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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学术信息资源环境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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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开放学术资源的挑战及应对措施的分析框架，建议图书馆积极支持开放出版并在开放期刊选择、资助政

策和论文处理费控制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提出基于开放资源环境的层级复合馆藏策略，建议充分依靠开放环境提

供普遍检索，同时选择关键资源定制个性化服务和保障长期保存，并积极将本地资源融入数字化开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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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开放获取学术信息资源：逼近“主流化”
转折点》［１］一文中指出，开放获取学术信息资源（简称

“开放学术资源”）迅猛增长，正呈现逐步“成为学术研

究主流资源”的趋势。这种趋势将对习惯于依赖采购

资源来建设馆藏、利用馆藏提供服务的图书馆形成严

峻挑战。在本文中，作者提出了关于开放学术资源的

挑战与应对措施的分析框架，从开放知识环境中研究

机构的角度，探讨是否应该和如何支持开放出版，探索

如何在多数学术资源不能纳入图书馆本地可控馆藏的

情况下提供高质量、可靠的检索与获取服务以及如何

对重要开放学术资源进行长期保存。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给出了研究图书馆应采取的策略建议。

１　开放获取给图书馆带来的挑战及其分
析框架

　　开放学术资源正逐步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资源，

而且２０１２年年中的一系列重要机构的行动无疑将加

速这个趋势的形成与发展：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７日，欧盟提

出［２］，即将实施的８００亿欧元“地平线２０２０”（Ｈｏｒｉｚｏｎ

２０２０）研究与创新计划中所发表的研究论文，必须开放

出版或在出版之后将其存放到开放知识库。对于后

者，要求科技领域的论文不迟于６个月开放获取，人文

和社科领域的论文不迟于１２个月开放获取。欧盟还

将在“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的部分项目中试验实施开放

数据。当天，欧盟还建议其成员国推进开放获取政策，

支持所有公共资金资助论文要么通过开放出版方式在

发表时立即开放，要么存放到开放知识库中［３］；英国研

究理事会在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６日推出其新的开放获取政

策［４］，要求受其全部或部分资助的出版物，自２０１３年４

月１日起，应发表在遵循其开放政策要求的期刊上，或

者提供开放出版，或者允许存放在开放知识库中，开放

时限要求与欧盟一致；几乎与此同时，１３位美国国会

议员在６月２８日联名致信于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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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白宫支持对联邦资助研究论文的开放获取［５］。

　　开放获取资源的迅速增长［６］，加之政府和资助机

构的支持不断加强，展现了学术信息资源开放获取不

可避免的趋势［７］。曾经提出《研究作品法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ｓＡｃｔ）、试图阻止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开放获取政
策的美国众议员 ＤａｒｒｙｌＩｓｓａ和 ＣａｒｏｌｙｎＭａｌｏｎｅｙ，在声
明不再推进此法案时承认，“当新技术不断促使出版成

本降低时，我们将见证开放出版商的不断增长。开放

出版这种具有创新性的新出版模式将成为未来的学术

出版模式”［８］。英国大学与科学大臣 ＤａｖｉｄＷｉｌｌｅｔｔｓ在
向英国出版商演讲时强调，“科研资助模式必将进一步

变化，甚至超越当前已经出现的向开放获取或复合开

放获取期刊的转移。试图保留旧的模式将是一场错误

的战争”［９］。甚至出版商也意识到开放获取已经扎下

根来［１０］。

　　但是，图书馆的历史发展模式与即将到来的开放
信息环境存在严重冲突：一方面，即便在数字时代，研

究图书馆仍构筑在通过采购获得的本地化资源基础

上。尽管图书馆的一些服务已由开放资源或第三方资

源提供，但图书馆的主要功能依旧是对所采购的资源

（包括数字资源）进行组织并提供检索服务。根据

２０１０年ｉＴｈａｋａＳ＋Ｒ图书馆调研报告，越来越多的人
认为图书馆主要是资源的购买者，而不是信息的守门

人［１１］；另一方面，根据ＰｅｔｅｒＢｉｎｆｉｅｌｄ预测，“到２０１６年，
约１００个超级开放获取期刊就能覆盖全球近５０％的科
技文献，另外的文献则由 １００种高质量传统期刊收
录”。图书馆提供信息的解决方案似乎脱离了学术信

息交流的市场解决方案，也脱离了开放数据和开放科

研环境下的科研变革之路［１２］。

　　面临上述变革现实，研究图书馆不得不正视摆在
面前的难题：

　　 当绝大多数学术资源开放时，什么是图书馆馆
藏？是否需要建设本地化馆藏？

　　 当不需要也不可能购买资源时，我们如何组
织、管理和利用这些资源？

　　 是否应该支持开放出版？如何支持？
　　 是否应该提供对开放学术资源的检索与获取
服务？如何提供？

　　 是否应该对开放学术资源进行长期保存？如
何保存？

　　尽管上面仅列出了部分挑战，但足以看出，图书馆
正面临比数字图书馆更富有颠覆性的新危机。应对这

个危机必须依赖范式转变，而不是在传统模式上采取

被动的改进措施。

　　我们将基于下列宏观思路来分析应对危机的措
施：

　　 从科学研究的需求出发，而不是局限于图书馆
的需求；

　　 将科学研究和教育本身视为一种开放事业；
　　 将知识本身视为由数字化和互联网驱动的开
放基础设施，可开放获取，便于理解，能被可靠评估，可

支持智能化应用；

　　 将信息服务作为开放知识基础设施的有机部
分与贡献者，支持信息的传播、组织、利用、复用和保

存，重构强健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学术交流链；

　　 重构图书馆的服务，作为开放知识基础设施下
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主导中心之一。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构建了分析主要挑战及应对
措施的矩阵（见图１）：横轴代表信息服务链，纵轴描述
针对各项服务的各层次决策内容。例如，对于信息传

播而言，首要问题是支持开放出版（金色开放获取之

路），或依赖开放知识库（绿色开放获取之路），或两者

均包括。如果选择支持开放出版，其主要任务是什么、

这些任务面临的关键挑战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组织

与管理结构？下文将对矩阵内容进一步阐述。

图１　开放获取对信息服务挑战矩阵分析

２　开放出版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２．１　图书馆是否应该支持开放出版？
　　正如莎翁在《哈姆雷特》中所说，“生存还是毁灭，
这就是问题”，对于图书馆，是否应该支持开放出版，将

是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尽管机构知识库已被广泛认同

为研究图书馆服务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得到迅速发

展［１３］，关于资助机构或研究机构是否应该资助开放出

版仍然存在不同的甚至是尖锐对立的观点［１４－１５］，下面

列出了其中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不支持者认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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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开放出版会造成对非开放出版期刊的歧
视，会扰乱出版市场；

　　 仅仅因为获取模式不同而偏向支持开放期刊，
这将限制作者选择期刊的学术自由；

　　 将导致资助经费增长和操作困难（包括处理各
种不同的论文处理费用以及在项目结题后资助出版费

用）；

　　 将与在机构知识库存缴论文的规定形成重复
努力；

　　 有些开放出版期刊的质量没有达到学术出版
的标准；

　　 如果还继续采购期刊，可能会导致双重付费。
　　支持者认为：
　　 支持广泛的开放获取和对科研成果的广泛利
用是研究工作的内在内容之一；

　　 研究人员接受了公共资金资助，就有责任确保
科研成果的公共获取；

　　 开放获取构筑了公共资金资助完成其科研使
命的最后一英里；

　　 开放出版使出版内容能即时获取并提供了对
内容进行复用的机会；

　　 开放出版资助经费仅仅占科研经费的一小部
分，却可以赢得巨大的投资回报；

　　 资助开放出版提供了学术出版的可持续发展
机制；

　　 开放出版期刊已证明了它们的质量和影响，非
开放出版期刊同样存在质量问题；

　　 支持全开放出版期刊有助于避免对复合型期
刊的双重付费。

　　正如作者此前研究［１］指出，开放出版期刊的迅猛

增长以及传统出版商开始大量出版开放期刊，已将舆

论导向支持开放出版。而２０１２年６月发布的Ｆｉｎｃｈ报
告［１６］强力推荐支持开放出版，成为支持开放出版的决

定性推力。正如英国政府在宣布接受 Ｆｉｎｃｈ报告建议
时所指出，“推倒针对纳税人资助科研成果的获取壁

垒，将带来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学术界和商业界

将能更容易地开展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商业化，这标志

着新的学术发现时代的到来［１７］。现在的问题变成该

如何支持开放出版。我们后面将讨论支持开放出版的

有关政策问题。当然，需要提醒的是，许多开放获取政

策既支持开放出版也支持将未开放出版的期刊论文存

缴到机构知识库里，包括此前提及的英国研究理事会

和欧盟的政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

开放出版期刊都需要作者交纳论文处理费。

２．２　支持哪些开放出版期刊？
　　当考虑资助开放出版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资助
全部开放出版期刊还是只选择其中部分期刊。支持选

择部分期刊的理由有：

　　 对于某些开放出版期刊的质量仍心存疑虑；
　　 希望避免资助那些商业掠夺性的开放出版期
刊［１８］；

　　 由于政策尚属试验性和转型期，经费有限，只
能选择部分开放出版期刊；

　　 由于成本的不确定性及支出的不可控性，经费
有限，只能选择部分开放出版期刊；

　　 选择部分开放出版期刊，有利于迫使出版商减
低论文处理费，尤其在规则形成期。

　　也有资助者将选择权留给了研究人员，只要期刊
符合其开放获取规定，例如英国研究理事会、欧盟和惠

康基金会。除了让作者选择更有利于学术自由外，这

些资助机构相信研究人员将自发地关注期刊的质量，

并且市场机制最终会导致优胜劣汰。

　　大部分研究机构和部分资助机构比较谨慎，认为
在目前还应选择性资助。目前常见方式一是只要开放

出版期刊满足了特定要求就予以支持，一是选择部分

开放出版商予以支持。

　　选择第一种方式的范例是哈佛大学 ＨＯＰＥ基
金［１９］———要求作者选择发表的开放出版期刊必须满

足以下条件：该刊被开放学术期刊目录（ＤＯＡＪ）收录，
除非是由于创刊时间非常短暂未被收录；出版者是开

放获取学术出版联盟（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成员，或遵守其行为规范；将论文处理费标
准予以公开；对经济困难者提供实质性的论文处理费

减免政策。对ＳＰＡＲＣ关于高校开放出版资助政策［２０］

的调研证明上述标准应用很普遍。

　　选择第二种方式的有德国科学基金会（ＤＦＧ）为大
学提供的开放出版资助经费。例如，ＤＦＧ与汉诺威医
药大学达成协议［２１］，主要支持该校教师在 ＰＬｏＳ期刊
群和Ｂｉ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ＭＣ）期刊群上发表论文，因为两
者被认为是医学领域的高质量的开放出版机构。我们

注意到这项协议的医学院背景，也看到当 ＤＦＧ将开放
出版资助政策延伸到其他大学时，将开放出版期刊条

件放宽到“期刊出版之时，内容能立即在网上获取且免

费，而且应用了公认的方法保障质量”即可，并说明这

些期刊应被ＤＯＡＪ收录且实行同行评议方法［２２］。

　　无论是哈佛大学还是 ＤＦＧ都不支持复合开放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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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ＤＦＧ特别强调，资助经费不能用于将已发表在商
业订购期刊中的论文转换为开放论文。

　　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和三家欧洲研究机构签署的协
议［２３］则提供了支持 ＯＡ出版的新方式。奥地利 ＦＷＦ
科学基金和意大利 Ｔｅｌｅｔｈｏｎ基金将资助研究人员在
Ｗｉｌｅｙ的开放出版期刊或复合开放出版期刊中发表开
放论文，而德国马普学会仅资助在 Ｗｉｌｅｙ的开放出版
期刊上发表论文。

２．３　如何资助开放出版
　　已有多个报告提供了资助者或研究机构资助开放
出版的政策细节［２４］。资助经费的来源包括：课题研究

基金（例如欧盟和英国研究理事会①）；专门新增的 ＯＡ
出版专项基金（例如惠康基金会）；与机构投入绑定的

专项资助经费（例如ＤＦＧ）；专用于机构成员的特殊基
金（例如哈佛大学的开放获取基金）。

　　ＳＣＯＡＰ３（高能物理开放出版联盟）［２５］则提出了一
种将订购经费转为集中和集体支付开放出版费用的新

模式。这种模式将相应的高能物理期刊或论文转换为

开放获取，作者也不再支付论文处理费用。目前，超过

２９个国家的１００多家机构及相关出版社已加入，２０１４
年起实现转换，将覆盖几乎全部高能物理领域的高水

平论文。

２．４　如何控制论文处理费
　　在资助开放出版时，人们关心开放出版的论文处
理费（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ｈａｒｇｅ，ＡＰＣ）到底应该是多少。
尽管并非所有的开放出版期刊都需要付费，但 ＡＰＣ正
快速成为支持开放出版的常用工具。最新研究发

现［２６］，无论是商业或非商业出版机构的开放出版期

刊，其ＡＰＣ平均需要９００美元，专业出版机构的开放出
版期刊的ＡＰＣ要比大学、学协会出版的开放出版期刊
更高。另一项调研则表明，复合型开放出版期刊的

ＡＰＣ要高于全开放出版期刊［２７］。

　　鉴于期刊价格猛涨的历史，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出
版商会突然放弃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步伐。拱手让出

版商来设置规则将非常危险。有些机构开始限制所资

助开放论文的最高ＡＰＣ，例如，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
学限定为３０００美金之内，ＤＦＧ将其控制在２０００欧元
之内。

　　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来控制ＡＰＣ：
　　 把绿色 ＯＡ（把非开放出版论文存缴到开放知
识库并在一定期限后开放获取）作为为ＡＰＣ定价的平
衡器。当几乎所有公共资金资助的科研成果发表一年

之后都能在互联网上免费获取时，再要索取高昂的

ＡＰＣ费用将变得非常困难。
　　 通过类似ＳＣＯＡＰ３的联盟进行集体谈判。这种
联盟也作为政策协调平台，例如开放出版资金联盟

（Ｃｏｍｐａｃｔｆｏｒ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Ｅｑｕｉｔｙ）［２８］。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美国科学基金会和德国
马普学会正在讨论的开放出版使能环境计划（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考虑资助机构仅支付部分 ＡＰＣ
费用，剩余由作者承担②。由于资助机构资助“不足”，

促使作者在其他情况相当的情况下寻求更具合理性的

ＡＰＣ价格的开放期刊。这样，提供了一个有效机制以
避免“道德风险”（ｍｏｒａｌｈａｚａｒｄ，指当消费者不用考虑

获得商品的成本时出现的过度消费）［２９］。

２．５　复合ＯＡ期刊：新的迁移策略？
　　大约有４０００种商业性订购期刊可接受复合开放

出版论文［３０］，即作者交纳论文处理费后论文出版时即

开放获取。有人认为复合 ＯＡ期刊可保证在已构建良
好声誉的传统期刊中发表论文同时又提供开放获取，

还可使传统出版平滑过渡到完全 ＯＡ出版。但是有关

研究指出［３１］，复合 ＯＡ期刊的开放论文尽管数量在增

长，在整体发文中的比例却非常有限。有些学协会的

复合ＯＡ期刊能有高达１０％的开放论文比例，但所有
这４０００多种期刊的平均比例只有大约２％，对于大的

出版商而言比例则更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被归于

这些期刊的ＡＰＣ费用过高，大约需要３０００美金，相比
之下全开放出版期刊的 ＡＰＣ仅为 ９００－１５００美金。
据同一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的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对原创
论文收取１００％ＡＰＣ费用，但对篇幅较短的应用性论
文则只收５０％的ＡＰＣ，导致前者中只有１８％的开放论
文，后者中的开放论文却占到３６％，由此可见 ＡＰＣ的
影响。另外，复合ＯＡ期刊仍需要订购，这显然难以鼓
励人们在这种期刊上发表开放论文。而且，由于开放

论文所占份额较少，出版商宣传的期刊定价随开放论

文比例增加而降低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也许人们会认为复合 ＯＡ期刊是失败的尝试，尤
其是当很多采用复合模式的出版商更积极地投入到出

版全开放期刊时。然而，更为仔细的研究揭示出从订

购期刊到开放期刊的迁移策略的一些变化：出版商不

再直接从作者那里获得 ＡＰＣ费用，而是转向由作者所
在机构自动将订购费用转为ＡＰＣ费用。例证如下：

８

①

②

英国研究理事会（ＲＣＵＫ）正在考虑未来将对资助政策提出
特殊的门槛措施。

与ＲａｌｆＳｃｈｉｍｍｅｒ（德国马普学会数字图书馆）的个人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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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化学会［３２］：通常的复合期刊 ＡＰＣ费用为
３０００美元，但期刊订户机构的非会员作者只交纳２０００
美元，期刊订户机构的会员作者仅收取１０００美元。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
ｏｇｙ［３３］：如果通讯作者所在机构订有现刊，则对其开放
出版，不再收费。其余作者每篇文章需支付３０００美
元来开放出版。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３４］：发表开放论文时，如作者所在机构订有 ２０１３
年期刊，作者每篇文章支付１０００美元；所在机构未订
购２０１３年期刊，作者每篇文章则支付１３５０美元。
　　 英国皇家化学会［３５］：来自英国研究机构的作

者，如果所在机构订购了其 Ｇｏｌｄ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系列期刊，
则将ＡＰＣ费用从订购费用中扣减，将其论文转为开放
出版。

３　开放获取对馆藏建设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３．１　开放学术资源如何纳入“本地”馆藏？
　　当绝大部分学术资源都能够开放获取了，人们自
然就会提出：图书馆是否需要建立本地馆藏。一直以

来，图书馆都是事先建立本地馆藏，以便在读者需要时

能够从馆藏中迅速检索和提供所需资料。尽管这样做

很不经济（事先收藏的资料很可能没有人使用），但在

印刷时代这却是必须的。而今，在无处不在的数字网

络和开放获取环境下，这种“为防万一需要而事先纳入

馆藏”（ｊｕｓｔ?ｉｎ?ｃａｓ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
让人欣慰的是，图书馆员一直在采用按需采购的方法，

例如文献传递服务以及现今的通过存储在出版商处、

通过网络来即时获取的电子期刊数据库。我们仍可称

这些电子资源为“馆藏”，因为图书馆还必须事先购买

它们。但是，当所需资源不需要采购时，本地图书馆馆

藏的构成是什么？

　　如果不考虑历史文化遗产的保存和特殊本地资源
的数字化建设（即使这些也受到 ＨａｔｈｉＴｒｕｓｔ这类合作
数字化计划［３６］的影响），人们容易认为可以不需要本

地馆藏，因为：

　　 所有的资源都可以免费获取；
　　 我们所需的只是搜索引擎，而谷歌学术搜索和
其他通用搜索服务商能帮我们实现；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ＰＭＣ和ａｒＸｉｖ．ｏｒｇ等联合计划
以及出版者数字仓储，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长期保存问

题；

　　 应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帮助用户
使用开放学术资源中去，从而将我们从其他人可做而

且几乎已为我们做好的事情中解脱出来；

　　 在开放学术资源中构筑本地馆藏面临太多的
困难，包括为那些并未付费的开放资源建立相应的组

织机制并且定制相应的服务界面等。

　　然而，作者认为上述考虑过于简单化，甚至是不负
责任。理由如下：

　　 在网络世界仍未被证明是完全可靠的情况下，
那些其使命依赖于信息的获取和利用的机构，必须要

有危机管理意识；

　　 仍有强烈需求，要求有组织地选择和“控制”高
质量的和重要的信息资源，并确保其能可信赖地、可靠

地和可持续地被获取；

　　 仍有强烈需求，要求提供基于本地化环境的个
性化获取服务；

　　 仍有强烈需求，要求提供基于本地化环境的灵
活复用和链接服务；

　　 仍有强烈需求，要求提供对于关键信息资源的
可信赖长期保存。

　　谷歌学术搜索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普遍的和常规的
检索和查询服务，ＯＣＬＣ关于图书馆认知的报告已证实
了这点［３７］。但是对于研究机构而言，所需的不仅仅是

检索和查询，而是对重要资源的管理，确保其能被可持

续地、可靠地获取，无论保障的方式随时间如何变化；

需要开发基于可信赖资源的个性化服务，尽管“可信

赖”并非意味着本地收藏。

　　因此，当业务模式已然发生变化时，研究图书馆仍
需致力于馆藏发展，建立一个概念上为本地而实际为

本地加开放资源的复合馆藏。这并非虚荣心作怪，而

是构筑在实际需求之上的谨慎和平衡之举。这时，图

书馆应尽可能地利用开放出版、互联网和市场机制的

优势，平衡需求满足度与成本投入度，确保对开放资源

和其他资源的可信赖、便捷获取和利用，同时促进馆藏

建设模式的创新，积极开展本地资源建设的合作并支

持各类资源的互链。

３．２　本地或复合馆藏策略是什么？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构建了如图２所示的层级化
策略。一个机构可能依赖谷歌学术搜索或其他通用搜

索引擎（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ｅａｒｃｈｅｎｇｉｎｅｓ）来提供常规的资源检
索和发现服务，利用馆际互借或联合文献传递服务来

获取非ＯＡ资源。专门定制的通用搜索引擎和本地搜
素引擎将确保对重要资源提供可靠的检索和获取服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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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其中有些资源可能存在特殊的互操作需求或特殊

的权利管理要求等。本地或者联合建设的开放关联数

据引擎［３８］将把多个资源（包括第三方资源）链接起来

支持知识搜索。此外，可以通过本地存档或联合存档

方式来长期保存那些关键性资源和那些仍需要采购的

资源，并通过各种Ａｐｐｓ提供丰富的复用。

图２　图书馆层级化馆藏策略

　　层级策略的关键是分析不同资源的需求层次。表
１列出了关于需求的维度分析框架：

表１　复合馆藏建设的层级策略

项目 发现 可信赖获取 可链接可复用 长期保存

重要性

可获得性和

对外依赖性

法律可行性

技术可行性

经济可行性

机会成本　

　　当我们已经确定用户所需要的资源（包括工具和
服务）后，每种资源应从发现、获取、链接与复用、保存

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进行评估。此外，还需分析为这种

资源构建某层级的本地服务的投资回报，包括机会成

本（因为投入此项服务可能导致丧失开展其他服务的

机会）。

　　目前，分析的困难主要包括对资源覆盖情况的评
估及对不同搜索引擎搜索和发现效果的比较评估。尽

管有研究表明，谷歌学术搜索在学术论文搜索上的成

功率介于９８％ －１００％之间［３９］，但搜索引擎对于数据

库型网络资源的发现仍然存在问题，需要更为经常和

合理的搜索引擎资源覆盖情况研究。专门针对开放资

源的搜索引擎还处在发展初期阶段，如 Ｂｉｅｌｅｆｅｌｄ学术
搜索引擎（ＢＡＳＥ）［４０］，它在 ２０１２年 ７月号称覆盖了
２２８９个机构知识库，包含大约３７００万篇开放论文。
与ＢＡＳＥ类同的工具还有开放获取期刊目录（ＤＯＡＪ）、
开放获取知识库目录（ＤＯＡＲ）、开放获取知识库登记
系统（ＲＯＡＲ）等。这些工具由于依靠开放资源建设者

自行登记或者依靠特定的检索协议，因此有可能限制

了其覆盖范围。另一挑战是如何评估深度检索功能以

及对其支持复用、数据关联、文本挖掘以及其他延伸服

务（如跟踪使用情况等）的支持程度。

３．３　如何确保对关键资源的长期保存和可靠复用？
　　对于研究机构而言，能可信赖地长期保存和获取
与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关键资源是至关重要的。在数

字开放环境，要做到这点并不像在印本时代那样自然。

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可能保存所有开放资源，需要考虑

优先级和保存策略。对此，已有多种可选择的方式：

　　 与出版商签订本地保存协议（如中国科学院国
家科学图书馆与 ＢＭＣ、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和 ＮＰＧ分别签署的长
期保存协议）；

　　 联合共建镜像站点（如 ＰＭＣ和 ａｒＸｉｖ．ｏｒｇ国际
镜像网络）；

　　  由存档站点网络支持的联合存档 （如

ＣＬＯＣＫＳＳ）；
　　 通过现有的保存机制（如 ＰＬｏＳ通过 ＰＭＣ和
Ｐｏｒｔｉｃｏ存档）；
　　 像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ｒｃｈｉｖｅ那样对网络资源进行存档。
　　开放获取资源并不一定自然地保证提供可信赖的
长期保存，仍存在权益管理要求和在收割开放获取资

源上的限制。即便开放资源的宿主系统允许搜索和下

载开放内容，仍要考察内容拥有者或宿主系统在版权

方面的规定，不影响宿主系统的正常运行，并尊重其首

家服务权。需要仔细阅读并了解宿主系统的权利声

明，例如，ＰＭＣ强调［４１］，其存储论文的著作权归作者所

有，进行搜索与下载的机构务必尊重这些权利；ＰＭＣ
将其提供的 ＯＡＩ和 ＦＴＰ接口视为下载服务的唯一通
道，并禁止其他任何自动下载行为。此外，获得被保存

内容的权威元数据和被覆盖资源的可靠审计信息也非

常重要，这些都需要出版商的合作。

　　确保出版商合作的一种聪明做法是利用采购协议
或者开放出版协议来提出合作要求［４２］。这些协议是

图书馆将订购或支持开放出版的投资与服务要求绑定

的工具。下面列出了图书馆可能提出的主要要求：

　　 允许尽可能广泛的获取权利和复用权利，例如
对开放出版内容采用ＣＣ?Ｂｙ协议［４３］；

　　 提供免费的、高质量、可信赖的检索服务；
　　 提供将本机构发表论文（按照特定格式）自动
存放进机构知识库的服务；

　　 提供定期并可靠地按照特定格式将相关内容
存放进本地保存系统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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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开放互操作；

　　 支持相关的延伸服务、复用、开放链接和文本

挖掘。

　　当然，上述需求应进一步细化。例如，开放互操作

应包括检索互操作（如检索协议）、元数据的可理解性

（如开放元数据格式）、资源对象可识别性（如唯一标

识符）等。图书馆不应将开放学术资源视同物理馆藏

中被动存储的资料，而应将其视为用户在研究和学习

中使用的对象，提出能使其成为用户可复用或可嵌入

用户工作流的资源。

３．４　如何将本地特殊资源转换入复合馆藏？
　　当考虑开放获取时，人们往往更多地考虑新出版

的资源。然而，将本地特殊资源一并纳入数字化的开

放的馆藏体系，使其能被机构内外用户更好地利用，将

是发展复合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地特殊资源可能

包括：

　　 研究图书馆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特殊的、不为

外人所熟知的资源［４４］；

　　 本地出版的资源，包括正规出版物、非正规出

版物和档案；

　　 发表在外部刊物上的本地研究产出，例如期刊

论文、专著等；

　　 为研究和教学而编制、收集或保存的资料，例

如研究生课程的资料；

　　 为本地或邻近社群而编制、收集或保管的资

料，例如某个社区历史群组的资料；

　　 由公众或第三方机构委托编制、收集或保管的

资料，如个人档案等。

　　这些资源为整个学术世界增添了独特的本地价

值。图书馆，作为其所服务的机构的首席信息官，需要

确保这些资源成为开放知识基础设施中的一部分，而

且这些资源也将加强复合馆藏的整体价值。图书馆可

以通过以下方式将这些资源转变为数字化的开放的学

术资源：①数字化［４５－４６］，因为不能通过电子网络获取

的资源相当于无法利用的资源；②出版，作为图书馆为

研究人员、教师和学生以及市民提供的一种服务，数字

化并管理他们有价值的资源［４７］；③收录到机构知识

库，使其成为机构知识资产管理和传播平台；④收录到

公共或社区的知识库［４８］，使其支持社区知识的存档和

传播。上述任务均为图书馆的专长，将提升在开放学

术资源环境下本地资源的贡献，也将提高图书馆在未

来开放获取世界的地位。

４　结　论

　　毋庸置疑，在开放获取的世界，研究图书馆面临了
巨大挑战，必须跳出传统框架来思考应对策略。新瓶

装老酒的伎俩是无济于事的，时不我待，亦无退路，图

书馆应奋起前行。

　　正是从这点出发，本文对“逼近”的开放获取世界给
图书馆带来的挑战做了深入分析并基于事实和系统考

虑提出了应对策略。在后续研究中，我们还将以国家科

学图书馆为例，阐述其当前采取的具体措施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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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联盟信息公平服务评价、实证分析等问题还有

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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