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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研资助机构作为科学共享领域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其所制定的共享政策对促进科学数据的共享具有重

要作用。为了全面了解科技资助机构制定的数据共享政策所应涵盖的内容且更有效地促进科学数据的共享，文章以

BBSRC的数据共享政策为研究对象，阐述了政策内容，与NIH的数据共享政策进行了对比分析，对我国科研资助机构

制定数据共享政策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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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funding agencies as an important stakeholder in science related fields who make the 

data sharing polic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facilitating the sharing of scientific data. In order to get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data sharing policies of funding agencies and more effective to promote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in this paper, we took BBSRC data sharing polic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content of policy and making a contrast with the NIH data sharing policy, we analyzed and 

evaluated BBSRC data sharing policy and made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funding agencies to make data sharing 

pol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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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国外科研资助机构数据共享政策的研究，

多以综合比较各个科研资助机构的数据管理和共

享政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为主，并集中在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等机构的研究，例如：司莉等

从科研管理机构考察其科学数据管理方面的政策

特点阐述对我国的启示 [1]，或是从科研机构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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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出发分析数据共享政策，例如：郭春霞根据科

研机构数据管理的特点、需求和过程，结合科研

活动利益相关者的要求，提出科研机构数据管理

与共享政策的基本内容框架 [2]。但是，目前的研

究较少对一个机构的数据共享政策进行完整的调

查和研究。本文认为，通过对一个典型科研资助

机构的数据共享政策完整的调查和研究，可以从

数据的产生和汇交、数据的保存和数据的共享利

用等方面全面考虑数据共享政策的制定。

在国外，科学数据共享政策的颁布逐渐趋向

成熟和体系化，其中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制定的

科学数据政策较为有影响和代表性，例如：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英国生物技术与生物科

学研究理事会（Biotechnology and Biological Sci-
ences Research Council，BBSRC）等机构。BBSRC
是英国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发展的核心咨询机

构，是英国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的战略制定者和

主要研究资助者，其致力于投资世界级生物科学

的研究和培训，目的是要进一步加深科学知识，

促进经济增长，创造财富和就业等 [3]。BBSRC资

助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1）动物疾病，健康和

福利；（2）植物，微生物，食品和可持续性；（3） 
基因，以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为方法的生物

学；（4）分子，细胞和工业生物技术 [4]。据英国数

字保存中心（Digital Curation Centre，DCC）发布的

科研资助机构数据管理政策报告显示，将数据管

理与共享政策所包含的内容划分为三大类11项元

素。对英国9个科研资助机构的统计调查（表1）
可以看到，BBSRC是涵盖内容元素最多的机构

之一，其数据共享政策具体而全面 [5]。本文将对

BBSRC具体政策的阐述与分析，以期帮助科研人

员更加全面地理解数据管理与共享，帮助政策管

理者理解并制定符合相关的数据共享政策，并对

我国科研资助机构推动数据共享提供参考。

2 BBSRC的数据共享

2.1 数据的管理、标准与元数据

所有申请BBSRC研究基金资助的项目必须

提交数据管理计划。这包括数据管理和共享的简

明计划，或对不可能的或者不适当的数据共享提

供明确的原因。数据管理计划需要包含在项目申

请中，必须有一个不超过一页长的单独附录。申

请人不得将该空间利用于任何其他目的，因为这

有可能会导致该申请被拒绝。数据管理计划将根

据数据种类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数据管理应由科

学利益驱动，成本有效。

数据管理计划应该包含如下内容。数据类

型：数据的量、类型和内容，如实验测量产生的

模型、记录和图像；标准和元数据：数据收集和

管理将采用的标准和方法论以及选择这些标准和

表1  英国科研资助机构数据管理与共享政策的主要内容

　  政策范围                  政策法规           提供的支持

科研资助

机构
出版物 数据

数据访问

的时滞期

数据管理

计划

数据

共享

长期

管理

对数据管理政

策执行的监管

数据管理指

导与服务
机构库

数据

中心

数据共享

的成本

AHRC   ● ●    ●    ●   ●   ○    ○    ●   ○    ○    ○

BBSRC   ● ●    ●    ●   ●   ●    ●    ●   ●    ●    ●

CRUK   ● ●    ●    ●   ●   ●    ●    ○   ●    ○    ○

EPSRC   ● ●    ●    ○   ○   ●    ●    ○   ○    ○    ●

ESRC   ● ●    ●    ●   ●   ●    ●    ●   ●    ●    ○

MRC   ● ●    ●    ●   ●   ●    ○    ○   ●    ○    ○

NERC   ● ●    ●    ●   ●   ●    ●    ●   ●    ●    ○

STFC   ● ●    ●    ●   ●   ●    ●    ○   ●    ○    ○

Wellcome Trust   ● ●    ●    ●   ●   ●    ●    ●   ●    ○    ●

注：“●”表示涵盖此项内容，“○”表示未涵盖或部分涵盖此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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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原因；与公共库存在的其他相关数据的关

系；二次利用：预期或预见已完成的数据集研究

用途；数据共享的方法：为获得这些数据而制定

的计划机制，如现有公共数据库的访问机制；专

有数据：数据共享的限制，保护专有或专利数

据；时间范围：数据公开发布的时间尺度；最终

数据集的格式。

有效的数据共享标准是不可或缺的。BBSRC
规定的标准包括用于行政过程的标准以及用于与

数据管理和数据格式相关的方法。为了最大限度

地再利用数据，研究人员需要利用现有的广泛接

受的格式和方法管理数据。数据应根据上下文信

息或文档（元数据）以及用户查找和使用数据所

依赖数据的相关信息，对二次使用者提供关于数

据的来源或操作细节，以防止误用、误解和混

乱。BBSRC规定，对于存在学科领域通用的元数

据标准应予以坚持，对于元数据标准不存在的学

科领域，BBSRC鼓励发展且提供资金资助。例

如：牛津大学制定的一种将生物学各领域产生的

大量科学数据进行管理、整合及共享的标准——

ISA Commons，就是一种可利用的数据标准。

2.2 共享数据的类型、方法与时间

共享的数据类型包括：（1）由大量实验而产

生的数据，即由大量实验产生的巨大数据集，例

如：由利用目前技术而产生的大量数据集，包括

组学技术、测序等。（2）由长时间或累积的方法

所产生的“低输量”数据。“低输量”数据是研究

在一个复杂的生物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环境或

其他因素的反映而产生的数据，由于其影响非常

难以预测，数据量是持续产生但是相对较小的。

例如：全欧昆虫监测网，其持续时间特别长，20
世纪60年代就建立了昆虫监测网，利用诱虫灯

和吸虫器观测昆虫的迁徙，到20世纪90年代才

有其观测价值，如可以间接地观测气候变化、环

境变化等 [6]。（3）产生系统的方法模型。使用综

合系统方法产生和迭代的模型，也是研究的一个

有价值和可分享的产出，与其产生的数据一样重

要。这些模型对于加强系统生物学的结论和实验

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应该免费提供给希

望重现实验的其他研究人员。BBSRC强调，只

要有可能，这些模型应提交给相应的资料库，比

如：生物模型数据库（the BioModels Database）。
在不同的情况下需要不同的共享数据方法，

这需要研究人员能够确定最适合自己的数据共享

策略，并在他们的研究项目申请书中概述数据共

享的方法。申请人应该考虑在哪里共享数据、怎

样共享数据、对谁共享数据。另外，数据共享的

方法应该随着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而日趋成熟。

其主要包含以下两种方法：一是通过第三方共享

数据。数据可以沉积在现有的数据库、资料库

或其他社区资源中，同时鼓励研究人员通过共享

数据机制使用现有的基础设施利用数据、共享数

据。BBSRC将提供资金资助或以其他方式支持这

样的资源共享。如果没有这样的资源，申请人可

考虑通过其他第三方机构进行数据共享，比如：

杂志网站或开放存取存储库，其中有许多是现在

能够对共享数据提供支撑的出版物。二是数据产

生者与他人直接进行数据共享：数据共享的这种

方法适合第三方机制不可用的地方。研究人员需

要保证在研究项目完成后以合适的访问格式保存

数据10年，使数据可以与BBSRC科学实践指南

中的要求相符。这可能引发新的数据使用者和原

始数据创作者的合作，同时明确各方的责任与权

利。根据情况使用其他数据共享的机制，如在封

闭团体内共享数据或利用不同的数据集的方法组

合进行共享数据。在特殊情况下，特定访问机制

也是适合的，如出于伦理考虑需要保护的机密数

据，或其他原因的限制访问。

数据的价值往往取决于数据公开的及时性。

研究人员对于他们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所产生的

数据有合法权益，但不能延长独占使用这些数据

的时间。BBSRC规定，所有的数据（包括元数

据）一旦被核实就应该及时共享。及时公开一般

不能晚于发表主要研究结论的出版物公开发行

的时间，且必须与该领域已建立的最佳实践相一

致。

数据公开的时间会因以下几个原因而发生

变化：在科学领域方面，研究人员利用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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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界的惯例实现数据共享。例如：晶体（蛋白质

数据银行），已同意在发表第一篇论文与发表二

次使用的论文之间最多有12个月的延迟期；测

序（EMBL核酸序列数据库），提交的数据公开保

留时间不能晚于公布实验结果的时间；代谢组学

（MET-RO），要求最多6个月的延迟发布；拟南

芥基因芯片数据，所有数据均有最多一年的保密

期。在知识产权（IP）问题和潜在的商业化研究

方面：BBSRC也有知识转移的政策，并大力鼓

励知识产权通过各种举措商业化，在经费申请支

持时应提出知识产权问题或商业化计划。

2.3 数据共享机制与监管

BBSRC采取以下方法促进和鼓励数据共享：

（1）资金支持。制定并实施数据共享的标准和开

发软件工具。（2）团体资源。在特定的团体中以

促进数据共享方式发展团体资源。数据共享活动

作为研究项目全部经济成本的一部分。（3）信息

和指导。包括相关的信息标准、指南、数据库和

资源。（4）支持相关的培训活动。而BBSRC着

重强调了资金支持的具体内容，在资金的支持方

面，由于数据共享受时间和成本的影响，可以用

加大资金投入的方法来支持研究数据的管理和共

享（例如人员配备、物质资源等），可以作为研究

项目经济成本的一部分，同时还设立工具和资源

开发基金、生物信息学和生物资源基金等进一步

为科学数据共享提供资金支持。

数据管理和共享战略通过最终报告评估

（Final Report Assessment Procedure）进行监控。

BBSRC坚持通过最终报告的评估过程，确定所

资助的研究项目是否遵守了其提出的数据管理和

共享政策，并将此评估结果作为未来项目申请建

议的申请追踪记录。

关于伦理方面，BBSRC要求研究人员必须

遵守有关监管规定，必须诚信使用数据。

BBSRC还支持部分研究机构的战略研究项

目，并要求这些机构的研究人员遵守BBSRC的

政策声明。对研究机构数据共享行为的监管将通

过对研究机构的评估工作展开。BBSRC也会对

这些研究机构的数据共享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7]。

 3 BBSRC与美国NIH数据共享政策的对

比分析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是世界上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最重要

的研究机构之一，NIH是美国典型的科研共享机

构并且是最早开展数据共享工作的机构之一，其

研究资助项目范围广泛，从分子、细胞生物学研

究到新药开发等 [8]。NIH与BBSRC的资助研究项

目有一定程度的交叉，生物与医学的结合也是目

前研究热点学科之一。NIH于2003年3月公布了

《NIH数据共享政策和执行规范》，规定了项目数

据汇交的范围和执行细则，在此后的十几年间，

NIH不断对细则进行更新，最近公布了基因组数

据共享的最终政策。通过与NIH数据共享政策

的对比，能够更好地认识BBSRC的数据共享政

策，从宏观上把握数据共享政策。两者比较内容

和分析结果如下。

（1）申报项目的资金规模：NIH规定，所有

研究者提出的申请在任何单一年份内直接成本达

50万美元以上（不含财团财务成本），需要在申

请中包含数据共享计划。所以，NIH对于数据发

布的要求仅仅针对那些超过一定规模的资助项目

所产生的数据 [9]。而BBSRC并不是针对超过一定

规模的资助项目，数据共享是对于所有资助项目

而言的。

（2）数据共享的时间：NIH为了保证数据的

时效性价值，要求尽快公开和共享数据，至少不

晚于基于最终数据集的主要研究成果被出版物录

用的时间。具体时间段将受到数据收集特征的影

响，小研究项目的数据可以更快地分析并提交出

版；如果数据是有关大型流行病或追踪性研究并

通过几个离散的时间段搜集而来的，那么数据的

公开和共享可以推迟，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准

确性 [10]。

BBSRC同样认为，数据的价值往往取决于

及时性，及时地公开一般不能晚于发表主要研究

结论的出版物公开的时间，以及根据不同的原因

调整数据共享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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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隐私：NIH认为数据共享是复杂或

有限的，在某些情况下，组织政策、当地道德

伦理规则以及地方、州和联邦法律和法规，包

括HIPAA（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隐私规则

等，是必须纳入考虑范围的。NIH必须对资助研

究的权利和个人隐私进行保护，并且NIH对于有

关人员的研究和有关动物的研究都分别做了详细

的政策解释，研究者要获取个人级别的数据需要

签订数据共享协议，包括《许可协议》和《数据

发布协议》，一般要求保护参与者的隐私和数据

保密性 [11]。BBSRC针对研究中的动物，也给予

科研支持，但必须满足严格的条件 [12]。

综上所述，NIH与BBSRC数据共享政策的

主要内容涉及的方面都比较广泛，但是，关于具

体细则或多或少有所差异。两者主要政策的比较

见表２。究其原因，主要在于NIH更加注重对医

学、生命科学为主的研究机构所涉及人类、动物

的大部分数据隐私及伦理的保护。由于研究领域

的差异及数据集特征的差异，NIH与BBSRC在

数据共享的时间、方法和隐私保护方面有不同的

规定，但NIH与BBSRC都规定申请项目资金需

要提供数据管理计划，且两家机构都会对数据共

享提供资金的支持。

4 对我国科学数据共享政策的启示和建议

科学数据共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数

据的产生与汇交、数据的保管和使用、数据的评

价和监管、数据共享的保障等诸多方面，都需要

利益各方的配合与支持。我国目前大部分科学数

据汇交是伴随科研项目的评估而进行的。这种方

法由于科研项目具有一定的周期性，难以确保科

学数据汇交的及时性，在数据汇交的要求上也不

是非常严格，这些都不利于科学数据的共享和利

用，所以我国的科研资助机构需要建立完备的数

据共享政策。

（1） 完善政策体系

对于科研人员而言，科研资助机构制定的

数据管理政策是否完善对于他们能不能完整妥善

的保存、共享科学数据至关重要。根据调查，

BBSRC所涉及的政策范围相对来说非常广泛的，

但是关于元数据的标准、数据隐私和版权、数据

共享的监管与监督等问题的描述较为笼统或是极

少涉及。首先，数据资源是提供数据共享服务的

基础，元数据是基础的基础，高质量的数据源和

元数据是保证数据有效共享的关键，制定统一的

元数据标准对于促进数据质量的提高非常有利，

可以促使科研人员提交数据时自觉附上相应的背

景信息和元数据，也对数据的二次利用者有极大

帮助，BBSRC与NIH在对元数据标准上都没有

明确详细的规定，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数据共

享的效率和数据的质量。其次，数据的隐私和保

护也是数据共享政策重要的一部分，科研资助机

构应该对涉及隐私数据和保密数据制定详细的方

案，可以为科研人员提供相关策略。BBSRC与

表2   NIH与BBSRC数据共享主要政策的比较

机构名称 NIH BBSRC

国家 美国 英国

主要领域 医学与行为学 生物科学

数据共享的时间 不晚于基于最终数据集的主要研究成果被出版物录用的时间 一般不能晚于主要研究结论的出版物的公开

数据共享方法

1．由项目负责人主持

2．数据归档

3．数据飞地（一个可控制的安全的环境，研究者可以用受

限的数据进行分析）

4．混合模型共享

1．通过第三方数据共享

2．直接数据共享：从数据产生者到他人

数据隐私问题 数据共享协议（详细阐述） 未有具体规定

数据共享的支持 资金支持，申请人可以要求拨款[13] 资金支持，数据共享的成本作为研究成本的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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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H对数据隐私方面的阐述和规定值得借鉴。最

后，科研资助机构应对数据管理和共享的过程进

行监督，BBSRC通过最终报告进行评估，并将

此评估结果作为未来项目申请建议的申请追踪记

录。科研资助机构还可以制定详细的奖惩制度，

将科研人员对数据的贡献纳入科研项目评估或是

职称评估的体系中，或是优先资助科研数据共享

工作较优秀的科研人员。

总体来说，国内可以借鉴BBSRC的强制性

做法，在规定上交数据管理计划的同时，加入科

学数据合法保护以及合理使用相关方面的条款，

有利于科学数据的集中管理，并且对知识产权采

取保护措施将鼓励研究者提交科学数据，增加

他们的积极性，更好地促进科学研究的合作与联

系，同时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工作，提高科学研究

效益 [14]。

（2）加强数据共享的资金支持与培训

首先，科研资助机构须提供资金支持。

BBSRC在数据共享政策中提出，对于数据管理

与共享所产生的成本，例如：人员配备和物质资

源以及存储数据和网络功能等，可以要求作为研

究项目经济成本的一部分。这表明，科学数据的

管理、保存、共享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所以

对于科研人员及其科研项目来说，对数据管理和

共享的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其次，科研资助

机构须为科研人员提供关于数据共享的培训和咨

询。BBSRC也有关于对数据共享的信息指导的

描述并支持相关的培训活动，但是，内容并不具

体，对于科研数据共享这一长期性、基础性、公

益性的工作，可以建立一只稳定的人才队伍来提

供关于数据集特征、数据管理方法和模型等方面

的咨询和培训活动。

（3） 明确各方职责

明确参与科学数据管理和共享各方的权利与

责任对于科研机构的数据共享至关重要。BBSRC
并未要求科研人员在制定数据管理与共享计划时

明确参与数据管理的各个角色的职责。对于一个

完整的数据共享过程，各个角色的职责是不同

的，若不能明确各方的职责，很可能对数据管理

和共享活动的执行产生阻碍，影响其执行力度。

科研资助机构为科研人员提供资金，同时还有制

定数据管理和共享政策的职责，对科研人员的数

据共享过程进行监督和指导。基金申请者其主要

职责是制定并提交数据管理计划，遵循科研资助

机构所制定的数据管理和共享政策。数据服务商

的主要职责是保证数据的长期保存及访问。数据

共享政策的实施是所有角色有机结合共同实现

的，明确各方的权利与责任，不仅有利于科学数

据长期保存和共享，而且出现利益纷争时有据可

循 [15]，所以科研资助机构制定数据共享政策时明

确各方职责是必要的。

5 结语

科学数据的共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

数据的产生与汇交、数据的保管和使用、数据的

评价和监管、数据共享的保障等多方面，都需要

利益各方的配合与支持。相对来说，BBSRC的

数据共享政策比较完备，涉及面广，但也存在一

定的不足。从科研资助机构的角度来看，我国科

研资助机构可以借鉴BBSRC已取得的成果，加

快推进我国科研资助机构数据共享的进程，同时

避免BBSRC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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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梳理探究我国地方高校的协同模式和路径。

总之，在信息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地方高

校发展要有所突破，就必须坚持开放式的办学理

念，勇于冲破学科、门户壁垒，积极参与科技产

业创新战略联盟。应在协同创新和协同育人方面

积极探索，充分吸纳国内外、校内外的智慧和资

源，努力提升地方高校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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