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开放研究为引领
推动大学知识基础设施的建设

吴建中（澳门大学图书馆）



学术资源商业化和科学评价扭曲化现象
使资源不断地向那些“关键少数”集聚

• 2021年-科睿唯安（Clarivate）收购ProQuest

• 2024年-再收购Rowan TELS Corp，并与OhioLINK和
SearchOhio 签约，提升与OCLC竞争的实力

• 美国学术出版与学术资源联盟（SPARC）曾发表声明，
提出警惕研究分析与图书馆服务领域市场垄断和价格
上涨的问题。

资源巨头



学术资源商业化和科学评价扭曲化现象
使资源不断地向那些“关键少数”集聚

• “名声机器”—扮演学术领袖
越成功，得到的回报就越多，
而实际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就越
少。

• 抹杀其他参与者的成果—有调
研发现，关键贡献者如研究软
件工程师、技术人员、图书馆
员、数据管理员、项目经理等
往往在学术出版物中很少被提
及或得到认可。

学术领袖



• 开放获取虽已达到50%的临界点，但步履艰难

• 一份题为《是变革的时候了》的调查报告对全球1400多名研究人员的
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研究人员仍习惯并依赖于影响因子等评价方式。
英国拉夫堡大学Elizabeth Gadd指出，“许多组织已公开承诺开放研
究实践，但仍在研究分析中使用封闭和专有商业书目数据源，她呼吁
这些机构要‘言出必行’”



• 大学是地区的知识中心？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

• 如今知识包括其产权正在转移至商业出版社及代理商手中，大学生
产了知识，又不得不花巨资将它们买回来，即使如此也越来越不能
满足学校自身的教学科研的信息需求。

仅仅改变学术评价体系就能缩小科学鸿沟吗？

• 同时资源越来越向少数人倾斜，形成深深的科
学鸿沟，那些位于全球南方的科研机构及人员
往往徘徊在鸿沟的另一端。UNESCO发布的《开
放科学展望：世界各地的现状和趋势》中一项
针对被访研究者经常访问的开放获取数据库的
调查表明，近85%位于西欧和北美，非洲和阿拉
伯地区分别只占不到2%和3%。



从 DORA 到 Barcelona Declaration
• 2013年5月《旧金山研究评估宣言》(DORA)发布。

• 2024年4月《关于在研究评估中负责任地使用量化指标的指南》，提出五原则，
即清晰、透明、特定、结合上下文、公平。

• 2024年4月欧洲40个研究团体联合签署《开放研究信息巴塞罗那宣言》。指出
研究信息格局需要根本性改变。承诺：1.研究信息的使用和生产必须是开放的; 
2.加强与支持和实现开放研究信息的机构与系统合作; 3.支持开放研究信息基
础设施的可持续性；4.支持通过集体行动加速研究信息开放的转变。

• 开放研究信息是指免费访问且不受重复使用限制的元数据，遵守 FAIR（可查
找、可访问、互操作和可重复）指南。

• 宣言指出，目前科学决策往往基于封闭的研究信息，这些信息被锁定在营利性
提供商运营的专有数据库中，容易导致黑箱决策。



• 一些开放研究信息基础设施提供了封闭数据库的替代方案，如Crossref、
ORCID 等注册机制和OpenAlex、OpenAIRE 等数据库等。

• 法国索邦大学停订 Web of Science，使用 OpenAlex 开放平台，表示通过
签署《宣言》，开放研究信息不只是目标，而且是可以实现的。

这些年来，人们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
到，阻碍开放研究实现的，不只是现有
的科研体系，更重要的是多年来形成的
文化。仅仅改变不合理的科学评价体系，
虽然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增强开放性，
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科学鸿沟。



开放研究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从传统出版物的角度来看，期刊论文、专著和教科书等出版模式已经由商
业出版主导，大学在目前情况下难有多大作为，但在研究数据领域，大学
管理者认识到不应该再犯像以前那样把出版权转让给商业机构的错误。

开放科学能否推进关键在大学，根本在文化。
2018年5月，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 (LERU)
发布《开放科学在大学的作用：文化变革路
线图》。强调开放科学不是教条，它有助于
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提高透明度和更好地适
应跨学科研究需求。提出41个建议，要求大
学制定文化变革计划并发表各自的路线图。



• “ReproducibiliTea”（可复现社群），以推动开放科学期刊
发展为宗旨。总会于2018年在牛津大学建立，至2024年8月，27
个国家和地区的113所大学及研究机构都设立了分会。 爱丁堡
分会由学生组织。

• 爱丁堡开放研究计划 (EORI)，由教师和学生组成，脑科学中心
博士生埃玛·威尔逊，协调两个草根社群；威尔·考索恩，心血
管科学系讲师，英国可复现网络（UKRN）爱丁堡地区负责人，
爱丁堡“开放科学大使”。

• 他们在各自社群网络上发布信息，组织跨学科的研讨和交流，
宣传和推广开放研究知识和技能，

爱丁堡大学有一个开放的社区氛围



大学图书馆积极参与开放研究，并建立了开放研究服务组，该组承担着整个
大学开放研究项目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并制订了爱丁堡大学开放科学路线图

2024年更新版，提出
文化变革、未来学术
出版、FAIR数据、爱
丁堡开放科学云、教
育与技能、认可与奖
励、下一代指标、研
究诚信和公民科学等9
个方面36个项目。



爱丁堡大学信息中心/图书馆组织结构



• 从2022年起举办三次开放研究年会，由大学图书馆和两个草根组织举办

• 2024年聚焦文化，主题“开放研究如何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为研究领域的
文化变革做出贡献？重点关注科研指标、学术诚信等，为教师、学生以
及专业社团提供了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未来开放研究的机会。

爱丁堡大学经验表明，开放研究是一个整体的战略，
不仅涉及教学与科研的政策、实践以及知识生产与
传播流程的所有层面。图书馆员以其信息管理天赋，
在整个大学知识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更为积极主动。



开放研究进程中图书馆的新作为

• 知识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图书馆，图书馆也需要借助这一平台
拓展新领域，开发新业务。英国图书馆与信息网络办公室
（UKOLN）主任利兹·里昂（Riz Lyon）博士在开放科学领域
有较高知名度，她多次强调图书馆要重新定位、重新塑造并
加强图书馆对研究数据管理、学术交流和公民科学的参与。

• 大学数字转型和开放进程加快了图书馆变革的步伐。图书馆
不仅要思考在大学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且要探索如
何与大学相关部门沟通与协调，并在此基础上，参与和培育
大学知识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对外拓展中增强合作力

• 从20世纪80年代起，经历了电子图书馆、嵌入式参考服务、信息素养
教育、学习共享空间等发展。进入数字转型时代，除了原有的业务环
节以外，作为支撑教学与科研发展的研究数据也必须纳入自己的工作
范围。

• 图书馆界开始了“由外而内”（outside-in）还是“由内而外”
（inside-out）的大讨论。

• OCLC于2024年6月发布“图书馆之外的图书馆”调研报告。 指出图书
馆应通过近年来不断扩展的研究支持服务逐渐向外延伸。在大学，图
书馆不仅要管理机构知识库、研究数据，而且承担着与机构声誉、学
术评价以及文献计量等有关的责任。如果要走超越图书馆这一路线的
话，将意味着图书馆的战略方向和专业路线都要发生相应变化。



在研究数据创建中提升创新力

• 新课题：

• 1. 对于在数字转型背景下产生的新服务和新职责，至今没有明确的定义；

• 2. 图书馆对数字研究工作的认识和参与度参差不齐，欧美较为积极，其他国
家包括日本比较滞后。如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2020年发布的《研究数据和
论文发表的实际情况调查》表明，只有不到60%的日本大学和研究机构实际提
供或正在考虑提供研究数据管理服务；

• 3. 管理上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在处理格式上，与论文、著作等不同，研究数
据在格式上不尽统一，而且规范也因领域而异。

研究数据有助于提高科学数据的开放性、透
明性和可复现性，如果没有 FAIR 研究数据，
每年至少会给欧洲经济造成 102 亿欧元损失。



在负责任出版中发挥领导力

• cOAlition S联盟《走向负责任出版》期待图书馆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 平台：哈佛图书馆启动“哈佛开放期刊计划”（HOJP），为哈佛研究人员提
供出版服务，还专门设立开放出版馆员的岗位；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PubScholar公益学术平台，提供公益性学术资源的发现、获取和共享等服务。

• 自主出版：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建立了出版部，出版期刊、书籍、会议记录、
教科书等；洛杉矶公共图书馆通过归并本地出版社启动出版业务 。

• 美国十大学术联盟 (BTAA) 和下一代图书馆出版公司于2024年7月宣布新的合
作，携手共建开源、社区主导和以学术价值为基础的开放出版平台。

虽然图书馆出版在品牌和质量上还很难与商业出版机构竞争，但只
要以开放的精神和透明的原则做好每一本书，以此赢得业界和学界
认可和资金资助，图书馆出版一定会走出一条良性循环的新路。



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