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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放存取概念及产生背景 

 

 

1665年创刊于法国的 
第一本杂志 
《学者杂志》 

（ Jovrnal des Scavans ） 



1开放存取概念及产生背景 

 1.1产生背景 

 学术期刊危机；价格暴涨近180%，学术交流
受阻。 

 两种主要实现途径：OA期刊和OA仓储 

 各方参与：科研人员、出版机构、图书馆、科
研资助机构、政府等； 20世纪90年代末 



1.2开放存取概念 

 By "open access" to this literature, we mean its free 

availability on the public internet, permitting any users to 

read, download, copy, distribute, print, search, or link to the 

full texts of these articles, crawl them for indexing, pass them 

as data to software, or use them for any other lawful purpose, 

without financial, legal, or technical barriers other than those 

inseparable from gaining access to the internet itself. The 

only constraint on re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nd the only 

role for copyright in this domain, should be to give authors 

control over the integrity of their work and the right to be 

properly acknowledged and cited. 

 《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BOAI） 



1.3开放存取意义 

 “医学是研究如何挽救生命的科学。以病人
生命风险所换來宝贵的医学知识，不应被視
为任何人的知识财产， 在医学知识传播过
程中，不应該有任何人为的障碍”。   

 

 上海复旦大学曾昭冲，放射医学博士，BMC 
Cancer期刊编审委员 



1.4开放存取三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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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pen access译名：开放存取 

 

 



1.6开放存取出版的类型 



2.1开放存取发展标志性进展 

 最初倡导 

 BOAI 

 柏林宣言  

 OECD宣言  

 IFLA声明  

 北京研讨会  

 英国免费获取计划 



 



Free access to British scientific research within two years  

 The government is to unveil controversial plans 

to make publicly funded scientific research 

immediately available for anyone to read for 

free by 2014, in the most radical shakeup of 

academic publishing since the invention of the 

internet. 



2.2开放存取发展历史纪年表  

 第一阶段：持续到2003 年5 月20 号《布
达佩斯开放获取宣言》发布。以开放源代码
软件的发布为特点。 

 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以2003 年12 月12 日
联合国世界信息峰会公布行动计划为标志，
标志着开放存取这一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获得
共识，并开展行动。 



Open source software  

Dspace（MIT） 

EPrint（Southampton） 

Feodra 

Drupal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pen Journal Systems 

Open Arch 



CAS-IR(中科院):Dspace二次开放 



香港科技大学：Dspace 

 



台湾大学机构仓储：Dspace 



MIT机构仓储：Dspace 



2.3现状：OAR 

http://www.opendoar.org/index.html


1 国际开放课程联盟 http://www.ocwconsortium.org/  

2 中国开放教育资源协会（CORE） http://www.core.org.cn/  

3 开放课程计划（OOPS） http://www.myoops.org/cocw/  

4 大学堂（视频） http://greatlearning.grids.cn/  

5 日本开放课程联盟 http://www.jocw.jp/  

6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MIT OCW中文简体 http://ocw.mit.edu/OcwWeb/web/courses/lang/cn2/cn2.htm  

MIT OCW中文繁体 http://ocw.mit.edu/OcwWeb/web/courses/lang/cn1/cn1.htm 

MIT主站 http://ocw.mit.edu  

西安交大镜像 http://ocw.xjtu.edu.cn  

浙江大学镜像 http://ocw.zju.edu.cn  

7 卡耐基梅隆大学（CMU OLI） http://www.cmu.edu/oli  

8 莱斯大学（Rice Connexions） http://cnx.rice.edu/content  

9 索菲娅（Sofia OCI） http://sofia.fhda.edu/gallery  

10 塔夫茨大学（Tufts OCW） http://ocw.tufts.edu  

11 犹他州立大学（USU OCW） http://ocw.usu.edu/Index/ECIndex_view  

1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HSPH OCW） http://ocw.jhsph.edu/  

13 伯克利大学 http://webcast.berkeley.edu/  

14 东京大学 http://www.putclub.com/jocw/tokyo/index.htm  

15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经济系 http://web.uvic.ca/econ/info.html  

16 国立交通大学（台湾） http://ocw.nctu.edu.tw/  

17 英国开放大学 http://openlearn.open.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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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开放存取资源增势 

全球开放存取机构典藏的增长 



亚洲开放存取典藏机构现状 

 

Source : OpenDOAR,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October 7,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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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存取资源增势 



台湾开放存取机构典藏的增长 

2.4开放存取资源增势 



开放存取类期刊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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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开放存取资源增势 



开放存取型学术期刊学科分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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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有学术出版的不足 

 3.1科研人员 

 更新时滞 

 数据库访问权限 



3.2图书馆 

  各数据库存在大量重复 

   数据各馆重复订购 

   各数据库价格昂贵 

   外文库价格涨幅过大 

   外文库利用率低 

   无法摆脱捆绑销售  



 3.3政府提供基金资助 ，出版商控制文献的获取； 

 3.4商业出版商牟取的利润：利润平均在20%-40%  



4开放存取对学术出版的影响 



4.1市场化还是公益化  



4.2学术期刊国际化  

 关于开放存取未来市场占有率的预测 

 
Year 2000 
 
 
 
~0% 
 
 

 
Year 2010 
 
 
 
~10% 
 
 

 
Year ? 
 
 
 
~50% 
 
 

Year 2021 

假设： 

 
总出版量每年以3.5%增长 

 
OA出版量每年以20%增长 
  



4.3拓展服务手段 

Springer Open Choice其中30多种期刊2011年降低订费 



Springer 是混合型期刊的先驱 

从2004年开始， Springer允许作者可选择传统或开放存取出版方式。 

 

 



參與混合期刊出版試驗計劃的學術機構…… 



4.4缓解我国科技期刊信息资源分散的状况  



4.5减小数字鸿沟 

Global Share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2008/2009

OA Article Share 
9.4% (~126,900) 

Total annual article 
output 

~1.35 million 



4.6科研人员对OA出版的接受与认可程度  

Open Access 



 国内对开放存取出版较为了解的学科为生命科学和物理科学, 

其领域科研人员对开放存取“非常了解”的比例分别为14. 

6%、15%。 

 我国用户对国内外运行较成功的开放存取资源系统, 如开放存

取期刊名录(DOAJ)、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科学公共图书馆

( PLoS)、奇迹文库等, 了解其中1个及1个以上的占53%。 

 接受程度：国内医学领域用户对开放存取期刊的接受程度超过

50%; 20.08%的用户在选择自己成果出版模式时选择开放

存取期刊; 如用户单位将开放存取期刊与传统期刊同等看待, 

则有12. 6%的用户优先选择开放存取期刊, 有55. 12% 的

用户认为开放存取期刊与传统期刊均可。 



各国开放存取政策 









5学术期刊开放存取出版模式  



5.1 现 状 

 开放程度：完全OA 出版和选择OA 出版两种。完全
OA 出版是指学术期刊现刊各期所有文章均可开放获
取; 选择OA 出版是指期刊部分开放获取, 即只有部分
论文可开放获取。 

 开放时间：即时OA 出版和延迟OA 出版。即时OA 出
版是指开放获取出版与印刷版同步; 延迟OA 出版是指
印刷版发行一段时间后再开放获取。 

 2010 年调查显示, 我国科技领域开放获取期刊中
80.9%的期刊实行完全OA 出版, 19.1%的期刊是选
择OA 出版, 69.7%的期刊为即时OA 出版, 30. 3%
的期刊为延时OA 出版。 



5.2运营机制 

 作者付费( 包括评审费、编辑加工费等所有出版费用) 

 广告或赞助收入补贴 

 会员费 

 其他收入（增值服务、社会资助等） 



5.3多种付费机制并行 

 建立在3B理论框架下的自负盈亏运作机制 

 建立在经济学效益成本分析基础上的多方付
费机制 

 建立在科学版权评估基础上的版税补偿机
制。 



6促进我国开放存取学术出版的思路与建议 



 6.1纳入科研评价体系 

 作为对现有科研绩效评价体系的补充，国家科技管理部
门应该建立一套针对开放存取出版发表科研成果的评级
体系。 

 对于国内外的高水平开放存取出版平台应该予以认可。 

 将已有的开放存取期刊、开放存取仓储等予以划分层
级，可参照传统期刊的权威、核心、一般三级划分标
准。 

 只有这样，才能激励作者向网络平台投稿，解决学术成
果开放存取出版的源动力不足问题。 

 教育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项目  



 6.2版权 

 版权垄断阻碍了科技期刊开放存取的发展。 

 缺乏相应的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 

 由于对开放存取缺少了解，一些人存在对开放存取版权

的错误认识。比如，有些人认为开放存取出版是没有版

权的出版，从而出现一些轻视或无视版权的行为。 

 法律不够健全或执行不力，少数用户道德素质不高和相

关技术的限制等原因，出现一些学术不端行为，使作者

的权利得不到维护。 



 6.3平台融合 

 检索方式的统一； 

 检索结果的统一； 

 学科类目的统一； 

 6.4内容融合：OA仓储与OA期刊 

 6.5国际接轨、国际规则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