              
Researcher ID是针对学术研究社团中，作者歧义

问题的解决方案。它给每个成员赋予独一无二的

标识符，使研究者能管理他们的全部出版文献，

跟踪其出版文献的被引用次数和h-指数，确定

可能的合作者，避免作者辨识的错误。同时将研

究者的Researcher ID信息与Web of Science进行

整合。

通过http://www.researcherid.com 网站，用户

可检索利用Researcher ID信息。在Researcher ID
中，研究者，即著者被赋予唯一识别的编码，作

者与其已出版发行的著作进行了关联，著者名称

和引用文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实现了高相关性

的检索。网站的登录、注册、浏览全部免费。研

究者可上载自己的profile和著作一览，使其研究

业绩获得广泛的认识。

2.2 ORCID 
ORCID[5]是集合各利益团体，共同赋予研究

者标识符的国际组织，于2008年8月在美国特拉

华州成立的非盈利机构。其利益相关组织覆盖研

究机构、大学、出版社、学会、基金机构、以及

学术信息有关企业等。

ORCID分配的研究者标识符称作ORCID 
ID，在ORCID ID中，研究者profile与研究成果

一览关联在一起。针对每个研究者，梳理其学术

信息，不同立场的干系人都可从中获益。比如，

研究者可在论文投稿、谋职、申请研究资金时加

以利用。研究者可将同行评审、数据监护（data 
curation）、软件开发等各种学术性的记录登记到

ORCID中。通过检索ORCID公开的信息，可以

发现新的共同研究者，构建研究网络。大学及其

研究机构利用ORCID可以评价本组织成员的研

究业绩，还可用于研究者招聘时的评价基准。

机构通过利用ORCID，可容易地辨识机构的强

项领域，追踪成员的研究成果。学会通过利用

ORCID，可强化会员的profile信息，用于支持会

员研究成果的公开及会员间的合作。出版社能确

保投稿系统中的著者及评审者的跟踪，通过关联

著者论文及其合著者，发现相关的学术著作。科

研资金资助机构，在处理申请资料时，通过使用

ORICD ID，能便捷地获得申请者信息，从而简

化处理，在研究评价阶段，用于项目的评价。

3 日本研究者名称解析系统与ORCID的

整合

日本国立信息学研究所NII开发的研究者名

称解析系统 [6-7]于2008年5月公开。它是以日本

研究者为对象的研究者标识符系统，是实现与

Web上研究者资源关联的服务系统。

为实现名称解析功能，必须解决名称歧义问

题，比如，研究者同姓、曾用名、异体汉字等。

为此，NII构建了独自的研究者同定框架。它基

于日本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即科研费）和ReaD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开发运行的研究开发支

援综合目录数据库）中的研究者编码。在科研费

研究者编码中，研究者个人的名称与科研费的研

究课题实施时的所属机构相关联。为同定研究

者，该系统充分利用了大学研究者目录中所登载

的研究者信息。

研究者解析系统的特征是面向Web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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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它不断扩大与充实研究者的有关项目，建

立与外部研究者典藏目录的相互关联，可将大学

研究者目录的研究者对象向全国扩展。研究者解

析系统与ORCID的整合应用是将日本研究者解

析 ID系统与全球研究者唯一标识符ORCID ID进

行关联。这种关联意味着全球统一的研究者标识

符与日本国内研究者唯一标识符之间的对应。另

外，研究者解析系统与日本国内有数个研究者

系统之间的直接链接已经形成，所以，通过与

ORCID的整合，可实现ORCID与日本国内数个

研究者信息系统之间端对端的链接 [8-10]。

研究者名称解析系统的唯一标识符与全球研

究者赋予唯一标识符的 IRCID之间可建立对应关

系。如图1所示，在研究者解析系统注册有主页

的研究者，可从ORCID着手，建立个人ORCID 
ID与研究者解析系统 ID之间的对应。ORCID未

登录研究者，个人需要在ORCID网站登记，再完

成关联。在图1中，ORCID的网页与研究者解析

系统的网页之间相互增添了链接（inter-linked）。

4 中国研究者标识系统

4.1 系统框架设计

根据上述的研究工作，中国研究者标识系统

应定位如下：进行中国研究者名称的消歧工作，

为中国研究者赋予唯一标识。既要能涵盖全部

中国研究者，又要与ORCID等全球系统接轨。

应当以公益性的类似中信所中文DOI系统为基

础，利用其与DONA（Digital Object Numbering 
Authority数 字 对 象 命 名 规 范 机 构， 基 于 the 
Handle System架构的全球名称解析国际组织）的

合作关系，对全中国的研究人员分配标识符，提

供不同机构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不同系统间的互

联与整合功能。通过Web上研究人员的出版物，

向用户提供无缝的信息检索与浏览功能，使用户

能检索浏览不同级别作者唯一标识符系统整合的

结果，实现研究者数据在多种学术信息服务系统

之间的“穿越”。

在中国研究者标识系统框架设计中，充分应

用中文DOI、科研本体、研究者数据库、机构知

识库等研究成果，通过与汤森路透Research ID、

Scopus的Author ID、CorssRef的Contributor ID、

日本NII人名解析系统和 JST的Researchmap、
韩国KISTI的人名控制系统等的国际合作交流机

制，使中国研究者标识系统的开发及应用服务简

单易行。如图2所示，它可多角度、多层面地支

持我国的科研创新活动，同时，也支持全球化的

科研创新合作。

系统的基本特征是：（1）能强化中国学术社

团的研究活动，提供Web服务；（2）可与国内外

的外部相关学术系统进行互联。

图1  研究者名称解析系统与ORCID的互相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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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研究者标识系统与国内外相关

系统之间整合的概念示意

4.2 与ORCID的整合

中国研究者标识系统除了面向中国机构提

供Web服务之外，在科研活动全球化的机制下，

应当与全球化系统，比如ORCID接轨。ORCID
提供API用来获取研究者的profile和出版物，有

权限的外部系统可以浏览用户的ORCID唯一标

识符并添加外部的唯一标识符到用户记录之中。

ORCID已经实施了原型Web应用，利于研究者在

他们所拥有的ORCID主页和RNR（Resolver，解

析系统）主页之间建立链接。ORCID某一研究者

主页可以链接到RNR通讯作者主页，反之亦然。

为此，RNR与ORCID之间具有了一种关联，在

相关的学术系统之间，RNR提供源于 /向（from/
to）ORCID的重新定向服务。Web应用场景的

UML活动图如3所示。

5 问题分析与结论

中国研究者标识系统实施中面临的风险与

困难很多，如果不能预先考虑，很难实现设计

目标。例如，在研究者 ID以及profile方面，存

在着“分散性对统一性”问题：分散性的优势

是责任主体明确，劣势是必须统合维护同一性

的 ID；统一性长处是一元化管理，短处是必须

有运营的主体，哪个机构负责唯一编码，需要

明确。“管制数据的主体”问题：研究者本人还

是所属机构，或者第三方（比如，资金机构、国

家、出版社，或数据集成服务商等）？研究者

图3  中国研究研究者标识系统与ORCID交互场景的UML活动图

注：CRNR代表中国研究人员的名称解析Chinese Researcher Naming Reso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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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所属机构→第三方，按照这个循序，研

究者本人的干预程度和数据的可靠性会逐渐下

降，而数据的覆盖性会拓宽，要平衡考虑。“研

究者profile的多样性对单一性”问题：profile的
多样性优点是可以反映研究机构的主动性，缺点

是对profile理解的歧义性，统合困难。单一性的

长处是整合容易，而短处是难以决定，应当由权

威决定，还是大家决定？如此诸多的问题都是

构建中国研究者“身份证”系统所面临的挑战。

尽管问题重重。中国研究者 ID的引入，会

深远地影响国家及各级科研管理机构，以及事业

链条上所有企业的发展。号召的力度越大，相应

的机构越多，可完成度就会越高。对于依赖学术

名声生存的研究者，通过 ID的分配、profile的注

册登记，就能实现目标。相信众多的研究者不会

拒绝参与，国家也不会“视而不见”，关键在于

草根研究者的努力与付出。

本研究通过全球研究者标识系统及其整合应

用的调研分析，提出了中国研究者标识系统的设

想，并设计了其应用框架，重点设计了它与全球

标识系统ORCID的互操作场景，迈出了中国研

究者标识系统的构建与应用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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