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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放科学发展与治理的机遇、优势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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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放科学是全球科研发展的关键战略和发展趋势，对中国实现世界科技强国目标具有深远影响。

探讨我国在开放科学领域的机遇与优势，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旨在促进中国开放科学的发展，促进其积

极融入全球开放科学的治理体系。开放科学本身具有强大的内蕴发展驱动机制，中国的制度能够从上而下发

挥政府号召力，庞大的科研产出更能为开放科学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条件。中国开放科学已经初具规模，针

对目前的传统科研思维模式与科研体制限制等问题，需要积极推进开放科学顶层设计，快速筹建开放科学相

关机构和基础设施，改善开放科学发展环境，平衡开放科学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并且加强开放

科学与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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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科学 ·

开放科学代表着一种新型研究范式，影响着整个

研究的生命周期以及科学实施、合作、交流、创新的各

个方面[1]，对科学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具有重要影

响。开放科学以高度开放性、社会化和共享合作为主要

特征[2]，即强调科学知识的开放共享和科学研究的开放

创新，彰显了科学的公共性。在开放科学的影响下，科

研效率得到提升，新的科研问题更加易于发现，科学研

究的可见性和参与度不断增强，学术诚信和科研质量

得到保障，科研合作和学术共同体建设日益加强[3]。当

前，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国家已经认识到开放科学

对于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并将其列入发展规划，开放科学已经成为全球科学发

展的共识。现阶段开放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对科学

技术的交流产生深远影响[4]。

近年来，随着开放科学理念的普及和快速发

展，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相继发布了极具影响力的

开放科学政策或规划。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率先发布了《让开放科学成为

现实》；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重磅推出了《开放科学建议书》；欧盟也连

续发布了多项开放科学政策并制定了行动规划，荷兰、

日本、加拿大、法国等相继发布了开放科学国家计划或

开放科学路线图。中国为顺应开放科学的趋势，也陆续

颁布了一系列应对开放科学的政策，如《科学数据管理

办法》。然而，开放科学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参与的

机构类型较为多样，还需要多学科交叉合作和跨国合

作。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既缺乏具有系统性的开放科学

政策，又缺乏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中国必须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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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科学政策的制定和部署策略，积极探索与国际接

轨的方式，参与开放科学全球治理。

2021年11月，UNESCO审议通过《开放科学建议

书》，这标志着开放科学迈入全球共识的新阶段[5]。李

克强在与外国专家的座谈中强调：“全世界科学界都应

该坚守这样一个理念：科学一定要合作和开放。”作为

开放科学的坚定支持者和拥护者，中国具有明显的组

织制度优势和坚实的内在基础，然而，由于开放科学在

我国起步较晚，全面实施还面临着诸多障碍与挑战。对

此，本文结合现有关于开放科学的研究与实践，深度分

析我国开放科学发展的基础，通过梳理全球开放科学

治理的优势和机遇，提出对我国开放科学发展的建议，

从而加强中国与全球开放科学界的协作与共同发展，

进一步推动世界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实现。

1　中国开放科学发展的优势和机遇

1.1　开放科学是未来全球科学发展的趋势

开放科学对国家、社会公众、科学共同体和生产

主体都有积极的作用，也是未来科学模式发展的大趋

势。杨卫等 [6]指出，开放科学将成为国家加快完善创

新生态、抢占未来科技创新高地的重要政策抓手。首

先，开放科学对于国家的创新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它不仅是构建创新型国家基础科研环境的关键，

也是推动学科持续稳步创新的基石。通过开放科学，

可以显著增强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在全球科

技竞争中赢得主动性，提升国际话语权并占据科技竞

争的制高点。其次，对于社会公众来说，科学知识完

全向公众敞开，使其能够无障碍获取科学知识，进而

推动科技人才资源的储备和发展。再次，开放科学的

研究和交流方式能推动可重复性研究（Reproducible 
Research）的发展 [7]，促进科研全流程透明，进而提

高科研效率，减少科研过程中的学术不端问题。另外，

开放科学能够改变传统科研范式中的激励模式，提

高科研创新的积极性，且能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最

后，对于由科研工作延展出来的产业生产主体来说，

开放科学可以避免由知识壁垒造成的大规模重复性劳

动，降低科研活动及产业转化过程中的成本。因此，

开放科学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必须要积极发展

开放科学，并通过多种实践更好地推动科学的进步和

创新。

1.2　中国具备开放科学发展的制度优势

在全球开放科学的大趋势下，中国作为科研大国有

着独特的优势。一方面，中国在开放科学发展方面具有

独特的制度优势。“自上而下”的模式下，政策的号召力

极强，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正

式颁布了《科学数据管理办法》，标志着数据开放在数

据管理领域中的重要性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关注。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布，其中明确提

到，要实现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

2023年，国家数据局成立，为开放数据提供了强有力的

保障。另一方面，开放科学仍然处于变革阶段，全球范

围内对于开放科学的探索仍在进行中，稳定的模式和

科学秩序尚未建立，这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

遇。中国拥有庞大的学术市场，全球开放科学发展需要

借助中国市场的支持。

总之，中国在探索开放科学新模式方面展现出巨

大的潜力，这一探索本身也正塑造着中国独有的开放

科学模式。我国应积极融入全球开放科学的治理体系，

携手国际伙伴共同营造一个开放的国际科学交流新

生态。

1.3　中国具备开放科学发展的科研基础和
优势

中国致力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并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的战略目标，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国未来发展的

重点。自《纲要》颁布实施以来，中国不断提升科研经

费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力度，稳步提高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和研发人员的水平。研究表明，2020年中

国的研发投入总量、专利数量和论文数量已经位居创

新型国家的前列，展现了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强大实

力和潜力[8]。目前，中国已成为研究投入、研究论文产出

和科学数据大国，在国际开放科学与开放数据、开放获

取领域作出贡献。中国在科研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强势

增长，为其在全球科学格局中赢得了重要地位。

中国在开放科学发展方面拥有坚实的科研基础，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关键方面。首先，中国人工智能

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为实现开放获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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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长期稳健的开放知识平台，如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

库网格（CAS IR GRID）、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CALIS）等机构知识库。其次，在科技期刊开放获取

方面，2011—2021年，中国开放获取期刊及论文数量显

著增长，金色开放获取模式快速发展。中国开放获取

论文数量从2.50万篇增长到23.88万篇，占比从15.8%
增至37.8%，年均增长率为25.2% [9]。再次，中国在开

放出版平台建设领域取得一些成果，如清华大学出版

社创办科技期刊数字化传播国际平台SciOpen[10]、中

华医学会杂志社创建集群化试点平台MedNexus[11]和

中国激光杂志社创建刊群数字出版与传播交流平台

Researching[12]，这些平台推动了中国开放获取期刊更

好的发展。此外，中国的数据期刊和数据平台如《中

国科学数据》和ScienceDB也快速发展，成为受国际

认可且功能强大的开放科学数据平台[13]。预印本平台

ChinaXiv在保障科研人员权益的前提下，推动了中国

开放科学的全面发展。总体而言，中国在开放科学发展

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14-15]。

1.4　中国已经是国际开放科学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中国是国际开放获取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

推动者之一。自2004年起，中国科学院及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陆续签署了《开放获取柏林宣言》等多个国际协

议，展现了中国科研界对推动开放科学和国际学术交流

的坚定承诺。2010年，主题为“开放获取：实施进展、最

佳实践与未来挑战”的第八届开放获取柏林会议在北

京举办。自2014年起，中国积极倡导并实施受资助论文

的开放获取政策，旨在推动学术出版与科学研究紧密结

合。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并推动成立了全球研究理事会，

坚定支持其开放获取行动计划。这一系列行动体现了中

国对全球科学研究开放性、透明度和协作性提升作出的

积极贡献。2016年，预印本平台ChinaXiv成功推出[14]，

截至2024年5月，已接收3.87万余篇各学科领域的预印本

论文，论文总下载量超过2 100万次。2018年，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明确表示支持开

放获取2020计划和开放获取S计划，倡议受项目资助的

研究论文都以开放获取的方式发表和传播。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几

十家机构签署了开放获取2020计划意向书。

国际合作与交流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开放科学的

国际影响力，也有利于推动全球科学研究的进步和发

展。推动开放科学发展的国际合作、数据开放共享平台

的建设以及科学研究的发展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相互

促进的逻辑链，中国的积极贡献不仅加强了全球科研

共同体的协作，也为解决全球性科学挑战提供了有力

支撑[13]。

2　中国参与全球开放科学治理的建议

2.1　积极推进开放科学顶层设计，破除 
传统思维的束缚

近年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开放科学政策，然而，一

些传统的科学研究惯性思维、利益保护手段和科研管

理评价方式等制约了开放科学的发展。

（1）从总体科研政策和评价机制来看，基金资助、

课题申请、论文发表、科研任职等一系列科研工作通常

采用“竞赛”机制，而在开放科学的大框架下，这种机

制难以适应创新性的评价体系。开放科学背景下，需要

更加灵活的评价机制。

（2）促进科研数据共享的政策的引导性远远不

够，阻碍了开放数据的进一步发展。目前的科研管理

体制和科研成果评价制度适应传统的科研活动，却束

缚了科研群体的思维和科研活动，阻碍了开放科学的

发展。科研产出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和法规的不详尽

或不完善以及隐私和伦理问题都使科研人员在共享科

研产出的时候产生顾虑，无法完全敞开心扉拥抱开放

科学。

（3）传统科研管理体制造成公共社会价值和个人

利益之间的关系难以协调。应该建立有效的公共资助

制度，改变目前科研基金资助的模式，更多地考虑科研

人员的利益和思维趋向，并引导科研人员适应新的开放

科学指标。

目前，中国尚未正式颁布核心主题为开放科学的具

体政策。杨卫等[16]提出了开放科学政策的大框架，积极

呼吁中国出台代表顶层设计的开放科学政策。因此，应

做好中国开放科学治理的顶层设计，并从科研人员的实

际利益出发，在科研评价、科研资助、数据开放等多个

方面出台实质性的政策，推动开放科学落地。通过这样

的措施，营造良好的科研知识交流环境，带动科研人员

和管理人员的思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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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快速筹建开放科学机构和基础设施

202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全国科技经

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已经高达

3.0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然而，由于缺乏专门的

开放科学研究和统筹管理机构，开放科学领域获得的

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明显不足。同时，近年来，国际科

技出版巨头持续占据垄断地位，中国的开放获取平台建

设存在一定不足，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平台的发展滞后于

中国的科研水平。全球知名数据仓储目录re3data收录

全球2 479个数据中心，其中中国自主建设和参与建设

的数据中心只有43个，说明中国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平台

数量远远不足[17]。不仅如此，我国的国家科学数据中心

也普遍存在解析异常的问题，（元）数据的可发现性、

可访问性不足[18]。对此，我国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管

理机构来负责推动开放科学发展。该机构将负责统筹

和协调各类开放科学文献和数据平台。通过集中化的

管理，可以更有效地整合资源、优化服务，进一步促进

中国开放科学的发展。

2.3　效仿学习，改善后发国家的开放科学

发展环境

自开放科学理念提出以来，欧盟以及日本、美国等

国启动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开放科学发展的项目和计划，

例如欧盟的FOSTER项目和欧洲开放科学云计划[19]、

法国国家科学院的开放科学计划[20]、美国国家科学院

的开放科学规划等 [21]。美国的开放科学中心等第三方

机构提供的开放科学服务取得了明显成效[22]。这些成

功经验为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提供了丰富的参考[23]。对

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而言，需要积极创造有利于

开放科学发展的整体环境，以推动国家科学事业的快

速发展。为此，国家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制定相

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

和知识共享、加深公众对开放科学的认识和理解等，从

而实现赶超和发展。

另外，在开放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一些科学伦理问

题所涉及的不仅是科学本身，更是社会经济结构的系统

性、总体性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比较错综复杂的，国家

需要积极采取主动的调整措施，改善开放科学的发展

环境，以实现开放科学发展的制度性结构转变。

2.4　平衡开放科学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 
之间的关系

开放科学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目标是相斥的：开

放科学的精神在于共享公共知识，推动科学整体的发

展；而知识产权保护则是为了保护创新者的权益，防止

知识产权被侵犯，从而设定了一定的交流门槛[24]。应平

衡两者的关系，既鼓励创新和探索，推动科学发展，又

保护创新者的权益，防止知识产权被侵犯。此外，需要

重新审视现有的科技政策，并在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

时充分考虑开放科学的作用，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

强开放科学成果的产业转化。

2023年3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成为国务院直属机

构，这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开放科学发展、科技创

新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应抓住这样一个重大历史

机遇，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创新者的权益，鼓励

其他创新者参与竞争，以充分发挥开放科学的潜力，促

进创新。

2.5　加强开放科学与产业的协同发展

已经实施的开放科学战略显示，国家和国际组织

主要关注开放科学对科研本身的价值，对于开放科学

与产业创新之间的联系关注不足。因此，有必要采取措

施来加强开放科学与产业创新之间的联系。

首先，政府应当加强与开放科学机构和产业创新机

构之间的沟通，深入了解彼此的需求，开展开放科学方

面的宣传和培训，逐步建立和完善产业政策，以促进开

放科学与产业创新的协同发展。其次，应建立科研机构

和产业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和平台，促进彼此的信

息交流和共享，从而更好地了解彼此的需求和挑战，制

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再次，应加强开放科学机构

和产业创新机构之间的政策协调，并建立评估机制，对

彼此的政策进行评估，更好地了解政策效果和存在的问

题，这有助于及时对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最后，应该加

强对复合型产业创新人才的培养，以提高相关人员的素

质和能力，促进开放科学与产业创新的协同发展。

3　结语

开放科学水平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连。当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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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处于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强国战略实施的关键时期，

开放科学将发挥其强劲驱动力，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

发展。202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家数据局作出机构

调整，目的是最大限度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共享，

引领开放科学发展。另外，确立开放科学在推动本国

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中的主导地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

义。作为开放科学的后发国家，中国可以借鉴国际通用

的开放科学发展策略和规范，制定相应的政策以推动

中国开放科学的发展，逐步缩小与先发国家的差距。

开放科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这一理念强

调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和责任，倡导全球合作、互利

共赢，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参与全球开放科

学事业，在各行业中贯彻开放科学理念，将为开放科学

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推动力。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大格局下加强合作与交流，结合目前的国家宏观战

略，积极推进开放科学的发展。应该加强开放和共享的

意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带来的创新效率和知识积累

优势，并以更加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各国展开合作，引领

后发国家共同发展开放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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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n science is the key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 scientific research development,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s 
goal of becoming a 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house. This paper sorts out China’s opportunities and advantages in the field of open science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China to develop open science and participate in global open science governance. Open science itself has a strong 
intrinsic development drive mechanism. China’s system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appeal of the government from the top down, and huge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s provide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science. China’s open science has begun to take shape. In view of the current thinking mode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China needs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top-level design of open science, quickly prepar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open science institutions and infrastructures,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of open science development,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scienc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open science an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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