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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科技产出的不断
增强，我国科技期刊近些年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科技

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显著提升，特别是开放获取出版模

式（简称“开放出版”）得到越来越多的科技期刊的认

同并积极参与。以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为例，开放获取

的期刊从 ２００７年的 １４０种（占全部科协科技期刊的
１５．６％）增长为２０１１年的３０８种（比例为２９．３％）［１］。
　　笔者曾于２０１０年９月５－３０日对当时的２０５种中
国科协的开放获取期刊进行调查，并行文探讨了中国

科协科技期刊开放获取政策上的一些进展和存在的问

题［２］。为推动国家科技期刊开放获取政策的制订，推

动开放获取出版更快更好地发展，借助中国科学院国

家科学图书馆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２－２４日在北京举办的
“中国开放获取推介周”的机会，笔者对中国科协的开

放获取期刊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我国科技期刊开放

获取的现状、障碍、计划与期望，分析我国科技期刊开

放获取发展的态势，为制订开放获取出版的政策提供

参考。

１　基本情况

　　截至２０１１年９月，中国科协拥有直接主管和全国
一级学会主办的科技期刊１０５０种，其中开放获取期
刊３０８种，可谓我国有代表性的科技期刊刊群和有代
表性的开放获取期刊刊群。中国科协科技期刊的开放

获取基本上可反映我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的总体状

况，因而笔者以中国科协的开放获取期刊作为调查

对象。

　　关于开放获取，国内外的定义不同，人们的理解也
有所不同，笔者认为维基百科的定义较为全面［３］。为

通俗易懂，问卷中的“开放获取出版”是指在期刊论文

正式发表时或发表后一定时限后允许论文在期刊网站

上供人们通过互联网免费阅读。

　　为节省时间，笔者设计了１２个问题，均为闭合性
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大约需要１０分钟）。通过电子邮
件向中国科协３０８种期刊发放了问卷，并提供问卷的
链接地址。采用的问卷系统为问卷星，调查网站为：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ｊｕｍｐ．ｃｏｍ／ｊｑ／１８５０２１３．ａｓｐｘ。调查自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０日开始，结束时间为１０月２日，历时２２
天。共有２４２人次访问了网上问卷网站，填写有效问
卷的人数为７９人，回复率为２５．６４％。
　　调查问卷的１２个问题中，有关样本期刊当前开放
获取出版的主要做法共８个问题，如样本期刊实行开
放出版中的主要困难１个问题；样本期刊对开放出版
的期望１个问题；样本期刊今后５年有无开放出版方
面的计划，若有计划，提供３个计划———各有１个问题
回答。在接受问卷调查的用户中，来自北京的最多，占

整个回答问卷人数的５４．４３％（见图１）。

２　调查结果与分析

　　关于样本期刊开放出版时限，超过一半的期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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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样本问卷的地理分布

放获取与印刷版同步，１／４强的期刊在印刷版出版后
的１－６个月实行开放出版，超过半年或超过一年的比
例很小，如图２所示：

图２　期刊开放出版时限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中国科技期刊非常重视开放

获取的速度，以减少期刊传播的时滞，尽快产生更广泛

的学术影响力。开放获取出版有即时开放出版和延时

开放出版之分。理论上讲，这种金色开放出版（ｇｏｌｄｅｎ

Ｏ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的时滞期越短对读者越有利，越符合公

共利益的最大化。但实际上还受到期刊的性质、受资

助力度、经营模式以及收益水平等诸多制约，也须考虑

各方利益的平衡。据统计，目前仍在出版的同行评议

学术期刊为５５３１１种，其中金色出版的期刊为６９６２

种，只占１３％［４］。尽管金色开放出版模式是一种理想

的开放出版模式，但由于其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具有一

定的探索性，在政策的制订上需要考虑平衡各方关系。

相形之下，作者或作者所在单位的自存储更现实、更务

实。ＰｅｔｅｒＳｕｂｅｒ认为“就开放获取而言，自存储比开放

获取期刊的发展更有前景”［５］。鼓励各科研机构和科

研资助机构采取强有力的自存储政策。

　　读者是否享有以及享有哪些使用论文的权利，是

开放获取的重要标志，也是开放获取政策的重要体现。

根据笔者的调查，样本期刊的利用政策各异。６４．５６％

的期刊允许自由下载、保存、传递，但必须注明作者和

期刊出版信息；５５．７％的期刊规定不能制作衍生和汇

编作品；也有１１．３９％的期刊允许制作衍生和汇编作

品，但生成的新作品必须也开放获取，并许可读者有同

样的权利；６２．３９％的期刊规定不能进行商业性利用，

但也有３．８％的期刊允许进行商业性利用。商业性利

用，是很多开放获取的政策制订者所忌讳的。但国际

上也有一种倾向鼓励商业性的使用，比如英国研究委

员会（ＲＣＵＫ）在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６日公布的开放获取政

策中规定，如果收取了文章处理费（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Ｃｈａｒｇｅ，ＡＰＣ），就必须使用创作共享协议中的“署名”

许可（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Ｃ?ＢＹ），这样使得

其他人只要承认原作者就可以修改、改编或传播所许

可的作品，包括商业性使用［６］。《布达佩斯下一个１０

年建议》提出，如果可能，资助机构的政策应要求 ｌｉｂｒｅ

ＯＡ（消除价格和至少某些许可障碍），优先考虑ＣＣＢＹ

许可或类似的方式，作为学术作品出版、传播、利用和

再利用的最优许可［７］。这是一种最大限度上的开放获

取。值得注意的是，在本项调查中，３２．９１％的期刊对

此没有规定，表明相当数量的期刊对开放获取的权利

问题不够关注，或缺乏基本的认识。样本期刊的开放

获取利用政策如表１所示：
表１　样本期刊的开放获取利用政策（Ｎ＝７９）

选　　项
小计

（种）

比例

（Ｎ＝７９）

可自由下载、保存、传递，但必须注明作者和期刊出版信

息，不能进行商业性利用，不能制作衍生和汇编作品
４３ ５４．４３％

可自由下载、保存、传递，但必须注明作者和期刊出版信

息，不能进行商业性利用，可以制作衍生和汇编作品，但

生成的新作品必须也开放获取，并许可读者有同样的

权利

７ ８．８６％

可自由下载、保存、传递，但必须注明作者和期刊出版信

息，可以进行商业性利用，不能制作衍生和汇编作品
１ １．２７％

可自由下载、保存、传递，但必须注明作者和期刊出版信

息，可以进行商业性利用，可以制作衍生和汇编作品，但

生成的新作品必须也开放获取，并许可读者有同样的

权利

２ ２．５３％

无具体规定 ２６ ３２．９１％

　　与期刊的开放获取利用政策相关联，还须明确一

定形式的许可方式。国际上采用比较多的是知识共享

许可协议（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Ｌｉｃｅｎｓｅｓ，简称

ＣＣ）［８］，其中包括从“署名”到“署名－非商业性使用－

禁止演绎”（ＣＣＢＹＮＣＮＤ）等６种许可方式。调查结

果显示，国内对 ＣＣ的了解和使用非常有限，只有

６．３３％的科技期刊采用 ＣＣ或类似的协议；４６．８４％的

期刊没有采用任何许可协议，仅仅在作者须知、录用通

知或网站专门授权通告中用语言表达类似的提法，或

在网站其他地方加以说明，这均不符合开放获取的规

范。而且，４６．８４％的科技期刊没有任何形式的正式的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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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声明，如图３所示：

图３　采用的开放许可形式

　　从图３可看出，国内科技期刊对开放获取利用的
许可制度缺乏基本的认知，实践上更为薄弱。

　　尽管我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的利用政策不足，但
比较重视为开放出版论文提供个性化服务。调查显

示，有６０．７６％的期刊为作者提供免费印后本服务，有
４５．５７％的期刊为论文提供本期刊“相关文献”检索，
４０．５１％的期刊为论文提供网站下载统计，１８．９９％的
期刊为论文提供到其他搜索引擎、检索系统、社交网

络、论坛等的链接或检索接口，还有少量的期刊为论文

提供读者评论接口或其他服务（见图４）。总体来说，
这些期刊提供的个性化服务相对简单，对评论功能不

够重视，缺乏更多有效的增值服务。

图４　个性化服务情况

　　开放获取仍然需要必要的经费作保障，需要获得
一定的经费支持。通常，经费的来源包括对出版的论

文收取论文处理费（ＡＰＣ），或从其他渠道获得经费来
源。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期刊（占９１．１４％）并没有专
门对开放出版论文收取费用，意味着国内期刊开放出

版没有以专门收费作为运行费用的来源。只有少数期

刊在正常收费外，按篇收取开放获取费用 （占

５．０６％），或按版面收取开放获取出版费用（占
１．２７％）（见图５）。除非有国家投入或基金会支持，否
则，通过向作者收取开放出版论文处理费是解决开放

出版经费问题的主要途径。当然，收费必须合理，其收

费依据应经过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并接受公众的监督，

而不是追求营利而肆意提高收费标准。

图５　开放获取出版论文收费情况

　　在寻求作者出版费用支持的同时，如果能获得其
他途径的经费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不仅有利于减轻作

者的经济压力，而且也能够证明期刊的市场价值。根

据调查，３９．２４％的期刊通过出版印刷本收取订购费，
１８．９９％的期刊出版印刷本收取广告费，４６．８４％期刊
加入某种数字集成平台（如 ＣＮＫＩ、万方、维普等）收取
数字内容费，４６．８４％的期刊的主办机构提供房屋、水
电、网络、行政开支等运行经费，４０．５１％的期刊由主办
机构提供人员经费，还有少量（占２．５３％）的期刊通过
其他服务获得经费。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３０．３８％的
期刊没有常规经费以外的其他经费支持（见图６）。由
此可见，开放获取的经费问题仍然是困扰开放出版的

重要障碍。

图６　开放出版的经济支持方式

　　科技期刊在出版时或出版后一段时间即开放获取
固然理想，但由于运行模式、经费模式、可持续经营模

式等方面的问题，对很多期刊而言，真正实施起来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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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的困难。但学界已经开始意识到，即使不能实施

期刊本身的开放出版，也可以通过允许作者或作者所

在机构将论文存放到作者机构网站或作者机构知识库

中，提供开放获取与利用，这同样不失为重要而可行的

办法。这一模式被称为绿色开放出版，或开放获取的

绿色之路，又称为自存储（ｓｅｌｆ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
　　调查显示，１８．９９％的期刊允许自存储，并在作者
须知、录用通知或网站专门授权通告中专门说明；

１２．６６％的期刊虽然允许自存储，但没有专门告知；３１．
６５％的期刊没有明确的政策，但不反对；６．３３％的期刊
表示不允许，３０．３８％的期刊没有考虑过，如图７所示：

图７　自存储政策

　　由此可见，除了１８．９９％的期刊外，其他期刊都缺
乏明晰的自存储许可政策。不允许或没考虑过的比例

很高，充分说明各期刊自存储意识非常薄弱，还没有将

自存储作为开放出版和提高学术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更缺乏自主知识资产保护意识。这也可能与国内缺乏

自存储的平台环境（机构知识库）等有关。

　　我们还进一步了解了期刊允许作者将论文存放到
作者机构网站或作者机构知识库中的稿件的版本情

况。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期刊（占５０．６３％）允许存
储发表稿的ＰＤＦ版，其次是最终接受稿（占２１．５２％），
允许存储所投稿件初稿的最少，占 ５．０６％。但也有
３６．７１％的期刊没有规定（见图８），说明很多期刊在这
一问题上随意性很强。存储的论文版本越晚，其质量

越高，权威性就越强。

　　与存储版本相关的问题是自存储在作者机构网站
或机构数据库的开放获取时限（时滞期）。论文正式

发表后即可自存储的占２５．３２％，还有数量不多的期
刊规定论文正式发表半年或一年以后可以自存储，没

有规定的占５４．４３％。这再次证明一些期刊在开放获
取问题上的随意性，见图９。
　　开放获取出版是一种新的出版模式，人们从认知

图８　自存储允许的稿件版本

图９　自存储的时限（时滞期）

到接受都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克服一些困难。笔者

对期刊在实行开放出版中的主要困难进行了调查，提

供了６个选项，为避免简单全选，要求只能选择最主要
的三项。结果表明，各刊认为在开放获取中最大的困

难依次是：①开放出版论文的权利政策不清，可能影响
期刊和作者权益（占７７．２２％）；②不具备进一步发展
网站和开发个性化服务的能力和经济支持（占

６２．０３％）；③开放出版影响了订购费和广告费，难以支
持期刊可持续发展（占５３．１６％）。此外，认为存在的
困难还包括开放出版网站的知名度不高，不足以吸引

大量读者；作者不愿意支付开放出版费用；主办机构对

开放出版不支持或者持观望态度等（见图１０）。调查
结果显示，各期刊开放获取出版对权益问题最为关注

和担心，也认为自身缺乏足够的技术和经济能力，很多

期刊担心开放获取给订购费和广告费带来损失。

　　关于各刊对开放出版的期望，调查问卷提供了５
个选项，要求期刊选择最重要的三项。建立明确开放

出版论文的使用许可政策是各刊最大的期望（占８６．
０８），可见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其次是国家提供与
开放出版数量和质量挂钩的经费支持（占８４．８１％），
说明开放获取出版经费保障的重要性。此外，各刊还

期望建立明确的开放出版论文的作者权利管理政策、

加强主办机构对开放出版期刊的支持、加强对科技机

构和作者的宣传，等等，见图１１。

　　最后，笔者还对期刊是否制订了今后５年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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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开放获取出版最主要的困难

图１１　期刊对开放获取出版的期望

获取计划以及计划的内容进行了调查。结果是：少数

有计划，多数没有计划。有计划的只有 ２９．１１％，

７０．８９％的期刊没有任何开放获取计划。表明很多期

刊对开放出版的计划不足、设计不够、推动不力。有计

划的期刊，其计划主要体现在，调研国外相关学科的期

刊开放出版情况，梳理国外开放存取方面的政策，了解

国内学术期刊管理部门对开放出版的相关政策，确定具

体时间表，争取政策支持计划，强调提高系统对作者、读

者的服务能力，在本刊网站开放过刊，进一步缩短印刷

版出版后的开放时间，逐渐加入一些ＯＡ宣传平台，增加

本期刊网站链接的知名度，针对作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计划，逐渐加大和其他开放存取网站的合作力度，提供

开放获取模式供作者选用，加强开放出版政策学习，吸

取先进经验，不断健全和完善开放出版制度。此外，还

有计划与国际接轨，逐渐实现付费ＯＡ出版，等等。

３　思考和建议

　　通过对中国科协所谓的开放获取期刊的调查，可

以认为，尽管中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总体步伐在加快，

但中国科技期刊中实施完整意义上的真正的开放出版

的期刊数量很少。人们对开放出版的概念和运作体系

缺乏必要的知识，也缺乏加快发展的紧迫感。一些期

刊还处于观望的状态，或存在着不少的疑虑和担心。

的确，开放获取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期刊单方面努力

所能实现的，也不是短期内就能见到显著效果的。基

于此次调查结果，笔者认为，必须采取积极行动，加快

一些影响开放获取的重大问题的解决。

３．１　加强培训和业务指导
　　８年来，国内通过开放获取会议、论文、研究报告
等的宣传，人们对开放出版的理念基本上已经接受，但

缺乏具体政策的指导和业务运作的指南。在实施开放

出版过程中，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逐一地加以明确，并

采取可靠的措施予以解决。这就需要我们在今后一段

时间内，将开放获取工作重点转向进一步加强开放出

版实际工作的培训和相关问题的解决，帮助各期刊总

结和提出推进开放出版的计划和模版，为期刊的开放

出版提供强有力的运作支持。

３．２　重视平台建设
　　开放出版平台是开放获取所依赖的基础。要尽快
将期刊的出版平台改造为开放出版平台，加强其开放

出版功能的设计，并优化相关服务功能，提升期刊开放

出版的能力。对于开放出版模式，要有清晰的标示，引

导读者利用开放获取的期刊论文；对于自存储模式，要

明确规定自存储的时限、版本、利用和再利用政策。同

时，要加强对期刊论文基于文章层面的计量（ａｒｔｉｃｌｅ
ｌｅｖｅｌｍｅｔｒｉｃｓ），引导科学评价，即从对期刊的评价转向
对论文的评价。

３．３　加强机构知识库建设
　　要更广泛地建立机构知识库，为期刊实施自存储
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机构知识库建设的关键问题，

不在技术，而在政策的制订。要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

科研资助机构、期刊和作者各方制订自存储政策，并保

障各利益相关方具体实施相关的政策。要将机构知识

库的建设作为图书馆（特别是大学和专业图书馆）的

重要责任，不断完善功能，不断扩大影响力，保障机构

知识库的存缴数量和比例，增强机构知识库的统计分

析和知识服务能力。

３．４　重视制订开放获取政策
　　开放获取最关键的问题是政策导向问题，国家在
这一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一时难以制订国

家层面的开放出版政策，也应该研究和探索包括其他

各方权益在内的开放出版政策，消除人们的疑虑，保障

开放出版的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要协调各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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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争取给予开放获取最大的权益，给予读者利用上

的最大的便利。

３．５　探索可行的开放出版经济模式
　　与期刊开放出版有关，经济运行模式问题是人们
关注的焦点。期刊实施立即或延时的开放出版，必须

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保障措施。目前，国内不少期刊

的经费来源结构还是传统的模式，没有得到专门针对

开放出版的经费支持，这不利于 ＯＡ期刊的可持续发
展。为此，要将解决经费问题作为头等大事，免除 ＯＡ
出版的后顾之忧。解决的途径主要是争取国家支持，

但也要通过自己的知识服务，增加收入来源，减轻作者

的经济压力。

３．６　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
　　开放获取与各方的积极性密切相关。主办单位要
将开放出版的成效与奖励绩效挂钩，鼓励期刊编辑更

积极地参与，更大胆地探索，更积极地实践。要支持科

研成果验收与论文的开放出版和自存储到开放的知识

库相关联，支持作者将论文投稿到开放获取的期刊上，

支持科研机构和科研资助机构将工作重点放到扩大科

研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上，而不仅仅是经费资助。要支

持作者实施最短时间内的自存储，保障机构自主知识

资产的可靠保存和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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