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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我国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建设现状及服务内容，探索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间服务方式的差异，对比各

平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利用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官方网站，从建设背景、组织规范、服务内容和服务能力调查分析我

国 14 个典型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总体情况。研究发现，我国科学数据共享平台重视数据汇交服务，数据汇交流程较

为完善，平台数据影响力不断提升，数据共享服务内容较为丰富，但仍存在平台组织规范缺少绩效评价内容、数据与

科技成果间关联性不足以及数据利用和共建共享程度不足的问题。因此，建议科学数据共享平台需进一步完善元数据

标准、数据分类标准，形成统一的引用标准，提供统一的集成检索服务，并注重与其他平台间的关联建设，提高科学

数据的共享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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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Content of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Platform in China
WANG Cuiping, SONG Wenqi, JIANG Xinyan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7)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ervice content of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platform 
construction in China,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service modes among various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platforms, 
and compare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platfor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14 typical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platforms in China through visiting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platforms and investigating the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organizational standards, service content 
and service capac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platform attaches importance to data collection 
and exchange services,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exchange process is relatively complete, the platform's data 
influence continues to increase, and the content of data sharing services is relatively rich. However,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ontent in the platform organization specification, the 
insufficient correlation between data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lack of data utilization,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Therefore, the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platform needs to further improve metadata 
standards and data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form a unified reference standard, provide a unified integrated 
search servic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association construction with other platforms to improve the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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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学数据是重要的科技资源，是科学研究的

基础。在开放科学背景下，世界各国逐渐意识到

科学数据的价值。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可以提供科

学数据的管理、共享及分析挖掘等服务，有利于

促进数据有效管理和利用。国际组织、政府部门

和科研机构都积极参与科学共享平台的建设，目

前已建成诸如 re3data、科学数据银行Science DB
等在世界范围有较大影响力的科学数据存储库。

随着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建设的实践不断发展，近

年来国内外关于科学数据平台的研究取得了一定

的研究成果。国外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某一数据

共享平台的功能服务介绍 [1-3]及价值 [4]等方面，

并且有研究关注到了区块链这类新兴技术在科学

数据共享平台中的应用 [5-6]。国内关于科学数据

共享平台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科技基

础条件平台建设及发展 [7-9]、绩效评价 [10]、国外

数据中心建设经验启示 [11-13]、各数据中心建设服

务总结 [14-17]等方面。除此之外，有研究通过调查

国家级科学数据中心的管理模式、资源体系、功

能体系，总结经验提出科学数据中心建设的框

架 [1]。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调查或介绍总结某一

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及服务现状，虽然也有研究

关注到了国内外科学数据管理平台建设实践的差

异 [19-21]，但是对我国不同数据共享平台间建设现

状及服务效果的对比研究较少。

随着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建设进程的推进，我

国投入了大量资金及资源开展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建设，国内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数量不断增长。我

国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按建设责任主体可分为四

大类，即国家级数据中心、省级数据平台、高

校科研院所数据中心以及企业建设的科学数据平

台。目前，我国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已建成

了 20 个数据中心及 31 个资源库，收录了自然及

人文社科领域的观测、实验及调查等多种类型数

据集。此外，平台中心还对其收录的科学数据提

供科技资源标识服务，以支持和完善科技资源的

管理与使用。在逐一访问每个国家级数据中心官

方网站，大致了解其在平台建设、数据描述、共

享以及引用的总体情况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国家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具有代表性的 10 家国家数

据共享平台 [22]以及广东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

台 [23]、CnOpenData[24]、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

台 [25]以及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

中心 [26]4 个较为典型的其他类型数据共享平台。

其中，CnOpenData是商业公司开发的科学数据共

享平台。本文对这 14 个数据共享平台的官方网

站进行网络调查，从组织规范、服务内容和服务

能力等方面分析我国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建设的优

势及不足，以期为我国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提供

一定的参考。

1 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建设现状

1.1 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建设背景

在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实践历程中，我国的

科学数据开放建设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科技

部于 2001 年启动了气象科学数据共享试点作为

我国第一个科学数据共享平台，随后又于 2003
年设立了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专项，由此开始

了我国科学数据共享工程的建设。构建高水平的

科学数据共享体系有利于解决我国科学数据资源

分散重复、封闭垄断等问题，是国家创新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门户应用

系统自 2006 年开始部署，由国家科技资源共享

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建成了国

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网这

一科技资源在线服务系统，并于 2007 年举行了

揭牌仪式，于 2009 年 9 月正式开通运行。国家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and utilization level of scientific data.
Keywords: scientific data,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platform, scientific data center, data service,platfor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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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型管理机制和运行模式，对全社会科技基础

条件资源进行了重新整合，以促进数据资源的共

享和利用。

全社会的科技资源拥有者均可使用中国科技

资源共享网公布科技资源信息。通过中国科技资

源共享网站，用户可以直接访问与其关联的 20
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及 31 个国家生物种质与实

验材料资源库。同时，网站还汇总不同所属平台

的数据资源，形成资源目录，方便用户进行检索

查询。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承担着平台建

设发展战略、运行管理、标准规范建设、国际合

作与宣传、培训以及考核评估和监督等职责。目

前，共享网在国家层次上，搭建了全国范围的逻

辑统一、高度集成、高效共享的科技资源网络服

务体系，有效推动了科技资源的统筹管理和共享

服务，实现了以信息共享带动实物共享的平台

理念。

省级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由科技资源共享网发

展而来，并逐渐向机构知识库和智库方向转变。

调查发现：四川省、湖北省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平

台主要资源类型都以文献为主，科学数据资源较

少；山东省社会科学中心包括人才库、成果库及

数据中心则更偏向于机构知识库性质；省级数据

平台更侧重于建设政府开放数据，部分省级科学

数据平台出现无法访问的问题；广东省科技资源

共享服务平台从 2010 年发展至今已成为科学数

据及相关资源管理的综合性平台，实现了对省内

科技资源的有效整合。

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科学数据管

理办法》指出有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等

法人单位是科学数据管理的责任主体 [27]。高校科

研院所为责任主体建设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可大

致分为两类：一是以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

为代表的综合类科学数据平台。二是专题类数据

平台，如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平台等。西南财

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是专题类调

查数据共享平台，可通过申请获取数据。商业化

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更为常见，CnOpenData是涵

盖各行业领域的数据平台，已有 180 个数据资源

库，并处于不断更新中，包括自有数据、公共数

据和第三方数据，数据资源较为丰富。

1.2 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组织规范

为了解我国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情况，

调查包括了平台组织单位和组织规范，详见表

1。由表 1 可知，国家数据平台大部分是由中国

科学院建设和运行，基本上在平台网站都会有

相应的组织规范，通过制定章程、制度或管理规

范明确数据中心机构运行的任务、用户的职责和

科学数据共享权利和义务。如国家高能物理科学

中心通过用户委员会章程、科学数据合作共享制

度、数据共享联盟章程和账号管理制度形成平台

管理规范，多方面详细规定平台建设宗旨与用户

应遵守的行为规范。为尊重知识产权，保障数据

安全，保护数据所有者和访问者的权利，国家青

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和国家人口健康科学数据中

心的官方网站公布了隐私政策与免责声明。国家

海洋科学数据中心数据在权限说明中规定了普通

用户、个人认证用户和单位认证用户的每日最高

数据下载量，其平台管理办法包括了组织职责、

数据资源建设、汇交及共享、考核评价、经费使

用等内容。省级科学数据平台一般由本地区科学

技术厅负责，并接受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

的业务指导。广东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管理

规范包含了国家标准法规及地方推荐标准，有利

于保障科技资源的交流共享。而企业科学数据平

台及高校科学数据平台在组织规范方面，仅有北

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在用户指南栏目中发布

了使用手册和使用条款，另外调查的两个平台网

站皆无相应的组织规范。通过各平台所公布的组

织规范可以看出，在运行规范及管理方面，虽然

国家级和省级数据共享平台网站基本都有相关制

度规范，但主要是针对运行管理、数据管理及共

享，缺少绩效考核评价的内容。而企业和高校专

题类数据共享平台在对其网站组织规范方面建设

不足，缺乏相关的运营管理细则。

调研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中的标准规范板

块所公示的内容发现，各平台在管理规范及政策

法规方面的侧重差异，除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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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基本情况

序

号
平台单位

组织单位

组织规范
依托单位

主管

部门

1
国家高能物理科学

数据中心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

中国科

学院

关于管理规范有《高能物理数据中心用户委员会章程》《高能物

理科学数据合作共享制度》等

关于技术规范有《高能物理科学数据汇交管理办法》《论文标注

规范》《先导专项江门中微子实验数据管理办法 （试行版）》等

2
国家空间科学数据

中心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

科学中心

中国科

学院

章程有《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章程》

关于标准规范有CDF、FITS、VOTable、HDF5、SAO.XML

3
国家对地观测科学

数据中心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

球研究所

中国科

学院
　

4
国家青藏高原科学

数据中心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

研究所

中国科

学院

隐私政策；

使用条款和免责声明

5
国家生态科学数据

中心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

中国科

学院

隐私政策；数据管理与共享标准规范有观测指标和观测技术规

范、科技资源描述规范、信息化规范、资源整合操作流程规范、

数据共享规范

6
国家冰川冻土沙漠

科学数据中心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

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中国科

学院

关于标准规范有规章制度《国特殊环境与灾害研究网络章程》

《中国特殊环境与灾害研究网络绩效考核评估办法》等和业务规

范《地面气象观测规范（中国气象局编制）》等

7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

数据中心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

中国科

学院
标准规范

8
国家人口健康科学

数据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

卫生健

康委
隐私与声明有PHDA免责声明、PHDA隐私和安全政策

9
国家地震科学数据

中心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地震局

关于标准规范有数据共享规章制度《地震科学数据共享管理办

法》、数据共享标准规范《地震科学数据 数据发布规范》等以及

地震相关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等

10
国家海洋科学数据

中心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自然资

源部

《国家海洋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管理暂行办法》；数据权限说

明有普通用户、个人认证用户、单位认证用户

11
广东省科技资源共

享服务平台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

科学技

术厅

相关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相关办法、

规范有《科学数据管理办法》等；关于国家标准有《科技计划形

成的科学数据汇交 技术与管理规范》（GBT 39912-2021）等；广

东省地方标准有《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平台数据交换规

范》（DB44/T 2192—2019）等

12 CnOpenData
河南汉数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13
北京大学开放研究

数据平台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

大学
用户使用手册、用户使用条款

14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与研究中心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

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西南财

经大学

中心、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无法在其网站

首页查询到标准规范相关内容及文件外，国家高

能物理科学中心公布的标准规范侧重于平台运营

自身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章程，明确了平台组织机

构、数据管理办法及数据汇交流程等内容；国家

空间科学数据中心在章程中介绍了平台的使命和

任务、组织管理与职责及运行机制等内容，同时

提供了针对不同数据类型的数据标准规范；国家

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和国家人口健康科学数据

中心从尊重知识产权和维护网络安全的角度，向

数据用户提出了平台数据使用条款和数据使用免

责声明；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提出了其数据管

理与共享标准规范体系框架，介绍了收集、整

理、加工、存储、服务及信息化方面标准，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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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度及标准内容无法从其网站获取；国家冰川

冻土沙漠科学数据中心根据不同来源及不同类型

数据制定了更具针对性的规章制度和业务规范，

并针对各类资源制定了考核指标与评估方式以评

价平台的运行服务绩效；国家地震科学数据中心

所提供的标准规范主要分为数据共享规章制度、

数据共享标准规范、地震相关法规 3 个部分的内

容；国家海洋科学数据中心数据权限说明规定了

普通用户、个人认证用户和单位认证用户的每日

最高数据下载量，其平台管理办法包括了组织职

责、数据资源建设、汇交及共享、考核评价、经

费使用等内容。广东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管

理规范涵盖数据汇交、元数据以及平台管理等内

容，并且重视数据安全问题。北京大学开放研究

数据平台用户使用手册主要针对用户使用数据行

为以及分享数据行为两个方面，用户使用条款包

括隐私政策、免责申明、著作权内容，并对用户

注册、提交以及数据引用下载作出规定，注重保

护数据分享者及利用者双方的权利，形成良好的

科学数据共建共享生态环境。

分析上述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所提供标准规

范可以看出，各平台通过制定章程、制度或管理

规范来明确数据中心机构运行的任务、用户的职

责和科学数据共享权利和义务。在运行规范及管

理方面，各数据共享平台网站在制度规范的数

量及侧重方向上虽有所差异，但主要集中于对平

台运行管理、平台数据管理及共享的相关标准等

内容，除此之外就是对平台数据用户的使用行为

进行限制。但仅有少部分平台的规范涉及平台绩

效考核，各平台的标准规范中还应考虑平台的资

源数量与质量、资源服务数量、资源服务成效等

指标的考核及评估，从更客观的角度对平台的建

设、运行和服务效果进行规范。

2 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服务分析

2.1 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数据服务内容

在科技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同步产生海

量科学数据资源，是我国科学数据的主要积累途

径 [28]。根据《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和《国家科技

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管理办法》要求，各级科技计

划管理部门应建立规范化的科学数据汇交及管理

机制，在科学数据汇交完成后再验收科技计划项

目。平台数据汇交流程一般包括用户注册、（元）

数据汇交方案或计划、数据审查和存档，数据汇

交需签订数据使用协议以保护知识产权和共享数

据，促进数据重用。为保证数据汇交工作的顺利

进行，数据中心会举办涵盖数据汇交的要求、流

程、系统使用及其他注意事项内容的培训活动。

数据共享平台提供的软件工具主要有数据可视化

工具、模型库、统计分析工具等。在对所调研

的 14 个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提供的数据服务进行

汇总后，形成了如表 2 所示的调查表。从表 2 可

以看出：所调研的 10 家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数据中心均为政府预算资金资助的基金、专项项

目及社会资金项目产生的科学数据提供数据汇交

支持；广东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为平台基地

及科技基础条件建设类项目形成的科技资源提供

数据汇交服务；其他由非政府部门主导建设的科

学数据共享平台的主要服务内容则主要集中于平

台数据库的开放下载方面，并未涉及数据汇交的

内容。

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网的资源目录提供了下属

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网址链接，通过此链接可

以快速访问不同所属平台中的科学数据，各科学

数据共享平台内部以统一的格式对相关数据信息

进行介绍。具体字段包括数据资源的基本信息、

所有者信息、共享方式、资源提交机构信息、资

源服务机构信息、标识信息（包括类目信息、类

目代码、分类标准等）、标识注册机构信息等，

并可以通过链接直接访问发布地址。但是，不

同数据库所提供的科学数据其描述方式有所不

同。在具体访问上述科学数据中心对其科学数据

的描述和公开情况后，发现部分科学数据库不仅

提供了多种数据标识方式，而且对学者引用其中

数据的方式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和限定。有些描述

则较为简单，只是将其中科学数据内容进行开放

共享，并未对其使用方式有所规范。任何机构或

个人只有在申请后才可以访问数据集内的具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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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数据服务内容调查

序号 平台名称
数据服务内容

软件工具 数据检索 服务方式

1
高能物理科学数据

中心
实验软件、通用软件

关键词检索、CSTR标识检

索

数据访问、专业软件、共享与分析服

务

2
国家空间科学数据

中心

统计、数值、同化模型、

其他工具
普通检索、高级检索

数据共享服务、专业软件工具服务和

论文数据贮藏库服务、数据深度对接、

定制化专题服务

3
国家对地观测科学

数据中心
卫星产品

关键词检索、数据集检索、

数据产品检索

提供在线下载、离线下载、在线分析 3
种服务方式

4
国家青藏高原科学

数据中心

大数据分析方法库、模型

库
普通检索、数据导航

在线共享为主、离线共享为辅的数据

共享服务

5
国家生态科学数据

中心
分析平台、可视化平台 普通检索、筛选条件 数据获取服务、实物科技资源服务

6
国家冰川冻土科学

数据中心
模型库 普通检索、筛选条件

提供数据共享、数据定制、数据挖掘

及在线计算等多种服务

7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

数据中心
— 普通检索、筛选条件

在线服务、离线服务、委托服务、主

动服务、应急服务、其他服务等多种

服务方式

8
国家人口健康科学

数据中心

数据采集、处理、分析、

可视化、存储、管理、检

索、查询工具

普通检索、高级检索

数据注册服务、汇交服务、长期保存

服务、定制化服务、数据接口服务、

专题服务、科普服务、应用示范等多

种服务

9
国家地震科学数据

中心
— 全站检索

数据下载、电话咨询、信息咨询以及

根据用户需求在线下订单制作专题数

据产品等服务

10
国家海洋科学数据

中心
数据可视化 全站检索 数据共享、专题信息产品等服务

11
广东省科技资源共

享服务平台
— 关键词检索、筛选条件

科技资源检索、科学数据汇交、仪器

信息报送、省内仪器查重、创新平台

评估、科技专题服务等

12 CnOpenData —
按数据库进行分类无检索条

件

数据最新动态、期刊最新动态、数据

下载

13
北京大学开放研究

数据平台
— 普通检索、高级检索

引用和下载、数据分享和共建、查询

数据使用统计报告

14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与研究中心
— 普通检索 数据下载

据，只有在注册账号后才能上传和下载相关科学

数据。此外，各平台还为用户提供了数据分析软

件等操作工具。综合考虑各科学数据中心的建设

情况，发现各中心的服务板块、内容和模式均存

在差异。在数据的分类及类目设置方面，各平台

根据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数据特点分类，缺乏统

一的分类规范。在数据描述方面，不同平台的元

数据描述标准不同，大多数数据中心所提供的科

学数据给定了基于国家标准的CSTR科学数据标

识符编码，也有数据中心提供了科学数据的DOI

编码等其他数据标识编码。在科学数据引用规范

方面，有的科学数据中心提供了学科数据引用说

明和致谢格式，规范了后续科研人员引用数据集

的格式。

广东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接受国家科技

基础条件平台中心的业务指导，除运行模式相似

外，在对平台数据管理方面也引入CSTR科学数

据标识符编码，但在数据获取方面，此平台内包

含的不同数据库资源设有不同的共享途径和共享

范围，数据资源无法直接获取，且无相关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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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规范。CnOpenData、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

平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服务内容

主要围绕平台数据的开放共享，用户在注册账号

并通过审核后即可对平台数据进行下载，但在数

据描述方面，CnOpenData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与研究中心对其内部数据库信息描述较为简便，

只有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对其数据提供了

DOI编码并制定了这个数据集的引文著录格式。

2.2 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数据服务能力

数据和数据集总量、数据下载量以及平台访

问量是反映一个数据平台科学数据质量的直接指

标。从表 3 平台数据使用数量和服务效果的调查

数据可以发现，就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服务数量而

言，大多数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下属的科学数

据中心都以公开的方式提供了其数据集总量、数

据下载量、数据访问量以及平台访问量的统计数

据，所提供的数据资源数量及种类均较为丰富。

但广东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CnOpenData、
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与研究中心 4 个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数据使用情

况及数据下载量等指标公开程度较差，甚至有些

平台并未公开此类数据。但从已公开其服务案例

及访问数据的几家平台来看，各平台间的数据集

数量和平台访问人次数量差异明显，由于不同科

学数据平台所侧重的学科主题间差距较大，且都

集中于其领域内的专业主题，因此不同平台所面

对的不同使用者特征及其使用偏好也是导致不同

平台之间使用效率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

从调研结果看，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均提供

了数据检索功能，包括基本检索和高级检索等多

种方式，可以同时检索本平台及分数据中心的数

据资源，方便用户查找平台内部的数据资源。国

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成了多级数据分类组织模

式，通过整合下属各数据中心资源，在保障数据

资源持续更新的基础上，加强了面向专题服务的

跨领域、跨学科的数据资源深度挖掘和集成。在

数据关联方面，各平台实现了科学数据的内部

关联，但不同平台之间的关联仅仅是网站链接方

式。虽然平台提供数据下载和使用信息等，但却

无法直接对接科研成果或科技文献等内容，在科

学数据与科技产出间关联建设方面较为薄弱。广

东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的服务对象主要面向

广东省内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

平台数据对个人用户的开放性不足，且内部数据

表 3 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服务调查

序号 平台名称

数据集使用量 平台服务效果

在线数据

集 /个
数据量

数据

下载量

平台访问量 /
人次

服务案例

数量 /件
分中心数量 /

个

1 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 — 3.761 PB — — 13 4

2 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 327 336.2 TB 182.3 TB 203 092 65 5

3 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 3 943 2.5 PB 552 万条 2 074.51 万 8* 14

4 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 5 421 222 TB — 21 131 848 84 —

5 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 703 — — — 4 3

6 国家冰川冻土科学数据中心 — 32.3 TB 2.4 PB 171 923 912 10 7

7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 — — — — 11* 9

8 国家人口健康科学数据中心 16 170 1.27 PB — 3 414 383 10 —

9 国家地震科学数据中心 103 260 TB 147 TB 128 万 1* 10

10 国家海洋科学数据中心 — — — 1 607 059 9 8

11 广东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1 363 — — — 41 7

12 CnOpenData 180 — — — — —

13 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 355 — 1 068 390 — — —

14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3 — — — — —

注：标*代表在官方网站未明确提及服务案例数量，但提供专题服务内容。调研数据源自各数据中心官网，调查时间截至 202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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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形成与其他平台间的关联。CnOpenData、北

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

研究中心数据主要以调查统计类数据为主，数据

类型较少且服务方式也较为单一，使用效果相较

前两种由政府主导建设的共享平台有较大差距。

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是服务案例最多

的科学数据中心，并且是国内首个通过Nature数
据期刊Scientific Data认证的数据仓储中心，这有

利于国内数据中心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其国际服

务案例——中国植被功能型图（1 km）服务于科

学研究，下载及引用次数较高，成效显著。国家

科学数据中心是每年举办的“共享杯”竞赛的数

据提供平台，如人口健康科学数据中心为比赛提

供人口健康科学数据资源，地震科学数据中心为

比赛提供地震领域相关科学数据资源。除了典型

服务案例可以表明科学中心的服务效能外，提供

专题服务也是数据共享平台的特色服务之一。国

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提供地理空间开源软件

专题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然而，软件数量多

但访问量和下载量偏低，用户利用率较低。在一

定程度上与开源软件的性质有关，开源软件的下

载安装不一定需要通过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其他

下载途径和渠道更为普遍，因此也出现了平台软

件利用率较低的现象。

3 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服务建设优势与不足

3.1 优势分析

3.1.1 数据汇交流程较为完善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国家政府资金资助项

目的科学数据管理和汇交制度，颁布的国家标准

和政策文件对数据汇交内容和数据汇交流程提出

了明确的规定。在此背景下，国家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中心全部提供数据汇交服务，并且在官方网

站的栏目分类中设置了单独板块。国家青藏高原

科学数据中心展示了详细的数据汇交流程、步骤

及注意事项。国家人口健康科学数据中心针对数

据汇交开展了专门的培训活动，在官网上可以找

到项目数据汇交培训的视频。数据汇交培训视频

包括了数据汇交背景知识、方案介绍、数据汇交

计划的制定和审核、数据仓储项目数据汇交功能

演示等内容，而且近期还举办了数据汇交培训讲

座。由此可见，我国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十分重视

数据汇交服务，这既是国家政策的要求也是数据

共享平台建设的重点内容。

3.1.2 数据影响力范围较为广泛

科学数据影响力是指科学数据的应用在学

术、社会、政策等多方面产生的正向影响，一般

包括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两种 [29]。国家科技

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致力于打破“数据孤岛”，服

务于科学研究、社会民生等。在技术和软件工具

方面，数据中心提供了模型库和数据可视化工

具，为科研人员提供更为专业和便捷的服务。在

科学研究和公共服务上，典型案例有国家空间科

学数据中心月球与行星探测数据的在线公众信息

服务，帮助公众了解、学习和使用嫦娥月球数

据，网站累计访问量达 17 万余人次，提升了嫦

娥月球数据的影响力和社会经济价值。国家青藏

高原科学数据中心所有数据都是中英文标注，有

利于国内外科学研究的交流合作。随着科学数据

平台建设的发展，服务成效明显提升，数据影响

力不断扩大。

3.1.3 数据共享服务内容较为丰富

整体而言，我国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内容

主要围绕着科学数据的组织、描述、存储、共享

等方面，意在整合科技资源，为用户提供数据服

务。根据上述调研的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访问情

况，可以发现现有平台可以在线浏览网站内部数

据库资源。为保障数据的精确获取，各平台均已

具备检索功能，提供元数据检索服务，部分平台

还可以提供在线或离线咨询及数据分析等服务。

除此之外，在数据库内容建设和更新方面，数据

共享平台逐渐从建设单一领域的数据资源库转变

为建设涵盖更大规模、更多类型的集成数据平

台，形成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各类专题数据库。

同时，在科学数据的开放获取方面，上述调研的

共享平台数据可以直接在官方网站下载，无操作

门槛，便利程度较强。在数据集的使用浏览情

况、下载管理方面也提供了相应的关联记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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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开放程度较高。

3.2 不足分析

3.2.1 平台组织规范的绩效评价有待加强

对 14 个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组织规范调查

发现，目前只有国家冰川冻土沙漠科学数据中心

和国家海洋科学数据中心官方网站提及绩效考

核评价内容。《国家海洋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考核内容、方式、时间和

评价等级，重点考核平台科技资源整合能力、服

务成效、组织运行管理及专项经费使用情况等内

容。国家冰川冻土沙漠科学数据中心颁布了绩效

考核评估办法和细则，对考核目标、内容、评价

方式等作出了说明，详细规定了考核指标和计分

方法，值得其他数据中心借鉴。绩效评价对于科

学数据共享平台的运行管理和服务具有重要作

用，平台组织规范内容应考虑绩效评价。当然，

绩效考核是一项系统工程，制定考核评价指标体

系时应考虑到各平台数据资源及服务的特点，体

现了科学性和客观性，有效激励科学数据共享平

台的发展。

3.2.2 平台数据与科技成果间关联建设不足

科学数据与科技文献关联可以解决科学数据

分散的问题，促进科学数据的流转和利用 [30]。就

目前科学数据平台的建设现状而言，虽然各数据

中心所提供的科学数据体量大，但数据类别却因

受到学科的局限性而仅集中于某一领域。在元数

据描述格式方面，各平台间也缺乏统一的标准规

范。在数据资源整合方面，各平台多集中于对其

内部数据进行组织与管理，对其他平台的资源仅

能提供平台链接而无法直接进行关联与整合。在

平台科学数据的标准引用方面，各平台针对其

数据引用提供了引用格式与引用声明，然而对数

据本身的描述信息较少，并且缺乏一致的格式标

准。在对科技文献中的科学数据引用行为进行溯

源时，难以实现精确的定位与识别，导致科学数

据与科技成果之间的关联情况不明确。对科学数

据影响力的评估及数据重用效率的提升造成一定

的困难，对保障数据生产者的知识产权造成一定

的障碍。

3.2.3 平台数据利用和共建共享程度不高

各平台对于科学数据共享权限、共享范围和

共享方式的限制情况可以反映这个平台的数据开

放共享程度。我国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大多对其内

部数据实行分类分级管理，依据不同数据级别控

制数据共享范围。这方法虽然能有效防止平台数

据被泄露和滥用，但也限制了用户对其数据的使

用。在平台数据资源共建共享建设方面，国家级

和省级科学数据共享平台虽然都设有数据汇交服

务板块，但却未形成良好的平台间数据交换机制

和数据共建模式；高校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如北大

数据平台暂时只支持本校的认证用户创建和发布

数据，仅在团队内部设立了数据共建机制；企业

所主导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与其他平台的合作较

少，主要是通过吸纳第三方数据库资源的方式扩

充其内部数据。目前，我国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尚未将更多数据整合纳入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体

系，无法实现有效的跨平台、跨领域的数据共享

流动和供需对接。

4 结论与建议

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工作的规范化是一个从

基本理念到法律制度，再到法律实现的过程 [31]。

科学数据相关政策的制定与不断完善是推动科学

数据开放共享的有效政策支撑和制度保障。对上

述 14 个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建设现状的调查可以

发现，在平台的组织规范建设方面，所调研的 14
个平台中仅有 6 个平台公示了较为完善的数据管

理及共享规范。但在制度规范的数量及侧重方向

上有所差异，仅有少部分平台的规范涉及平台的

绩效考核，因此各平台内部仍需对组织管理政策

进行完善，形成覆盖平台管理、用户管理、数据

管理等全方面的管理制度。在对科学数据的组织

与分类建设方面，在所调研的 14 个平台中，仅

有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国家人口健康科学数

据中心和国家地震科学数据中心 3 个平台公布了

内部元数据字段的描述及编写规范，而在实际建

设过程中，各平台的元数据标准、数据分类标准

等并无统一的格式标准，且各平台间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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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影响数据组织的效果，而且出现用户在引

用平台数据时著录格式规范性不足等问题，对科

学数据生产者的版权保护和对科研成果的溯源验

证造成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在目前的用户指

南与数据共享政策的基础上，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还需完善元数据标准、数据分类标准等内容，同

时结合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数据特征形成统一

的引用标准。

在数据服务与科研成果关联方面，所调研的

科学数据平台都能够通过开放获取数据资源的方

式为科学项目提供帮助，但很少有平台能够进一

步提供数据加工分析或定制服务。在数据汇交建

设方面，所调研的 10 家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数据中心和 1 个省级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均具

备此功能，对科学数据的收录及利用方面重视程

度较高，但由企业和高校所承办的 3 个科学数据

共享平台尚未开通数据汇交服务，对科学数据的

整合集成方面建设不足。在科学数据发布方面，

大多数平台仅仅将相关数据集在该平台内部进行

共享，通过链接形式访问其他平台的数据集，无

法直接对接有关科技成果与科技文献。为提高科

学数据的利用效率，科学数据中心应注重与其他

平台间的关联建设，将数据集和数据平台、数据

资源等进行链接，以关联数据形式发布科学数据

及科技论文。同时，还应完善科学数据平台功

能，聚合更多的数据库资源，提供统一的集成检

索服务。不仅科学数据中心具备数据存储功能，

而且用户可以利用数据开放共享平台实现学术间

的交流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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