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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２０１４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布了“受资助项目

科研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后,基金资助项目产出成果的开放共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本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果开放共享平台建设现状进行总结和分析,与国际主流国立科研

机构的开放共享机制进行比较,结合我国国情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信息化建设进程,从成果应用贯

通需求、成果提交与审核机制、成果开放共享类别增加、特色功能设计实现以及系统安全性角度,提
出成果开放共享平台未来建设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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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金资助科技研究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

重要手段,所资助的科研项目以及所产生的科研成

果是全社会的重要创新资源[１４].公共资金资助的

科研项目产生的科研成果开放共享是保障公民知情

权、实现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的需要.国际上最早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起,就展

开了开放共享政策的制定和开放共享系统建设.以

美国为例,“全球变化研究数据管理政策声明”[５]

(１９９０年)、«公共获取科学法案»(２００３年)、«NIH
提高对科研信息开放共享政策草案»(２００４ 年)、
«CURES中心法案»(２００５年)、«联邦研究公共获取

法案»(２００６年)、“NIH 强制性开放共享政策”(２００９
年)、«扩大联邦资助科学研究成果获取的备忘录»
(２０１３年)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指导方案的出台,使
得成 果 的 开 放 共 享 政 策 体 系 逐 步 完 善;同 时,

PubMed、PubMedCentral、NIHRePORT等开放共

享系统的建设,使得相关开放共享的政策能够较好

地实施.
国内关于成果开放共享政策与系统建设起步相

对 较晚,２０１４年５月,中国科学院[６]与自然科学基

杜一　中国科学院计 算 机 网 络 信 息 中 心

副研究员,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发展部副主

任,北京市 科 技 新 星,主 要 研 究 领 域 为 科

技情报大数 据 与 知 识 图 谱.至 今 发 表 学

术论文４０余篇,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１０
余项.

李东　国家自然科学 基 金 委 员 会 信 息 中

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科技政策与科

研信息化.长 期 致 力 于 科 学 基 金 信 息 化

建设及相关政策理论研究,至今发表学术

论文２０余篇.

金委[７]分别发布了“受资助项目科研论文实行开放

获取的政策声明”,自此国内开始了开放共享政策及

开放共享系统建设实践.自然科学基金委于２０１５
年正式发布基础研究知识库(OR 系统),之后不断

进行更新完善,并于２０２０年正式发布了科学基金知

识大数据服务管理平台,初步实现了为科研人员、公
众提供统一入口的成果开放共享服务.

自然科学基金委在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发布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深化改革要点”,在改革要点中,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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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立“成果应用贯通机制”.如何在自然科学基

金委“十三五”信息化的建设成效基础上[８,９],推动

成果开放共享平台纵深发展,为成果应用贯通机制

提供强力支撑,为科研人员、公众提供更丰富、更便

捷、更稳定的服务,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是自

然科学基金委“十四五”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工作.在

此背景下,本文系统梳理基金资助成果开放共享平

台的现状,提出下一步工作展望,为自然科学基金委

成果开放共享政策、机制及系统建设提出建议.
本文在总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研究知识库

的建设与使用情况的基础上,从开放共享政策与举

措、知识产权规定以及系统平台建设等角度,对美国

科学基金会(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NSF)、
美 国 国 立 卫 生 研 究 院 (NationalInstitutes of
Health,NIH)、中国科学院(ChineseAcademyof
Science,CAS)等九家国内外主流国立科研资助机

构的开放共享政策及平台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成果开放共享平台未来建设思考.

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研究知识库建设

情况

图１　基础研究知识库整体建设进展

１．１　总体建设进展

基础研究知识库整体建设进展情况如图１所

示.２０１４年５月,中国科学院与自然科学基金委分

别发布了“受资助项目科研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

策声明”,声明要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部或部分

资助的科研项目投稿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

的作者应在论文发表时,将同行评议后录用的最终

审定稿,存储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知识库,
不晚于发表后１２个月开放获取”.为进一步落实开

放共享要求,２０１５年５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

研究知识库(OR 系统)正式对公众开放服务,将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产出的论文成果

进行开放共享,OR 系统提供了论文检索与全文下

载等功能.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数

据知识管理服务平台开始建设[１０],并于２０１９年正

式发布升级后的基础研究知识库(IR系统,http://

ir．nsfc．gov．cn).当前的基础研究知识库在数据及

技术上依托大数据知识管理服务平台,提供稳定、可
靠的开放共享服务.

在成果发布流程上,基础研究知识库在多年建

设中整体保持稳定,其成果发布流程如图２.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管理

要求,定期将成果及全文进行梳理,并提交到科学基

金网络信息系统中.对于未结题项目,相关成果全

文将定期通过大数据知识管理服务平台进行抽取并

存档;对于结题项目,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及

信息公开的相关要求,对于可发布的项目结题成果,
经确认后,由大数据知识管理服务平台进行处理,并
对外进行发布.对于已发布的信息,根据信息公开

的要求,对特殊成果或特定项目类型资助的成果进

行下线处理.
图３是IR系统自２０１９年９月至２０２０年９月

每月的访问情况,数据表明,IR 系统平均每月访问

达到７万人次,较好地满足了科研人员及公众对于

基金项目资助科研成果利用的需求.

图２　基础研究知识库成果发布流程

图３　IR系统近一年以来每月访问情况

１．２　当前遇到的主要问题

自基础研究知识库更新到IR系统以来,系统保

持稳定运行,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风险:在系统运

行方面,网络爬虫导致的不合规数据获取;在服务机

制方面,成果全文提交率不高、开放共享时效受限,
以及全文存在版权风险都是未来建设中需要重点解

决和关注的问题.
(１)网络爬虫导致的不合规数据获取.IR系统

在设计之初,对科研人员与公众开放,并且不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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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登录及用户认证.在IR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了

大量来自国内外IP地址的网络爬虫,恶意进行全文

获取,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正常使用的科研人员及公

众产生影响.数据分析表明,网络爬虫存在不断升

级的趋势,从早期的固定IP地址、固定获取频率向

IP资源池、随机获取频率等演化,增加了判别和防

范网络爬虫的难度.
(２)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成果全文提交率不

高.通过现有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虽然可以随时

进行成果提交,但由于缺乏强制要求,且没有与现有

基金项目结题绩效评估进行挂钩,项目负责人在阶

段提交、年度报告提交、结题报告提交过程中,提交

成果的积极性不高.以２０１９年IR系统开放的全文数

量为例,２０１９年１１月总计发布９６８０８篇全文,而２０１９
年相关项目产生的论文数量为４２９６１４篇,上传论文全

文数量仅占全部论文数量的２２％.
(３)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成果开放共享时效

受限.现有成果全文发布流程中,成果发布须在资

助项目由自然科学基金委确认结题后,对项目负责

人提交的论文成果全文进行梳理并开放共享.因

此,在实际执行上,可以实现结题后１２个月内进行

开放,而较难实现“发表后１２个月开放获取”.
(４)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成果全文存在版权

风险.IR系统发布的基金资助论文全文,虽然由作

者自行提交,但项目结题最终由自然科学基金委进

行审核.另一方面在项目负责人提交全文时缺乏完

善的政策说明,再加上项目负责人对论文允许对外

发布版本缺乏敏感性,使得对外发布的论文全文存

在版权风险.

２　主流国立资助机构开放共享现状

为充分认识自然科学基金委开放共享建设情况

与国内外主流国立科研资助机构之间的差异,从开

放共享政策与举措、知识产权规定以及系统平台建

设等角度,对除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外的 NSF、

NIH、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Research
Councilof Canada,NRC)、欧 洲 研 究 委 员 会

(EuropeanResearchCouncil,ERC)、英国研究理事

会(UKResearchCouncils,RCUK)、德国科学基金

会(DeutscheForschungsgemeinschaft,DFG)、日本

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apanScienceandTechnology
Agency,JST)、日本科学促进会(TheJapanSocietyfor
thePromotionofScience)、CAS等九家国内外主流国

立科研资助机构开放共享现状进行了分析.

２．１　开放共享政策与举措

在成果开放共享政策与举措方面,从政策依据、
成果类型、存储要求、时限要求、再利用规定、研究数

据管理规定、元数据管理规定等维度,对包括自然科

学基金委在内的十家典型机构进行了比较,如表１
所示.在政策导向上,成果开放共享的政策依据分

为强制性和鼓励性两类.其中,美国、加拿大和日本

的科研资助机构主要实施强制性开放获取政策,欧
洲和我国的科研资助机构以鼓励性的政策为主.在

成果开放共享的落实方式上,开放共享的成果类型

以同行评审后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为主,其它类

型次之,科研数据的开放成为趋势;成果开放共享

时限集中在６~１２个月,学科间有差异,存储地点

分指定平台和不指定平台两类;成果开放共享再利

用多以开放许可形式规定,部分规定按本国许可协

议或者版权法中的合理制度使用;成果开放共享的

元数据管理逐步受到重视,向标准化和规范化方向

发展.

表１　全球主要国立科研资助机构成果开放共享政策及举措情况简表

NSF NIH NRC ERC RCUK DFG JST JSPS NSFC CAS

政策 ２０１３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６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４

类型 ● ● ● ● ● ● ● ○ ○ ●

存储 □ □ □ ■ ■ ■ ■ ■ □ □

时限 ≦１２m ≦１２m ≦１２m ≦６、１２m ≦６、１２、２４m ≦０、６—１２m 不定 ≦６m ≦１２m 不定

再利用 开放 开放 开放 开放 强制 开放 开放 开放 开放 不定

数据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有

元数据 有 无 无 有 有 无 无 无 有 有

　　○ 期刊、会议论文为主 ● 更多成果类型

□ 指定存储库 ■ 对存储库要求比较松散 ■ 不指定存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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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相关知识产权

在开放共享知识产权方面,从版权规定、使用许

可规定以及成果转移转化规定等维度进行了比较,
如表２所示.我们发现各国科研资助机构均以促进

成果再利用为基调进行相关政策的制定,但多数机

构缺少详细、深入的说明.特别地,在成果转移转化

上,NIH 与自然科学基金委使用不同的方式对开放

共享成果的转移转化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总体来

看,大部分国立科研资助机构在成果开放共享知识

产权方面,一方面鼓励非商业的再利用;另一方面通

过版权归属、所有者授权等方式积极探索保护科研

人员工作成果.

２．３　系统与平台建设

在成果开放共享系统与平台建设方面,从是否

自建、服务功能以及使用规定等维度进行了比较.
如表 ３ 所 示,包 括 NSF①、NIH②、NRC③、ERC④、

RCUK、DFG、JST⑤、JSPS⑥、NSFC⑦、CAS⑧ 等,在

１０家国立科研资助机构中,有６家建设了本机构的

成果开放共享存储库,其余４家通过资助和使用更

广范围的公共平台实现成果的开放共享.各平台配

合所属机构的开放获取政策对平台提交成果的时

间、格式等提出要求.同时,各平台普遍具备成果元

数据记录的浏览和全文内容下载,并且支持批量互

操作.总体来看,虽然有 DSpace、DigitalCommons
等支持开放共享的工具,但在开放共享平台建设方

面,大部分国立资助机构大都通过自身经费,建立了

自主的成果开放共享平台,并提供了以成果为核心

的相关下载及其它辅助功能.

通过上述从开放共享政策与举措、相关知识产

权、系统与平台建设角度,对国内外主流国立科研机

构的开放共享机制的比较,可以得出各国资助成果

开放共享政策以及实施效果具有以下特点:
(１)由国立科研机构资助产生的成果开放共享

已经成为共识,政策强度分为强制性和鼓励性两

类.大多数机构要求在成果发表后１２个月内在特

表２　全球主要国立科研资助机构成果开放共享知识产权方面的相关规定

NSF NIH NRC ERC RCUK DFG JST JSPS NSFC CAS

版权

规定

受资助的

作者或指

定他人拥

有版权

多 种 形 式,
强调与现行

版 权 法 一

致性

版 权 归 属 于

出 版 社 或

作者

根据实际

情 况,通

常是作者

拥有版权

根据 实 际

情况,通常

是作 者 拥

有版权

受 资 助 的

作者

暂无 暂无 遵循 相 关 法 律

要求

每 个 研 究

所 的 机 构

知 识 库 要

求不同

使用

许可

规定

联邦政府

许可

暂无 允 许 在 网 站

上 临 时 下 载

一 份 材 料 副

本,仅供个人

非 商 业 性 暂

时性阅读

通 常 以

CCBY等

开放许可

发布

通常以CC
BY等开放

许可发布

在 研 究 数

据 共 享 方

面 有 明 确

的 可 访 问

规定

暂无 成果共

享平台

遵 循

CC BY
许可

允许 用 户 为 个

人学习、研究或

者欣赏,免费获

取和 使 用 研 究

论 文 全 文.超

出许 可 条 件 下

使用作品,需得

到著 作 权 人 的

许可

每 个 研 究

所 的 机 构

知 识 库 要

求不同,机
构 知 识 库

提供选择

成果

转移

转化

规定

暂无 允许企业和

非营利组织

针对由联邦

政府资助的

科研项目成

果 保 留 所

有权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 国 著 作 权

法»和«关于加强

国家 科 技 计 划

知识 产 权 管 理

工作的规定»等
相关 法 律 法 规

的规定执行

暂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https://par．nsf．gov/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
https://nrcＧpublications．canada．ca/
http://europepmc．org
https://www．jstage．jst．go．jp、https://jstagedata．jst．go．jp/
https://kaken．nii．ac．jp/en/
http://ir．nsfc．gov．cn/
http://www．irgrid．ac．cn/



　

　８１２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１年

定平台进行开放共享,并且在积极探索在版权使用

与成果转移转化方面的各类机制.同时,开放获取

范围以同行评审后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为主,开放

获取方式包括自存档和开放获取期刊两种.
(２)在平台建设方面,主要国立科研资助机构

均建立了成果开放共享平台,但在经费投入上差距

较大.如PubMed的经费投入体量相对较大,而其

它部分平台相对较小.同时,国外典型开放共享平

台具有数据量大、数据类型多样、数据来源渠道丰

富、数据质量有保障等特点,接受多种格式文件类

型的科研成果,如论文、视频、海报、编码、文本集

和社交媒体等,能够为科研人员提供传统出版物所

不能实现的对视频、编码等格式研究成果的出版与

分享.
(３)版权问题在开放获取政策实施中受到普遍

重视.解决或平衡版权问题是实现公共资助研究成

果能够进行公共获取的关键问题.目前国际上主要

采用自存储的方式解决该问题,并从开放获取政策

上明确成果版权归属、开放共享许可,主流是作者拥

有版权、成果发布采用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C 协

议).但对于科研成果共享全流程的知识产权问题

人以及更多类型数据成果共享的权利规定,普遍还

不是很明确,有待进一步研究与完善.

３　基金成果开放共享平台建设思考

自然科学基金委开放共享平台的建设,在国内

公共资金资助的科研项目成果开放共享上处于领

跑,但与以 NSF、NIH 为代表的国际机构相比仍然

存在差距.表４对 NIH 的成果全文开放共享系统

PubMedCentral与自然科学基金委的IR系统进行

多维对比,发现IR 系统在用户服务功能方面和

PubMedCentral相比没有明显差距,但是在开放政

策要求及执行、成果审核方式、资助机构覆盖度、与
出版商系统对接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表３　全球主要国立科研资助机构成果开放共享平台建设情况

NSF NIH NRC ERC RCUK DFG JST JSPS NSFC CAS

平台

名称
NSFＧ
PAR[１１]

PubMed
Central[１２]

NPArC[１３] EPMC[１４]

等

暂无 暂无 JＧSTAGE[１５]和 JＧ
STAGEDATA[１６]

KAKEN[１７]NSFCＧOR CAS IR
GRID

是否

自建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服务

功能

成果详细记

录 检 索、全

文下载等

存储已发表

文章和作者

手 稿,提 供

检索和全文

下载

资助成果详

细记录的检

索、全 文 下

载,元 数 据

收割等

资助成果

存 档、检

索、下载、
挖 掘、接

口获取

暂无 暂无 检索、浏览、下载 资助成果

存 档、检

索、下载、
元 数 据

获取

收集并保

存受资助

的论文元

数据和全

文,回 溯

之前文献

存储、检索、
知 识 图 谱

和 知 识 审

计、科研评

价等

使用

规定

有 有 有 有 暂无 暂无 有 有 有 有

表４　PubMedCentral与自然科学基金委的IR系统对比表

PubMedCentral IR系统

成果数量 ６５０万 ６６万

时效性 严格要求成果发表后１２个月内开放共享 要求“成果发表后１２个月内”,实际执行“项目

结题后１２个月”政策

开放时间 随时提交及开放 随时提交,以年为周期开放

覆盖资助机构数量 NIH、AHRQ、ACL、ASPR等２０余家 仅自然科学基金委

成果版本 作者手稿、OA期刊版本、预印本等多种不同类型 要求“最终审定稿或出版PDF版”,但实际执行

时效果不好

提交方式 作者提交、出版社通过系统接口提交等多种提交方式 仅作者提交

审核方式 项目负责人审核并对成果负责 自然科学基金委负责审核

服务功能 除全文检索、下载、统计等功能外,还提供高质量碎片

化全文

提供全文检索与下载功能外,还提供相关统计、
分析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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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到与国际高水平开放共享平台建设存在

差距的同时,在相关研究过程中还发现我国的科研

项目成果开放共享由于科研项目的评审、管理等方

面的特殊性,也存在个性化的需求.自然科学基金

委新一代开放共享平台的建设,应在充分考虑自然

科学基金委项目评审、管理及开放共享特点前提下,
达到“更多、更快、更便捷、更安全”的总体目标.具

体而言,“更多”一方面需要将更多的论文全文对外

进行开放共享,另一方面要探索除期刊、会议论文外

的其它类别的成果的开放共享;“更快”则需要在流

程机制上进行优化,实现从“结题后１２个月内进行

开放”到“发表后１２个月开放获取”的转变;“更便

捷”则需要在整体架构上对开放共享平台进行优化,
整合 现 有 IR 系 统、共 享 服 务 网 (http://output．
nsfc．gov．cn)等开放共享系统,以提高系统的可用

性、易用性;“更安全”则需要在平台建设时,进一

步考虑版权、数据恶意下载使用、敏感信息泄漏等

风险.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点.
(１)面向新时期成果应用贯通的改革需求,进

一步优化成果开放共享机制.建立新时期“成果应

用贯通机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深化改革要点”
中明确提出的改革任务之一.科研成果在产出之后

的应用贯通,包含了开放获取、宣传推广、产业对接

等不同方面.在开放共享机制上,对成果的产出方、
需求方进行深度调研,了解产出成果的科研人员在

权益等方面的诉求,以及成果需求方对成果获取的

渠道、时效性等需求,探索优化共享机制,将开放

共享平台服务前置,在服务科研人员与公众的同

时,进一步服务成果的需求方,切实落实成果的应

用贯通.
(２)探索符合自然科学基金委特色的成果提交

与审核机制.由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管理上

的特点,成果对外发布须在项目正式结题验收后,对
项目负责人提交的成果对外开放共享.在后续开放

共享平台建设中,在相关政策牵引下,参考 PMC
(PubMedCentral,NIH 提供的获资助项目成果全

文仓储服务)的建设思路,通过设计符合自然科学基

金委的成果审核、提交流程,实现成果随时提交,根
据项目负责人或成果提交人员的选择,灵活实现成

果的开放共享,同时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成果

版权导致的风险.在此过程中,还可以探索与国际、
国内期刊平台进行合作,通过期刊平台将基金项目

资助的成果全文进行推送,提高成果提交的效率.
(３)探索扩大开放共享平台覆盖的成果类别的

可能性.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研究知识库

主要以项目负责人提交的基金资助的期刊论文全文

为主,并在近年来扩充了部分学术会议论文.但除

期刊、会议论文外,基金资助的产出还包括科研数

据、发明专利、技术报告、软件代码、设计方案等成

果.特别地,国务院办公厅于２０１８年印发了«科学

数据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政府预算资金资助的

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科学数据应进行汇交与

共享,自然科学基金委作为管理部门应对科学数据

的汇交与共享发挥积极作用.在开放共享平台成

果,特别是科研数据的汇交过程中,应考虑自身建

设以及与国家科学数据中心技术打通相结合,在避

免重复建设的同时,扩大开放共享平台覆盖的成果

类别与数量.
(４)挖掘现有系统使用情况,强化高频功能,弱

化低频功能,设计特色功能.开放共享平台在接受

公众监督的同时,最终将服务科研人员与公众,提高

科研与知识分享的效率.在后续开放共享平台建设

中,需系统梳理现有成果检索、分类统计、下载与分

享等功能的使用情况.对于高频功能要进一步优化

设计,使得用户能够更便捷的使用;对于低频功能要

进行分析,优化掉“伪需求”,并对因易用性导致的低

频功能进行重新设计;同时结合IR系统、共享服务

网等系统存在的数据连通性特点,设计特色功能,增
强移动设备的适配性,使得现有开放共享平台更为

便捷、易用.
(５)开放共享平台优化完善时应充分考虑安全

性.开放共享平台应继续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

数据知识管理服务平台的一部分,纳入到信息安全

等级保护中.特别地,针对数据安全中存在的问题,
应在技术与管理机制上同时进行优化.在技术上,
结合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进一步优化现有的反网

络爬虫策略;在管理机制上,通过设计开放共享平台

使用的角色与权限,或通过与大数据知识管理服务

平台共享角色与权限,控制成果发布频率、单次成果

发布数量、成果可见及可操作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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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NSFC)issuedthe“PolicyStatementon
ImplementingOpenAccesstoScientificResearchPapersThatAcknowledgeFundingfromNSFC”in２０１４,

theopensharingoftheresultsoffundedprojectshasmadeincredibleprogress．Thispapersummarizesand
analyzesthestatusofNSFCsopensharingplatform,comparesitwiththeopensharingofinternational
mainstreamnationalscientificresearchinstitutions,combinesChinasnationalconditionsandtheNSFC
informationconstructionprocess,andthenproposesfutureconstructionsuggestionsoftheopensharing
platformfromfiveperspectives:thedemandforconsistentapplicationofthepublishedoutputofresearch
(POR);thedepositingmechanismofPOR;promotingmoretypesofPORopenaccess;addingunique
functions;andimprovingsystem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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