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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 Open Access （OA）开放获取 Open Access （OA）

开放获取，指科研人员将论文、专著、图书、演示稿、开放获取，指科研人员将论文、专著、图书、演示稿、
课件、数据等研究成果发表在开放式学术出版物或存
放于开放式知识库中，以在线的方式供读者免费阅读、
下载 保存和利用下载、保存和利用。

开放获取成为依托于互联网的新的学术资源交流共享
的方式 进而成为 场利用互联网推动学术成果自由的方式，进而成为一场利用互联网推动学术成果自由
传播的运动，并从最初单纯应对学术出版的危机发展
为对学术交流与传播机制的反思以及流程的再造。

Open access (OA) means unrestricted online access to peer-reviewed scholarlyOpen access (OA) means unrestricted online access to peer-reviewed scholarly 
research. Open access is primarily intended for scholarly journals, but is also 
provided for a growing number of theses, book chapters, and monographs. 4



开放获取发展历程
2014年5月，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布第一项OA政策：

《关于受资助项目科研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
年 英 究 事会发布政策 所有由英 究 事会

开放获取发展历程

2013年4月，英国研究理事会发布政策：所有由英国研究理事会
资助的研究成果必须执行开放获取（金色或绿色OA）

2013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制定了一项旨在提高
公众获取科学出版物与科学数据的计划

2008年 第 个开放获取日

2012年 10月，国科图举办国内首届开放获取周：
“中国开放获取周(China�Open�Access�Week)”国际研讨会

公众获取科学出版物与科学数据的计划

2006年，加州大学提出OA政策草案

2008年，第一个开放获取日

2001年，布达佩斯OA计划（BOAI）；2002年，布达佩斯宣言

200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率先拉开开放教育资源建设的序幕

OA运动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
5



强制性开放获取（Open�Access�p
Mandate）政策陆续发布

近年来，世界各国陆续发布强制性开放获取政策（Open�Access�Mandate），要求由公p
共基金资助的科研成果必须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开放获取。迄今为止，全世界已有667个
资助机构、研究机构发布开放获取政策。

20 3年2月 3日 美国发布公平获取科学技术研究法案（原“联邦研究成果公共获取提‐ 2013年2月13日，美国发布公平获取科学技术研究法案（原“联邦研究成果公共获取提
案”）。8月，开放数据资源网站上线；

‐ 2013年4月1日，英国研究理事会（RCUK）强制性开放获取政策正式生效；

‐ 2013年5月29日，全球研究理事会（Global Research Council, GRC）通过并正式发布开
放获取行动计划；

‐ 2013年11月13日，阿根廷立法支持开放获取；2013年11月13日，阿根廷立法支持开放获取；

‐ 2014年，欧盟发布Horizon2020计划，要求项目成果进行开放获取；

‐新加坡、韩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陆续发布开放获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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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韩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陆续发布开放获取政策。



开放获取政策
学术期刊支持开放存储的多种政策措施

开放获取政策

7图表来源：张晓林、路彩女、李麟.学术期刊支持开放获取的良好实践建议



开放获取政策
学术期刊支持延期开放获取的多种政策措施

开放获取政策

学术期刊支持全开放出版的多种政策措施

8图表来源：张晓林、路彩女、李麟.学术期刊支持开放获取的良好实践建议



开放获取政策
学术期刊支持复合出版的多种政策措施

开放获取政策

9图表来源：张晓林、路彩女、李麟.学术期刊支持开放获取的良好实践建议



开放获取工具

开放获取软件工具的创建者-类型-功能

开放获取工具

开放获取软件工具的创建者 类型 功能

赵蕾霞,钟永恒. 国外开放获取工具的发展及趋势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14,23:42‐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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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资源：国内外主要OAJ平台

名称 国家 建设机构 是否开源

DOAJ(开放获取期刊目录)目录 瑞典 大学图书馆 否

J-STAGE（日本科技信息网络电子平台） 日本 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 否

SciELO（科学在线图书馆） 巴西 出版机构 否

Open J Gate（开放获取期刊网络平台） 印度 信息公司 否Open�J-Gate（开放获取期刊网络平台） 印度 信息公司 否

HighWire�Press 美国 大学图书馆 否

BioMed�Central（第一个纯网络期刊开放获取
出版平台）

英国 出版机构 否
出版平台）
PubMed�Central（公共医学中心） 美国 公共图书馆 否

PLoS（科学公共图书馆） 美国 非营利性组织 是

OJS（开放期刊系统） 英国 大学 是OJS（开放期刊系统） 英国 大学 是

Dpubs（数字出版系统） 美国 大学图书馆 是

COAJ（中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 中国 科学出版社 是

11

台湾大学学术期刊资料库 中国 大学 否



The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The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https://doaj.org/

DOAJ：OA期刊文

献检索系统，提供：

OA学术期刊

论文 数据论文元数据

质量控制体系：质量控制体系：

同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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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los.org/

PLoS 对开放获取资源采

用CC BY许可用CC-BY许可。

该平台中PLoS系列期刊

5年平均影响因子均较高：5年平均影响因子均较高：

– PLOS�ONE（4.015）

– PLOS�Biology（12.807）

– PLOS�Medicine（17.945）

PLOS Genetics（8 901）– PLOS�Genetics（8.901）

– PLOS�Computational�Biology（5.670）

– PLOS�Pathogens（8.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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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OS�Neglected�Tropical�Diseases（4.976）



Open Access LibraryOpen�Access�Library

OALib提供的服务
 般的OA（适用于金色和绿色OA）

基于开放存取的元数据库搜索引擎

 一般的OA（适用于金色和绿色OA）
OALib搜索： 致力于开放存取的文章搜索。网络上一切可抓取的OA文章均可

搜索，但只对可全文查看的论文提供元数据。
 金色OA(Journals) 金色OA(Journals)

OALib Journal是经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开放存取型期刊，覆盖包含科学、
技术、医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

OALib检索：作者在其他OA期刊已发表的文章且愿意及早被开源数据库检OALib检索：作者在其他OA期刊已发表的文章且愿意及早被开源数据库检
索可提交论文的元数据和发表连接到OALib申请检索服务。其他非论文作者也可主
动提交检索服务。OALib 检索服务对公众免费。
 绿色OA（学科资源库）（ ）

作者可提交稿件到OALib PrePrints免费发表、提交其他期刊的预印本元数据存储
到OALib学科资源库或提交其他期刊的后印本存储到OALib学科资源库，并存储在
311个学科领域资料库内。 http://www.oalib.com/abou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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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ali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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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Wire Press--电子期刊High�Wire�Press 电子期刊
http://highwire.stanford.edu/lists/freeart.dtl

页面上列出所有可供检索的页面上列出所有可供检索的
期刊名称：

标识为free�site的期刊是完
全免费的期刊 可以看到数全免费的期刊，可以看到数
据库里任意卷期的全文；

标识为free�trial�period的p
期刊是免费试用的期刊，在
一段试用期内可以免费得到
期刊全文；

标识为free�back�issues的
期刊是指不能看到最新出版
卷期的论文，但可以回溯几

以前或 年以前 有

16

个月以前或1至2年以前所有
的过刊文章。



DC�Network�是一个开放获取的学术数据库。 检索栏

为用户免费提供全 文献类型包括：

期刊论文球范围内数百所高

校的学术资源全文。

♦期刊论文

♦图书章节校的学术资源全文。
♦学位论文

♦研究手稿
网站收集的资源经

过同行评议。
♦会议录

♦原始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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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研究成果



Architecture
（建筑学）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医学与健康学）
作品:�54,136

Engineering（工学）
作品:�64,988
学科:�108

Business（商业）
作品:�27,431
学科 : 43

（建筑学）
作品:�6,350
学科 :�11
机构:�138
下载 2 162 744

Education（教育学）
作品:�62719
学科:�43
机构: 295

学科:�249
机构:�282
下载:13,251,774

学科
机构:�175
下载:�18,005,643

学科 :�43
机构:�258
下载:�17,167,822

Physical Sciences and 
Mathematics（自然科学与数学）

Law（法学）
作品:�251,576
学科

下载:�2,162,744
机构:�295
下载:�20,887,999

（自然科学与数学）
作品:�83,127
学科:�120
机构:�262
下载:�14,257,212

学科 :�121
机构:�281
下载:�72,515,121

Life Science（生命科学）
作品:�73,064
学科:�119

下载 , ,

机构:�272
下载:�9,699,437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社会行为学）
作品:�164,512
学科:�178Arts and Humanities（艺术与人文）

作品 125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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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345
下载:�45,395,414

作品:�125,464
学科:�195
机构:�308
下载:�31,203,323



http://www gutenberg org/Project Gutenberg 电子书的开放获取 http://www.gutenberg.org/Project�Gutenberg 电子书的开放获取

为全球用户
提供46000
多种免费电免
子书。

以英文电子
书为主书为主。

用户无需付
费和登录费和登录，
可直接在线
阅读或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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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在线开放课件大规模在线开放课件

总体来看，课程具备丰富性和适应性等特点。
课程的丰富性主要体现在课程总量、课程系列以及专业分类方面。
①课程总量大。
②课程类别丰富 主要有免费课程 认证课程两类

2020

②课程类别丰富，主要有免费课程、认证课程两类。
③专业分类详细。课程数量越多分类就越详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调研结果



http://www oaj cas cn/COAJ http://www.oaj.cas.cn/COAJ

COAJ是一个一站式的学

术性、非营利的中国科技

期刊OA集成平台和门户，

集中 航中 放集中展示、导航中国开放

获取科技期刊。于2010

年10月上线运行

本站全文标识：

年10月上线运行。

本站全文-即时开放

本站全文-延迟开放

本站全文标识：

21

本站 文 延 开放

本站摘要-链接全文

本站期刊基本信息-链接期刊网站



http://ir las ac cn/

中科院和国家自然

http://ir.las.ac.cn/

中科院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发布开

放获取政策放获取政策

要求得到公共资助

的科研论文在发表的科研论文在发表

后把论文最终审定

稿存储到相应的知

识库中，在发表后

12个月内实行开

22

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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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开放获取的机遇与挑战0 2
Libraries & 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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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A组织的课题研究DRAA组织的课题研究

根据DRAA理事会第八次 经讨论研究 最终从根据DRAA理事会第八次
会议决议，高校图书馆
数 字 资 源 采 购 联 盟

经讨论研究，最终从
“国内外开放获取政策
与行动”、“开放期刊

（DRAA）在理事馆范围
内征集申报“资源开放
获取”相关的研究课题

的整合利用”、“其他
开放资源（如开放图书、
开放课件等）的发展趋获取 相关的研究课题。

DRAA秘书处共计收到来
自13家理事馆共计21份
课题申请书

开放课件等）的发展趋
势”、“数字资源开放
获取模式研究”四个主
题评审出13个课题开展

ONE TWO
课题申请书。 题评审出13个课题开展

研究。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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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成果

主题范围 申报机构 课题名称 亮点

课题成果

主题范围 申报机构 课题名称 亮点

统计分析复旦大学及哈佛大学2011-2013年的发文

国 内 外 开
复 旦 大 学
图书馆

OA期刊对高校科研
绩 效 的 影 响 及 对
策—基于复旦与哈
佛 大 学 发 文 统 计 的

及被引数据，从实证的角度对比传统期刊与OA期
刊对科研绩效与高校经费支出结构的影响；分析
OA期刊对国内外影响的异同，反思OA期刊APC收
费机制及会员政策为学术交流带来的利弊 从中透

国 内 外 开
放 获 取 政
策与行动
（2个）

图书馆 佛 大 学 发 文 统 计 的
实证研究

费机制及会员政策为学术交流带来的利弊，从中透
视OA期刊的发展趋势，就高校如何应对这一趋势
选择合理的开放策略，提升科研绩效。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图 国 外 高 校 资 源 开 放

获取政策研究

分析国外高校资源开放获取政策、法案、公约的发
展情况，为国内高校资源开放获取的政策实施提供

27

业 大 学 图
书馆 获取政策研究 展情况，为国内高校资源开放获取的政策实施提供

有益的借鉴。



主题范围 申报机构 课题名称 亮点
针对SUMMON发现系统的检索特点和功能 基于

哈尔滨工业
大学图书馆

基于SUMMON发
现系统的OA资源获
取与分析平台的设
计与实现

针对SUMMON发现系统的检索特点和功能，基于
发现系统一站式检索的结果，开发一种二次检索系
统，将OA资源从检索结果中分辨出来；并按发现
平台的排序方式进行相关性排序；对于获取的OA计与实现 平台的排序方式进行相关性排序；对于获取的OA
文献进行学科和文献类型分类及使用评价

北京大学医
DRAA集团采购医
学期刊数据库开放 以DRAA集团采购的医学期刊数据库为例进对OA期

刊行调研与分析 希望能够为图书馆资源购置和评

开放期刊
的整合利

北京大学
学图书馆

学期刊数据库开放
获取情况的调查与
分析

刊行调研与分析，希望能够为图书馆资源购置和评
估以及读者资源使用提供参考。

面向学科的开放期 基于分类法和叙词表对开放期刊元数据进行知识组
用（5个） 中南大学图

书馆

面向学科的开放期
刊数据深度聚合与
服务研究

织，实现对开放期刊数据的精细化揭示和深度序化；
构建开放期刊数据的资源发现平台，为读者提供面
向学科开放期刊信息服务或专题服务。

重庆大学图
书馆

基于元数据的开放
学术期刊整合与利
用研究

从图书馆联盟角度，结合资源提供商、出版社、图
书馆、图书馆联盟、高校读者等角色，研究开放获
取环境下开放学术期刊利用与服务模式。

放期刊联 整合 数据规范与标准

28

哈尔滨工业
大学图书馆

开放期刊联盟整合
模式及其系统实现
研究

元数据规范与标准；
利用系统工具实现期刊元数据整合；
开放期刊服务联盟



主题范围 申报机构 课题名称 亮点

北京大学图
书馆 北京 电子书开放获取

对国内外典型开放获取图书案例研究的基础上
对电子书开放获取政策、开放获取模式、整合

其 他 开 放 资
源 （ 如 开 放

书馆、北京
师范大学图
书馆

电子书开放获取
研究

子书开放获取政策、开放获取模式、 合
利用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研究
以期对我国图书馆界整合利用全球开放获取资
源、推进国内资源开放获取提供建设性参考

图 书 、 开 放
课 件 等 ） 的
发展趋势（3
个）

TALIS
国际开放获取学
位论文资源与整
合利用研究

整合国外OA学位论文库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实
施、构建国外OA学位论文数据库

个） 合利用研究 施、构建国外 学位论文数据库

首都师范大
学图书馆

国外代表性大规
模在线开放课程 以国外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网站的特色为视角

开展比较研究

29

学图书馆 网站的比较研究 开展比较研究



主题范围 申报机构 课题名称 亮点

面向开放知识环境的高校图书馆馆藏范式转变以及新

浙 江 大 学 图
书馆

从 开 放 获 取 到
开 放 知 识 环 境
高 校 图 书 馆 馆

面向开放知识环境的高校图书馆馆藏范式转变以及新
范式的应用与实践。全面梳理开放交流环境下各种开
放内容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分析其利弊因素，研究馆
藏发展政策与开放获取发展趋势，探讨高校图书馆馆

数字资源

书馆 藏 新 范 式 研 究
与实践

藏范式转变及新范式的特点与规律，并以浙江大学图
书馆为例探索馆藏发展新范式的应用与实践，为其他
高校提供可借鉴经验。

开放获取
模式研究
（3个）

哈 尔 滨 大 学
图书馆

开 放 期 刊 联 盟
整 合 模 式 及 其
系统实现研究

分析了开放期刊联盟整合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
出了开放期刊联盟合作策略和构建模式

天 津 师 范 大
学图书馆

京 津 冀 地 区 高
校 图 书 馆 资 源
开 放 获 取 揭 示

通过调研京津冀地区高校图书馆资源开放获取的情况
找到各馆资源开放获取建设现存的问题，提出京津冀
地区高校图书馆在985、211院校的引领下联合进行资
源开放获取的建设与管理的建议 并倡导构建各馆机

30

学图书馆 开 放 获 取 揭 示
情况调查研究

源开放获取的建设与管理的建议，并倡导构建各馆机
构知识库和资源开放获取的统一检索平台，促进京津
冀地区高校图书馆的协同合作发展。



开放获取对图书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开放获取对图书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机遇• 机遇
• 有利于建设多元化的数字资源

• 有利于缓解价格上涨带来的经费压力有利于缓解价格上涨带来的经费压力

• 有利于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文献信息服务

• 挑战
• 工作内容和职能的拓展

• 业务流程的调整和再造

相关政策的规范和完善• 相关政策的规范和完善

• 馆员和用户的教育培训

31



关于开放获取的SWOT 分析关于开放获取的SWOT 分析

S W图书馆拥有丰富、
优质的学术资源

Strengths

缺乏资金支持

Weaknesses

优质的学术资源

SWOT

O T共建、共知、共享
国际合作

Opportunities
开放获取制度
知识产权保护

Threats 

O T国际合作 知识产权保护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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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开放获取政策草案
Proposal�for�UC�Faculty�– Scholarly�Work�Copyright�Rights�Policy

加州大学开放获取政策草案

草案规定该校员工拥有其学术著作的版权，但要求员工对学校授权一
项有限的、不排他的许可，允许通过将其著作存入开放、联机学术出
版物知识库中，使该校员工在学术期刊或会议录上发表的学术著作能
够被他人公共获取。

加州大学开放获取政策加州大学开放获取政策
• 声明并确认本校员工是其自身创作的作品的版权所有者；
• 支持作者保留版权以便没有限制地使用和发展其著作；
• 确保本校员工授予加州大学非商业性地 不排他地使其作品开放获• 确保本校员工授予加州大学非商业性地、不排他地使其作品开放获

取的权利，并使这一做法制度化；
• 建议建立机制使得该校员工将有限的权利转让给出版商以便能够使

作品发表，并得到一定的经济回报，同时由于首次发表而得到相应

34

作品发表，并得到 定的经济回报，同时由于首次发表而得到相应
的评价和引证。



加州大学开放获取政策草案
Proposal�for�UC�Faculty�– Scholarly�Work�Copyright�Rights�Policy

加州大学开放获取政策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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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大学开放获取政策

麻省理工学院教师于2009�年3�月18�日全票表决通过了该校的开放存取政策。

麻省理工大学开放获取政策

教师 年 月 表 该校 开放 政

36‐‐‐‐‐‐‐‐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调研结果



http://ocw.mit.edu/index.htm

开麻
放
课
程

省
理
工 程

资
源

工
大
学 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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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开放获取政策哥伦比亚大学开放获取政策

签署决议的院系的所有正
式职工和其他专业工作人
员，在此承诺将他（她）
的学术期刊论文通过基于的学术期刊论文通过基于
哥伦比亚大学的数字知识
库或者一个适合的可供选
择的开放获取知识库向公择的开放获取知识库向公
众提供获取。

38‐‐‐‐‐‐‐‐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调研结果



http://academiccommons.columbia.edu/

开哥
放
获
取

伦
比
亚 取

资
源

亚
大
学 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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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开放获取资源建设

Method1 Method2 Method3

国内高校开放获取资源建设

在图书馆网站首
页设置了开放获 用不同颜色标识 开辟OA�机构库

Method1 Method2  Method3  

页设置了开放获
取专栏，对OA�
资源进行集中组
织揭

“开放获取资
源”，方便师生
辨别使用

专栏，建立“开
放获取期刊共享
平台”织揭示 辨别使用 平台

南京大学 山东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 山东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国内高校对开放获取资源建设形式多样。大多以各图书馆网站页面中“数据库导
航”、“网络资源”、“电子资源”等栏目中对OA�资源进行组织揭示。

40麻思蓓. 我国高校开放获取实践进展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15,04:59‐62.



http://lib.nju.edu.cn/html/article.htm?id=73&fid=1

开南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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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揭示



http://www.lib.sdu.edu.cn/portal/tpl/home/elec_type_src?getmode=4&lang=en

开山
放
获
取

东
大
学 取

资
源

学

源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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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揭示



http://oa.lib.xjtu.edu.cn/oa.do

开西
放
获
取

安
交
通 取

资
源

通
大
学 源学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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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高校图书馆资源开放获取揭示情况调查京津冀地区高校图书馆资源开放获取揭示情况调查

通过调查组人员判定，针对同调 员判定，针
类名称的合并，最终概括出四
类开放资源所在列表名称：
• 开放获取资源• 开放获取资源
• 免费电子资源
• 资源导航

数据库（期刊）列表• 数据库（期刊）列表

44
‐‐‐‐‐‐‐‐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调研结果

44
京津冀存在“开放获取资源”院校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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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国内外大学（图书馆）OA 实践发展，
创建OA 资源门户、制订论文存缴政策、建
立本校IＲ 设立OA 出版基金 乃至直接立本校IＲ、设立OA 出版基金、乃至直接
从事OA出版等等，从论文的存储、出版到
检索和获取，OA 实践已涵盖从作者到最终
用户的每 环节 OA实践的主体和规模已用户的每一环节。OA实践的主体和规模已
从某一高校个体发展成若干高校联盟群体。
一流大学的示范效应，有力推动了OA 实践流大学的示范效应，有力推动了 实践
在全球向更深入、更广泛方向普及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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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建议发展建议

建设机构知识库1.图书馆开放环境下洞悉转型

全球信息化的时代

建设机构知识库
——角色和职责的重新定位

全球信息化的时代，
全球范围的开放获取
合作是必然的发展趋 建设OA平台创办OA期刊 合作

共赢
势。图书馆要在新的
发展环境中，推广建
设OA平台 寻求新

共赢

设OA平台，寻求新
发展。

成立OA联盟

48

成 联盟



发展建议发展建议

2.争取经费来源的多元化

政府 社会基金政府 社会基金

……

49

学校经费



发展建议发展建议

3.数据管理的多元化数据管理的多元化

……

纸本 电子 视频 图像
资源

大数据背景下 研究数据的产生和积累呈指数级增长 为研究数据管理带

资源 资源 音频 资源

大数据背景下，研究数据的产生和积累呈指数级增长，为研究数据管理带
来的挑战，需要包括学者和研究人员、管理者、图书馆馆员以及技术人员
通过合作共同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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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建议

4 建立完善的开放获取的保障

发展建议

4.建立完善的开放获取的保障
制度与管理机制

作者基金会

研究机构出版商

51利益均衡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调研结果



发展建议
5.提高开放获取意识

没有 种规范 可以周全所有

发展建议

你是否希望将你的研究成果被广泛获
取和利用？

没有一种规范，可以周全所有

作者和成果的利益。

取和利用？

开放获取意识

作者：

开放获取意识
OA 期刊
开放网站

其他OA方式

你没有放弃你的著作权，你所
做的只是让你的研究成果可被

要不要把我的研究成果开放获取?

Your

52

做的只是让你的研究成果可被
他人学习与利用。

Your 
Decision! Yes!



谢 谢！谢 谢！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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