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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欧洲OAPEN开放服务平台为例，介绍其发展概况，分析服务内容，总结特点，获得启示。OAPEN
开放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收集、整理、托管和发现等基础服务，也提供数字保存、质量保障、宣传传播和学术评

价监控等升级服务，具有分布式管理架构、多元化合作机制、基于国际通用标准的技术架构和多渠道筹措资金等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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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得到2018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美国高校iSchool和图书馆的数字人文理论和实践研究”（编号：TJTQ18-007）资助。

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1届大会审议通过

《开放科学建议书》，将开放科学（Open Science）定

义为一个集各种运动和实践于一体的包容性架构，旨

在实现人人皆可公开使用、获取和重复使用多种语言的

科学知识，为科学和社会的利益增进科学合作与信息

共享，并向传统科学界以外的社会行为者开放科学知

识的创造、评估和传播进程，并指出开放科学基础设施

（Open Infrastructures）是“支持开放科学和满足不同

社区需求所需的共享研究基础设施”[1]。开放科学涵盖

所有科学学科与学术实践的各个方面，包括基础科学

和应用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

由于学科多样性，人文社会科学（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HSS）与自然科学在开放科学的进程

中面临较多差异，需要特殊对待。纵观全球开放科学

发展历程，HSS开放科学步伐明显落后于自然科学，主

要原因在于开放获取（Open Access，OA）运动率先从

自然科学的学术论文开始，经营模式基本成熟，大部

分国家都制定了相关政策，得到作者和学术界的认可，

因而开发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开放服务平台（如

DOAJ、PubMed、HighWire Press、arXiv等），得到大

量高校机构知识库的支持；而HSS开放获取发展较晚，

政策尚不明朗，试验进展缓慢，开放服务平台较少。从

文献类型的角度来说，学术论文最早进入开放服务平

台建设范围，图书晚于论文。因此，HSS图书的开放服

务平台建设就更晚。此外，它的发展还面临以下3个难

点：①论文的文章处理费（APC）模式较为简单，作者

付费，同行评审后就能予以开放获取出版，而HSS图书

的图书处理费（BPC）价格昂贵，作者数量明显少于自

然科学的作者；②自然科学研究获得的资助远远高于

HSS，这些资助机构可以强制要求受其资助的学术成

果开放获取，而HSS图书很少受资助，因而不在强制性

开放获取政策之内；③HSS图书的版权问题比论文复

杂，OA出版势必造成侵权、抄袭、剽窃等多种学术不

端行为的增加，作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且OA图书

的学术评价体系不完善，不能获得作者和学术界的普

遍认可。

为了改善开放科学发展的不均衡，欧盟通过补贴、

众筹等多种非商业性模式鼓励图书的开放获取，成立

资源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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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小型OA出版社，也加大投资HSS开放服务平台

的建设，形成了OAPEN（Open Access Publishing in 
European Networks）和OpenEdit等世界级品牌项目。

我国虽然在开放科学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品牌声

誉较弱[2]，尤其在HSS开放科学研究方面还处于理论探

索阶段，未有实质进展。因此，本文以欧洲OAPEN项目

为例，通过对其基本情况介绍和服务特点分析，以期为

国内人文社科图书开放科学的发展与研究提供参考。

1  OAPEN项目概况

OAPEN是一家集开放获取、开放重用、开放评估

为一体的非营利性的HSS图书开放科学基础设施服务

平台，总部设在荷兰。最初经费来自2008年欧盟资助的

eContentPlus项目（2008—2010年），2011年以基金会

形式开始单独运营，由阿姆斯特丹大学、莱顿大学、乌

得勒支大学、荷兰科学院、荷兰国家图书馆和阿姆斯特

丹大学出版社联合管理。

1.1  项目背景

2007年，欧盟理事会签署第7框架计划共同协议

（FP7 Grant Agreement），要求自2008年8月开始

在7个科学研究领域开展强制开放获取的试验。此后

欧盟立足长远布局，开展了多项开放服务平台建设项

目，旨在让松散的欧盟体系能够在统一部署下实现全

学科的开放获取，最终目标是在世界学术界占据领

导位置。2009年12月欧洲开放获取基础设施研究项目

（Open Access Infrastructure Research for Europe，
OpenAIRE）[3]立项，任务是构建一个支持开放获取

先导计划的配套基础设施服务平台，帮助科研管理及

决策人员了解科研产出成果，监控资助受益人对开放

获取政策的执行状况，引导科研人员确定开放获取的

政策要求，致力于支持开放的学术交流，促进欧洲的

开放科学，建设一个最先进、开放和可持续发展的学

术交流基础设施，旨在促进跨越科学学科和专题领域

的数据驱动研究成果的可发现性、可获取性、共享、再

利用和监测。2011年11月，欧盟发布“地平线2020”，
计划在2014—2020年将7个研究领域的强制开放获

取试验拓宽到所有研究领域，HSS正式被纳入规划

中。2015年5月，欧盟委员会倡议创建欧洲开放科学云

（European Open Science Cloud，EOSC）[4]，目的是

构建一个统一遵循FAIR指导原则（Findable可发现、

Accessible可获取、Interoperable互操作性、Reusable
可重用）的欧洲数据基础设施，为用户提供存储、管

理、分析和重复使用研究数据的全免费的开放平台，

期望欧盟的研究数据管理能力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确

保欧洲科学家从数据驱动科学中获得全部收益。同

年，欧洲研究区（European Research Area，ERA）实

施“人文学科开放学术交流研究基础设施服务联盟项

目”（OPERAS）[5]，标志着欧盟人文社科领域开放科

学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快速推进，并有望融入欧洲全学

科开放科学体系中。目前有16个欧盟国家的53个合作

者，任务是协调、汇总和联合整个欧洲的众多出版社

和服务供应商的资源，为研究人员和社区提供一个统

一的针对HSS的全方位服务网络。2015年11月，欧洲商

业性中介机构Knowledge Unlatched（简称KU）开始

投资建设商业化的开放科学基础设施[6]。同时，欧盟积

极推行开放培训等宣传推广工作，FOSTER在线学习

平台[7]起到了关键作用，该平台旨在推动研究人员开放

行为的真正持久转变，帮助这些研究人员学习开放科

学知识。

OAPEN在欧盟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首先，OAPEN
是一个非营利性项目，代表了欧盟倡导的开放科学发

展主流方向；其次，OAPEN的管理和技术能力获得用

户信任，很多出版机构把OA图书托管在OAPEN平台，

如ScholarLed（Mattering Press、Meson Press、Open 
Book Publishers、Open Humanities Press和Punctum 
Books 5家小型OA出版社联盟）、KU和欧洲多个国家级

基金委资助出版的OA图书；最后，作为OPERAS的一个

重要成员，OAPEN正在对平台进行升级改造，旨在未来

能与OpenAIRE和EOSC融合。

1.2  组织架构

OAPEN现包括3个服务平台。①OAPEN Library[8]：

用于托管和传播OA图书的中央存储库，是OAPEN最早

开放的平台。截至2021年8月10日，平台收录了1 619个学

科分类、55种语言（主要是英语）、332家出版社出版的

将近2万种学术图书（全文或章节），KU、ScholarLed、
Wellcome Trust（慈善机构惠康基金会）和欧洲多家国

家基金委员会是最主要的托管机构。②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Books（DOAB）[9]：检索OA图书的一个发

现系统，执行委员会由OPERAS、OpenEdit和OAPEN

欧洲人文社科图书开放服务平台OAPEN研究徐志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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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平台开放所有同行评审OA图书，并收集符合OA
出版标准的其他平台上的图书及其章节的索引/摘要数

据，并提供全文链接。图书馆和信息服务商可以将DOAB
记录集成到书目目录中。③OAPEN Open Access Books 
Toolkit（Toolkit）[10]：2020年6月正式发布，主要为学术

作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咨询和帮助的免费工具包

平台。Toolkit委员会成员包括OAPEN、SpringNature、
Wellcome Trust、OASPA（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ing Association）、Jisc，以及高校、高校出版社、

OA出版社等，工具包由编辑咨询委员会负责内容方面的

管理。

1.3  资金来源

OA PE N的资金主要来自4个方面。①图书馆会

费：从欧盟、英国和美国的200多家高校图书馆和研究

机构获得会费。②众筹：国际机构全球开放科学服务

可持续发展联盟（Global Sustainability Coalition for 
Open Science Services，SCOSS）正在为OpenEdition、
DOAB和OpenCitations开展第二轮筹款，希望筹集到

153万欧元，该机构曾经于2017年开展的第一轮筹款

活动中，成功组织了200多个机构认捐了169万欧元，

DOAJ获得其中127万欧元的资助。③出版资助机构的

资助：OAPEN与Wellcome、欧洲部分国家基金委员会

和出版社联盟建立合作关系，国家基金委员会包括ERC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FWF（The Austrian 
Science Fund）、SNSF（Swiss National Science Fund）、
NWO（The Dutch Research Fund），出版社联盟是

ScholarLed。作者提出申请，资助机构审核后发放出版

补贴。符合申请条件的合规出版社有Springer、Taylor & 
Francis、Brill、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Open 
Book Publishers、Routledge、Ubiquity Press等众多

知名出版社。④Freemium增值服务费：OpenEdition
是最早提出增值服务概念并付诸行动的HSS开放服务

平台之一，OAPEN在OpenEdit的帮助下，为用户提供

COUNTER报告、下载ISO2709或Z39.50服务器所需的

记录并自动集成到图书馆系统、个性化定制服务、培训

等各种服务，并收取增值服务费。

1.4  服务类型

OAPEN为出版社、图书馆、科研机构、出版资助机

构、学术作者和读者等利益相关者提供以下服务。

（1）基础服务。OAPEN Library和DOAB提供

不同的服务内容。①OAPEN Library提供托管、审核

和元数据互操作等服务。为出版社提供图书和相关

元数据文件的FTP上传服务，也允许出版社通过第三

方Bibliovault、Ingram/CoreSource、Code Mantra模
式进行上传。对上传的元数据进行技术支持和检测，

OAPEN研发的“拟合链接”[11]元数据互操作技术可

以确保所有不同版本的ONIX都能导入OAPEN，并对

收到的元数据进行手动检查，审核元数据的准确性和

完整性，检查和更新全部元数据后，将其导入OAPEN 
Library。OAPEN Library与COPIM（Community-led 
Open Publication Infrastructures for Monographs）
项目开展技术合作，解决常用通用元数据输出格式

ONIX、KBART、MARC、OAI-PMH、CSV、JSON-
LDCSV和BibTeX的互补性、互操作性和开放性等技

术问题。②DOAB提供OA图书的索引/检索服务。读者

通过图书馆和信息服务商的平台就能检索到DOAB的

资源，为此，DOAB为图书馆和信息服务商提供ONIX
（3.0）-XML、MARC、MARCXML、CSV和RIS等
常用元数据格式，同时还提供OAI-PMH元数据收割、

RSS/Atom feeds、REST API和搜索同行评审实体Peer 
review API等技术。

（2）数字保存服务。长期数字保存是研究数据生

命周期的核心问题，影响未来的数据重用。为了解决数

字出版物的长期保存问题，OAPEN和Portico建立合作

关系。Portico隶属于ITHAKA（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非

营利组织，任务是帮助学术界使用数字技术来保存学

术记录并以可持续的方式推进研究和教学），Portico拥
有成熟的数字保存技术能力。OAPEN利用Portico提供

的技术确保数字出版物的4个关键功能[12]：可用性，存

储的内容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需求，防止媒介载

体技术过时后无法使用；真实性，内容必须是原始内容

的真实副本，其来源必须是可验证的；可发现性，内容

必须具有完整的书目元数据，以便可以随时查询到；辅

助功能，用户一旦触发需要用于科研和教学的需求，平

台都能提供用户所需的数据。 
（3）质量保障服务。OAPEN对出版社的合规性进

行审核。OASPA（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ing 
Association）是由欧美专业出版社、学术出版社和商

业 /非商业服务商组成的多元化联盟，一直鼓励和支

持开放获取出版，成功入会的出版社都经过前期严格



2021年第12期（总第211期） 53

与者的数据隐私和机密性需求。

（4）宣传和传播服务。OAPEN通过图书馆和搜

索引擎传播OA图书。OAPEN每天为图书馆和图书馆

服务商ProQuest、ExLibris和EBSCO提供ONIX 3.0、
MARC21、MARCXML、CSV等元数据信息，图书馆

和图书馆服务商使用OAI协议来收割OAPEN元数据；

OAPEN的所有出版物已集成在WorldCat（OCLC）、

Google Scholar和BASE（Bielefeld Academic Search 
Engine）搜索引擎中；OAPEN是Europeana（欧洲文

化图书馆，通过互联网保存和传播欧洲2000多年文化

遗产和故事的发现系统）的合作伙伴；OAPEN与美国

SCELC（300多家美国高校、医院、附属学校组成的图

书馆联盟）合作，便于读者检索到OAPEN图书，并且

为SCELC提供定制的使用数据统计和趋势发展预测报

告。近期，OAPEN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合作，为

该校研发了“MARC出口”，MARC记录包含一个直接

下载OA图书（或章节）和许可的URL。
（5）学术评价监控服务。OAPEN的COUNTER 

5（R5）报告与IRUS_UK（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Usage Statistics UK）合作。IRUS-UK隶属于Jisc，是
一家研发和改进COU NTER标准的技术服务机构。

IRUS-UK主导研发的“跟踪器”算法[16]能准确收集用

户的使用数据，原理是：在OAPEN网站中添加一小段

代码插件，插件收集每次下载的基本原始数据，并将

其发送到IRUS_UK服务器，原始数据经过多阶段摄取

过程技术的多重过滤和检查，过滤掉机器人和“流氓

使用情况”后再添加到OAPEN网站中，并在每个月底

再次进行检查，发现其他异常活动，以此提高R5报告

的准确性。OAPEN认为与IRUS-UK合作的R5报告比

Google Analytics报告更加准确[17]。

2  OAPEN项目特点

2.1  分布式管理架构

OAPEN的3个平台承担不同的服务功能。OAPEN 
Library是收录同行评审OA图书全文的中央存储库，

主要为用户提供托管、数字保存、出版物质量保障和

学术评价监控等服务。DOAB是一个发现系统，收集和

整合不同平台的OA图书目录和出版社的基本信息，并

为用户提供索引/检索服务，侧重元数据收割技术研发

和保障出版物质量的认证服务，DOAB不能下载全文，

表1  同行评审认证标准

审查对象

审稿人

审稿类型

终审过程

提案书，完整手稿，样本章节，提案书和完整手稿，

提案书和样本章节，研究论文，研究计划，预印本

1名同行审稿人，多名同行审稿人，点对点审稿，众筹审

稿人，编辑，编辑委员会，1名同行审稿人和编辑，1名

同行审稿人和编辑委员会，多名同行审稿人和编辑，多

名同行审稿人和编辑委员会，点对点审稿人和编辑，点

对点审稿人和编辑委员会，众筹审稿人和编辑，众筹审

稿人和编辑委员会

单盲同行评审，双盲同行评审，无盲同行评审，

开放同行评审（审稿意见公开）

编辑，编辑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审查类型 审查内容选项

的资质审核，符合欧盟FT7规定的出版社才能成功加

入。OA PEN基金会是OASPA的一个成员，OA PEN
承认OASPA的出版社会员是合规的OA图书出版社。

OAPEN还加入了“Think. Check. Submit.”的组织团

体，“Think. Check. Submit.”运动[13]最初目的是帮助

科研人员找到可信赖的学术期刊，它会收集出版社的信

息，科研人员通过“思考-检查-投稿”三步骤，评估一

本期刊或一家出版社是否值得信任。

OAPEN提供认证服务以保障出版物质量。OAPEN
与欧洲High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Monographs in 
the European Open Science（HIRMEOS）合作的认证

服务包括：①身份（Identif ication）识别服务，有作者

标识ORCID、文件标识DOI/ISBN、基金标识FundRef
等永久标识符认证；②实体识别服务，通过实体钓鱼服

务（entity-fishing service）进行实体识别和消歧；③许

可证认证，确保平台上的图书符合通用的开放科学许

可标准；④同行评审认证[14]，该认证服务是OAPEN和

HIRMEOS之间开展的最重要的创新型合作项目，同行

评审认证条件如表1所示。

OAPEN确保数据来源的可靠性。数据信任（Data 
Trust）[15]是用于数据共享的知识共享模型，共享数据

的参与者可以创建和控制资源，并根据共同商定的原则

进行管理。数据信任为资源贫乏的市场参与者创造了

一种新资源，能为其成员授权并创造价值，成功的数据

信任必须对所有参与者都互惠互利。OAPEN和Open 
Access eBook Usage（OAeBU）进行合作，旨在开发、

创建和测试基于OA图书使用数据的基础设施模型，支

持整个OA图书行业使用可信任的分析数据，并尊重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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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全文的读者将被引导到相应的OA全文平台（包括

OAPEN Library平台）。Toolkit则提供OA知识宣传、问

题答疑、出版资助机构信息等服务。3个平台的服务侧

重点不同，都成立了各自的基金委员会进行管理。分布

式管理模式可以分工合作，厘清服务重点，提高工作效

率，避免重复劳动，也能减轻服务器的运行负荷。

2.2  多元化合作机制

OAPEN欢迎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共同开发，为用

户提供可信赖的精准服务。OAPEN网站上公布的合作

者有23个，具体见表2所示。OAPEN充分利用了合作者

的技术优势、筹款能力和行业信誉。技术方面，Huma-
Num和Portico擅长数字保存技术的研发，IRUS-UK
在开放平台的使用数据统计方面，尤其是COUNTER
标准的研发上有很强的技术能力。筹款方面，KU拥有

一支庞大的高校图书馆会员网络，SCOSS是支持开放

科学研究的多元化国际联盟，OpenEdition拥有丰富的

表2  OAPEN Library和DOAB的合作者

出版社

出版社联盟

发现服务

社交网络平台

技术服务商

搜索引擎

图书馆服务商

众筹商

非营利性基础

设施供应者

多元化联盟

图书馆联盟

英国

美国

法国

荷兰

英国

英国

美国

法国

美国

法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德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德国

比利时

英国

澳大利亚

美国

Ubiquity Press

Unglue.it

AEUP

OASPA

ScholarLed

CORE

Project MUSE

OpenEdition

OA Books Network

Huma-Num

IRUS-UK

UnPaywall

Portico

BASE

Google Scholar

EBSCO Discovery Service

Ex Libris（包括ALMA和Primo）

OCLC

KU

OPERAS

COPIM

SCOSS

SCELC

合作者名称 总部所在地合作者属性

Freemium实践经验。行业信誉方面，OASPA和AEUP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es）是支持

OA出版的知名出版社联盟组织，EBSCO、ExLibris和
OCLC是专为图书馆提供信息服务的知名实体，Google 
Schola r是全球最著名的搜索引擎之一。合作机制让

OAPEN的基础设施建设变得事半功倍，很容易成为用

户信任的基础设施服务平台。

2.3  基于通用标准的建设架构

通用标准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作为其他标准的基

础并普遍使用、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标准[18]。开放科学

环境下，由于工作流程、对象类型和内容载体/媒体的多

样性，把通用标准引入建设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

OAPEN的通用标准架构包括两部分：第一，积极推行

国际通用元数据标准的使用，即支持通用元数据标准

常用格式（ONIX-XML、MARC、MARCXML、CSV
和RIS）和永久性标识符（DOI、ORCID和FundRef）；
第二，制定统一的新型元数据标准、工作流程和审核制

度，设计读者注释和评论等创新性元数据标准，规定学

术影响力评价指标Altmetrics的统一科学算法，制定严

格的同行评审审核制度和工作流程，鼓励许可协议和

版权的标准化处理，数字保存需要根据通用的保存方

案OAIS进行处理。

2.4  多渠道筹措资金

OAPEN是一家非营利性机构，筹建初期由欧盟

公共部门资助，后来以基金会的形式独立运作。图书

出版费昂贵，BPC的商业模式无法激励作者的开放意

愿，欧盟全力推行非BPC的非商业化出版模式，这需要

OAPEN筹集更多的资金，目前，OAPEN主要采取众筹

和补贴两种方式。OAPEN的众筹活动由SCOSS和KU
组织，SCOSS是有影响力的跨国组织，KU则有庞大的

图书馆会员数量。OAPEN的补贴资金来自于出版资助

机构（基金委、慈善组织和出版社联盟）和Freemium
增值服务费。

2.5  宣传推广OA图书出版

OA期刊出版已经形成一种较为成熟的出版模

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同时也出现了掠夺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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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荣性出版和超大型OA期刊质量不佳等负面现象。

相比OA期刊出版，OA图书出版更加复杂，学术质量

还有待学术界的认可，OA图书侵权、作者权益、多种形

式的出版补贴等疑问都亟需相关部门进行宣传和引导，

OAPNE的Toolkit工具包则起到了答疑解惑的作用，还

提供咨询渠道。该工具包把科研开放生命周期划分为计

划和基金（Planning and Funding）、开展研究（Conduct 
Research）、出版选择（Consider Publising Options）、写
作和提交手稿（Write & Submit Manuscript）、同行评

审（Peer Review）、图书合同和协议（Book Contract & 
License）、已出版图书和传播（Book is Published & 
Disseminated）和重用研究成果（Research is Reused）
8个阶段，从最初的研究计划到最后的重用问题，通过

30多篇文章给予解答，帮助作者更好地了解OA图书的

相关知识，增强对OA出版的信心，工具包为所有利益

相关者提供帮助。

3  思考和启示

3.1  纳入国家规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开放科学建议书》标志着

开放科学迈入全球共识新阶段。国内政府部门、科研

机构、资助机构、图书馆、出版社和学术作者等利益相

关者需要充分意识到这种发展趋势，承认科学研究成

果的开放能够改善世界科学技术创新发展不均衡的现

象，能对世界人类福祉带来益处，也能扩大国内科研

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同时，开放科学需要涵盖

所有科学学科，欧洲已经利用OAPEN、OpenEdit等项

目加速HSS学科的开放步伐，并通过OPERAS联盟与

EOSC、OpenAIRE等全学科顶层规划体系融合起来。

国内各利益相关者逐步制定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开放科学

政策，也与欧盟EOSC签订合作，但都没有涉及HSS学
科。没有HSS学科参与的开放科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学术开放。因此，国内政策制定部门有责任引导各利益

相关者达成开放科学共识，加强理论和实践研究，不仅

要重视对自然科学文献的开放获取，也要加速开放HSS
的内容范畴。

3.2  构建激励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各自都发

布了OA政策，但目前仍缺乏配套的落实举措，尤其是

HSS的开放科学政策不明朗，没有扶持力度，缺乏促进

HSS作者的激励机制。投资HSS开放服务平台的前提

条件是必须拥有一定规模的OA图书和用户数量，而补

贴能鼓励更多作者开放自己的学术图书。欧盟（包括英

国）从2008年开始大规模实施出版补贴制度，也成立了

一些小型OA出版社，在短时间内聚集了一定数量的OA
图书和用户。由于小型OA出版社自身技术和服务能力

有限，而越来越多的OA图书也需要加强管理，在此背

景下，欧盟开始投资HSS非营利性大型开放服务平台，

并发展迅猛，OAPEN和OpenEdit的快速崛起就是很好

的案例。因此，国内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OA图书出版

环境，激励作者开放自己的学术作品，鼓励出版社探索

HSS的OA出版试验。

3.3  保障资金需求  

开放服务平台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投资工程，并非

朝夕之间就能实现并获得收益，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2008年OAPEN成立之初只提供收集、整理、汇集、存

储等基础服务，2012年发布发现系统DOAB，2020年上

线Toolkit平台，逐步形成一个能提供多元化服务的非

营利性开放服务平台。国内在投资建设时，可以先把基

础服务做好，后续再开展升级服务。为此，需要探索行

之有效的支持可持续性资金的渠道，可以联合国家基

金委员会、慈善组织、图书馆、社区和商业机构共同筹

资。尤其是国家级科研资助机构，是支持开放获取和开

放科学机制建设的核心力量，也是实施国家科技创新

和开放共享政策的中流砥柱[19]，需要起到“领头羊”的

作用。当然，仅靠政府或者一家机构的投资是远远不够

的，需要利益相关者利用各自优势开展合作，充分利用

商业机构的资金。合作中需要秉承公益性质，避免过度

商业化经营，合作方之间的经营数据要公开透明，以维

护OA倡导的基本开放准则。

3.4  制定标准框架

开放科学基础设施是开放科学的根基，为开放科

学提供资源和平台的支撑[20]，它的建设不仅需要资金

支持，还需要数字保存、元数据互操作、数据去噪、索

引/检索和学术评价等技术支持，还需要对出版社和出

版内容进行质量审核，这些都需要利益相关者通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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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合作能减少投资成本，缩短研发时间，提高服务质

量。同时，开放科学是一项需要各国共同分享和开放的

活动，国内需要尽量使用全球统一标准框架，尤其是国

际通用元数据标准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成熟标准，可以

减少研发成本和时间，易于跨区域开放平台之间的互

操作。当然，中国汉字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国内应该

主导研发适用于全球开放平台的汉字语言互操作通用

标准。

3.5  加强宣传推广

HSS的开放科学实践是一项创新活动，在开放获取

还没有得到国内HSS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现状下，需要政

府部门、出版社、科研资助机构和图书馆的大力宣传，

消除作者对OA图书的疑虑，指导作者筛选合适的出版

社，宣传科研资助机构的OA政策，帮助读者发现有用

信息。OAPEN的Toolkit工具包值得我们借鉴。

随着开放获取向开放科学的发展，我国亟需开展开

放服务平台建设，把HSS学科纳入全学科开放科学发

展规划中，促进科研信息的开放合作交流，促进国际科

学合作，把我国的HSS文化作品传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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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主题词表》自1980年问世以后，经1991年进行自然科学版修订，在我国图书情报界发挥了应有作用，曾

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为适应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与数据处理的需要，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

持，并联合全国图书情报界相关机构，自2009年开始进行重新编制工作，拟分为工程技术卷、自然科学卷、生命科

学卷、社会科学卷四大部分逐步完成。目前工程技术卷和自然科学卷已出版。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共收录优选词19.6万条，非优选词16.4万条，等同率0.84，在体系结构、词汇

术语、词间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改进创新。《汉语主题词表（自然科学卷）》共收录专业术语12.4万条，包含数学、物

理学、化学、天文学、测绘学、地球物理学、大气科学、地质学、海洋学、自然地理学等学科领域，收词系统、完整，

语义关系丰富、严谨，每条词汇都有相应的学科分类号表现其专业属性，并与同义英文术语对应。同时，建立《汉

语主题词表》网络服务系统，提供术语查询、文本主题分析、知识树辅助构建等服务。《汉语主题词表》可用于汉语

文本分词、主题标引、语义关联、学科分类、知识导航和数据挖掘，是文本信息处理及检索系统开发人员不可或缺

的工具。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已于2014年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为13个分册，总定价3 880元。

《汉语主题词表（自然科学卷）》已于2018年5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为5个分册，总定价1 247元。两卷

均可分册购买。

《汉语主题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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