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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开放获取资源建设现状与建议

郝心宁，谢能付，孙巍，张学福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选取北大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版）农业科学类目下141种核心期刊的自建网站，同

时选取4个综合的开放获取资源平台，调查我国农业开放获取资源的建设现状和存在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农

业开放获取资源建设中，期刊的资源建设存在开放程度不够，综合开放获取平台涵盖面小，质量和数量上都有

待进一步提高的问题。最后提出建立优质高效的农业开放获取资源的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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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文献资源量在信息时代的不断增长，文献的

获取方式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由原来的以纸质为

主向网络电子期刊发展。期刊获取也从原来的商业付费

模式向公益免费方向发展。开放获取资源，也称开放学

术信息资源或开放获取期刊[1]，是一种基于网络平台可

免费获取的学术期刊资源。开放获取期刊可以避免付

费模式为科研工作者或普通大众获取期刊设置的障

碍，便利学术成果的传播，有利于提高科研成果的影

响力。

目前发达国家已有上千种开放获取期刊，如日本已

经将期刊的开放获取定为国家政策，规定凡受到日本

科学技术振兴机构资助的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后，一年

内必须免费公开原文内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

内的众多基金和机构也都实施了强制开放获取政策，

例如美国实施强制开放政策的基金或机构数量达到了

116家，英国达到了60家[2]。这些国家在开放获取资源方

面已经具备一定的共识，开放获取在机构和科研人员中

的接受度较高。

开放获取资源在我国还处在亟待发展的阶段，当

下关于开放获取资源相对于传统学术资源获取的比较

研究比较多，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种方式对学术资源

传播和交流具有便利性，可节约成本。刘品阳等[3]认为

开放获取具有用户免费获得、无障碍传递、更大范围内

获取更大的资源、减少了作者的科研成果出版的中间

环节等优势。任真[4]也认为开放获取资源在出版成本

的经济性、信息传播的时效性、获取使用的便捷性、成

果扩展的广泛性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初景利等[5]

将克服期刊订购危机、信息获取危机和学术交流危机

认定为开放获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原因。这些研究

从学术资源传播和用户获取的角度分析了开放获取的

优势。还有一些学者（田海江等[6]、杨淇名等[7]）从开放

获取资源的费用和质量方面分析了其相对于传统期刊

的劣势。在实际应用上，我国的众多期刊大多以一刊单

独上网的方式建立了开放获取期刊平台，期刊资源分

散分布，加大了查找获取的难度，而以搜索引擎为工具

的期刊获取方式，链接大多指向商业付费数据库，属于

非开放获取。以数种刊物联合上网的开放获取资源平

台正在建设中，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涵盖了大多数的精品学术期刊，但时效性有待提高。另

外，国内几乎还没有强制实施开放获取政策的基金。而

以学科为基础的分类开放获取资源平台则更少，大多

数还是分散的机构自建的开放获取资源网络平台。因

此，我国现阶段在开放获取资源建设方面，不仅要重

视整合免费期刊平台的建设，而且还要加强分类信息

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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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放获取平台的建设。农业领域具有基础研究多，交

叉学科广泛，涵盖理工农医类等学科的特点，本文调

查了我国农业开放获取资源的建设现状，分析其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建立优质高效的农业开放获取资源的

建议与对策。

2 农业开放获取资源建设的现状及特点

随着人们对开放获取意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各个

国家都在推进学术资源的开放获取。我国传统的学术

期刊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开放获取行动中，有的期

刊通过自建网站或加入到开放获取网站实现期刊文章

的开放阅读。本文调查了机构自建平台和整合资源平台

两种形式，对农业开放获取资源建设现状及特点进行

了分析。

2.1 分散的机构自建开放获取资源网络平台

经过调查和阅读资料发现，传统的学术期刊现在

有部分已经参加到开放获取运动中来，在继发行印本

期刊的同时或延后，通过建立网站或加入开放获取网

站、数据库实现期刊的开放获取。截至2015年8月23日，

本文对国内的141种[8]“农业科学”学科核心期刊进行

了调查，其中全文开放的期刊有76 种，占比达53.9%。

其中有73种期刊的滞后期在2期以内，实时开放的有

52种，滞后期为1期的有18种，将滞后0期和1期的认定

为基本实时开放的话，占总的开放获取期刊的比例达

92.1%。相比于2012年李树霞等[9]所做的研究，本次调

查结果显示有134种期刊自建有网站，增加21个期刊，

占比达95%，在这134种期刊中有43.3%的期刊不能获

取全文。全文可获取的期刊具体刊名见表1。

表1 期刊自建网站的开放获取详情

中国农业科学

华北农学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西南农业学报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西北农业学报

扬州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

甘肃农业大学学报

江苏农业学报

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河南农业大学学报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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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 ②

0

0

1

0

0

0

1

1

0

1

0

0

0

0

1

1

0

2

0

０

１

０

①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半月刊

双月刊

月刊

双月刊

双月刊

双月刊

双月刊

双月刊

双月刊

双月刊

月刊

季刊

双月刊

双月刊

双月刊

双月刊

双月刊

双月刊

双月刊

双月刊

双月刊

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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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科学

棉花学报

草业学报

中国油料作物学报

大豆科学

核农学报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分子植物育种

农业生物技术学报

植物病理学报

中国生物防治学报

植物保护学报

植物保护

农药学学报

环境昆虫学报

中国植保导刊

园艺学报

中国蔬菜

经济林研究

北方园艺

林业科学

林业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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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业科学

贵州农业科学

河南农业科学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广东农业科学

土壤学报

土壤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中国农业气象

中国土壤与肥料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农业工程学报

农业机械学报

节水灌溉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中国水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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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浙江农林大学学报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西北林学院学报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

西部林业科学

畜牧兽医学报

动物营养学报

家畜生态学报

水产学报

中国水产科学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

渔业科学进展

海洋渔业

南方水产科学

渔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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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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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整合的开放获取资源网络平台

2.2.1 中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

中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China Open Access 
Journals，http://www.oaj.cas.cn/）由中国科学院主管，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北京中科期刊出

版有限公司承办。COAJ的前身中国科学院科技期刊开

放获取平台（CAS-OAJ），是一个开放获取、学术性、非

营利的科技文献资源门户，于2010年10月上线运行[10]。

该平台实行免费发布、有偿维护。平台与期刊共同建设

共同享用，期刊需缴纳一定的数据维护费和平台运维

支持费。《COAJ收录期刊确认函》为免费发布协议，发

布内容和开放程度按照COAJ分级（A、B、C、D）由期

刊自行确定，有偿维护协议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另行签

订[11]。截至2015年8月23日，此平台上有59种关于农业

开放获取的免费全文期刊资源，其中属于EI收录的有3
种，属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收录的有33种，

属于中文核心的有27种，属于中国科技核心的期刊有43
种。但有的期刊时效性较差，例如在该平台上的华南农

业大学学报[12]，其可获取的期刊相比付费的中国知网

有3期的时滞，相对于纸质的有6期的时滞。且这种网站

的指向性最后都落在了期刊自建的网络平台上[13]。

2.2.2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http://www.paper.edu.cn/）是

经教育部批准，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针对科研

人员普遍反映的论文发表困难，学术交流渠道窄，不利

于科研成果快速、高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创建的

科技论文网站。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打破传统出版物的概念，免去传统的评审、修改、

编辑、印刷等程序，给科研人员提供一个方便、快捷的

交流平台，提供及时发表成果和新观点的有效渠道，从

而使新成果得到及时推广，科研创新思想得到及时交

流[14]。截至2015年8月23日，在线收录的首发论文中，农

学2156篇，林学536篇，畜牧、兽医科学806篇，水产学

248篇，除了数量相对还较少以外，这些首发论文的质

量，目前由于网站规则的设置还难以保证，网站规定采

用“先发布、后评审”的方式，作者自愿投稿的文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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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规范格式初审，并确认无政治错误问题、涉密问

题、署名问题，并未在任何媒介发表，达到网站发布要

求的一般在7个工作日内发布，因此从质量和数量上都

有待进一步提高。

2.2.3 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

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ht t p: //prep.is t ic.ac.cn /
main.html?action=index）是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所与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联合建设的以提供预印

本文献资源服务为主的实时学术交流系统，是国家科

学技术部科技条件基础平台面上项目的研究成果[15]。

国内预印本服务子系统主要收藏的是国内科技工作

者自由提交的预印本文章，可以实现二次文献检索、

浏览全文、发表评论等功能。用户可以经过简单的注

册后直接提交自己的文章电子稿，并随后根据自己的

需要和改动情况追加、修改所提交的文章。但我们通

过简单的检索发现此系统中能检索到的相关文献相

对较少，例如以畜牧为关键词，截止2015年8月23日在

该系统中并无任何文献，而在中国知网中可以检索到

15567条相关记录。

2.2.4 开放获取资源集成检索系统

开放获取资源集成检索系统（http://oainfres.caas.
net.cn:8080/NSTL_OAJ/）由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所进

行维护。该系统是集期刊、会议资源浏览与检索功能为

一体的开放式资源集成揭示与检索系统。用户可对开

放获取期刊和会议资源进行检索和浏览，系统涵盖农

业、林业、工业、商业、医学等17个领域，现有期刊资源

6908本，会议资源1506个，并且在持续增加中。系统集

成了开放获取期刊、会议的论文，实现了开放获取资源

的一体化揭示服务，并且对期刊和会议资源二者同时

进行了抓取，是以上几个网站中收录农业资源最多的一

个系统。

3 农业开放获取资源现状解析

开放获取资源在资助者、作者、机构和出版商之间

的利益安排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开放获取资源在

上网的过程中平台的成本需要弥补，该部分主要来自作

者支付的论文处理费或资助者提供的资金，有些机构

利用自身的公益基金建立开放获取资源时，还要和出版

商进行相关费用的协商。作者主要关心论文发表后的影

响力、资助者主要关心开放获取论文的质量，出版商主

要关心自身的利益，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最终在开放获取

资源平台上可获得的学术资源的质量。传统的期刊发表

中如果文章质量较高，作者本人则不需要承担费用，期

刊自身通过订购费用盈利，并且有的还可为作者支付一

定稿费。

目前开放获取的期刊文章质量相对于传统纸质发

行的期刊来说还有一定差距，但大趋势是传统期刊以

知识的传播和影响力为目标在向开放获取发展。通过

以上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对于农业开放获取资源来

说，存在着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自建网站的传统类期

刊，其质量由于同行评审程序的成熟度相对较高，但开

放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141种农业类期刊中，只

有53.9%的期刊可以获取全文文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二是对于整合的开放获取资源网络平台来说，其能

涵盖的期刊种类过少，在可以获取全文的中文核心类

期刊的76种当中，中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只包含了

27种，占比还不到一半；三是其它类别的整合的开放获

取资源网络平台，例如预印本服务系统、中国科技论文

等，还存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双重问题，反映出一个是推

广的力度，另一个是对文章质量评审的程度，都还存在

很大的改进空间。

4 农业开放获取资源建设的建议

针对以上对农业开放获取资源建设的现状和存在

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几个建议：

4.1 加强农业开放获取资源网络平台建设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对农业研究需求较大，而且农

业学科基础研究多，交叉学科广，涵盖理工农医类各学

科，如何使农业类及相关学科研究文献发布的专有平

台，有效地涵盖各专业和学科，实现精细化分，为农业

科研人员服务，已经成为一种迫切的要求。然而单就农

业学科的开放获取网络平台建设来看，在141种农业类核

心期刊当中，也仅有53.9%的期刊可以获取全文文献，还

有65种期刊没有开放全文，大大限制了普通大众获取专

业文献的机会。因此，对农业研究的支持，有必要向加强

农业开放获取资源网络平台建设上给予一定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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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提升综合开放获取资源平台的涵盖面

从以上的调查研究可以看出，大多数的综合开放获

取资源平台有着政府相关机构的支持，在经费上应该

相对充分，但其推广力度和涵盖面都相对有限。在这种

情况下，研究者在做全面研究时就不得不转向涵盖面

更广的商业机构文献库，导致最后实际使用这些平台

的人越来越少。因此只有真正的提高其涵盖面，才能真

正发挥开放获取资源建设的目的，至少可以将已经自建

网站开放全文的单个期刊纳入到综合平台上来，再进

一步扩大其覆盖面。

4.3 设计合理的开放获取资源质量评审标准

在传统的纸本期刊的订购环境下，期刊评价主要

通过订购数量、引用次数、影响因子以及编委水平等指

标来进行。近年关于开放获取期刊评价指标的研究，多

数还是延续了纸本期刊的评价方式，关注基于传统指

标的质量评价，虽然对纠正“开放获取期刊质量低”这

种误解有重要意义，但据实际情况看来，一些开放获取

资源平台连传统的评价方法都难以坚持。因此，提高开

放获取期刊的评价指标，支持作者和资助机构遴选开

放获取期刊，促进开放获取期刊的良性发展，有必要设

计合理的开放获取资源质量评审标准，既包含传统纸

质的评价方法，又涵盖电子期刊特有的方法，真正减少

读者对期刊筛选的工作。

4.4 加大对开放获取资源建设的政策和资

金支持

目前开放获取资源网络平台建设质量的影响因素

中，资金来源是一个重要因素。多数的自建单一期刊网

络平台，除了部分能够接受一定的国家资助外，多数还

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力量去长期运营；一些综合性的开

放获取资源网络平台，在国家相关机构的资助下不断的

完善，但目前还远不能满足研究者和大众的科研需求；

不少还在以期刊的纸质印刷版本的销售量或与商业机

构库的合作为营利的来源，在期刊竞争逐渐加剧的情

况下，这样的运作不利于期刊影响力的提升和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的转化。当然能够开放全文的期刊大多数有

强大的机构支持，其经费问题相对较小。因此我国政府

相关部门在制定开放获取资源政策时，对于一些期刊

的经费来源问题必须认真规范，在没有形成资助者、作

者、机构和出版商之间有效的利益安排之前，还需要国

家在开放获取资源建设的政策和资金方面加大管理和

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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