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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研究

摘要：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是开放科学运动浪潮推动下兴起的一种新型科学研究模式，其发展有利于社

会科学领域数据密集型科研的开展、缓解公众对社会科学的信任危机和提高公众社会科学素养。本文通过系统

梳理SciStarter、Zooniverse两个平台中现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归纳出项目类型，并对项目的运作流

程进行分析。针对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面临的挑战，项目组织机构应多措并举提升志愿者参与的意愿，采

取有效措施控制数据质量，重视志愿者隐私保护，图书馆则可以通过承担信息资源提供者、志愿者的招募者和培

训者、项目发起者、项目成果宣传者等角色助力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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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通过的《开放

科学建议书》倡导向传统科学界之外的公众开放科学

知识的创造、传播过程，提高科学研究的透明度与开放

性，并强调所有学科都应该推动开放科学实践。公众

科学（citizen science）是开放科学的核心领域之一，公

众科学首先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等研究

领域兴起，随后逐步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

的出现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首先，在

E-science科研环境下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逐渐向数据

密集型科学研究范式转型，对于耗时耗力的大型研究

项目而言，借助群体智慧完成科研工作中大规模的数据

收集、分类、转录和分析等工作，是重要的解决途径[1]；

其次，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研究难以获得同等的

公众信任度[2]，而公众科学通过支持普通公众参与、及

时传达项目研究成果等做法，可以有效缓解公众对社

会科学的信任危机。同时，推动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

发展还有利于扩大科学知识的传播范围，提高公众的

社会科学素养。一方面，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致力于

促进公众持续参与科研项目，并在参与过程中激发公

众的创新意识，使参与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社会科学知

识和科学研究的过程，有效地提高社会科学素养；另一

方面，我国社会科学素养教育主要通过正式教育形式

开展，且多面向青少年群体，而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

作为一种非正式教育模式，能够有效地填补其他年龄

阶段的教育空缺，促进全民社会科学素养的提升[3]。

近年来，国外社会科学领域的公众科学项目逐渐

增多，一些项目成效显著。因此，本文调研社会科学领

域公众科学项目，总结其运作面临的挑战，并提出若干

对策，以期更好地推动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的快速

发展。

1  文献综述

公众科学作为一种全新的科学范式，以普通公众

参与科学研究为主要特征，公众通过观察与记录自然

现象、收集整理与分析项目数据、探索与解决科学问

题、发表与出版科研成果等方式参与科学研究[4]，因此

又被称为“大众科学”“公民科学”“公众参与式科学

研究”[5-6]。

就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相关研究而言，目前主要

聚焦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发

展现状及特点分析。有学者指出，虽然相较于自然科学

领域，社会科学领域的公众科学项目发展严重滞后，但

其有潜力成为助力社会科学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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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将志愿者定位为项目合作

学习者，使志愿者能够根据其特定的社会认知和价值

观发起行动和参与决策[9]。第二，对利用公众科学开展

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效应与发展路径进行探讨。目前已

有学者探讨了公众科学在促进和评估工作场所学习[10]、

社交媒体数据分析[11-12]、城市压力研究[13]、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包容[14]等社会问题中的效应，并以部

分项目为例揭示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的发展路

径，较为典型的是以一个社区的心理健康项目为例，从

项目研究方法、建设流程和研究框架三方面揭示该项

目的建设过程，并总结其实践经验，为社会科学领域公

众科学项目的开展提供参考[15]。总的来说，目前国外对

这方面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的

发展。我国学者对公众科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自然科

学和数字人文领域，尚未涉及社会科学领域。在实践方

面，笔者通过文献调研、搜索引擎检索、社交媒体信息

查找等途径调研，发现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

廖廖无几。因此，笔者选择SciStarter[16]和Zooniverse[17]

这两个美国公众科学平台的社会科学项目进行调研，以

期了解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发展现状。

2  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发展现状

选择SciStarter和Zooniverse这两个公众科学平台

中的现有项目进行分析，其原因有三点：首先，这两个

平台是由权威的机构创建和运营，SciStarter是由美国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社会

创新未来学院附属研究机构SciStarter创建，该机构由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提供资助，长期致力于促

进公众科学的发展，Zooniverse由美国公众科学联盟

（Citizen Science Alliance）创建；其次，这两个平台

上公众科学项目众多，公众参与活跃度极高，且仍在不

断发展壮大中；最后，这两个平台对公众科学项目所属

领域都有明确的划分，可以准确无误地从中找出社会科

学领域的相关项目。

笔者分别于2020年10月和2022年4月对上述两个平

台上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进行调研，发现社会科

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正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一方面，

截至2022年4月，这两个平台上的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

学项目总数为105个，已接近这两个平台上医学领域的

公众科学项目总数（134个）。另一方面，体现在社会科

学领域公众科学呈现出项目参与主体多元化、国际合作

趋势明显的特点。项目发起机构众多，包括研究团队、

非营利性组织、大学等，其中研究团队和大学的参与比

重最高，占全部项目的一半以上。超过一半的社会科学

领域公众科学项目由英美两国主导，德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等国家在参与度和贡献度上紧随其后。从参与

规模来看，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的志愿者数量

最多可达到上万人，少的也有上千人。虽然参与项目的

志愿者总量还算可观，但与其他领域热门的公众科学

项目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如物理学领域著名的“银

河动物园”项目（Galaxy Zoo）招募的志愿者数量高达

7万余人，比活跃的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寻找

黑猩猩”（Chimp & See）多了将近5倍。

2.1  项目类型

根据志愿者所需完成的任务内容，可以将SciStarter
和Zooniverse两个平台中百余个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

学项目划分为识别转录型、分类标记型、调查问答型、

合作创新型。

（1）识别转录型。识别转录型项目是将特定主题

的文献资源进行收集、整理与数字化的项目，要求志愿

者在信息载体中识别文字信息并在指定文本框中进行

录入，项目发起者承担资料收集、资源整合、数据质量

控制、成果展示等工作。在社会科学领域，识别转录型

项目占比较大，“数字时代的国际联盟”项目（League 
of Nations in the Digital Age）、“澳大利亚气候史”

项目（Climate History Australia）、“反奴隶制手稿”

项目（Anti-Slavery Manuscripts）、“史密森转录中

心”项目（Smithsonian Transcription Center）都属于

这一类型。该类项目所涉及的转录内容一般是普通公

众难以接触的珍贵文献资源。例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推出的“澳大利亚气

候史”项目需要志愿者进行人工识别并转录的文献资源

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气象局、国家档案馆、历史协会所保

存的手写天气记录、早期报纸、照片、艺术品、早期定居

者的信件，以及航海家的航海日志等记述文章[18]。

识别转录型项目的发起动机通常是为了长期保存

珍贵的文献资源，并最大程度地提供给专业研究人员

和社会公众利用，所以在项目完成后通常会建立相关

数据库实现自由访问。例如，日内瓦大学（University of 
Geneva）和清华大学合作开展的“数字时代的国际联

盟”项目利用众包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将保存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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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图书馆（United Nations Library at Geneva）的
纸质历史档案数字化[19]，目的在于支持普通公众通过

数字化索引查阅历史文献全文，这充分体现了公众科学

研究成果为全民共享的特点。

（2）分类标记型。分类标记型项目要求志愿者根

据项目具体需求在所提供的文字、图像、视频、声音等

信息载体中突出标记某种事物，并对标记处进行分类。

不同的项目在分类难度的设置上不尽相同，有些项目的

分类目标较为明确，分类过程较为单一，志愿者可以比

较轻松地完成任务。如“赋予人民的权力”项目（Power 
to the People）仅要求识别出居民家庭的地理位置并贴

上标签[20]。有些项目的分类过程较为复杂，需要志愿者

进行选择性分类，为保障数据质量，项目管理者通常会

采取多种措施对志愿者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监督。如“公

共编辑”项目（Public Editor）[21]将一篇新闻文章分成

若干个片段，要求志愿者在新闻文章片段中标注误导

性信息，并贴上相应的错误标签，当志愿者完成独立的

任务之后，公共编辑算法将结合多个志愿者的标注信

息，赋予该新闻文章一个可信度分数。系统也会关注志

愿者的分类质量，若志愿者分类质量持续比较低，平台

会冻结其账号。虽然公众参与不能完全取代严谨的专

业审核，但普通公众的加入大大提升了新闻核查的效

率，据相关数据显示，该平台每天能对数百篇热门文章

进行审查，并且能在半个小时内共享审查结果。

（3）调查问答型。调查问答型项目要求志愿者通

过回答问题、调查搜集数据信息、展示个体行为等方

式提供信息供科研人员研究。其中比较简单的项目只

需要志愿者根据问题选择答案，志愿者实际上是问

卷调查的对象，例如，“健康食品与非健康食品”项目

（Healthy vs. Non-Healthy Foods）[22]仅要求志愿者

做一个简短的在线问卷，研究人员就可以从问卷数据

中得知公众对食品健康问题的看法。还有一些项目则

需要志愿者主动收集并上传特定信息，如柏林理工大学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发起的“感知安全”

项目（Sensafety）[23]邀请参与者使用应用程序匿名评

估他们当前所在的公共空间是否安全，收集的数据将

以匿名形式提供给城市规划、社会学等不同研究领域

的研究人员，以供进一步研究之用。有些项目在邀请

志愿者收集信息的同时，也在研究志愿者的信息收集

行为、信息表达行为等。例如，“灵景-语言景观”项目

（Lingscape-Linguistic Landscaping）[24] 要求志愿者

利用一款免费的移动应用程序“灵景”查看地图、上传

公共场所中的标志照片和文字照片，并在高级模式下对

公共标志进行深入分析。除此之外，志愿者的行为本身

也是项目的一部分研究内容。Purschke[25]指出，将众包

技术应用于数据收集与处理过程，使语言景观研究能

够借助较大的数据样本，从而将语言景观数据与用户

行为数据相结合，不仅能为语言景观研究开辟新的研

究视角，而且根据用户参与度对应用程序进行优化。与

前两类项目相比，调查问答型项目更大程度上需要志愿

者基于主体的认知和感受提供相关信息，因此，所收集

的数据信息将会更大范围地涉及志愿者的个人隐私。

（4）合作创新型。合作创新型项目要求志愿者与

科研人员进行深度交流，协助科研人员进行项目相关

工作，提出建议并解决问题。例如，“气候实验室”项目

（Climate CoLab）邀请公众通过提交议案、评论、合

作、投票等方式参与，专家对志愿者提出的议案进行评

审，并提出修改意见。从2009年起，该项目已经举行了

88场在线竞赛，收到了志愿者提交的2 457份提案[26]。

在更高层次的合作创新型项目中，志愿者甚至可以成为

项目的实际主导者，而科研人员协助完成相关工作。如

“社区空气质量监测”项目（Community-air-quality-
monitoring）[27]支持志愿者自行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社区

进行空气质量监测，而科研人员的主要工作在于指导

志愿者如何使用应用程序来记录气候数据和使用地图

来提供所在社区空气质量的详细图片。虽然合作创新

型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志愿者的准入门槛明显

提高，但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则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能够

更大程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随着公众科学的不断发

展，此类项目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志愿者在科学研究

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

2.2  运作流程

美国项目管理协会（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PMI）开发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PMBOK）是项目管理领域认可度

极高的专业指南，该指南将项目生命周期划分为起始、

规划、执行、控制、结尾五个阶段[28]。社会科学领域公

众科学项目的运作流程（见图1）符合这五个阶段。

（1）项目起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研究团队需要

确定项目的研究问题，并在公众科学平台上完成项目申

报工作，一旦审查通过，项目就可以正式上线。

（2）项目规划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项目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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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制定全面系统的数据收集整理、控制优化、保管利

用的管理计划，以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另一项重要的

工作是对志愿者所需完成的任务进行设置，主要涉及任

务目标、任务内容、完成方式、志愿者能力要求等方面

的说明，任务内容一旦确定，项目的任务粒度也随之明

确。任务粒度与任务的复杂性、难度、创新性有关[29]。

一般来说，不同的任务粒度需要不同程度的时间精力

投入和智力投入[30]。根据志愿者所承担任务的复杂程

度、志愿者对项目的贡献程度、志愿者主观能动性发挥

程度的大小以及完成任务所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多少

这四个因素，项目任务粒度可分为低粒度、中粒度、高

粒度[31]。任务越复杂，贡献程度越高，主观能动性发挥

程度越大，完成任务所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越多，项目

的任务粒度就越高。在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公众科学

项目倾向于设计中低粒度任务，志愿者的参与门槛相对

较低，以此吸引更多志愿者参与项目。

（3）项目执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项目管理者

应重点关注项目的宣传推广、志愿者招募与培训等基

础性工作，并对志愿者所提交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

其中，对于项目宣传推广，一般通过新闻媒体、社交平

台、组织机构进行宣传推广。这就要求项目发起者要有

合作协调能力，争取得到相关机构的支持，并与其建立

可行的合作机制。如“气候实验室”项目借助Twitter、
Facebook此类用户群体较为活跃的社交平台发布项目

相关信息，项目组织机构麻省理工学院集体情报中心

（MIT Center for Collective Intelligence）还召开专题

研讨会，参会人员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线上参会人

数超过1 000人；2015年在波士顿举办为期一周的创意

节，召集了46 000多名参会者和70多个合作组织，取得

了良好的宣传效果[32]。

在志愿者培训方面，对于一些中低粒度项目而言，

研究人员为了保证数据质量，通常会提供学习材料、免

费培训、任务测试等帮助志愿者高效顺利完成任务。而

高粒度项目，如合作创新型项目的参与门槛较高，志愿

者的能力一般都较强，因此对于这类项目而言，志愿者

的培训往往不是必要的。

（4）项目控制阶段。项目控制阶段的首要任务是

对数据质量进行控制。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均

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对数据质量进行优化，例如，“反奴

隶制手稿”项目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允许志愿者对他人

转录的文本进行再次编辑；又如，“灵景-语言景观”项

目和“气候实验室”项目的科研团队对志愿者所提交的

数据进行审核，剔除无效数据；后者还定期剔除贡献

程度较低的志愿者账户所提供的数据内容。

在这一阶段中，还需要在维持志愿者参与意愿上

采取控制措施。第一，设置激励机制调动志愿者参与热

情，项目一般通过设立物质激励机制和心理激励机制

来满足志愿者的心理需求。如“公共编辑”项目为完成

培训的志愿者提供徽章以及建立排行榜来激励用户积

极参与；“气候实验室”项目不仅设置了最佳评委奖、

最佳流行奖等奖项，还通过物质奖励提升用户参与的

积极性。第二，依托在线平台拓宽志愿者交流反馈途

图1  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运作流程

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研究江小珍，许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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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目前主要通过在线用户论坛、电子邮箱、社交软件

来供用户交流讨论和反馈项目相关问题，项目负责人根

据志愿者的交流反馈及时对项目进行优化和完善。

（5）项目结尾阶段。当项目圆满完成后，项目团队

会对数据进行保存，最常见的方式是建立相关数据库

实现数据的共享与利用，促进新知识的创造。有的团队

还会对志愿者的贡献表示肯定，并公布下一步目标，如

“公共编辑”项目团队告知公众他们将开发一种能够自

动标注新闻文章中误导性内容的AI文本分类器，并强

调志愿者在公共编辑平台所做的努力将是机器学习的

重要内容。

3  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面临的挑
战及策略

3.1  志愿者参与意愿问题

公众科学作为汇集群体智慧结晶的一种方式，其

主要特征是公众参与的广泛性与可持续性。对于社会

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来说，拥有活跃的志愿者对于

项目的运行至关重要。在公众科学发展初始，自然科学

领域的大型公众科学项目几乎由自然生态类业余组织

发起，组织内部成员便成为项目的潜在志愿者。相比之

下，社会科学类社团还未能在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

项目中发挥领头羊作用，因此动员潜在志愿者对于社会

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而言更加困难。虽然社会科学

领域公众科学强调公众参与，但在制定公共政策、解决

重大治理问题等方面，项目管理人员可以决定是否采纳

志愿者所做出的贡献，而志愿者的贡献若不被采纳，就

会挫伤志愿者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志愿者的广泛参与和持续性参与是社会科学领域

公众科学项目长期运行的关键因素，项目组织机构可

采取以下措施提升志愿者参与的意愿。第一，加强项目

的宣传推广。在项目执行阶段，项目管理人员应制订详

细的宣传推广计划，拓宽宣传推广渠道，挖掘更多潜在

志愿者。可以利用公众科学平台进行宣传，通过推送项

目最新进展、更新项目博客及时向公众反馈以吸引公众

参与。还可以通过新闻媒体、项目合作机构以及用户群

体较为活跃的社交媒体发布项目相关信息，确保项目

有机会被更多人关注。第二，关注志愿者需求。在项目

运行过程中要密切关注志愿者的需求，最大限度地激

活科研活动中志愿者的智慧。首先，在项目执行阶段为

志愿者提供培训内容，以帮助志愿者顺利开始任务；其

次，建立完善的通知机制，通过电子邮箱、项目平台在

线论坛、项目平台博客、社交媒体、线上线下讲座会议

等途径告知参与者项目相关进展，以提高用户黏性；最

后，关注志愿者的心理需求，设立物质激励机制和心理

激励机制，物质激励主要是通过分发小奖品、设置奖金

的形式激发用户兴趣，心理激励主要是通过设置排行

榜和奖项的形式满足用户的荣誉感。第三，扩大志愿者

权利。在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中，虽然志

愿者能够参与科学研究的过程，但他们的贡献仅限于

数据收集、分类与有限的分析工作，科学研究的核心部

分仍由专业科研人员负责。要想增强志愿者参与的积

极性，需要颠覆传统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中志愿

者与科研人员的不对等关系，即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给

予志愿者更多的权利，如允许志愿者收集整理项目数据

并进行深入分析，支持志愿者提出改进项目的建议，欢

迎有能力的志愿者与专业科研人员一起设计项目任务

或发表论文，使志愿者与科研人员获得更深入的合作。

第四，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满足志愿者实现自我价值的需

求。有学者指出，集体性因素是志愿者持续参与公众科

学项目的重要动因之一[33]。也就是说，虽然参与项目的

志愿者不以获取物质报酬为目的，但仍然希望获得集体

的认同。因此，无论项目组织机构最终是否采纳了志愿

者所做出的贡献，都应该对志愿者做出的努力表示感

谢，如可以表彰参与项目的志愿者，为志愿者颁发电子

荣誉证书，邀请优秀的志愿者分享参与项目的心得体

会，让志愿者在情感认可、社会互动方面有所收获。

3.2  数据质量问题

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支持非职业科学家参

与科研活动，因此参与项目的志愿者在文化程度、科学

素养、兴趣爱好、年龄层段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

由于志愿者自身素质差异明显，所提供的数据质量必

然参差不齐。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公众科学项目相比，社

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的数据质量面临更多问题，

因为自然科学领域的公众科学项目更多依靠技术设备

获取数据，更具有客观性，而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

目更多地依赖志愿者的认知和行为获取信息，则更具有

主观性，因此，获得的数据就更有可能存在偏差。

志愿者所提供的数据质量优劣直接影响科研结果

的产出，因此对数据质量的控制应贯穿项目始终。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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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项目管理者应事先告知志愿者参与项目的理想频

率、最佳年龄、所需具备的技能以及其他限制条件，以

此对志愿者进行初步筛选，保证志愿者符合基本要求；

其次，应根据志愿者的水平分配不同难度的任务，社会

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可以学习“银河动物园”项目的

做法，设计一种基于机器学习和决策理论的迭代式任

务分配算法，该算法能够在充分了解志愿者贡献水平的

前提下实现志愿者与项目任务的精准分配[34]；最后，在

对志愿者提交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时，项目管理者可以

设置数据过滤器初步剔除志愿者所提交的错误数据，

随后对数据进行再次审核。智能程序的初步审核和专

业科研人员的二次审核可以为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

项目的数据质量提供更全面的保障。只有数据质量得

到有效管控，基于数据而产出的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

学项目成果才有意义。

3.3  隐私保护问题

一般情况下，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团队会要

求志愿者进行注册登录才可以进入下一个工作流程，

加上许多项目所收集的数据信息通常会涉及志愿者的

个人信息与地理位置信息，前文提到社会科学领域公众

科学项目更多地依赖志愿者的认知和行为获取数据，

在这种情况下对志愿者的隐私保护显得更为急迫。在

开放科学环境下，志愿者所提供的个人信息也不应该被

无限制公开，因此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如何保护志愿者隐

私仍然是项目管理者亟需关注的问题。

在一项对荷兰公众科学志愿者的大规模调查中显

示，志愿者不仅对如何使用数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

且有近一半的志愿者支持开放数据，但并不认同无限制

地使用数据[35]。幸运的是，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

项目管理者已经意识到保护志愿者个人隐私的重要性，

但在平衡数据收集、共享、利用与敏感信息保护两者之

间关系的问题上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在志愿者隐

私保护问题上，最重要的工作是制定数据政策以指导项

目团队成员落实隐私保护措施，切实保障志愿者权利。

各项目组织机构在制定数据政策时，可以参考美国公众

科学协会（Citizen Science Association）开发的“公众

科学工具包”（Citizen Science Toolkit）[35]中有关数据

政策制定的指导材料，包括如何制定数据政策以及数

据所有权、使用权问题的数据策略，主要涉及4种类型

的数据政策（用户协议、使用条款、隐私政策和法律政

策），并强调和指导政策的制定如何遵守相关的国家和

地方法律[36]。公众科学项目组织机构可以在该工具包

的指导下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数据政策，例如，对一些社

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而言，志愿者个人信息的获取

并不是至关重要的，这时就可以允许志愿者通过更正

或删除其个人信息、设置使用权限等途径来保护个人隐

私，支持用户匿名参与，使志愿者可以在充分保护个人

隐私的前提下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即使志愿者个人信

息的获取是必要的，项目组织机构也应该遵循信息收

集的“最小必要原则”，在不收集个人敏感信息就能够

满足项目需要的情况下，就不收集此类信息。另外，在

项目结束后应向志愿者告知个人信息的处理原则，包括

志愿者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范围与保

存期限。一般来说，项目组织机构应只保存对项目有利

用价值的个人信息，而且这些信息需加密保存，其余信

息应及时予以删除。

4  图书馆在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
中的角色定位

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作为公众科学发展的新兴

领域，致力于创新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的方法、促进社

科领域研究成果的开放共享以及提高公众的社会科学

文化素养，而这些恰好也是图书馆工作的使命与目标，

目标的一致性决定了图书馆可以利用自身宽敞的物理

空间、充足的信息资源、广泛的用户群体、丰富的用户

科学素养教育经验等方面的优势，通过承担不同的角

色积极参与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的实践（见图2）。
一方面，对于科研团队主导的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

项目，图书馆可以以资源提供者、项目宣传者、志愿者

群体的招募者和培训者等角色对项目全生命周期提供

支持，帮助解决项目运作过程所面临的志愿者参与意愿

低、提供数据质量不高等问题；另一方面，图书馆还可

以作为项目发起者，积极组织开展特色的社会科学领

域公众科学项目，帮助解决社会科学领域的现实问题，

并提升公众社会科学素养。

4.1  信息资源的提供者

图书馆作为收集与保存文献资源的社会文化管理

机构，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可以将馆藏中与社会科学

领域公众科学项目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相关的专

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研究江小珍，许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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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书籍、中外文期刊提供给项目研究人员和志愿者，甚

至可以高效整合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相关信息

资源建设特色数据库，帮助项目管理者做好开展社会

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的基础性工作。图书馆还可以

通过设置“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专题栏目，介绍

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的起源、定义、发展现状，推荐

SciStarter、CitizenScience.org和Zooniverse等公众科

学平台网站，以及推荐社会科学领域热门的公众科学项

目，帮助普通民众了解和参与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

4.2  志愿者群体的招募者和培训者

图书馆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在社会科学领域公

众科学项目志愿者招聘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首

先，由于创客群体是一群富有创新精神的人，并且热衷

于学习和探索未知事物，是参与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

学项目的潜在志愿者群体，因此图书馆可以在创客空

间开设特定的区域以短视频或直播形式展示项目开展

的全过程，以此对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进行宣

传。其次，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微信公众号、抖音、微

博等新媒体或移动服务平台已经成为图书馆宣传推广、

信息推送、信息资源传播与共享的重要途径。图书馆可

以利用新媒体技术将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推送

给具有潜在需求的用户，使这些人群成为参与社会科

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的志愿者。最后，可以利用用户画

像技术实现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与读者之间的

精准匹配，即根据用户的基本信息标签、兴趣偏好标

签、对话互动标签、情境标签构建用户画像[37]，从而实

现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推荐服务的个性化和智

能化，以提高志愿者招募的效率。

长期以来，图书馆馆员在用户培训服务、科普等方

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对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志

愿者群体进行培训的过程中，这些经验将发挥重要的

作用。由于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基本上是线上

进行的，因此要求志愿者能够熟练使用移动设备，并具

有一定的信息素养和数据处理能力。图书馆可以利用馆

内的计算机资源和专业的图书馆馆员为志愿者提供信

息素养教育和数据素养教育。通过图书馆提供的参考

咨询服务，能够及时帮助志愿者解决在参与社会科学

领域公众科学项目中遇到的困难。

4.3  项目发起者

图书馆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可以为社会科学领域

公众科学项目提供信息保障；拥有忠诚的用户，可以将

他们发展为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的志愿者；拥

有专业的馆员人才，可以为志愿者群体提供培训教育。

因此，图书馆完全可以承担项目发起者的角色，发起独

具特色的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图书馆可以根

据本馆特色文献资源规划和开展主题明确的社会科学

领域公众科学项目。例如，波士顿公共图书馆（Boston 
Public Library）的“反奴隶制”藏品是研究废奴主义的

重要来源之一，该馆以英美废奴主义者的手写书信为切

入点，在2018年1月发起了“反奴隶制手稿”项目，该项

目一共吸引了26 059人参与，仅耗时两年半项目的转录

工作就圆满完成了[38]。

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的实施工作主要包括

项目主题选择、项目方案策划、项目宣传推广、志愿者

图2  图书馆在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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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与培训、数据收集与优化、项目影响力评估等，其

工作业务性强且流程复杂，对馆员的能力要求很高，因

此项目的顺利开展需要的是一支专业的社会科学领域

公众科学服务队伍。首先，图书馆可以鼓励馆员参与课

程学习，而SciStarter平台上为馆员开设的一系列培训

课程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该系列课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基础培训课程，帮助馆员了解公众科学基

础知识以及利用SciStarter平台参与项目的流程。亚利

桑那州立大学的评价报告显示，超过70%的参与者认

为通过该课程的培训增强了他们参与项目数据收集与

分析的信心[39]；第二阶段是进阶培训课程，介绍如何选

择适合图书馆的公众科学项目，并为馆员提供介绍公

众科学的配套资源，以帮助他们在图书馆顺利展开项目

的实施工作[40]。除了利用已有的培训课程，中国图书馆

学会还可以与社会科学类社会组织等有关机构合作，

结合现阶段我国图书馆馆员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开设

适合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培训课程。

其次，图书馆可以支持馆员主持社会科学领域

公众科学试点项目，通过亲身体会更有利于馆员学

习与能力的提高。洛杉矶公共图书馆（Los Angeles 
Public Library）在自然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方面的

实践探索值得借鉴，该馆和全球环境学习与观察组织

（Global Learning and Observations to Benefit the 
Environment）合作开发了社区科学工具包，包括项目

教学指南、用于调查和收集数据的工具、试剂盒，帮助

馆员在13个社区图书馆开展试点项目[41]。图书馆可以学

习该馆的实践经验，与相关机构合作开发社会科学领

域公众科学项目移动应用程序，并编写详细的使用指

南，支持馆员在图书馆开展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

试点活动。为了试点活动的顺利进行，图书馆还可以定

期举办会议，帮助馆员了解利用移动应用程序展开项目

工作的方法，邀请馆员对移动应用程序存在的问题做

出反馈，并商讨解决方案。

4.4  成果的宣传者

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作为一种开放式的科学研

究范式，理应做到促进科研数据和研究成果的广泛获

取与利用。图书馆可以通过建设可访问的在线数据存

储库实现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科研数据与学术

成果的开放共享，提高公众科学服务的层次。例如，卡

塔尔国家图书馆（Qatar National Library）在开放获

取基金的支持下，积极支持项目研究成果通过其研究

数据存储库进行开放获取。“反奴隶制手稿”项目将

英美废奴主义者手写书信的转录数据上传到波士顿公

共图书馆的全州数字存储库系统（Statewide Digital 
Repository System），从而使公众能够通过数字化索引

查阅历史文件[38]。

5  结语

随着开放科学理念的不断深入，社会科学领域公

众科学项目不断增多，但与STEM领域的公众科学相

比，发展还比较缓慢。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项目运

作面临诸多挑战，图书馆作为科学研究服务机构，可以

利用自身在科普、资源建设、参考咨询服务等方面的优

势，充当推动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发展的主力军，促

进社会科学领域公众科学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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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tizen science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 is a new scientific research mode promoted by the wave of open science move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 alleviate the crisis of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social scienc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social science literac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citizen science projects in social science field in 
the two citizen science platforms SciStarter and Zooniverse, and summarize the project types, then analyzes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the project.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citizen science programs in the social science, project organizations need to take multiple measures to increase volunte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projects,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control data quality,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volunteers’ privacy. Libraries can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 science in social science fields by assuming the role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providers, volunteer recruiters and trainers, project initiators and project 
results propag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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