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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概述



 开放获取是在网络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重要学术交流模式，它是国际学术界、出版界、
图书情报界为打破商业出版者对学术信息的垄断和暴利经营而采取的推动科研成果通过
Internet免费或低价地、自由利用的运动。（学术期刊危机、信息获取困难）

 开放获取的目的是促进学术信息的广泛交流及资源共享，促进利用互联网进行学术交流与出版，
提高科学研究成果的产出率，使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都能平等、有效地利用人类的科技文化成
果。

开放获取产生背景



年份 中国通涨率

2009 -0.73%

2008 5.93%

2007 4.82%

2006 1.65%

2005 1.78%

2004 3.82%

2003 1.13%

2002 -0.73%

2001 0.72%

2000 0.35%

年份 中国通涨率

1999 -1.4%

1998 -0.77%

1997 2.79%

1996 8.31%

1995 16.79%

1994 24.26%

1993 14.61%

1992 6.35%

1991 3.56%

1990 3.05%

1990-2021年中国通涨率

年份 中国通涨率

2022 3.7%

2021 0.98%

2020 2.42%

2019 2.9%

2018 2.07%

2017 1.59%

2016 2.0%

2015 1.44%

2014 1.92%

2013 2.62%

2012 2.62%

2011 5.55%

2010 3.18%





排名 国家/地区 所在洲 年份 通涨率

1 苏丹 非洲 2021 382.82%

2 黎巴嫩 亚洲 2021 154.76%

3 津巴布韦 非洲 2021 98.55%

4 苏里南 美洲 2021 59.11%

5 阿根廷 美洲 2019 53.55%

6 伊朗 亚洲 2021 43.39%

7 埃塞俄比亚 非洲 2021 26.84%

8 赞比亚 非洲 2021 22.02%

9 土耳其 欧洲 2021 19.6%

10 安哥拉 非洲 2019 17.08%

世界各国居民消费价格通货膨涨率(CPI增长率)



自1984-2005年以来，美国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CPI）增长了88％，高等教育价格指数

（Higher Education Price Index，简称HEPI）增长了

128％，而期刊价格指数（Periodicals Price Index，简

称PPI）则增长了536％ 。



• 2000年以来CNKI公司对该校的报价，每年价格涨幅都超
过10%，特别是2012年涨幅高达24.36%，从2010年到
2016年的报价涨幅为132.86%，年平均涨幅为18.98%。

• 外文电子资源每年涨幅达10%左右。

数据库涨幅巨大







序号 机构名称 年度总经费（元）

1 中山大学图书馆 133349480.0

2 北京大学图书馆 92683968.0

3 复旦大学图书馆 77098312.0

4 浙江大学图书馆 64669968.0

5 清华大学图书馆 57348040.0

6 武汉大学图书馆 52887644.0

7 西南大学图书馆 48111060.0

8 四川大学图书馆 46750592.0

9 南京大学图书馆 42636924.0

10 山东大学图书馆 40571816.0

2017 年 887 所高校图书馆年度总经费统计表
注：数据出自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为各馆自报，
提取日为 2018 年 12 月 13 日

序号 机构名称 年度总经费（元）

1 中山大学图书馆 111329001.6

2 北京大学图书馆 98523876.1 

3 复旦大学图书馆 93900940.3 

4 浙江大学图书馆 66137612.6 

5 清华大学图书馆 61982212.2 

6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56417597.0 

7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52481300.4 

8 武汉大学图书馆 51609374.3

9 山东大学图书馆 51231822.0 

10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47211542.7

2018 年 1026 所高校图书馆年度总经费统计表
注：数据出自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为各馆自报，
提取日为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9年1278所高校图书馆年度总经费统计表
注：数据出自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
为各馆自报，提取日为2020年8月30日。

序号 机构名称 年度总经费（元）

1 中山大学图书馆 142740096.0 

2 北京大学图书馆 94722304.0 

3 清华大学图书馆 69764344.0 

4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64750184.0 

5 浙江大学图书馆 64697224.0 

6 武汉大学图书馆 62038448.0 

7 复旦大学图书馆 57388948.0 

8 四川大学图书馆 50938100.0 

9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49272996.0 

10 南京大学图书馆 44604900.0 

序号 机构名称 年度总经费（元）

1 中山大学图书馆 118401956.5 

2 北京大学图书馆 85794308.4 

3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70933093.3 

4 清华大学图书馆 65798116.0 

5 山东大学图书馆 60060092.3 

6 复旦大学图书馆 58262625.9 

7 武汉大学图书馆 55281056.3 

8 浙江大学图书馆 54483377.8 

9 江苏大学图书馆 53791793.7 

10 同济大学图书馆 51666235.9 

2020年1207所高校图书馆年度总经费统计表
注：数据出自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
为各馆自报，提取日为2021年6月15日。



2021 年 1322 所高校图书馆年度总经费统计表
注：数据出自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
为各馆自报，提取日为2022年10月7日。

序号 机构名称 年度总经费（元）

1 中山大学图书馆 84611757.0

2 北京大学图书馆 75851601.7

3 清华大学图书馆 71258540.9

4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69576326.4

5 复旦大学图书馆 62855089.1

6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62050069.9

7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61350542.9

8 浙江大学图书馆 59336470.0

9 山东大学图书馆 55308294.0

10 武汉大学图书馆 54467347.4

2021年1322所高校图书馆年度总经费统计表
注：数据出自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
为各馆自报，提取日为2022年10月7日。

序号 机构名称 年度总经费（元）

1 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图书馆 45402.0

2 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图书馆 39700.0

3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图书馆 35000.0

4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30701.9

5 松原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30068.5

6 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29450.0

7 鹤壁能源化工职业学院图书馆 20009.0

8 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图书馆 19176.1

9 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图书馆 17463.0

10 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15180.9



2018 年 1026 所高校图书馆年度总经费统计表
注：数据出自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为各馆自报，提取日为 2019 年 9 月 30 日。

序号 机构名称 年度总经费（元）

1 中山大学图书馆 111329001.6

2 北京大学图书馆 98523876.1 

3 复旦大学图书馆 93900940.3 

4 浙江大学图书馆 66137612.6 

5 清华大学图书馆 61982212.2 

6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56417597.0 

7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52481300.4 

8 武汉大学图书馆 51609374.3

9 山东大学图书馆 51231822.0 

10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47211542.7

序号 机构名称 年度总经费（元）

1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46236.1 

2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图书馆 60000.0 

3 青海民族大学图书馆 62000.0

4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图书馆 66000.2

5 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图书馆 70031.0 

6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70474.7 

7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图书馆 90598.4

8 江西新能源科技学院图书馆 100000.0 

9 长春教育学院图书馆 100329.0 

10 德宏职业学院图书馆 108197.7 



2019年1278所高校图书馆年度总经费统计表
注：数据出自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为各馆自报，提取日为2020年8月30日。

序号 机构名称 年度总经费（元）

1 中山大学图书馆 142740096.0 

2 北京大学图书馆 94722304.0 

3 清华大学图书馆 69764344.0 

4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64750184.0 

5 浙江大学图书馆 64697224.0 

6 武汉大学图书馆 62038448.0 

7 复旦大学图书馆 57388948.0 

8 四川大学图书馆 50938100.0 

9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49272996.0 

10 南京大学图书馆 44604900.0 

序号 机构名称 年度总经费（元）

1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图书馆 10350.0 

2 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图书馆 17500.0 

3 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资料室图书馆 18200.0 

4 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图书馆 20600.2 

5 安徽工程大学图书馆 27126.8 

6 武夷山职业学院图书馆 27384.6 

7 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30946.8 

8 松原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31729.0 

9 天津广播影视职业学院图书馆 37040.2 

10 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图书馆 40000.0 



2020年1207所高校图书馆年度总经费统计表
注：数据出自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为各馆自报，提取日为2021年6月15日。

序号 机构名称 年度总经费（元）

1 中山大学图书馆 118401956.5 

2 北京大学图书馆 85794308.4 

3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70933093.3 

4 清华大学图书馆 65798116.0 

5 山东大学图书馆 60060092.3 

6 复旦大学图书馆 58262625.9 

7 武汉大学图书馆 55281056.3 

8 浙江大学图书馆 54483377.8 

9 江苏大学图书馆 53791793.7 

10 同济大学图书馆 51666235.9 

序号 机构名称 年度总经费（元）

1 四平职业大学图书馆 10000.0 

2 江西新能源科技学院图书馆 14705.0 

3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图书馆 21005.6 

4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1363.0 

5 厦门安防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 22000.0 

6 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图书馆 22004.5 

7 西藏藏医大学图书馆 25535.0 

8 安徽工程大学图书馆 30000.0 

9 武夷山职业学院图书馆 30793.2 

10 松原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31198.6 



2023/4/17

什么是开放获取

 根据2002年签署的《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宣言》：

 开放获取（Open Access，简称OA），指通过公共网络可以提供所有用户免费使用，包括
阅读、下载、复制、传递、打印、检索全文信息。

 开放获取是在基于订阅的传统出版模式以外的另一种选择，任何人在遵循CC协议的情况下都
可以免费获取和使用开放获取资源。

 简单的说，”free availability and unrestricted use”

免费获取，不限制使用



• OA的5个基本特征：网络获取、免费、全文、同行评议和
版权所有者认同。

• OA的6个其他特征为：OA资源的组织上遵循OAI-PMH；
遵循有关的OA版权协议；作者拥有版权；永久获取；尽可
能快的自己存储；免费下载、打印、传播、制作衍生作品、
少量印刷(非商业、合法目的)。



• 金色OA——OA期刊

• 绿色OA——机构仓储（IR）、学科仓储（如arXiv）

OA模式



• 科学数据的开放获取

2004年1月，经合组织(OECD)科技政策委员会发布《开放获取公共资助研究数据的宣言》，
提出要建立公共资助的研究数据的开放获取机制

开放获取的进一步衍生



• 教育资源与教育过程的开放获取

2007年9月，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开放教育会议上发布了《开普敦开放教育宣言——解放开

放教育资源的潜力》

开放获取的进一步衍生



历年国际开放获取周主题

• ◀ 2012年的主题：“让开放获取被承认”
• ◀ 2013年的主题：“重新定义影响力”
• ◀ 2014年的主题：“继承开放”
• ◀ 2015年的主题：“开放合作”
• ◀ 2016年的主题：“开放行动”
• ◀ 2017年的主题：“开放科学与创新服务”
• ◀ 2018年的主题：“为开放知识建立公平的基础”
• ◀ 2019年的主题：“为谁开放？开放知识中的公平”
• ◀ 2020年的主题：“有目的的开放：采取行动建立结构性平等与包容”
• ◀ 2021年的主题：“我们如何开放知识很重要：建立结构性公平”
• ◀ 2022 年的主题：“为气候正义开放”







OA资源获取途径



开放获取途径

 OA期刊：SpringerOpen（OA期刊、图书）；BioMed Central；

PubMed Central；PloS（科学公共图书馆）

 OA仓储：学科仓储如ArXiv；机构仓储如Dspace@MIT

 集成类OA资源：DOAJ（开放获取期刊目录）；OpenDOAR（开放获

取仓储目录）；Socolar（收录OA期刊、OA仓储）

 OA资源的搜索：比菲尔德学术搜索引擎（BASE）等



开放获取期刊名录

• 截至目前，OA期刊约19000+种







arxiv提交增长情况



http://repec.org/经济学方面知名仓储



中国的预印本系统



http://www.ssrn.com/ 



http://cogprints.org认知科学领域的知名仓储



IR发展



1、 MIT(http://dspace.mit.edu/)
MIT Open Access Articles

2、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2002年建立了本校的开放存取仓储，
为本校研究人员和学术的作品提供开放存取服务，网址：http://eprints.soton.ac.uk；该仓库是
JISC TARD (Targeting Academic Research for Deposit and Disclosure)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

3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2003年建立了本校的开放存
取仓储，为本校研究人员的学术作品提供开放存取服务，网址：
http://tspace.library.utoronto.ca

4、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D-Scholarship仓库
网址：http://dscholarship.lib.fsu.edu

5、剑桥大学IR 
http://www.dspace.cam.ac.uk/ 
由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和University Computing Service维护，提供剑桥大学相关的期刊、
学术论文、学位论文等电子资源。

国外IR

http://tspace.library.utoronto.ca/




国外网络公开课平台

• Coursera 
• edX
• Udacity
• Kehan Academy 
• NovoEd 美国，斯坦福大学建立的平台，以商科课程为主
• iversity 德国，面向全世界征集网络课程，英语、德语授课
• Open2Study 澳大利亚，课程视频都放在 Youtube 上，比较难访问
• Spanish MOOC 西班牙语学习平台
• FUN  法国数字大学，法语授课
• Veduca 巴西，葡萄牙语授课
• colmenia 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以程序开发和管理 方面的课程为主
• Schoo 日语授课
• OpenUpED 汇集了 12 门语言的欧盟平台

国内网络公开课平台

• 中国大学精品开放课程（爱课程）

• 中国教育在线开放资源平台

• 新浪公开课

• 搜狐公开课

• 网易公开课

• 优酷网视频课程

• 腾讯视频课程

• 中国网络电视台

• 多贝公开课

• 过来人公开课

• 果壳网MOOC学院

• 学堂在线

• 好大学在线



IR数量增长图



IR数量国家分布



IR资源类型分布



IR平台软件分布



IR资源学科分布





出版商政策



• 它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机构，总部位于德国。
• 仅在2019年，就发表了超过10万篇OA文章。
• 2015年，Springer与自然出版集团合并，成立Springer Nature。

Springer Nature拥有大约2000本传统的订阅期刊为作者提供OA选
项，即混合OA（hybrid OA）模式。如果作者选择OA，则在缴纳论
文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简称APC）后可以在论文发
表后立即获得金色OA权利。金色开放获取是指在论文发表时立即在
出版商的在线数据库实现永久的开放获取。Springer目前还拥有大约
600本非订阅获取的OA期刊，称为完全OA期刊。作者采用的OA知识
共享协议主要是CC BY和CC BY-NC。

Springer





• 它是全球最大的出版社之一，总部位于荷兰，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大约
占全球总量的16%。

• Elsevier拥有大约2700种学术期刊，包括The Lancet(《柳叶刀》)和Cell
（《细胞》）等顶级期刊。Elsevier旗下的Science Direct是极具权威性
的全文数据库（一级数据库），而旗下的Scopus数据库是世界上最大的
文摘和参考文献型数据库（二级数据库）。Elsevier也使用混合OA模式
为作者在订阅获取期刊上发表论文时提供OA选项。OA的论文处理费从
250到6000美元不等。Elsevier拥有大概300本完全OA期刊。

• 2019年11月，Elsevier的首席执行官Kumsal Bayazit在美国查尔斯顿会
议上着重介绍开放获取，将Elsevier的未来描述为“持续朝着开放获取与
开放数据相结合的开放科学的愿景前进”。这表明Elsevier作为全球最大
的学术出版商在开放获取方面已改变策略

Elsevier（爱思唯尔）







• 它具有200多年的学术出版历史，总部位于美国。

• Wiley拥有大约2600本期刊，其中包括79本高质量的完全OA期刊，
影响因子在1到12之间。Wiley对大约一半数量的订阅获取期刊以
混合OA模式提供OA选项，在作者支付论文处理费后可以发表在
Online Open网站。Wiley在2020年收购了于1997年在埃及创立
的私人控股公司Hindawi Limited。

• Hindawi拥有200多本同行评议的科学、技术和医学期刊，是最早
将全部期刊转变为完全OA的出版商之一，在推进开放获取方面非
常积极并盈利颇多，被认为是OA行业的先驱之一。

• 这次对Hindawi的收购使得Wiley的完全OA期刊数量增长了一倍多。
在收购前，Wiley和Hindawi拥有联合品牌的9种期刊。Hindawi的
OA论文出版费用大约是300到3400美元不等。

John Wiley & Sons（约翰威利父子公司）







• 它成立于1965年，总部位于美国

• 拥有大约1000本期刊。Sage对所有订阅获取期刊均以混合OA模式
提供OA选项，使得作者既能遵守科研资金资助机构的开放获取发
表要求，也能在他们喜欢的传统订阅期刊上发表论文。多数Sage期
刊的论文处理费是3000美元左右。Sage目前拥有205本完全OA期
刊。

Sage Publishing（世哲出版公司）







• 它成立于1798年，目前拥有4623本期刊，其中包括190本
完全OA期刊。大约一半数量的订阅获取期刊具有OA选项。
论文作者常用的知识共享协议类型是CC BY-NC-ND。

除了上述五家比较大的出版社，还有一些出版社在完全OA期
刊方面比较活跃，包括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和
Multidisciplinary Digital Publishing Institute（MDPI，多
学科数字出版机构）。

Taylor & Francis Group（泰勒弗朗西斯集团）





• 于1963年成立，总部位于美国，主要致力于计算机、电子、
电气方面的科研业务。

• IEEE的大多数期刊（大约300本）均以混合OA模式提供
OA出版选项，即同时允许基于订阅的传统发表方式和基于
作者付费的OA发表方式，以满足作者和科研基金资助机构
在投稿期刊选择上的不同喜好和需求。

• IEEE目前拥有大约20本完全OA期刊。

IEEE



• MDPI 是完全OA期刊的先驱出版社之一，于1996年成立，总部位于
瑞士。

• MDPI目前拥有205本同行评议的完全OA期刊。很多作者以CC BY类
型订立知识共享协议。对于需要更强保护性许可的作者，可以考虑采
用CC BY-NC等。

• MDPI出版的完全OA期刊目前有56本被SCIE和SSCI收录。
• MDPI的完全OA期刊中包括一些高影响因子期刊，例如Molecules

（1996年出版，影响因子曾为3.06）、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2000年出版，影响因子曾为4.18）、
Sensors（2001年出版，影响因子曾为3.03）、Energies（2008年出
版，影响因子曾为2.71）、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04年出版，影响因子曾为2.47）、
Viruses（2009年出版，影响因子曾为3.81）、Remote Sensing
（2009年出版，影响因子曾为4.12）。

MDPI（Multidisciplinary Digital Publishing Institute ，多学科数字出
版机构 ）



SCIE中的OA论文



出版商OA政策（数量增长图）



支持OA的出版商的国家分布



国家政策支持



政策支持



• Funder (79)

• Funder and research organisation (54)

• Multiple research organisations (11)

• Research organisation (e.g. university or research institution) (557)

• Sub-unit of research organisation (e.g. department, faculty or school) (70)

政策支持





自存储



有关自存储
定义：所谓自存储就是作者把他们的科研论文存储在一个公用的数字仓
库中，供大家免费检索。
思想来源
概念提出
Stevan Harnad, The self-archiving initiative, 26 April 2001 Nature 
410, 1024 - 1025 (2001) [O].
http://users.ecs.soton.ac.uk/harnad/tp/nature4.htm
实现途径
自存储的内容
自存储的需求分析





• 在存储什么这一问题上，大部分倾向于存储同行评议出版物；存储的版本要么是作者手稿的最后版
本，要么是出版商版本，即存储的版本应保持与正式出版物在内容上的一致性；大部分未对存储格
式做出具体规定，但也有少数机构规定必须为PDF格式。

• 有关存储时间，基本上要求尽快存储；提出可以接受的出版协议限制是在出版的6-12个月以后进行
存储，但是元数据必须在文章发表时就进行存储。

• 有关存储地点，绝大多数要求存储到IR中，也有少数要求存储到学科仓储或指定的仓储中。

• 有关存储条件：
 有的没有提出任何条件；
 有的提出必须尊重出版商的版权政策；
 有的提出元数据中必须包含有出版商网站的链接；
 有的鼓励作者保留出版物的版权。

存储什么、存储时间、存储地点、存储条件等



• 信息产出者的科研人员

• 信息利用者的科研人员

• 科研机构

• 出版商

• 图书馆

自存储的需求分析



• 处理论文的版权（要求保留版权）

• 在无法保留版权的情况下，制作出版协议补遗，保留自存储的权利

如何自存储



OA资源检索



• 如何让越来越多的OA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 目前，国内做OA平台提供OA资源的软件厂商越来越多。大多数的
思路是：收集尽量全的元数据，做一站式检索。有的厂商甚至把全
文都收集起来统一存储。在此基础上，有的平台不仅提供元数据的
检索还提供刊一级的浏览导航，还有的平台提供全国统一认证接口，
加入联盟便可使用平台。



1、Socolar



2、CWOA
（http://free.cwkeji.cn）
免费学术资源平台

由北京创文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推出



3、OALib免费论文搜索引擎
OALib是一个学术论文网站，其中涵盖数学、物理、化学、人文、生物、材料、医学和人文科学等领域，文章均可免费下载。



4、Semantic Scholar
该网站是由微软联合创始人Paul Allen做的免费学术搜索引擎、其检索结果

来自于期刊、学术会议资料或者是学术机构的文献。

收录文献量已超过两亿篇，并在不断增长中！
✔ 学科范围：Semantic Scholar 几乎覆盖所有的学科领域。

✔ 文献类型：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及学术机构的学术文献。

✔ 文献语种：目前主要是英语文献，将来可能支持其他语言。

✔ 合作伙伴：全球500多家学术出版商、大学出版社和学术团体



比菲尔德学术搜索引擎（BASE）

5、比菲尔德学术搜索引擎（BASE）
BASE提供超过来自10，000个信息源（sources）的3亿多条文献，

60%可免费获取全文







• 6、Sci-Hub
Sci-Hub:SciHub科研学术网址导航

文献下载利器，有你想不到的惊喜！

在各大小杂志上看到的英文文献，90%以上都能免费下载。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www.scihub.net.cn/


• SPARC（学术出版与学术资源联盟）
SPARC的宗旨在于，旨在纠正学术出版体系的不平衡现象，解决学术机构间信息交流不畅的问题，协助建立网络及

数字化的环境，促进广泛的学术信息资源获取与共享，致力于推动和创建一种基于网络环境的真正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
交流体系。

促进OA发展的重要机构



• EIFL（图书馆电子信息组织）
EIFL创立于1999 年，总部设于意大利，宗旨是促进亚、非、欧、拉美等洲的60多个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的图书馆合作，
满足对教育、学习、研究和持续社区发展等方面对知识共享的需求，最终消除发展和转型中国家的知识壁垒。资金主要来
自安德鲁·梅隆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欧委会的FP7（7th Framework Programme）和
Tempus 计划、开放社会基金会、UNESCO 和惠康基金会的资金支持。EIFL主要进行以下几方面工作：搭建国际OA知识
库，以保证其长期持续性；提供培训活动，提供有关OA政策及在OA期刊、知识库、开放数据和开放教育资源等方面实践
的一系列专业内容；在全球范围内号召实行OA政策并推动形成法规制度。

促进OA发展的重要机构



• OASPA（开放存取学术出版协会）

由英国最大的慈善机构卫尔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发起
OASPA的宗旨是支持和代表全球科学、技术和各学科领域的开放存取期刊出版者的利益，通过信息交流、制定行业标准、
开发商业模式和出版模型，倡导“金色之路”-出版开放存取期刊，促进教育发展，激励创新。

OASPA的创始会员来自开放存取的先驱，包括英国的生物医学中心（BioMed Central），美国的科学公共图书馆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PLoS)，辛迪维出版公司（Hindawi Publishing Corporation），共同出版社（Co-
Action Publishing），哥白尼（Copernicus），医学教育在线Medical Education Online (David Solomon)， SAGE，
SPARC Europe and Utrecht University Library (Igitur)，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Gunther 
Eysenbach)等。

OASPA的会员对学术出版者与专业出版机构开放，包括大学出版社、盈利性出版机构和非盈利性出版机构。会员应真正
对开放存取期刊的出版感兴趣，签署柏林宣言或布达佩斯宣言，必须出版过至少一种全文开放存取期刊。也欢迎其他支持
OA期刊出版或对发展开放存取有兴趣的个人和机构。会员资格及申请表可通过OASPA网站获取。

促进OA发展的重要机构



• 开放获取知识库联盟（COAR）
创立于2009年10月，是在欧洲的DRIVER项目的基础上拓展到全球的成果。为保障项目资金的可持续性，DRIVER项目又吸收日
本、中国、拉美、加拿大和美国的机构参加成立了这个跨地区、跨学科的全球OA知识库。目前已有欧美、亚洲共23个国家的90
家机构加盟，实现跨地区的全球科研信息互联共享。

COAR旗下有3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各有职责、目标和工作任务。其中一个组负责知识库内容建设，目前遇到存储的时间和激励
机制不够，资助机构和大学缺少政策支持的意识、出版商对自助存缴政策的概念模糊等问题。这个工作组将帮助COAR成员单位
消除这些壁垒；第二组负责知识库的互操作性；第三组重点支持知识库网络框架建设以及培训知识库管理人，支持地区和全国的
知识库计划并推动知识库管理人才的专业化。

COAR制定了清晰的开放存缴的互操作路线图：到2013年，对IR现有的和新增的互操作服务、与这些服务相关联的互操作性标准
和指南等方面做整体描述，提出互操作性应具有作者标识、自动存储、存储网络、使用统计、长期标识符、跨系统内容转换等7方
面功能。到2015年，明确互操作性及其标准规范的内容和基础设施政策并加以推动。

促进OA发展的重要机构



• 开放获取政策机构联盟（COAPI）

促进OA发展的重要机构



• OAI协议——解决开放获取系统之间数据互通问题

与OA相关的重要标准



• 创作共用-署名许可（CC BY）——解决开放获取的版权问
题

与OA相关的重要标准







• 为了帮助学者们辨别这些掠夺性出版商，弗里·比尔制作了一个称为“掠夺性开放存取期刊”的黑名单
（http://scholarlyoa.com/publishers/）

• 截止目前，1088个email，2425家出版社

掠夺性出版商

http://scholarlyoa.com/publishers/


• 八种著名开放存取期刊发文、收费、影响因子及中国作者贡献费用一览表



潜在掠夺性期刊的明显特征



中科院-预警期刊名单





国内OA资源
•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教育部支持）

http://www.paper.edu.cn/
• 中国预印本系统（科技部支持） http://prep.istic.ac.cn
• 检索平台Socolar （中国教育进出口公司）
http://www.socolar.com/
• 中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科学院支持）
• 民间：奇迹文库（www.qiji.cn 无法链接*）





• 目前预印本系统的用户信息已经并入NSTL网络服务系统之中



中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



网络信息使用问题

仔细甄别网络信息真伪；尊重保护网络知识产权！



• 长久以来，出版集团始终在学术出版领域占据主动地位，
大量一流学术期刊被其垄断。

• 开放获取运动的目的是重塑学术出版体系，希望在科学公
有主义和出版商的商业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在保证科研
人员快速便捷获得科学文献和学术信息资源的前提下，尽
可能让出版商获得合理利润。



搜索引擎概述



中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为75.6%

中国域名总数为3440万；5G基站总数达231万个

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增长最为明显，截至2022年12月，短视频用户规模首次突破十亿，

用户使用率高达94.8%。

CNNIC统计数据（截至2022.06）



搜索引擎，对应英文为Search Engine（SE）

指根据一定的策略、运用特定的计算机程序从互联网上搜集信息，

在将信息进行组织和处理后，为用户提供检索服务，将用户检索相

关的信息展示给用户的系统。

搜索引擎定义



新时代三大搜索引擎？



主流搜索引擎



一般搜索引擎

学术搜索引擎（百度、谷歌学术）

元搜索引擎综合搜索引擎

垂直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分类



目录型搜索引擎（新浪）

检索型搜索引擎（谷歌、百度）

互动型搜索引擎（谷歌的爱问、ASK）



分类浏览

按关键词进行检索

互动功能

搜索引擎功能



综合型搜索引擎

综合型搜索引擎：也称为通用搜索引擎，以Baidu、Google为代表

 利用计算机程序采集数据，建立索引库

 支持关键词检索

 收录范围广，检索结果准确度较低



垂直搜索引擎

垂直搜索引擎：针对某一特定领域、特定人群或特定需求提供搜索服务。

其特点是“专、精、深”，且具有行业色彩

 比价：慢慢买、一淘网

 旅游：去哪儿、携程、途牛旅游网

 文档/电子书：豆丁网、百度文库、EBOOKEE

 医学：Medical Matrix、Medscape、Health Web



元搜索引擎

元搜索引擎（META Search Engine）：这类搜索引擎没有自己的索引数

据库，它会将用户的查询请求同时向多个搜索引擎递交，并对返回的结果进行去重、

排序处理，再把结果返回给用户。



综合型搜索引擎的专业化趋势



综合型搜索引擎



网页搜索

综合型搜索引擎之



网页搜索（百度）

网页搜索方法：普通搜索、高级搜索（语法搜索）



普通搜索

1、广州到北京的航班信息

2、土豆发芽了把芽削掉能吃吗

3、五年级关于时间的名人名言

你平时是这么搜索的吗？
NLP技术：自然语言处理

提炼关键词：

准确 简练 与主题关联



高级搜索

百度-设置-高级搜索

与 空格

或 |

非 -

精确匹配 “”



示例：高级搜索



搜索语法

注意：冒号后面直接加关键词、域名等，不要加空格!



示例：语法搜索



网页搜索（谷歌）

与 AND

或 OR



网页搜索（谷歌）



搜索语法



示例：语法搜索







图片搜索

综合型搜索引擎之



图片高级搜索



百度搜索结果页面



以图识图



以图识图



搜索引擎的选择？

各有所长，按需选择



学术型搜索引擎



综合型搜索引擎学术库

学术型搜索引擎之



 资料来源：学术出版商、专业学协会、高等院校、其他学术机构、网

站等

 文献类型：各研究领域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图书（章节）、预印

本、摘要和技术报告、法庭意见、软件、学术性网页等

 与OCLC、Blackwell、Springer和许多大学出版社在内的多个学术出

版商建立合作

 SFX@ 是一种链接解析服务，在Google学术搜索中被称为“图书馆

链接”

谷歌学术（GS）



GS与其他数据库对比——多学科



GS与其他数据库对比——多学科



优缺点

优点：

免费！免费！免费！

内容广泛、操作简便

可导入文献管理软件

可链接至本校图书馆资源

缺点：

收录内容、更新频率不明确

内容缺乏深度和精确度

大量的重复内容（stray citations）

检索结果筛选、分析功能薄弱



谷歌学术搜索



谷歌学术搜索





谷歌学术搜索设置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微软学术搜索https://academic.microsoft.com/home

语义搜索：自动理解复杂语义



• 为了接替已下线的「微软学术搜索」，大型免费学术索引
OpenAlex已2022年初正式上线，它涵盖2亿篇科学文献，
易学易用，完全免费，网站于2月上线。





Bing学术搜索



• 注意搜索效率

• 注意谨慎鉴别

• 注意及时更新

搜索引擎不是万能的



出版商学术库、图书馆发现系统

学术型搜索引擎之



出版商学术库





出版商学术库





出版商学术库



出版商学术库



图书馆发现系统



图书馆发现系统

• 数据量为12.44亿条

• 每天新增10万条元数
据记录

• 2712.8万种图书
• 4.89亿篇期刊
• 2.36亿篇报纸文章
• 2118.3万篇学位论文
• 3092.5万篇会议论文
• 510.9万篇标准
……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