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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机构知识库建设发展近二十年，如何才能可持续，不仅是研究热点，也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命题。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影响因素、因素关系模型和实施策略三方面对IR可持续发展研究进

行总结和述评，指出IR建设发展过程是在不断完善IR本体的同时，改变各相关方主观认知、改造客观环境的过

程。机构知识库建设是否可持续由上述三方面共同决定。在建设IR本体的同时，要重视与相关利益方的互利共建

以及与现实环境机制的融合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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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
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分别于2000年
和2002年开展机构知识库（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R）实践以来，IR建设发展已近二十年，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进展，知名的开放存取库名录网站（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OpenDOAR）的注册IR数
量从2005年12月的87个持续增长到2019年4月的4 131
个，已遍布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我国IR建设起步略

晚但发展迅猛，香港科技大学、台湾大学、厦门大学等

先行机构分别于2003年、2005年、2006年开始进行零

星实践，截至2017年底，我国建设的IR已经覆盖所有省

级行政区域，总数达到472个[1]。然而，IR建设的困惑甚

至争议始终存在。自存储比例低，内容建设维系困难，

IR的运维普遍陷入困境，本该在OA知识库建设初期即

应同步完成的OA知识库的政策制定和发布也没有得到

足够的重视[2]。随着IR实践推广和研究深入，机构知识

库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和无法回避的

现实命题。

机构知识库的所谓“可持续发展”，并无明确定

义。黄纯艳[3]将其概括为信息资源的可获得性、可存取

性和可利用性；丁波涛[4]认为应包含创新、意愿和经济

三个层面的可持续性，本质都是在寻求IR建设的长期、

稳定、有效运作。笔者在梳理本主题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重点对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要

素关系模型研究进行综述和总结，提出应对策略，为深

入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

1  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研究概况

笔者于2019年2月8—9日，利用中国知网（以下简

称“知网”）和Web of Science（以下简称“WoS”）检

索了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相关文献：知网“主

题”中同时包含“机构知识库”（或机构库、机构典

藏、机构仓储）和“可持续”（或可持续发展）的检索

结果有42条；在WoS中选择“主题”，用“institutional 
repositor* sustain*”做检索词，查到结果91条。排除非

学术性文章（如报道）和主题不相关文章，共得到相关

论文96篇，作者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36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国内38篇（发表时间跨度为2007—2018年），国

外58篇（发表时间跨度为2000—2019年）。从发表时间

看，国内外对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基本与IR
实践同步，说明都意识到其重要性；从研究视角看，已

覆盖IR生命周期全过程。

笔者把IR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即准备阶段、建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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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阶段和运维阶段（见图1）。这三个阶段不是简单的

线性过程，也不是封闭的循环过程，而是一个开放式

螺旋上升过程。准备阶段泛指一切对IR建设发展的认

知积累过程。当相关认知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可能在

外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启动IR建设，在之后的两个阶

段中，不断反馈和补充认知、积累思考，为IR建设发展

提供新的推力。IR建设正是在实践和思考的反复交替

推动下，螺旋式发展进步的。表1按照这三个阶段对上

述96篇文献的研究视角做了分布统计。各阶段具体研究

内容概述如下。

面，普遍认为图书馆才是真正意义的知识资源中心。对

高校来说，“与大学图书馆合作是当前环境下数字人文

项目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唯一现实选择”[6]。事实上，图

书馆正是目前我国IR建设的最主要执行机构。关于未

来，尽管金色OA被认为是人类知识朝着全球化和交互

式方向发展的最终目标形态，但这并不妨碍绿色OA之

路的蓬勃发展。在技术浪潮的推动下，IR的发展演变存

在功能丰富化、组织联盟化、存储云端化的趋势；IR应

跳出作为存储库的传统束缚，向为科研活动提供新服

务的知识服务平台转变[7]；吴建中[8]提出要超越开放获

取，“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解决信息资源多元、公平和

包容开放的问题”，并指出下一代机构知识库的核心是

“将机构知识库作为一种分布式的、全球网络基础设

施的学术交流平台”。显然，学术界普遍认可IR具有除

OA之外的多元驱动机制，其最重要的功能是推动学术

成果的可见和开放传播。当然，研究中也存在学术上的

谨慎、质疑甚至反对之声。有观点认为，IR固然是对学

术交流模式的创新，但需要保留传统出版模式在学术

评价上的优势，并解决好技术、资金、OA意识等方面的

挑战[9]。世界大学网络排名的负责人西班牙Aguillo教
授[10]明确指出，IR如果不承担起学术评价这样的战略

功能，就很难保持可持续。更有反对者认为机构知识

库这类仓储式运作模式是在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保护

相对小规模的数字对象集合，是奢侈又不十分有效的文

档保存机制，可持续的难度很大，应该寻求更为有效的

自存储机制[11]。

（2）与建设阶段相关的研究。IR建设阶段，实证

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个案经验总结。各机构的IR建设

有不同的个性特点。兰州大学的经验是要重视每个环

节，如建设模式、技术开发、资源建设、服务支持、建设

进展等；西安交通大学把政策因素和可持续发展策略

视为关键；伊利诺伊大学设法提高元数据质量，并将

其视为业务流可持续的前提；北德克萨斯大学采取提

交者对内容的“自审核”机制，认为这将有助于在内容

数量持续增长时保持建设项目的稳定性；尼日利亚科文

纳特大学强调保留著作权的重要性；马来西亚国家图

书馆希望通过建设统一检索来推动IR可持续建设[12]。

内容建设方面，科学数据成为IR资源的新增长点。引进

数据保存的新机制，不仅可以实现科研数据的科学管

理，而且为机构库在协作和服务可持续性方面开辟出

新的上升空间，也有助于促进机构库的可持续发展。

服务建设方面，除了必须提供常规的典藏管理、开放获

图1  IR生命周期组成

表1  96篇相关论文的研究视角分布统计

研究视角

国内作者文献

数量及比例

国外作者文献

数量及比例

准备阶段IR生命周期

客观演变（9）

主观响应（4）

进展概况（4）

影响因素（11）

策略设计（10）

22（57.9%）

16（27.6%）

建设阶段

建设总结（10）

制度建设（7）

内容建设（4）

服务建设（4）

系统平台（2）

11（28.9%）

16（27.6%）

运维阶段

应用总结（23）

运营管理（6）

评价（2）

5（13.2%）

26（44.8%）

（1）与准备阶段相关的研究。本阶段的研究主要

探究IR的本质，从宏观上审视IR演变规律，并结合实

践，探讨建设战略，整体把握可持续发展路径。

演变机制方面，邓君[5]提出IR发展的六大动力因

素，认为长期保管与存取数字资产的需求是源动力，

OA运动是推动力，科学信息与知识的共享及创新是牵

引力，数字化信息技术与标准是支撑力，机构主体是支

持力，理论与实践进展是引导力。建设定位方面，瑞典

一项面向机构知识库建设者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可

见和可获取性被认为是机构库最重要的功能，但对出

版物和学位论文来说，长期保存更重要。建设主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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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策支持服务外，还要努力拓展服务应用。一项跨

国合作研究项目分析了OA用户的Facebook行为数据，

认为IR应支持用户的网络社交行为，这有助于提高项

目的可持续性[13]。制度建设方面，哈佛大学“提出了一

种将自我归档整合到学术创作工作流程中的模式”，希

望超越强制性模式，让用户的自存储行为成为科研活

动的一部分[14]。学术界逐渐开始认同这样的观点：“IR
不仅是技术平台建设，更多地涉及复杂的目标、政策、

功能和支撑机制”[15]。

（3）与运维阶段相关的研究。IR建成并投入使用

后，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围绕应用、管理

和评价三个方面展开。应用方面，文献案例涉及的IR应

用领域极其广泛，既包括传统的收录引用服务、学位论

文服务，也包括发展中的科学数据管理、数字学习环境

建设，以及不断创新的科研过程开放，和各种行业资源

库、学科资源库建设等。甚至有研究分析了IR排名与大

学环境建设好坏的关系，认为IR促进了无纸化应用和

对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16]。管理方面，财务挑战是每个

数字仓储库可持续运作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且没有

一揽子解决办法，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摸索自己的融资

模式[17]。建设机构应努力提高社会和技术方面的管理

水平[18]，正确处理好与主管上级的关系及与其他机构库

的关系。作为一种制度变革，“仅仅采用和部署IT支持

的知识平台是不够的。这些平台必须融入机构正在进

行的工作过程”[20]。IR应努力与传统应用接轨，与现有

机制融合，寻求业务模式的常态化，达到可持续发展的

目的。评价方面，“目前国内外机构知识库评价研究主

要集中在机构知识库系统软件、数字资源管理、机构成

员态度、实践建设、影响因素、绩效评价、评价指标体

系等方面”[19]。各种评价指标涉及相关方（如建设者、

用户、学术机构、领导决策层）态度、建设定位、成本投

入（资金、人力）、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软硬件平台、内

容、服务等）、管理制度建设水平、团队合作与组织文

化等多方面，基本覆盖IR全生命周期。但如何把IR评

价融入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或机构评价体系，有待更

深入的研究和实践。

对比国内外研究，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研究重

点有所不同，国内研究多集中在准备阶段，偏重认知型

研究，国外多集中于运维阶段，偏重应用型研究；而在

第二阶段（即建设阶段）的相关研究中，国内外虽有共

同的研究重点（即建设总结），但次重点不同，国内较

注重服务建设研究，国外则更注重制度建设研究。其

次，虽然理性学术批判在所有研究中比例最小，但更容

易激发思考和创新，国外尚有可见，国内则很稀缺。总

体来看，影响因素和实施策略的研究是机构知识库可

持续发展研究的重点，这关系到对IR建设主要矛盾和

实践方向的把握。

2  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泛指一切可能对

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的因素，国外称为关

键成功因子（Critical Success Factors，CSFs）。相关研

究的视角主要有4种，即生命周期视角、IR本体视角、

外部环境视角、内外因综合视角；此外，还有不少研究

是经验总结，以下分别概述。

2.1  生命周期视角的研究

赵秀敏[21]把IR建设分为构建初期、运行、维护三个

阶段，以IR可持续发展为一级变量，以三个阶段为3项
二级变量，细化出9项三级变量，即影响因素的9个主

要方面，分别是开放获取意识、用户或提交者、内容、资

金和版权、前期构建计划、管理和政策、项目系统和网

络、运行反馈、服务和监督，进一步列举出29条具体影

响因素。该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得出结论：上述因素对机

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影响。研究提醒我们，各

种影响因素不仅会出现在IR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且

均不容忽视。换言之，IR不是一个简单的仓储设施，而

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要“健康”发展，就必须消除

短板，尽可能保持全面发展。

2.2  IR本体视角的研究

来自IR本体的影响因素主要与IR各组成部分（软

硬件平台、内容、服务、管理和政策）的建设水平有关。

要选择合适的软件平台，充分考虑其与现有不同信息平

台及相关数据库平台的数据共享集成和再利用问题。

成果内容的规模和质量，以及应用服务的特色和黏性

是IR的立足之本，要兼顾好机构需求和成员需求。董国

华[22]提出“构建适合的组织结构是机构知识库建设和

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保证”。IR政策体系是可持续发展的

又一重要保障，需要从微观、中观、宏观全面设计[23]。

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述评龚亦农  万佩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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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外部环境视角的研究

复杂的建设环境会从人文、技术、法律政策等多方

面影响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西班牙的一项研究注

意到学者更愿意在学术社交网站ResearchGate而非IR
中自存储的现象[24]，并通过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是很多

学者不了解IR，甚至不知道IR的存在，这与中国科学院

的调查结果一致[25]，说明提高学者对IR的认知度是长

期且重要的任务。该研究还指出大多数学术机构不愿

意承担法律风险也是造成上述自存储行为差异的一个

原因。出版商的态度对于机构知识库的发展也有重要

影响，于佳亮等[26]通过对80份我国核心期刊版权协议

的调查分析，指出“机构知识库在我国若想获得进一步

的发展，就必须改变目前期刊出版商版权限制过于严

格的现状”。很多研究把政策列为影响IR建设的核心

制约因素。“如果缺少政策的支撑，就无法建立稳定持

久的机构库”[27]，“国家宏观政策的缺失是造成我国IR
发展不力的关键因素”[28]。邓君等[29-30]认为技术标准和

资金成本是“支撑机构知识库近期与未来永久可持续

性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现行学术评价体系、学科文

化传统、版权问题都会制约IR发展。外部环境因素还

包括国家经济和政治状况，香港大学一项以印度为例

的研究[31]认为“开放获取机制不完全适应当代发展中

国家”。

2.4  内外因综合视角的研究

如果把IR本体因素视为内部因素，环境因素就是

外部因素。显然，综合考虑内外两方面的影响才更加全

面。密西根大学信息学院的研究指出内部因素只是成

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外部因素同样会影响IR
建设的成败[32]。该研究通过5个高校案例的比较，把内

部因素细分为内容、服务、规模、增值服务和保存价值

等，把外部因素细分为建设者建设IR的意愿和介入学

术工作流的意愿强弱等。刘丹[33]用这种内外因综合分

析法构建的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体系，把

IR本体因素和环境因素（该文称为“外部信息环境因

素”）细化出14个具体指标，即宏观管理、具体政策、经

费等级、成本分析、管理使用、资源获取、质量控制、使

用者、提交者、软件产权、资源内容的版权归属、软件平

台、标准化、长期保存技术。

2.5  经验总结

更多研究属于经验总结。邓君[34]把所有影响因素

归入建设主体、文化法律、技术标准、资金成本四方

面；韩珂等[35]认为“影响机构仓储持续发展包括社群

参与、质量控制、经费、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源五方面的

关键问题”；刘志恺等[36]分析了高校机构知识库建设特

点，总结出人员（包括管理者、科研人员、信息用户）、

服务模型、存在环境和相关政策（包括行政政策、管理

政策、保存政策）四方面影响因素，强调了人员和政策

的重要性；李春等[37]把IR的建设和发展置于整个学术

信息交流体系中考察，总结出主体意识、国家政策、法

律、经济、信息资源五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

作用，或推动、或制约IR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马萨

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的研究调查了美国研究图书馆

协会成员机构的72个IR的数字资源保存状况，指出经

费支持、政策建设和实施策略等因素都会影响IR建

设的可持续性 [38]；马来西亚大学的研究调查了295家
机构知识库管理者，总结出六大要素，即管理、服务、

技术、自存储实践、用户、资源，并细化总结出影响IR
建设成功的46个变量[39]；2013年，开放获取仓储联盟

（Confederation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40]在

其调研报告《激励、整合和调解：存储库普及的可持续

实践》中指出，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科研

资助机构和政府的政策支持，还需要从激励机制、服

务整合、简化操作等方面做出努力；刘海霞等[41]用经验

法归纳出的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把资源建

设、管理与政策、网站建设和用户四大要素定义为一级

指标，下分13个二级指标、27个三级指标。

纵观上述研究，其中的内外因综合视角构建了较

为完整且合理的分析框架，但对外部环境的总结略显

笼统。笔者把外部环境分为主观环境和客观环境。其

中，主观环境由各利益相关方（如学术个体、学术机

构、出版机构、资助机构、服务商）的认知和态度等人

文因素构成；客观环境包括文化、技术、法律、体制等

各种客观外部条件。主观环境决定客观环境，客观环境

会对主观环境产生反作用，两者共同构成IR建设发展

的“土壤”，并与IR本体一起对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

产生影响。将现有研究总结出的影响因素按图2模型归

类，得到表2，可以看出，尽管对影响因素表述各异，不

一而足，但都可以归入IR本体、主观外部环境和客观

外部环境三大方面。由此可以明确，IR的发展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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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断完善IR本体，不断转变主观认知环境和不断

变革客观外部环境的过程。IR本体是IR建设显性的外

在表现形式，固然很重要，相关方的主观认知和客观外

部环境作为基础条件，同样关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了IR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3  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关
系模型

众多影响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和影

响。单纯的穷举式研究无法揭示各因素之间存在的内

在作用关系，更无法包容发展带来的改变，而影响因素

的全域分布特性也亟需系统的要素模型帮助建立简洁

有效的理论框架，以克服上述问题。现有研究已经有所

尝试，列举4例。

例1：南安普顿大学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的机构

库可持续环（Repository Sustainability Cycle）[42]，是

包含文化的（cultural）、实践的（practical）、制度的

（legal）、技术的（techinical）四方面相关要素的闭合

环，认为开放获取运动形成的文化氛围孕育了实践，IR
实践又推动了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再扩大和巩固开放

理念的共识，形成相互促进、整体进步的良性循环。

例2：刘玉红等[43]基于“IR本体-环境”二元分析架

构，以IR本体为模型核心，细分出三大基本要素，即系

统平台、内容提交者和用户，也提及内外部环境因素会

对IR本体建设产生影响。

例3：郑萍等[44]采用与例2相同的二元分析架构，只
图2  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来源模型

……

OA

IR

IR

表2  相关研究列举的机构知识库影响因素示例

来  源

IR本体

主观外部环境

客观外部环境

影响因素

系统平台和网络、易用性、兼顾好机构需求和成员需求、IR构建筹划、IR的初始状态、构建适合的组织结构、

IR内容、规模、保存价值、质量控制、IR服务/增值服务、服务模型、强制性政策、建设策略、实施策略、传播策略、

开放机制、行政政策、管理政策、保存政策、激励机制、服务整合、服务与监督、运行反馈等

项目建设者建设IR的意愿、建设者介入学术工作流的意愿强弱、开放获取意识、用户或提交者、运行反馈、出版商的

态度和版权限制、学者对IR的认知度、学术机构的态度、机构领导者的知识管理意识、决策层的理念、管理员的

责任心、用户的认知度和满足度、科研人员、信息用户、社群参与、科研资助机构的支持、开放获取意识等

资金成本、国家/政府政策、经济和政治环境、传统学术评价体系、学科文化传统、文化环境、技术、

法律、信息资源、技术标准、资金成本/经费支持、知识产权、人力资源、外部管理政策等

是把模型核心（IR本体）总结为资源、服务、开放机制

三部分，而把环境因素归为机构政策，认为资源是IR的
基础，服务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机制是促进

因素，机构政策是基本保障。

例4：刘丹[33]构建的我国大陆地区机构库可持续发

展模型，分为保障机制和驱动机制两个部分，凸显了各

相关方（图书馆、机构部门、出版商、资助机构、政府及

教育主管部门等）在保障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强调

激励机制对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的帮助。

可以看出，现有研究模型已经初步揭示出IR本体

建设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紧密关系，

有的强调外因（例1），有的强调内因（例2、例3），例4则
关注到各相关方（主观环境）的重要作用，初步探讨了

相关机制（如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但总体来说，对

影响机制的研究还不够系统，有待深入具体化，并与建

设实践实现更紧密结合，增强理论的指导性。

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述评龚亦农  万佩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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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策略及启示

在上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全面考虑

图2模型中的各种因素影响，本研究认为机构知识库建

设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应遵循三大实施原则，即长期

规划、互利共建和融合共生。

（1）建设者要有一个基本认识，IR建设不是一蹴

而就的项目建设，而是推动知识传播模式（乃至学术出

版模式）转变的创新工程，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机

制变革过程。应该从项目启动时就考虑其可持续建设

方案，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文化、技术、资金、政策、

版权保护等多方面。I R建设的先驱之一M IT在建设

IR初期，除了联合惠普实验室研发出著名的开源系统

DSpace，实现技术保障外，专门开展了政策研究，认为

“把机构知识库引入图书馆服务体系中最复杂的方面

之一就是设立政策”[45]。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

院”）也是在建设初始就采取了全方位策略，把IR建设

纳入中科院“创新2020”战略，将其上升为中科院知识

战略和科研成果管理战略的有机部分，使之成为机构

意志、机构投入和机构职责[46]。具体实施时，从理论研

究、团队建设、系统技术、政策管理、宣传推广等各个

方面全力投入，这也是中科院的IR/OA实践在国内领先

的重要原因。

（2）主观环境因素方面，要积极扩大共识，寻求互

利共建。如果把IR置于学术出版和传播产业链中审视，

就会发现，在现有法律框架和出版模式下，IR所倡导的

OA理念与产业链中的各方利益都会产生交集，自存储

和OA服务需要得到版权所有方（如作者、出版方）的许

可，并有赖于学者和用户的积极参与，还需要得到科研

资助方、服务商的必要支持。因此，IR不是仅靠建设者

一己之力就能建设发展起来的，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也

不能靠建设者一方解决，而需要利益链上的学者、出版

方、服务商等各方合力推动。因此，宣言、倡议式推广和

长期持续的宣传是推动各方思维转变、谋求共识、明确

共同战略目标的必要举措，各级OA政策则可以用制度

形式更为有效地确立各方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明确各

方在绿色OA路径上的合作与分工。“只有当内部人士的

想法和做法被外部人士充分理解，并在实践中采取适

当的策略时，新的学术交流模式才是可持续的”[47]。中

科院机构知识库服务网格为我国大陆地区IR建设机构

合作树立了成功典范，各种自发的区域联盟和行业联盟

也正是顺应这种合作共建需要的产物。行业之间（如学

术界与出版界）的合作也同样重要。英国的ReMEo计划

为学术机构了解出版政策从而最大限度提供OA服务提

供了便利。建设者应以互利为前提，努力达成与各类相

关方的战略合作，形成IR发展之合力与保障。当然，不

同机构的职能、定位、基础条件有差异，发力的重点各

有不同。学术机构立足本机构小环境，以改造机构内部

开放获取环境为重点，自下而上地努力；联盟体侧重沟

通顶层与基层的上下关系，为成员机构和联盟环境提供

支持、引导、协调、整合；科研资助机构发挥资助政策导

向作用；出版方须适当放宽对绿色OA的限制，当然，最

重要的顶层设计一旦发挥自上而下的宏观调控作用，将

事半功倍。

（3）客观环境方面，应努力加强与现有业务、制度

体系的融合共生。短期来看，服务级和系统级的融合可

以有效推动学术机构内部各方对IR的接受度。实践中，

很多IR努力与（学位论文服务、收录引用服务和决策服

务等）传统业务融合，以提高关注度及用户黏性，也有

IR与科研成果管理融合，以提高权威性和建设保障，这

也是部分IR建设在向科研信息管理系统（CRIS）转型

的重要原因。只有当IR与机构其他应用系统关联起来

形成完整的服务系统后，才能促进机构知识库可持续

发展[48]。长期来看，制度上的融合更为彻底和持久，包

括机构级的管理政策和开放获取政策，区域级或行业

级的指导性政策，乃至更高层面的顶层设计。如国家层

面对公共资金资助成果开放获取的政策支持，法律层

面完善著作权法，以适应合理开放的需要等。如果能将

机构知识库建设纳入学术评价体系或学术机构评估体

系，无疑对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极为有利。这些都

是IR努力的方向。

综上所述，与理论研究相比，机构知识库可持续

发展在实施层面也同样是需要做好全局谋划，加强多

元合作，推动新旧融合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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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and Review on the Impact Fac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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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bout 20 years sinc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ccurred. How to make it sustainable is not only a research hot spot, but also 
an unavoidable realistic proposition. On the basis of overviews of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R from three aspects: impact factors, factor relationship model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R is a process of changing the subjective cognition and transforming the objective environment while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IR ontology. Whether an IR can b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lso determined by the above three aspects. While building the IR ontology,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mutually beneficial co-construction with relevant stakeholders and to the integration with the realistic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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