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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抽样问卷和案例收集结合的方法，对我国机构知识库（Institutional Repository，IR）建设状况

进行全面摸底调查。从建设态势、建设者、IR本体和建设环境4个方面做了现状梳理和总结，认为我国IR建设已

进入“广泛关注，理性参与”的增长推广期。我国IR总数472个，其中，大陆有325个，收录成果数量超过10万条的

IR有22个，IR数量和建设规模均超过台湾地区，开始成为我国IR建设的主导。软件商也纷纷进入IR市场，但开放

服务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当前国内IR建设仍然处于成果积累和模式探索阶段，政策和联盟环境还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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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兴起的机构知识库（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R）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持续的研究和建设热潮。根据开放

获取仓储目录OpenDOAR（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统计，全球注册IR数量已经从2005年12
月1日的128个持续增长到2017年12月1日的3 502个，年

均增长率220%。IR建设在我国同样引发广泛关注和研

究。在中国知网学术趋势工具中用“机构知识库”作为

检索词查询可知，2000年以来，该主题相关研究论文数

量总体呈明显上升趋势。2006年之前年均不足10篇论文

产出，2014年至今已经稳定在年均100篇以上的高位，成

为近年来的持续研究热点。那么，我国IR建设实践情况

又如何？在OpenDOAR中注册的中国仓储数量为104个
（大陆40个，台湾地区60个，香港特别行政区4个），在

另一个国际权威目录——开放获取仓储注册系统ROAR
（the Registry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中注册的

中国仓储数量为172个（大陆92个，台湾地区72个，香

港特别行政区8个）。我国很多IR研究都以上述两大系

统的注册统计为依据。事实上，上述两大系统并不能

反映我国IR建设的实际状况，因为我国很多已建成的

IR没有在国外权威目录系统中注册，另有很多IR处于

在建状态。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于2011年
和2013年对我国大陆的IR建设状况进行过2次随机

问卷调查[1-2]，但2011年的调查仅限于大陆高校范围；

2013年的调查只是抽样调查（有效样本数101份），都

不能反映我国IR建设的实际规模。2013年2月，学者付

伟棠等[3]曾采用实证收集的方式调查到我国可正常访

问的机构知识库181个（大陆87个，台湾地区86个，香港

特别行政区7个，澳门特别行政区1个）。2013年之后，

没有全国范围的实证统计可参考。本调查作为机构知

识库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对我国的IR建

设状况进行尽可能全面的实证“摸底”统计，结合抽样

问卷结果，梳理总结出我国IR建设现状，为深入研究

提供事实依据。

1  调查概述

1.1  IR的界定

根据收录的成果类型，IR可分为专门仓储和综合仓

储两类。专门仓储保存单一类型的机构成果，如电子博

硕学位论文系统（Electronical Thesis and Dissertations，

开放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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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Ds）、传统的机构文库和新兴的科学数据管理系统

等；综合仓储没有类型限制，收录本机构的所有智力产

出。以往部分调查把ETDs等专门仓储也纳入IR调查范

围。为突出重点，本调查中的IR仅指综合仓储，不包含

ETDs等专门仓储。此外，无特别说明，本调查所提到的

IR均为个体机构建设的独立IR，不包含各级各类联盟

建设的IR门户和IR整合系统。

1.2  调查方法和实施步骤

2017年9月20日—11月20日，采用抽样问卷和案例收

集结合的方式开展调查。首先，随机向大陆200所高校

和科研院所发放调查问卷，得到139份回复，去除无效

回复，有128家机构（包括110所高校、18家科研院所）提

供了有效反馈。然后，通过网络检索和访问，共采集整

理出我国的IR建设案例472个。通过对128份问卷反馈和

472个IR实例的统计分析，总结出我国IR建设现状。

2  建设态势调查

2.1  IR建设进入“广泛关注，理性参与”的增
长推广期

从抽样问卷反馈看，128家受访机构中，表示“已建

IR”和“在建IR”的机构数量分别为36（占比28.1%）和30
（23.4%），另有58家（45.3%）表示“未建，关注中”，这

三部分总合达到了96.8%，只有4家（3.1%）表示“未建，

也未考虑”。可见，IR作为发展热点已经被广受关注。本

调查采集到的我国“已建”和“在建”IR总数472个。

472个实证案例的分布和建设状态统计见图1。从地

域分布看，大陆325个（占比68.9%），台湾地区和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各有138个（占比29.2%）和9个（占比

1.9%）；大陆325个IR中，高校建设有166个，科研院所

建设159个。考虑到大陆高校数量远多于科研院所，在

IR建设方面还有很大的推广潜力。从建设状态看，已建

成367个（大陆239个，台湾地区120个，香港、澳门特别

行政区8个），除去无法访问的情况，实际可正常访问的

IR数量为263个（大陆176个，台湾地区79个，香港、澳

门特别行政区8个）。与2013年付伟棠等[3]的调查数据

相比，大陆的可访问IR数量翻了一番，发展势头迅猛；

全国另有“在建”IR105个（大陆86个，台湾地区18个，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1个），保持稳定的增长后劲。但

大陆可访问的IR年均增速仅为25.3%，远低于国际（年

均220%）的总量增速，说明IR建设在大陆还处于起步

推广阶段，IR建设的实效性还有待提高。

2.2  IR数量分布与区域经济、教学科研水平
正相关

将472个IR按我国34个省级行政区[4]做数量分布统

计，TOP5分别为台湾地区（138个）、北京市（63个）、

上海市（30个）、广东省（23个）和江苏省（22个），这

5个省级行政区的IR数量均超过20个，总数276个，占

到我国目前IR总量的58.5%。有7个省的IR建设数量在

10~20个，分别是海南省（19个）、湖北省（18个）、湖南

省（15个）、辽宁省（11个）、四川省（11个）、陕西省（10
个）和云南省（10个），其他22个省级行政区（主要分布

在中西部地区）的IR数量均少于10个。总体来看，我国

的IR建设还处于起步推广阶段。

本调查对大陆所有“211”“985”和“双一流”高

校建设的IR逐一摸底访问，统计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

高校实力越强，参与IR建设的比例越高。

图1  472个实证案例的数量分布和库状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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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IR建设已经覆盖我国所有省级行政区

域，在经济发达、教育科研实力强的地区和机构，推广

较快。

3  IR建设者及其建设目的调查

3.1  大陆80%的IR建设主体是图书馆

“已建IR”和“在建IR”的66家大陆受访机构中，

16家为科研院所，50家为高校。其中，16家科研院所全

部由图书馆或同样性质的部门（如信息室）承担建设任

4  IR本体建设状况调查

4.1  汉化版DSpace占据主导，商业软件用户
占比超过20%

根据ROAR统计，目前44%的注册仓储使用DSpace，
长期以来都是全球用户最多的IR软件系统。从本次调

查的472个IR实证案例统计（见图3）可以看出，该软件

也是我国用户量最大的IR软件系统，3个不同的汉化版

本用户数量分别占据我国IR软件平台用户数的TOP3，

图2  IR建设的目的和意义

0% 20% 40% 60% 80% 100%

95%
89%

92%

92%
83%

81%

5%

5%

1%
6%

11%

83%

94%

务；在50家高校中，37家（占比74%）由图书馆建设，11
家（22%）由图书馆与其他部门（如信息网络中心、科研

处、教务处等）合作建设，只有2家高校（4%）由其他部

门（网信中心和科研处）主持建设。总体而言，66个开

展IR建设的大陆受访学术机构中，53个（占比80.3%）

由图书馆承担建设任务。图书馆成为大陆IR建设的最

重要主体。

3.2  IR“建设目的”依次是展示、保存、共
享、交流

关于“IR建设目的和意义”的问卷反馈统计见图2。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认识表现出高度一致。最受认可的

IR建设目的集中在成果展示（95%)、长期保存（92%)、
开放获取（91%)和学术交流（81%)，除此以外的建设

意义还有，如有助于科研决策、科研产出统计、绩效评

价、图书馆服务转型、抵制数据库提供商的不合理涨

价等。

表1  大陆开展IR建设的各类别高校数量统计

“211”高校（共116所）

“985”高校（共39所）

一流学科高校（共140所）

一流大学高校（共42所）

高校类别 比例/%

47.4

82.1

46.4

78.6

55

32

65

33

建设IR的高校数/所

分别是台湾大学汉化版DSpace NTU（用户数138，占比

29.2%）、中国科学院汉化版CSpace（用户数127，占比

26.9%）和北京大学汉化版DSpace CALIS（用户数30，
占比6.4%）。三者用户总数超过本次实证统计样本总数

的62.5%。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大IR联盟（台湾学术

机构典藏、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服务网格和中国高校

机构库知识联盟）的推广努力。在可访问的97个大陆科

研院所IR中，95个（97.9%）都使用CSpace系统，表现

出极强的联盟推广力度。而大陆高校表现出多元化的需

求，越来越多选择商业软件，CALIS机构知识库的4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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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ace NTU，
138，29.2%

CSpace，
127，26.9%

DSpace CALIS，
3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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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IR软件平台用户数统计
图4  IR支持或应该支持的成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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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大陆部分“985”高校与科研院所IR的收录成果类型统计

期刊论文

会议论文

学位论文

专利

图书

其他

资源类型 “985”高校IR*

74.0%

10.9%

10.3%

3.3%

0.7%

0.8%

CAS IR Grid Agri IR

68.1%

11.0%

8.7%

4.5%

0.7%

7.0%

83.4%

3.5%

    -

11.6%

    -

1.5%

*以可访问采集到的18所“985”高校IR作为统计样本。

成员IR中，已有18个（36.7%）使用商业软件。图3统计

结果TOP10中，除3种汉化版DSpace外，其他7个全部为

商业软件，依次来自超星、知先、纬度信息、维普、宝和

数据、知网和爱琴海乐之。这10个平台建设的IR数量

达到了实证案例总数的85.8%，剩余14.2%的IR分别使

用另外15种各类软件系统或开源工具。商业平台的流行

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IR建设的SaaS（Soft 
As A Service）趋势越来越明显。由于目前很多机构

还无法立刻建立有效的自存储机制，也很少能够提供

OA服务，于是，保障IR内容建设的数据服务（如自动采

集、数据加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增值服务（如统计

分析）就成为建设单位选择软件平台时的重要考量。商

业软件的订制开发和数据服务，降低了技术门槛，缩短

了回溯建设周期，满足了当前IR建设者的需求，成为越

来越多机构的建设保障。

4.2  大陆IR的内容建设主要依赖自动采集
处理，自存储比例不高

图4是关于“IR支持或应该支持哪些成果类型”

的问卷反馈结果。建设者认为应该收藏的成果类型

是丰富多样的，从常见的“白色文献”，如期刊论文

（100%）、学位论文（95.5%）、会议论文（90.9%）、

图书（87.9%）、专利（77.3%），到传统“灰色文献”，

如研究报告（72.7%）、演示课件（68.2%）、视频音

频（60.6%）、工作文档（56.1%）等，还包括预印本

（45.5%）、实验数据（45.5%）等新型成果种类，表现

出“有则收录”的建设理念。表2是本调查专门对所有

可访问的“985”高校IR（18个）和科研院所IR联盟（2
家）进行的实证统计结果。对比可见，实际收录的文献

类型主要集中在3类学术论文（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

位论文）和专利，其他类型成果（包括图书）的实际收

录比例极小，远低于预期。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除学术成果的类型分布存在自

然差异外，主要还受数据采集加工的自动化程度影响。

学术论文和专利数据比较容易通过商业数据库批量获

取，便于自动采集处理，其他成果主要依赖手工加工或

自存储方式获得，实际收录比例都不高。以科学数据为

例，目前没有可自动采集的信源，完全依赖自存储，实践

案例极少。有个别大陆机构在尝试科学数据的管理和服

务，但都是在独立的系统中进行，未能融入到机构知识库

系统。如何提高IR的自存储成果比例，是IR建设可持续

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有待继续探索。

4.3  大陆高校IR收录成果数多但全文服务
率偏低

通过网络访问或资料查询对472个IR案例的收录

我国机构知识库建设现状调查龚亦农  朱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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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我国IR收录成果元数据数量抽样统计

≥10万

<10万，>1万

<1万且>5 000

<5 000且>1 000

<1 000

合计

元数据总量 大陆高校

20

40

7

24

8

99

大陆科研院所 台湾地区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20.2%

40.4%

7.1%

24.2%

8.1%

100%

2

32

41

20

8

103

1.9%

31.1%

39.8%

19.4%

7.8%

100%

5

37

7

23

6

78

6.4%

47.4%

9.0%

29.5%

7.7%

100%

1

4

1

1

1

8

12.5%

50.0%

12.5%

12.5%

12.5%

100%

表4  三大IR联盟的全文率统计比较

CAS IR GRID

TAIR

CHAIR

联  盟 元数据量/条

816 877

1 866 836

2 809 033 

全文量/篇 全文率/%

615 118 

1 200 253

1 027 776

75.3

64.3

36.6

图5  元数据开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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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数量进行逐个访问记录，获得288个IR的元数据总

量，数量分布统计结果见表3。
根据付伟棠的调查[3]，2013年，大陆只有1个IR（浙

江大学IR）的元数据量超过10万。时隔4年多，“≥10
万”的IR数量快速增长到22个，其中20个来自大陆高

校，台湾地区同量级的IR数量由1个增长到5个，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在这个量级的IR数量没有增加。从公

网可访问的案例看，目前我国IR成果总量最多的是北

京大学（494 882条）。在可统计的大陆高校IR案例中，

资源数量超过1万的IR比例为60.6%，这一比例在大陆

科研院所中仅为33.0%。表现出大陆高校在智力成果

积累上的巨大潜力。然而，大陆高校IR的全文提供率

明显偏低。以三大联盟的统计为例（见表4），中国科

学院的CAS IR GRID全文率最高，达到75.3%，台湾地

区的TAIR达到了64.3%，而大陆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

CHAIR全文率仅为36.6%。

总体而言，大陆资源过万的IR抽样比例为46.5%，

低于台湾地区（53 . 8 %）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62.5%），全文率极不平衡，资源建设仍然是大陆IR
建设的重要任务。

4.4  IR的开放度有限

OA是IR建设的初衷，问卷反馈结果（图5和图6）
表明，大陆IR对OA的接受度还远远不够。66家“已建

IR”的受访机构中，表示“完全开放元数据”的仅占

40.9%，接近半数（47.0%）的受访机构对元数据采取有

限制的开放RA（Restricted Access）。常用的限制手段

包括IP控制和账号控制。对于自存储文档的全文服务，

半数以上的机构表现出理性的谨慎：一方面，有58.0%
的受访机构表示会“提供选项，由作者选择确定”；另

一方面，接近同样比例（54.5%）的受访机构进行了IP
控制，28.8%的受访机构做了账号控制。这种矛盾的心

态也是IR实践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4.5  大陆地区IR平台对英文版的支持率低

是否支持多语种，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开放度



2018年第9期（总第172期） 25

图7  我国IR系统的界面语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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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提供或希望提供的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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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的体现。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大陆、台湾地区和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IR第一设计语言各不相同，分别

是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和英文。但为了便于共享传播，

应该兼顾其他主流语言版本。本调查对我国262个可访

问的独立IR系统的语言版本进行统计（见图7）。各地

IR除均能很好支持第一设计语言外，对其他语种的支

持度有较大差异。大陆IR对独立英文版和独立中文繁

体版的支持率都不高，分别为8.0%和2.3%，有41.1%的

IR系统采取中英双语的方式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说

明大陆学术机构意识到开放的重要性，但在具体实践

中还存在一些障碍。这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大陆IR的开

放度还有待提高。相比之下，台湾地区IR的语种支持率

最全面，全部支持英文版，对中文简体的支持率也高达

94.9%。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由于地域的特殊性，全

部以英文版方式发布，不支持中文界面。此外，我国有

2个IR支持其他语种，大陆有1个IR系统支持蒙古语，台

湾地区有1个IR系统支持德语。总体来看，台湾地区IR
对语种的支持最全面，大陆地区对繁体中文和英文的

支持度均有待提高。

4.6  决策支持和增值服务成为IR建设新的
功能增长点

关于“提供或希望提供哪些服务功能”的问卷反馈

统计见图8。前6项均为IR常规性的基础服务。决策支持

和增值服务成为IR建设中新的功能发展点。尤其随着

大陆高校“双一流”建设，如何利用IR的数据优势提供

增值的数据服务（而不仅是典藏与获取）已成为IR建

设的潮流和发展方向。

5  IR建设环境及影响要素调查

IR的有效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需要合适的环境，很

重要的两个环境因素是政策和联盟的支持。

5.1  OA政策重要，但推行困难

OA政策的发布者可以是政府、科研资助机构、联

盟组织、出版商，也可以是个体学术机构（如高校和

我国机构知识库建设现状调查龚亦农  朱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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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与成果提交挂钩的本机构其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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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我国IR联盟一览

台湾学术机构典藏

香港机构知识库整合系统

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服务网格

CALIS高校机构知识库

海南省高校机构知识库

中国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

农业机构知识库联盟

深圳学者知识库

IR联盟 成立年份

2004

2006

2009

2012

2014

2016

2017

2017

URL 成员数/个

http://www.tair.org.tw

http://hkir.ust.hk/hkir/

http://www.irgrid.ac.cn

http://ir.calis.edu.cn

http://hainanssp.dayainfo.com

http://chair.calis.edu.cn

http://www.agriir.cn/

http://kb.szdnet.org.cn

138

8

113

49

15

35

35

6

科研院所）。本调查只针对个体学术机构进行。在表示

“已建IR”的大陆受访高校和科研院所中，“有OA政

策”的比例分别为59.1%和57.1%，说明接近60%的受访

IR机构已经意识到OA政策的重要性，并付诸实施，但

实证统计发现，公布有效OA政策的机构寥寥无几。对

大陆175个可访问的IR的实证统计发现，89个（50.9%）

IR未发现开放获取政策；83个IR（47.4%）虽然有政策

栏目，但内容套用各种现成的格式条款，且没有明确发

布方，不具备落地的真实性；只有3家单位正式发布了

具有独立内容的开放获取政策，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北

京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其中，中国科学院OA政策被

下属百余研究所广泛采用，成为中国科学院所级机构

IR建设的有力制度保障，这也是中国科学院系统IR建

设与发展一直在国内领先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大学和

西安交通大学的政策发布者是图书馆，还不具备全校

推行的效力，对校级IR建设的保障作用很有限。大陆高

校系统中，至今还没有出台有效的OA政策，这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大陆高校的IR建设步伐。

规范成果提交的内容政策是OA政策的重要组成部

分，直接影响IR的可持续建设。在表示“有OA政策”的

36家受访机构中，有14家（38.9%）表示有“与成果提交

挂钩的本机构其他政策”，其政策内容分布见图9，主要

涉及科研考核（57.1%）和职称评估（57.1%）。另外，有

50.0%的OA政策有强制提交要求。中国科学院系统在

OA政策建设方面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各研究所依托

中国科学院开放获取政策，通过建设配套激励存缴措

施，保障IR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制订了管理运行办法，把IR存缴统筹纳入研究所学术

成果管理流程和评价监督体系；很多所（如中国科学院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

所等）将IR存缴与员工考核岗位竞聘、研究生毕业审查

绑定，为IR可持续建设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但总体而

言，OA政策环境建设还远不能满足IR可持续建设发展

的需要，尤其是大陆高校需要尽快取得“零”的突破。

5.2  联盟是推进IR建设的主力

我国早期的IR联盟成立于台湾地区（2004年）和

香港特别香行政区（2006年）。大陆最早的IR联盟是中

国科学院创建于2009年的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服务

网格（CAS IR DRID），这是目前大陆成员最多，组织

效果最好的IR联盟。之后，各种区域性和行业性IR联

盟陆续成立，目前，已经有8个（见表5）。还有更多的IR
联盟（如内蒙古地区高校IR联盟、财经类高校IR联盟

等）正在建设或酝酿中。本调查收集到的472个IR案例

中，有380个IR分属于这8个IR联盟，联盟成员比例高

达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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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IR建设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在建设周期中的关注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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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联盟除了有统筹规划地组织管理外，也会为成

员机构的IR建设提供不同程度支持。通常建设中心平

台，提供整合服务。随着云技术的普及，联盟组织可以

利用云平台和专业的运维团队为成员单位提供机构级

的IR托管服务，帮助中小规模的机构快速构建起自己的

IR门户。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IR建设门槛。目前，8个
联盟有一半已经提供这样的托管服务。在政策建设方

面，中国科学院开放获取政策有力带动了下属各所级机

构的OA政策建设，也为联盟政策建设树立了范例。

关于“IR联盟所起作用”的问卷反馈表明，65.6%
的受访机构持肯定态度，认为“有助于自身IR建设”；

15.6%的受访机构有所期待但对现状并不乐观，选择了

“理论上有帮助，但实际效果未必”；有13.3%的受访机

构则直接表达了不满，选择“没太多帮助”；还有3.9%
的人认为“难以评价，酌情对待”。总体而言，大多数建

设者需要联盟提供更多的帮助。联盟建设的蓬勃发展

正是顺应了IR建设潮流的需要。

5.3  IR建设影响因素随进程改变

图10显示，位居“IR建设主要因素”TOP5的分别

是领导的重视（平均87.1%）、建设经费（平均76.6%）、

人力投入（平均74.2%）、对开放获取的广泛共识（平

均62.1%）和技术支持（平均56.5%）。对比“已建”“在

建”和“关注但还未建”的机构对这些因素的态度，可

以发现其影响力会随着建设过程发生微妙的改变。其

中，“开放获取的广泛共识”越来越受重视，而对“技

术支持”的关注度会随着建设的进行明显降低，其他因

素影响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建设进程发生一

定程度的改变。

6  总结

通过本次“摸底”调查，基本厘清了我国机构知识

库建设的总体状况，主要表现为：①学术机构对IR建

设的关注度极高，但有效实施的较少，机构联盟是推进

IR建设的主力；②已建IR覆盖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域，

经济基础好、教育科研水平高的区域更易推广实施；

③图书馆依然是高校IR建设的独立主体，政策制定约

束力不够、执行度不高，已建IR平台数据多依赖自动抓

取，学者参与度不高，自存储信息少，机构内部跨部门

合作比例不高，科研数据难以实时共享，图书馆有“唱

独角戏、自娱自乐”之感；④大陆高校IR建设平台有从

开源软件逐步转向依赖商业软件的倾向，技术支撑的非

自主性风险加大，技术支持依然是可持续发展重要因

素；⑤学术成果的OA政策环境不明朗，约束了IR自存

储建设和开放服务，已建IR开放度较低，无法惠及机构

外大众；⑥大陆IR对中文以外的其他语言支持率较低，

离国际化开放需求还有很大差距；⑦IR建设进程中的

主要影响因素会发生变化，可持续发展之路需要全面

无短板的支撑。

总之，IR建设在我国已广受关注，并初有成效，呈

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现实与理想还存在较大差距。

认清现状，找出短板，将有助于IR建设的深入研究与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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