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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初探

刘 茜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作为重要的科学资产和公共信息资源，科学数据正在爆炸式的增长。因此，整合科学数据，完善科学数据

管理，实现科学数据共享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国家农业数据共享中心平台进行分析，提出促进科学数据共享的对

策，认为科学数据的共享离不开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科研资助机构相关政策的扶持。应充分重视科学数据共享

的战略地位，解决科学数据产权保护的问题，提升科研人员的共享意识，培养科学数据管理的专业人才，探索科学数

据共享的增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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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to Promote the Sharing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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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cientific asset and public information resources, scientific data is explosive growth.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integrate scientific data, improve the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and achieve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The paper analyzed the AgriData, we found th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sharing of 

scientific dat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We found that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research funding agencies’ policy. We should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sharing scientific data, solve the problem of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of 

scientific data, enhance the shared awareness of researchers, train professionals of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and explore value-added model of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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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重要的科学资产和公共信息资源，农业

科学数据正在爆炸式地增长，科研人员和广大农

民对农业科学数据的需求日益迫切。我国是农业

资源大国。长期以来，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科学数

据资源，但大部分没有进行有策略的管理，无法

进行有效的共享，从而造成了巨大的数据资源浪

费。相比其他学科，农业科学数据的研究也相对

较少。以中国知网为例，我国近 5 年有关科学数

据的研究论文有 2600 多篇，但与农业科学数据

相关的研究论文只有 100 多篇。因此，开展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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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共享研究，加快打破农业科学数据使用

屏障，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需要，对增强我国

农业整体科技水平、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促

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研究越来越依赖于科学大数据的使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界定了三种开放存取的信息资

源，即科学出版物、教育资源、科学数据。由此

可见，科学数据位列其中 [1]。2002 年，我国启动

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希望建设面向全国的科学数

据共享服务体系。在这个背景下，2005 年国家农

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平台开始建设。经过 10 年

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本文将以国

家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平台为例，整合农业科

学数据，完善农业科学数据管理，对实现农业科

学数据共享进行初步探讨。

2 国家农业数据共享中心平台概况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主持，中

国农业科学院部分专业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参加的国家

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于

2005 年正式启动建设，2009 年通过科技部和财

政部的开放共享评议，2011 年通过科技部、财

政部联合评审，成为首批认定的 23 个国家级科

技平台之一。该中心的主页如图 1 所示，其向全

国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

公众提供农业科学数据共享服务，为农业部重大

专项、农业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课题）提

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中心通过门户网站www.
agridata.cn，向社会提供 24 小时×365 天的无间

断在线数据共享服务，并开通了在线客服，提供

在线技术咨询、线下数据共享服务等。

2.1 科学数据资源建设

农业科学数据类型多样，专业门类多跨度

大，并且相对分散，整合困难很大，因此，中

心采用学科分类的资源整合策略，建立了作物

科学、动物科学和动物医学、农业科技基础、渔

业与水产科学、热带作物科学、草地与草业科

图 1 国家农业数据共享中心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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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农业区划科学、农业

微生物科学、农业生物技术与生物安全、食品工

程与农业质量标准、农业信息与科技发展等 12
大类的学科资源整合框架。目前，资源总量达到

3217.95GB。已整合的农业科学数据资源几乎涵

盖了农业各个学科领域。其中，重点学科资源整

合总量占国内总量的 85%以上，其余学科的资源

整合量占国内总量的 60%以上。这些数据包括历

史珍贵资料、实地调查和科研数据等，内容真实

可靠，具有较大的科研价值。

2.2 科学数据共享标准规范

根据农业行业科学数据资源整合与共享的实

际需要 [2]，中心制订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管理办

法、农业科学数据检查与质量控制管理办法、农

业科学数据汇交管理办法等 4 个农业科学数据共

享管理办法，数据制作、数据组织、数据管理和

共享的标准规范 10 余个，以及农业专业领域的

标准规范 50 余个。这些标准规范是保证中心工

作顺利推进的基础和保障。中心科学数据共享标

准规范具体分类如图 2 所示。

（1）框架体系：框架体系定义了一系列的标

准规范，目的是为了说明各个标准的应用范围、

作用和相互关系，并建立了参考模型和术语等标

准。

（2）数据管理：包含一系列的数据标准，例

如：数据加工流程、数据分类标准、数据采集、

数据组织、质量控制和数据维护等。

（3）数据制作：包含一系列的数据加工流程

的操作标准和规范，例如：元数据标准、数据标

引规范、数据著录标准和数据表示规范等。

（4）数据服务：包含农业科学数据发布、交

换和共享方面的相关标准，例如：农业科学数据

的转换格式和方法、互操作方法和规则、用户认

证、数据库性能监督和改进等。

2.3 科学数据资源整合模式

面对农业大数据资源量大面广、类型多样、

分散性强等特点，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组建了

由“数据主中心—数据分中心—数据节点”三个

层次组成的数据整合工作体系 [3]，加强数据整合

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组织与管理。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明确数据管理者、拥

有者、使用者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合理科学的数

据整合汇交机制。第一，按照农业学科的相应特

点和数据共享的需要，制定了农业科学数据汇交

管理办法，将汇交责任和义务进行明确说明；第

二，按一定机制将数据拥有者（单位或个人）组

织起来，如服务协议方式、共建共享方式、项目

合同方式等，形成农业科学大数据的汇交责任关

系，进一步明确数据汇交人的义务、数据种类、

数据格式、数据质量等内容；第三，按照中心统

一的标准规范，数据拥有者应对科学数据进行规

范化的整理和加工。通过农业科学数据汇交管理

系统，提交数据和文档，包括数据源、元数据、

数据字典和数据使用说明等；第四，对于上交的

数据库，中心进行数据审核和验收，并进行二次

标引和数据融合，最终进行网络化组织和发布。

图 2 国家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数据处理业务流程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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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国家农业数据共享中心服务成效

（1）科技支撑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是农业科学数据的主要生

产源头，是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数据整合与数

据服务的重点。为此，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借

鉴“学科馆员”的理念，建立了与重大和重点农

业科研项目的对接机制，要求农业科学数据共享

中心的每个参加单位都要与本学科领域的科研项

目实现有效对接。通过跟踪国家重大科技计划，

如“973”计划、“863”计划等，提供项目论证、

立项、执行等各环节的数据支撑服务。这不仅有

助于提高项目的科学性、执行的高效性和产出成

果的创新性，而且可以直接吸收项目研究产生的

最新科学数据，通过共享让更多的科研人员受

益。

（2）社会效益

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积极为政府决策提

供支持，在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应有

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已开展的水

稻、玉米、小麦、大豆、油菜、棉花、柑橘、苹

果、生猪、奶牛等 10 个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中，

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为水稻、玉米、小麦、大

豆、油菜、棉花、柑橘等产业研究建立了专题数

据集，为相关产业体系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数据

支撑。在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和重点实验室体

系之间建立快速信息通道，为全国农业科技创新

活动提供数据支撑，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3 我国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存在的问题

经过对国家农业数据共享中心平台的科学数

据资源建设、科学数据共享规范和科学数据整合

模式的分析，以及对中心多年管理经验的总结，

并结合合作方和用户使用反馈的意见，提出如下

几点目前我国农业科学数据共享面临的问题。

（1）农业科学数据的采集分散、数字化程度

较低

目前，我国农业科学数据的采集、管理和

维护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资完成，数据资源分布分

散于国家科研机构、农业高等院校和农业企业之

中。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这些分散的农业科学

数据资源归部门所有，数据的积累、管理和应

用相对滞后。特别是有些数据资料长期分散在部

门、单位或个人手中，不但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而且还将面临散失的风险。同时，我国农业科学

数据的数字化程度较低，许多长期积累的历史资

料、古籍等珍贵历史数据尚未进行规模化的数字

化处理。

（2）农业科学数据共享的积极性不高

虽然国家农业数据共享中心改变了过去农业

科学数据管理集中度较低的问题，整合了全国的

优秀农业科学数据资源，但负责相应学科的单位

或部门对科学数据上传和更新的积极性并不高。

这是由于农业科研人员的科学数据共享意识还比

较淡薄，同时科学数据共享对科学数据的知识产

权保护存在缺失，这就大大降低了科研人员共享

科学数据的积极性。

（3）农业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形式单一

目前，国家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主要向用

户提供农业科学数据的查询和下载，对平台中的

科学数据进行分析的服务相对欠缺。对于平台中

的农业科学数据进行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和数据

可视化处理不够，没有向用户提供及时有效的数

据分析结果，这就增加了不同用户对同一数据的

重复性分析，从而加大了工作强度，降低了科学

研究的效率。

4 促进农业科学数据共享的对策建议

4.1 加强农业科学数据共享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农业科学数据共享需要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

规予以许可和在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对于国家或

地方政府支持的非营利机构，只要所开发的农业

科学数据不危及国家安全和核心产权利益，就应

该向社会开放，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科学数据

不能用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同时，为尊

重科研人员的科研劳动，使用这些科学数据时应

加以标注。对于由企业、单位自筹或个人开发的

农业科学数据，一般应采取科学数据共享收费的

方式，以保障他们的利益，提高其数据共享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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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

但目前在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科学数据共享

的相关法律。作为科技领域的基本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并没有对科学数据共享

做出具有针对性的规定，其法律原则只能对科学

数据共享活动进行指导 [4]。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政

府部门都已制定了针对科学数据管理和共享的法

律法规，确立了明确的科学数据的管理规范。因

此，制定科学数据共享的法律法规，是科学数据

共享的必要要求，是保障科研人员利益、提升科

学数据共享积极性的重要一环。只有加强科学数

据共享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国家农业数据共享才

能有法可依，才能有效保障农业科研人员的利

益，提升农业科研人员共享科学数据的积极性。

4.2 加强农业科学数据管理，培养农业科研人员

的科学数据共享意识

农业领域内的科研机构、数据中心和科学

团体等公共部门是产生和拥有农业科学数据的重

要主体，但由于学科划分、部门利益的驱使，以

及农业科研人员共享意识的淡薄，农业科学数据

共享存在诸多屏障。在整个科学数据共享的体系

中，科研人员既是提供科学数据的主体，也是科

学数据使用的主体。在科研过程中，只有提升科

研人员的科学数据共享意识，科研人员才能认真

进行科学数据管理，进而实现高质量的科学数据

共享。

当然，促进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单纯依靠

农业科研人员共享意识的提升是远远不够的。所

以，科学数据的共享与完善的科学数据管理是密

不可分的，制定完备的科学数据管理政策是科学

数据共享的保障。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科学数据共

享经验来看，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科研

资助机构和高校都要求科研项目申请者，在提交

项目申请时，附带相应的科学数据管理计划，目

的是能够有效管理和保存科研过程中产生的科学

数据 [5]。而我国的科研资助机构和高校的科研项

目申请恰恰没有相关的规定，使得我国科研人员

缺乏保存和管理科学数据的意识，科研过程中产

生的大量实验数据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致使科

学数据无法共享，其价值无法发挥，也不利于科

研成果的继承和积累，严重影响了我国科研投入

的效益。

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的农业科

研资助管理机构应该要求项目申请者在提交项目

申请的同时提交相应的农业科学数据管理计划，

并将其纳入项目申请和执行情况的考核指标之

中，使得农业科学数据能够得到有效管理，进而

促使农业科研人员进行农业科学数据共享。

4.3 探索农业科学数据增值利用模式

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不但可以服务于农业科学

研究，也可以服务于企业创新和社会人才培养。

通过推进拥有农业科学数据的不同主体进行农业

科学数据共享，探索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

科学数据整合和共享，进而达到农业科学数据增

值利用的目的。

首先，国家和政府部门应主动开放农业科学

数据共享。在大数据时代，国家和政府部门掌握

大量的农业科学数据，应该主动对这些农业科学

数据进行开放共享 [6]，积极开放农业科学数据二

次开发的标准应用接口，鼓励单位、企业和个人

充分利用政府开发的农业数据资源，使农业科学

数据创造出全新的、更大的价值。

其次，农业科学数据是具有巨大增值潜力

的数据资源。我国国家公共部门的科学数据主要

集中于地理、交通、国土、气象、农业、公共卫

生等领域，而欧盟的《欧洲公共信息部门开发潜

力》研究报告显示，科学数据的增值领域主要

集中在地理、交通和气象领域 [7]。因此，在满足

国家对农业科学数据需求、坚持公益性原则的同

时，应大力发展农业科学数据的增值利用，探索

市场化运行的服务机制，实现农业科学数据增值

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我国可以借鉴美国、

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鼓励企业或个人参

与增值开发，满足多样性的社会需求。对以营利

为目的的企业或个人，其开发和增值利用农业科

学数据应探索有偿服务的模式，实现商业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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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形成农业科学数据产业，开发农业科学数据

产品。

4.4 培养农业科学数据管理的专业人才

农业科学数据共享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大

数据时代的今天，面对海量的农业科学数据迫切

需要建立专业的农业数据管理人才队伍。为了提

高科学数据管理人才的专业水平，一些国外的图

书情报教育机构已经推出了科学数据管理的相关

培训，并在大学设立了相关课程。美国已经有 54

所大学开设了数据管理的相关课程，共 202 个教

育计划，涉及 476 门课程 [8]。

目前，我国图书情报教育机构还没有设立科

学数据管理的相关专业。面对新形势的挑战，高

校和研究机构的图书馆应该把握科学数据共享的

发展方向，适应科学数据管理发展的新需求。调

整高校图书情报专业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

案，增加科学数据管理的专业方向，培养专业的

农业科学数据管理人才。

5 结语

本文以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为例，分析

了当前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

进农业科学数据共享的对策。即，要加强科学数

据共享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加大科研资助机构相

关政策的扶持力度；要重视科学数据共享的战略

地位，加强科学数据管理，培养科研人员的科学

数据共享意识；要积极探索科学数据增值利用模

式；要努力培养科学数据管理的专业人才。通过

提升我国农业科学数据共享的水平，发展农业科

学数据共享的新模式，形成我国农业科学数据共

享的长效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从而增强我国

整体科技水平，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经济整

体发展。虽然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的建设，在

我国农业科学数据的管理与共享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成就，但今后需要做的工作和努力还有很多，

例如科学数据分析、科学大数据挖掘等问题都需

要进一步思考并加以解决。因此，今后对于农业

科学数据共享的研究将会是农业科研领域的重要

议题，贯穿于整个农业科技活动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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