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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学数据共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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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数据作为信息时代最基本、最活跃、影响面最宽的科技资源和一种战略性资源，对于科技创新 

具有显著的基础支撑作用。本文描述了科学数据的特征，以美国、英国和欧盟科学发展计划为主，研究了欧美国家科学 

数据共享发展状况；以国际科学理事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为例，研究了一些国际组织推动科学数据共享 

的发展计划。介绍了世界著名科学数据中心的科学数据共享情况，以此对科学数据共享发展的过程进行了初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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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y w(II ] scie斌 c data sh ng；usA and Eu；intem撕o【lal rarIi2 0n；da_ta center 

科学数据是人类社会从事科技活动所产生的原始观测 

数据、探测数据、试验数据、实验数据、调查数据、考察 

数据、遥感数据、统计数据、研究数据以及相关的元数据 

和按照某种需求系统加工的数据，具有科学价值和使用价 

值。科学数据是信息时代最基本、最活跃、影响面最宽的 

科技资源和一种战略性资源，它对于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 

基础支撑作用⋯。 

1 科学数据特征 

科学数据是具有明显港在价值并可在广泛应用中得以 

增值的巨大社会财富。显然，科学数据的价值决定于社会 

对科学数据使用的需求，科学数据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除了具有一般资源的价值属性外，还有着与其它资源不同 

的特征。 

(1)科学数据需要长期积累，其准确性系统性是科学 

数据所具备的基本特点。人类科技活动产生并长期积累着 

科技数据，它又可以按照社会的多种需求提供或可能提供 

系统的、足够的数据。 

(2)科学数据是需要保证不断的更新和补充，不同的 

研究人员产生的研究数据通过可共享的数据管理，使得数 

据更加完善，也更加可靠。 

(3)科学数据数量巨大，海量数据通过一些人为调控 

后，其提供的质量、产品形态及其存储与传输方式都会更 

利于使用，而且，其价值的实现与开发者的能力和方法密 

切相关。 

(4)科学数据具有更为特殊的非排它性，即科学数据 

的应用不限于本专业、本领域，可为不同的研究者，从不 

同的角度去挖掘各自所需的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等不同 

的知识。 

(5)数据可以无限制复制的特点，决定了它不会因为 

满足某人、某时的需求而影响他人对其的需求。科学数据 

这些共享特性的充分发挥，将使其效用价值倍增。 

不难看出，科学数据应该共享，其共享的逻辑起点是 

它的资源属性。科学数据只有在广泛应用过程中，才能实 

现数据拥有者对其获取最大效用的追求。同时，又可在应 

用过程中衍生出满足更高层次需求的新数据，使得这一社 

会广泛需求的公共物品面向全社会共享的行为变得复杂l4J。 

建立健全符合客观规律的共享机制，会使科学数据的这种 

特殊社会资源得到高效、有序的管理，更加合理地更大效 

率地发挥作用，从而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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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美国家的科学数据共享 

国外的科学数据共享发展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可以 

说是科学数据共享的先导者。在上世纪 70年代美国的科学 

数据积累迅速增加。据估算，数据库总量一直占据全世界 

总量的一半以上。到 1975年，美国开发了177个大型数据 

库，主要服务目标是政府决策和政府启动的重大科研项 
5l

。 一 

20世纪9o年代初美国将 “完全与开放 的数据共享政 

策作为美国联邦政府在信息时代的一项基本国策，通过数 

据的流动和应用激励美国经济的发展，确保美国在 21世纪 

信息时代科技和综合国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_6J。 

20o6年 7月美国科学基金会发表了 “21世纪科学信息 

化基础架构 (NsF S cyberir语 协l曲】reⅥsi0n for 2l st Ce岫  

Discovery)"J，’的报告，报告指出 “在未来，美国科学和工 

程上的国际领先地位将越来越取决于在数字化科学数据的 

优势上，取决于通过成熟的数据挖掘、集成、分析和可视 

化工具将其转换为信息和知识的能力。”因此，他们在国内 

机构层面、国家层面及国际层面上采取一系列的行动计划， 

目的是准备建立全球性的科学研究数据的公共访问机制， 

为美国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服务，并保持美国在科学研究 

和工程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20oO年，英国政府提出了 《e—Science计划》-8J，总经 

费2．5亿英镑。建立了e—Sdence中心，随后又扩展了一批 

专业优势中心。同时还支持了一批 e—Sdence项目；开发 

通用网格中间件；促进技术辐射和国际合作。e—science的 

第二阶段为2003—2006年。计划继续支持已有的e—sdence 

中心。为了加强数据方面的工作，还成立了一个全国数据 

管理中心。 

20o4年，英国财政部、工贸部和教育部发布了 《科研 

与创新投资框架》 (Science and In】novati叽hIvesⅡnent Frarne． 

w0rk 2Oo4—2014)【9I。2O0r7年3月，发布了研究报告 《发展 

英国科研与创新信息化基础设施》(Devd0p uK’s e— 

infI船 cture f0r scie e aJ1d i瑚ovati0n)【l0J。提出数据资源数 

字化长期保存与共享建设规划，重点要建立大规模的国家 

科学数据中心。报告指出：英国知识经济的增长十分依赖 

于对研究人员的持续支持，特别是他们和产业界的合作， 

以及世界领先的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国家科研信息化 

基础设施 (e—in structure for res删【ch)为英国科学研究提 

供了一个至为关键的基础平台，不仅支持了技术的迅速发 

展，而且也为转移知识和创造财富提供了新的可能。报告 

重点强调了科学数据建设国家科研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关键 

问题，包括：科学数据和信息的产生，数据的保存和管理， 

数据的查询和导航，虚拟研究团体，网络、计算和数据存 

储设施， (认证 autlle以cati0n、授权 au riz 0n和核算 

acc01mdng)，中间件 (Iniddleware)和数字版权管理。重点关 

注科学数据如何为更广泛的科研人员和产业服务的r口]题 

欧盟在2002年，发表了 《迈向信息社会：原则、战略 

和优先行动》布加勒斯特宣言 (1k BucI诅res Decla瑚 0n)， 

提出对公共科学数据、公共当局持有的信息开放共享的公 

益性共享原则和指导思想⋯J。 

欧盟信息基础设施咨询工作组 e一Ⅱ (e—InfI璐缸ucture 

Renecti0n eTDup)，成立于 20o3年 12月，目前由 29个欧洲 

国家的国家代表和欧盟代表组成，其任务是在政策、咨询 

和监督的层面，包括技术和管理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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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的建议，以便在欧洲范围内经济和方便地共享信息 

化资源[ 。 

3 国际组织的科学数据共享 

在科学数据共享领域，国际组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科学数据共享活动的顺利长期的开展，需要世界范围内的 

国家、组织、机构间的合作与交流。国际组织通过相关努 

力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科学数据广泛应用。 

国际科学理事会 ICsU是 目前科学界权威的非政府科学 

组织，其下属的科技数据委员会 c0DATA和世界数据中心 

WDc是国际研究科学数据管理和应用的专门组织。为了支 

持对研究和教育数据的 “完全与开放”获取，c0DATA在 

2Oo0年制定了 《网络时代的科学原则》u 3J。 

20o2年 CoDATA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开发和利用专 

门成立了 “发展中国家数据保护与共享任务组”-】 】(111e 

c0DA1’A k GDDup 0n n刚 ati0n 0f锄d Access t0 Scien监 c 

aIld 1 l1l1ica1 Data in Devel0ping c0LⅡ1试es)，促进世界范围内 

更深入的理解发展中国家对科技数据的长期保存、归档管 

理和共享等活动中遇到的困难和必要的条件。 

世界数据中心 ( ％rld Data cemer)是国际科学联合会 

下设的科学数据组织，目前有4o多个学科数据中心，分属 

4个数据中心群 ：wDc—A美国、碡优 一B前苏联、wDC— 

C欧洲和 日本、WDC—D中国。20o5年由 I"厄SC0、IcsU、 

OEcD等组织共同资助提出的主题为 “建立科学信息共有， 

面向机构政策和行动指南”的 “全球科学信息共有先导计 

划”-】 J激励人们尝试新模式的创造、传播和合作利用科学 

数据信息。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0EcD为了帮助成员国内部公共 

机构、研究者对科学数据的收集和公共获取，于20o6年颁 

布了 《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数据获取原则与指南》l1 ，提 

出l3条原则指导成员国制定并完善科学数据共享政策，形 

成了国家间的共享共识。该 《原则与指南》要求成员国在 

进行公共领域的科学数据共享活动时，将这些原则用在制 

定国家法律和研究政策中。 

2OCr7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批准、中国 

科学院等单位领衔的 “促进发展中国家科学数据共享与应 

用全球联盟 (uN e—SDI)C)”计划 (aobal Aujance for En． 

}lancing Access t0 and Ap cati0n 0f Scien曲 c Data in Dc ng 

Coun es) 7 J正式启动，力图在科技界可持续发展方面填补 

数字鸿沟，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差距。 

4 著名科学数据中心的数据共享 

4．1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分布式最活跃数据档 

案中心群(DAACs)”副 

N 与科学数据相关的机构主要是空间科学数据运行 

办公室，该机构下设有美国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 (NSS． 

Dc)和空间物理学数据运行中心 ( F)，数据资源集中 

在天文和空间科学领域，数据主要来 自于 NASA的空间飞 

行计划。NssDc负责№峪A数据永久存档，提供天体物理 

学、空间物理学等数据。sPDF主要负责多任务和多学科的 

数据服务的设计和实现。 

199o年，美国航空航天局 (M A)着手建设分布式最 

活跃数据档案 中心群 (D从cs__一Dis试buled Active llive 

centers)，由此标志着美国国家层面上的科学数据共享工作 

划时代的开始。根据美国新一代地球观测系统计划，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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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 Cs的数据存储量将由 1998年的O．8PB增加到 201O年的 

18PB，这将使美国在2l世纪继续在科学成就和国家实力方 

面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4．2 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 

NcBI是在 瑚 的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NLM)的一个 

分支。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NLM)因为在创立和维护生 

物信息学数据库方面的经验而承担了建立一个内部的关于 

计算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计划。这也是在科学数据共享领域 

专业图书馆所具优势的最好体现。而且，美国的科学数据 

共享体系中，专业图书馆被作为一类重要的数据中心而建 

设。 

NcBI的任务是发展新的信息学技术来帮助对那些控制 

健康和疾病的基本分子和遗传过程的理解。它的使命包括 

4项任务： 

(1)建立关于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学知识的 

存储和分析的自动系统。(2)实行关于用于分析生物学重 

要分子和复合物的结构和功能的基于计算机的信息处理的， 

先进方法的研究。 (3)加速生物技术研究者和医药治疗人 

员对数据库和软件的使用。(3)全世界范围内的生物技术 

信息收集的合作努力。 

NCBI自1988年建立的关于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和遗 

传学的数据库和数据分析系统，推动生物信息学领域数据库 

和数据分析软件的使用，开展计算机生物信息处理先进方法 

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两部分：美国各实验室提交的基因 

序列数据和同国际上的基因数据库交换的数据。 

NCBI提供数据资源网络共享，主要是通过 NcB】开发 

的一系列工具和软件实现的，如基因序列注册软件 BankIt， 

数据搜索软件Entrez，基因序列比对分析软件BLASr等。 

NcBI还通过赞助会议、研讨会、系列演讲、科学访问 

学者项目、提供博士后工作位置等方式来开展在应用于分 

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计算机领域的科学交流。 

4．3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研究数据归档 
巾心 ]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始建于1960年，是大气及相关 

科学问题的研究中心，数据资源集中在大气科学领域。主 

要有大气分析格点资料、卫星资料、长年代的气候资料、 

海洋资料等。目前有 4oo多个观测和分析资料的数据集， 

并将持续增加。其数据面向全美科学家、教师和学生，提 

供网络数据共享。 

4．4 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 l』 

Aj 是目前日本规模最大的科研院所，科研专家和重 

点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学与rr技术、电子学与纳米技术、制 

造业与环境科学、能源与测量技术、材料科学、地球科学 

六大领域。科研数据公开数据库 (m0一DB)拥有7O个主 

题数据库，数据来源于Aj 各机构的科研项目，数据整理 

工作由AJ 各研究机构完成。全部数据库通过网络提供免 

费服务，服务于科研机构，也服务于一般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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