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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介绍了７个具代表性的国际知名开放存取期刊网络平台和开放仓储网络平台的概况及主要功能。它们是：
ＤＯＡＪ开放存取期刊网络平台（瑞典）、ＪＳＴＡＧＥ日本科技信息网络电子平台、ＳｃｉＥＬＯ科学在线图书馆（巴西）、ＯｐｅｎＪＧａｔｅ开
放存取期刊网络平台（印度）、ＨｉｇｈＷｉｒｅＰｒｅｓｓ期刊开放仓储网络平台（美国）、Ｂｉ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纯网络版开放存取期刊网络出版
平台（英国）、Ｐｕｂ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全文开放存取仓储网络平台（美国）。旨在通过展示和分析这些网络平台的创建背景、现状和特
点，为我国科技期刊的主办者和相关管理部门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国外　开放存取期刊（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网络平台

　　开放存取（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ＯＡ）指文献全文的免费、即时
和永久获取，主要指发表在同行评议期刊上的学术论文。

ＯＡ出版包括开放存取期刊（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ＡＪ）和开
放存档（Ｏｐｅｎ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ａｒｃｈｉｖｅｓ），前者是基于ＯＡ出版
模式的期刊，既可能是新创办的电子版期刊，也可能是由已

有的传统期刊转变而来；后者是研究机构或作者本人将未

曾发表或已经在传统期刊中发表过的论文作为开放式的电

子档案储存。

开放存取出版可追溯至１９９１年美国ＬｏｓＡｌａｍｏｓ国家实
验室的一个专门用来张贴原创性高能物理学研究论文预印

本的网站（１９９９年更名为 ａｒＸｉｖ．ｏｒｇ［１］）。ＯＡ的兴起和备受
关注开始于 ２００１年底的“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倡议”
（Ｂｕｄａｐｅｓｔ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ＢＯＡＩ）［２，３］和其后多个专门
致力于 ＯＡＰ的出版和传播机构的成立，如 Ｂｉ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ＭＣ）、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ＬｏＳ）［１］、大型科学文献免
费全文搜索引擎 ＣｉｔｅＳｅｅｒ［４］等等。ＯＡ得以快速发展的主要
原因在于学术界［５］、基金资助机构［６］、学术管理或文献服务

机构（大学、科技社团、图书馆等）的积极推动［７］。

本文旨在通过介绍７个国外知名大型科技期刊的ＯＡ网
络平台，通过展示这些网络平台的创建背景、现状和特点，以

期为我国科技期刊的主办者和相关管理部门提供借鉴和

参考。

１　ＤＯＡＪ———开放存取期刊网络平台

１．１　ＤＯＡＪ概况

２００３年５月，瑞典隆德大学（Ｌｕ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图书馆创
建了“开放存取期刊目录”（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ｏｆ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ＤＯＡＪ），即建立了通过因特网可免费获取全文的学术性期刊
网络平台。ＤＯＡＪ的目标是依托因特网，运用最新电子技术，
对开放存取期刊进行组织，以提高期刊的利用率，并为用户

提供一站式服务，从而推动 ＯＡ运动的更快发展，促进全球
范围内的学术交流和研究［８］。ＤＯＡＪ网络平台建设分两个阶
段，从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００４年７月，收集、挑选和组织期刊；从
２００４年７月开始至今，在继续完成第一阶段任务的同时，一
方面重点建设全文检索系统供用户对所收录期刊中的论文

全文进行直接查询，另一方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合作，将

ＤＯＡＪ与后者负责的ＳＨＥＲＰＡ（ＳｅｃｕｒｉｎｇａＨｙｂｒｉ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进行整合，共同推出“开
放存取仓储目录”（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ｏｆ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
ＤＯＡＲ）［８］。

ＤＯＡＪ收录的期刊在不断增加，从始建初期的３５０种发
展到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４日的３４５７种。这些期刊都以链接到期
刊或期刊出版商网站的方式获取ＯＡ全文。与此同时，ＤＯＡＪ
还建有自己的全文数据库，截至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４日该库已覆

—６３— ｈｔｔｐ：／／ｚｇｋｊｑｋｙｊ．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ｎｅｔ．ｃｎ／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９，２０（１）

 基金项目：中国科协科技期刊网络平台建设调研项目。



盖１１７１种期刊，即其收录的３４５７种期刊中的１１７１种可从
ＤＯＡＪ平台上获取双重 ＯＡ全文。目前可检全文数量达 １９
万篇［９］。ＤＯＡＪ收录的均为学术性期刊（不限语种），要求期
刊对投稿必须通过编辑、编委会、同行评议体系实施质量控

制，具有免费、全文、高质量的特点，对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参

考价值。涵盖农业及食品科学、艺术及建筑学、生物及生命

科学、商业与经济学、化学、地球及环境科学、交叉学科、健康

科学、历史及考古学、语言及文学、法律及政治学、数学及统

计学、哲学及宗教学、物理及天文学、综合科学、社会科学、

工程技术１７个学科。
为维持ＤＯＡＪ的正常运转并能够使其不断发展，ＤＯＡＪ

采取会员制，征集机构及个人赞助者。缴费标准为：个人会

员１００欧元／年，图书馆、大学、研究室４００欧元／年，图书馆
联合会 ４０００欧元／年，网络资源集成并提供服务的出版商
５０００欧元／年。会员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受益：将赞助机构的
名称展示在 ＤＯＡＪ的网页上，并链接到赞助机构的网站主
页；获取在ＤＯＡＪ最新上网的刊名列表；获取被ＤＯＡＪ删除的
刊名列表；可以ＤＯＡＪ会员身份参与各种市场推广活动。

ＤＯＡＪ向外界提供了推荐新期刊的平台，推荐人可在线
填写推荐表格，填写内容包括期刊名称、链接地址、ＩＳＳＮ、
ＥＩＳＳＮ、出版者、对期刊的有关描述、期刊联系人姓名和
Ｅｍａｉｌ、推荐人的姓名和Ｅｍａｉｌ等。

１．２　ＤＯＡＪ网络平台的功能

网络平台上的检索功能有“刊名检索”和“高级检索”两

种，设有“学科导航”（设１７个一级学科，７３个二级学科）、
“新刊导航”（最近３０天内新收录的期刊）和“首字母导航”
三种导航方式。

网络平台上为每种期刊设置了主页，提供期刊的 ＩＳＳＮ、
ＥＩＳＳＮ、学科、出版商、语种、关键词、创刊年等期刊基本信息。
点击“刊名”进入该刊出版商网站中的该刊主页。提供期刊

目次（文题、作者、出版年、卷、期、页码等）、文章摘要和 ＰＤＦ
格式全文。

部分期刊提供比印刷版超前１期的“在线预出版”ＯＡ全
文；全部提供“现刊”和“过刊”，有些期刊的“过刊”回溯至创

刊号。

２　ＪＳＴＡＧＥ———日本科技信息网络电子平台

２．１　ＪＳＴＡＧＥ概况

ＪＳＴＡＧＥ是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Ｊａｐ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ｇｅｎｃｙ，ＪＳＴ）在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创建的学术期刊网
络平台或称“日本科学技术信息电子发布与流通系统”。当

时日本学术界和期刊界面临的问题是各个学会已经计划将

出版物网络化，但如果各学会各自为政，不仅规模很小、效率

低，成本也难以承受。基于此，各学会认为有必要建设一个

共同的网络平台，既能使各自的出版物网络化，又能发挥数

据集成的优势，共享数据、扩大影响。ＪＳＴ因此决定创建
ＪＳＴＡＧＥ网络数据平台，同时希望通过 ＪＳＴＡＧＥ向全世界传

播日本科学技术的成果和信息［１０］。

ＪＳＴＡＧＥ网络平台的建设目标是通过因特网，有效提高
科技信息从投稿到出版全过程信息流传播速度并使其国际

化。具体任务包括：发布学术团体信息；展示日本科技成果；

传播科技期刊文献信息；通过因特网加速科技信息的传播；

促进国内外对研究成果的评价，进而起到促进研究和发展的

作用。

截至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４日，ＪＳＴＡＧＥ网络平台共收录期刊
４８０种，文章２１万篇，月均下载 ＰＤＦ格式全文达到１００万篇
次。医药类、工程类和生命科学类期刊分别占到ＪＳＴＡＧＥ期
刊总量的３０％、２８％和２０％。服务对象是４６１家日本科技社
团，让他们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的成果，同时网络平台向期

刊免费提供稿件采编功能。对论文全文的访问权限由期刊

的主办科技社团决定，有的可免费访问（ＯＡ），有的需通过用
户名ＩＤ和密码访问，或ＩＰ地址访问［１１］。

ＪＳＴＡＧＥ收录的４８０种期刊中有４４４种（占９３％）为ＯＡ
期刊，这其中有３７９种完全 ＯＡ（占７９％），另有６５种部分文
章ＯＡ（占１４％），有３０种（占２０％）是最近３个月新收录的。
有２７种提供在线预出版全文（Ａｄｖａｎｃ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４８０种
期刊全部提供 ＰＤＦ格式全文，这其中，有３种还提供 ＨＴＭＬ
格式全文。ＪＳＴＡＧＥ上 １９％的期刊论文全部用日文写作，
４０％的期刊论文用英文写作，４１％用日文和英文混合写作，
８７％的文章有英文摘要。ＪＳＴＡＧＥ网络平台设英文和日文
两个界面。目前，世界上有约１２０个国家在利用ＪＳＴＡＧＥ，其
中利用率最高的是日本，第二位是美国，第三位是中国［１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ｒｃｈｉｖｅ是ＪＳＴ创建的ＪＳＴＡＧＥ期刊回溯文献仓
储数据库网站［１２］。近年来，许多欧美国家的学术出版商开

始将过刊扫描上网，而大多数日本科技社团没有人力和财力

做到这一点。２００５财政年度，在这些科技社团的一致要求
下，日本政府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ＪＳＴ，其目标是保存日本的
学术文化遗产，并促进世界范围内日本科技成果的传播。

Ｊｏｕｒｎａｌ＠ｒｃｈｉｖｅ上的学术期刊全部回溯至创刊号，最早可回
溯至 １８世纪，将全文经扫描后转换为 ＰＤＦ格式上网。
Ｊｏｕｒｎａｌ＠ｒｃｈｉｖｅ每年要对期刊进行遴选。为使期刊的遴选做
到科学化和专业化，日本科学理事会（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
Ｊａｐａｎ）和一些相关组织联合组建了一个期刊遴选委员会。
目前Ｊｏｕｒｎａｌ＠ｒｃｈｉｖｅ网站收录期刊１７４种，大部分期刊回溯
至创刊号，有的期刊回溯至１２０多年前。到２００９年，收录期
刊计划将达到５００种。

“ＪＳＴ链接中心”是 ＪＳＴＡＧＥ与外部文献信息网站的中
转系统，使ＪＳＴＡＧＥ中的文献与ＣｈｅｍＰｏｒｔ、ＰｕｂＭｅｄ等国际最
知名的二次文献数据库以及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引文链接服务系统建
立双向动态链接，大大提高了 ＪＳＴＡＧＥ的文献服务水平，同
时也有效地提高了ＪＳＴＡＧＥ上文献的国际显示度。

２．２　ＪＳＴＡＧＥ网络平台的功能

网络平台的检索功能有“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两

种，设有“出版物类别导航”、“学科导航”（设６个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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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１９个二级学科）和“期刊主办学会导航”３种导航方式。
网络平台为每种期刊设置了主页，提供目次（文题、作

者、出版日期、页码）、摘要（文章的摘要、作者单位、关键词、

引用著录信息、ＤＯＩ号）和全文（ＰＤＦ和ＨＴＭＬ两种格式）。
ＨＴＭＬ格式全文中一般有以下几种链接：
（１）文章结构与文章各部分的页内链接［１３］；

（２）文中参考文献引用处与文后参考文献表的页内互
链接；

（３）文中图序号与图的页内链接；
（４）在每条参考文献后有一个“ＪＳＴＬｉｎｋＣｅｎｔｅｒ”图标，

点击图标后可见 ＪｄｒｅａｍⅡ①、ＰｕｂＭｅｄ、ＣｒｏｓｓＲｅｆ、ＣｈｅｍＰｏｒｔ等
文献链接入口页面，进而可浏览该文献的摘要或全文。

部分期刊提供比印刷版超前１期“在线预出版”的 ＯＡ
全文；全部提供“现刊”和“过刊”。过刊回溯分两个时

段———１９９９年以后的（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Ｉｓｓｕｅｓ）和 １９９８年以前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Ｉｓｓｕｅｓ）。１９９９年以后的文章在 ＪＳＴＡＧＥ上，１９９８
年以前的文章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ｒｃｈｉｖｅ网站上。点击“Ａｒｃｈｉｖｅ
Ｉｓｓｕｅｓ”则进入Ｊｏｕｒｎａｌ＠ｒｃｈｉｖｅ网站中的个刊主页，过刊回溯
至创刊号。点击“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ｓｓｕｅｓ”则返回 ＪＳＴＡＧＥ中的个刊
主页。

此外，ＪＳＴＡＧＥ还为收录期刊免费提供期刊稿件采编系
统，具有在线投稿、在线审稿、出版流程控制等功能，并设日

文和英文两个界面。

在ＪＳＴＡＧＥ平台上免费注册后可使用 ＪＳＴＡＧＥ提供的
４项个性化服务功能（称为“ＭｙＪＳＴＡＧＥ”）：

（１）保存我最喜爱的检索结果；
（２）保存我喜爱的出版物；
（３）保存我喜爱的文章；
（４）引用速报（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ｒｔｓ）：速报选定文献的最新被

引用信息。

３　ＳｃｉＥＬＯ———科学在线图书馆

３．１　ＳｃｉＥＬＯ概况

科学在线图书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ｎｌｉｎｅ，
ＳｃｉＥＬＯ）１９９７年创立于巴西，是国际上重要的 ＯＡ运动国际
倡议者和实践者之一。最初是由巴西的１０种期刊的编辑发
起的，他们的初衷是想找到一种期刊全文上网的方法，提高

他们出版的科技期刊的国际显示度和可获得性，使巴西（作

为发展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的科研成果不再成为“消失的

科学”［１４］。１９９８年，ＳｃｉＥＬＯ巴西网站（ＳｃｉＥＬＯＢｒａｚｉｌ）和智利
网站（ＳｃｉＥＬＯＣｈｉｌｅ）相继建成并向公众开放。此后，加勒比
海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相继加入 ＳｃｉＥＬＯ。目前，
ＳｃｉＥＬＯ成为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及伊比利亚等多国参与的一
种国际合作型科技期刊ＯＡ网络平台，其收录的期刊覆盖了
农业、植物学、动物学、医学等多个领域［１５］。

目前，ＳｃｉＥＬＯ发展为由一个主网站和１０个设置在不同
国家的分网站组成的跨国网络平台，另有６个分网站正在建

设中。截至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４日，ＳｃｉＥＬＯ网络平台上显示共有
ＯＡ期刊５４９种、１．１万期、文章１８万篇、引文３５０余万条。
各个ＳｃｉＥＬＯ成员国的期刊数量不等，差别较大。最多的是
巴西，有２０９种。以下依此为：智利７０种、哥伦比亚５５种、西
班牙３６种、委内瑞拉３８种，阿根廷４３种、秘鲁２２种、古巴
２３种、墨西哥２３种、葡萄牙２０种、哥斯达黎加９种、乌拉圭
７种、巴拉圭３种、西印度群岛１种。此外，ＳｃｉＥＬＯ还整合了
两个专业网站“ＳｃｉＥＬＯ公共卫生”（ＳｃｉＥＬＯ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和
“ＳｃｉＥＬＯ社会科学”（ＳｃｉＥＬＯ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分别收录期刊
１０种和２９种。ＳｃｉＥＬＯ上的 ＯＡ期刊除全部提供英文摘要
外，有８０％是用英语写作的。ＳｃｉＥＬＯ网络平台设英文、葡萄
牙文和西班牙文３个界面。

３．２　ＳｃｉＥＬＯ网络平台的功能

网络平台的检索功能有“文章检索”和“刊名检索”两

种，设有“首字母导航”、“学科导航”、“出版者导航”和“分网

站导航”４种导航方式。
网络平台为每种期刊设置了主页，提供期刊简介、编委

会、作者指南、期刊征订、该刊在 ＳｃｉＥＬＯ平台上的引用统计
数据等。引用统计数据包括三个部分：

（１）网站使用报告：期刊下载统计、每期下载统计、单篇
文章下载统计；

（２）作者统计报告；
（３）期刊引证报告：２年影响因子、３年影响因子、半衰

期、被引频次等。

提供期刊文献内容：

（１）目次，包括文题、作者姓名，点击作者姓名后可浏览
到作者在ＳｃｉＥＬＯ系统中的其他文章；

（２）摘要，包括文章摘要、作者单位、关键词、该文的引
文著录信息；

（３）全文，全部提供ＰＤＦ格式全文，一部分提供 ＰＤＦ和
ＨＴＭＬ两种格式全文。

ＨＴＭＬ格式全文中一般有以下几种链接：
（１）文章结构与文章各部分的页内链接；
（２）文中图、表序号与图、表的页内互链接；
（３）在每条参考文献后有一个“Ｌｉｎｋ”图标，点击后可看

到Ｇｏｏｇｌｅ和ＳｃｉＥＬＯＮｅｔｗｏｒｋ两个链接选择，即可使用Ｇｏｏｇｌｅ
或在ＳｃｉＥＬＯ系统内搜索该文献的摘要或全文。

每篇文章的摘要和ＨＴＭＬ全文页面设有服务板块，提供
的内容有：读者服务（须注册才能看到具体内容）、此文的

ＸＭＬ格式、此文的参考文献、如何引用此文（提供了 ＩＳＯ、
ＡＢＮＴ、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３种引用该文的标准著录格式）、此文在
ＳｃｉＥＬＯ的下载统计数据、此文被 ＳｃｉＥＬＯ中其他文章引用情
况、此文能被Ｇｏｏｇｌｅ搜索到的引用情况、在ＳｃｉＥＬＯ中的相似
文章、能被Ｇｏｏｇｌｅ搜索到的相似文章、将此文发送Ｅｍａｉｌ等。

—８３— ｈｔｔｐ：／／ｚｇｋｊｑｋｙｊ．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ｎｅｔ．ｃｎ／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９，２０（１）

① ＪＤｒｅａｍＩＩ是ＪＳＴ建立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是日本最大的医药领
域的科学信息数据库。



４　ＯｐｅｎＪＧａｔｅ开放存取期刊网络平台

４．１　ＯｐｅｎＪＧａｔｅ概况

创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印度信息公司［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Ｉｎｄｉａ）Ｌｔｄ．］是印度电子信息产业的开拓者，总部设在有印
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Ｂａｎｇａｌｏｒｅ），有高素质员工超过１００
人，在全印度设有１０个销售处。印度信息公司的３个主要
在线信息产品是ＪＧａｔｅ、ＯｐｅｎＪＧａｔｅ和ＩＢＩＤ［１６］。ＪＧａｔｅ是该
公司于２００１年创建的全球在线期刊门户网站，从该网站可
以链接到５０００余个出版商出版的超过 １５０００种期刊的网
站，其中包括近１０００种纯网络版期刊、４４０５种 ＯＡ期刊，涉
及基础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艺术人文、农业与生命科

学、信息科学等领域。ＩＢＩＤ（Ｉｎｄｉａ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为一商业信息数据库，为用户提供从各类新闻媒体上采集到

的商业信息。

ＯｐｅｎＪＧａｔｅ是该公司为响应“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倡
议”［２］在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７日建立的网站，自称为“世界最大的
英语ＯＡ期刊网站”，旨在使全球的任何人都能够不受限制
地获取学术及研究领域的期刊文献。截至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５
日，ＯｐｅｎＪＧａｔｅ网络平台上提供 ＯＡ期刊４４０５种，其中有半
数为同行评议期刊［１７］。

４．２　ＯｐｅｎＪＧａｔｅ网络平台的功能

网络平台上的检索功能有“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两

种，设有期刊首字母导航。ＯｐｅｎＪＧａｔｅ无全文数据库，看全
文需链接到期刊或期刊出版商的网站，因此网络平台无全文

检索功能。

网络平台为每种期刊设置了主页，主页主要展示该刊最

新一期的详细目次，包括出版年、卷、期、文题、作者姓名、作

者Ｅｍａｉｌ、作者地址、关键词、摘要、全文链接（ＰＤＦ或／和
ＨＴＭＬ格式），此外主页还显示该刊出版商名称、是否同行评
议期刊等信息，设置有访问该刊过刊的链接入口。

５　ＨｉｇｈＷｉｒｅ出版社期刊开放仓储网络平台

５．１　ＨｉｇｈＷｉｒｅ概况

ＨｉｇｈＷｉｒｅ出版社（ＨｉｇｈＷｉｒｅＰｒｅｓｓ）期刊网络平台隶属于
美国斯坦福大学（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图书馆，创建于 １９９５
年，是大学中的一个非营利部门，主要致力于学术文献的网

络传播，特别是高影响因子同行评议学术期刊的网络传播。

ＨｉｇｈＷｉｒｅ出版社最初仅出版著名周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随着因特网时代的到来，许多科技社团和非营利
出版社单独制作、运行的网站难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斯坦

福大学经过征询出版商、科学家、图书馆人员等各方面的意

见，于１９９５年成立了ＨｉｇｈＷｉｒｅ出版社，将许多科技社团和非
营利出版社出版的期刊收录进来，创立了 ＨｉｇｈＷｉｒｅ网络
平台。

一方面，依靠斯坦福大学在计算机技术上的优势，

ＨｉｇｈＷｉｒｅ努力保持其网络技术上的领先性与创新性，使
ＨｉｇｈＷｉｒｅ始终成为高品质、高性能、高效率的学术期刊网络
平台；另一方面 ＨｉｇｈＷｉｒｅ不要求加入其网络平台的期刊出
版商接受一种统一的期刊网络化解决方案，而是在技术上帮

助这些出版商做好自己的网站，保持自己的网站风格和经营

特色，并与出版商密切合作，实现期刊编辑出版数字化、网络

化目标。

目前，ＨｉｇｈＷｉｒｅ网络平台中只有期刊文献的题名、作者
姓名、期刊卷、期、页码等必要的文献引用信息，设文献摘要、

全文的链接，浏览全文须点击链接进入期刊或期刊出版商的

网站。截至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４日，ＨｉｇｈＷｉｒｅ网络平台已整合了
来自１４０个著名科技社团、大学和学术出版机构的１１５３种
期刊。这些著名出版社包括美国医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英国医学期刊出版集团（Ｂｒｉｔｉｓｈ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ＳＡＧＥ出版社（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牛津大
学出版社（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等。收录的期刊包括全球
２００种影响力最高的期刊中的 ７１种，如“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ＰＮＡＳ”和“ＪＡＭＡ”等。可链接
到全文文献４７８万篇，其中的１８９万篇全文可以在线免费获
取。收录文献的学科主要为物理学、生命科学、医学、人文科

学和社会科学五大类。通过该网络平台还可以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
收录１７００多万篇文章的题录和文摘。２００３年，ＨｉｇｈＷｉｒｅ出
版社获学术与专业学会出版者协会（ＡＬＰＳＰ）颁发的“为非营
利出版社服务奖”［１８，１９］。

截至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４日，ＨｉｇｈＷｉｒｅＰｒｅｓｓ网络平台有 ＯＡ
期刊３１１种。网络平台将期刊ＯＡ方式标示于期刊列表中期
刊名称的右侧。３１１种ＯＡ期刊共有三种ＯＡ方式：

（１）ｆｒｅｅＳＩＴＥ：完全 ＯＡ的期刊，可以免费浏览、下载期
刊出版商网络数据库中该刊任意卷期的全文，目前提供这种

ＯＡ方式的期刊有４４种。
（２）ｆｒｅｅＴＲＡＩＬ：免费试用的期刊，在一段试用期内可以

免费得到期刊全文，目前提供这种ＯＡ方式的期刊有２０种。
（３）ｆｒｅｅＩＳＳＵＥＳ：延迟ＯＡ的期刊，不能免费看到最新出

版卷期的论文，但可以获取几个月以前或１～２年以前所有
的过刊全文，目前有２４７种期刊提供这种ＯＡ方式。

ＨｉｇｈＷｉｒｅ网络平台上的期刊 ＯＡ与否取决于其出版商
或期刊主办者的ＯＡ策略，如收录英国医学期刊出版集团的
３１种期刊中有２９种为ＯＡ期刊，而收录ＳＡＧＥ出版社的４６９
种期刊中仅有５种为ＯＡ期刊。

５．２　ＨｉｇｈＷｉｒｅ网络平台的功能

网络平台上有“基本检索”和“高级检索”两种检索方

式，设有“期刊导航”（下设首字母导航、学科导航、出版社导

航等１６种二级导航）和“论文学科导航”（通过４级学科导
航，定位单篇文章）。

ＨｉｇｈＷｉｒｅ为其收录期刊设置了介绍有关期刊各种信息
的网页，网页内容以表格形式呈现以下四部分内容：期刊一

般信息、关于期刊内容、访问（获取）条件、关于印刷版。

—９３—ｈｔｔｐ：／／ｚｇｋｊｑｋｙｊ．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ｎｅｔ．ｃｎ／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９，２０（１）



ＨｉｇｈＷｉｒｅ提供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开发的“Ｂｅｎｃｈ＞
Ｐｒｅｓｓ”期刊采编系统，实现期刊的在线投稿、在线查稿和在线
审稿等功能。ＨｉｇｈＷｉｒｅＰｒｅｓｓ为加盟出版商提供全方位的期
刊网络化和编辑出版电子化的技术支持，包括数据的转换与

上传、服务器的操作与运行、网络连接、全天候的软硬件维

护、系统备份和数据存档等。ＨｉｇｈＷｉｒｅＰｒｅｓｓ允许加盟出版
商保持自己的风格，即每种期刊拥有具有自己风格的网页、

独立的网址等。ＨｉｇｈＷｉｒｅ与加盟出版商的合作有三类：基本
合作、深入合作和其他合作。

在ＨｉｇｈＷｉｒｅ网站上免费注册后即可使用其个性化服务
功能。包括：我最喜爱的期刊（ＭｙＦａｖｏｒｉｔ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ｓ）、我的网
站导航条（ＭｙＳｉｔｅＢａｒ）、我的ＥｍａｉｌＡｌｅｒｔｓ和掌上电脑数据传
输（ＰＤＡＣｈａｎｎｅｌｓ）服务。ＨｉｇｈＷｉｒｅ网络平台提供４种Ｅｍａｉｌ
速报（Ａｌｅｒｔｓ）服务：最新目录速报（ｅＴＯＣｓ）、ＲＳＳ、引用追踪
（ＣｉｔｅＴｒａｃｋ）、订阅速报（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ｅｒｔｓ）等。

６　Ｂｉ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纯网络版开放存取期刊
网络出版平台

６．１　Ｂｉ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概况

Ｂｉ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简称ＢＭＣ）是一家独立的出版机构，总
部设在英国伦敦，致力于通过因特网为科研人员提供经过同

行评议的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论文的免费访问服务，被认为

是全球第一个纯网络版期刊开放存取出版商。１９９９年４月
２６日，ＢＭＣ宣布要为用户提供对其所有期刊的在线免费访
问服务；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９日，ＢＭＣ提供了它的第一篇可以在
线免费访问的文章；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ＢＭＣ开始收取文章处
理费（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ｈａｒｇｅｓ），用于弥补出版成本。２００２
年６月ＢＭＣ颁布了其ＯＡ宪章（ＢＭＣ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Ｃｈａｒｔｅｒ），
宪章规定，经同行评议后发表在ＢＭＣ期刊上的任何文章，任
何用户都可以通过因特网不受限制地免费访问。目前，ＢＭＣ
已成为世界领先的生物医学 ＯＡ期刊出版商［１］。仅有几年

历史的ＢＭＣ出版的部分ＯＡ期刊最近收到了与传统同领域
期刊相比更高的ＪＣＲ影响因子，证明研究文献的 ＯＡ出版模
式可以更快的速度产生影响，并且使高质量的文章更广泛地

传播［２０］。

截至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４日，ＢＭＣ网络平台上共出版和收录
期刊 ２０５种，其中有 ＢＭＣ系列期刊 ６５种。除“Ｇｅｎｏｍ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一刊有相对应的印刷版本外，其余２０４种全部为纯
网络版期刊。按期刊内容的在线获取方式，２０５种期刊可分
为以下六类［２１］：

（１）期刊中的全部论文可以立即和永久在线获取，用户
只要引用时准确注明论文出处，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使

用、传播和复制其论文，或可简称为“完全 ＯＡ”，目前此类期
刊有１８２种，其中包括全部６５种ＢＭＣ系列期刊。

（２）只有研究性论文完全 ＯＡ，评论性文章和报道性文
章则需要订阅，此类期刊有５种。

（３）只有研究性论文完全 ＯＡ，其他文章只对注册用户

授予可以免费在线访问全文的权限，此类期刊有１种。
（４）综述性期刊，只有订阅用户才可看到，此类期刊有

４种。
（５）期刊“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的“每日新闻”栏目注册用户可

以免费获取，其他栏目的内容只有订阅用户才可看到。

（６）新出版或新收录的期刊，目前仅接受在线投稿，尚
无ＯＡ全文，此类期刊有１２种。

ＢＭＣ在每种期刊的目录列表中，对每篇文章的获取方式
作了标记。完全ＯＡ的论文一般带有蓝色的“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
标识；只对注册用户授予可以免费在线访问全文权限的论文

带有“Ｆｒｅｅ”标识；只有订阅用户才可看到的论文带有
“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标识。有些论文还标有“Ｈｉｇｈｌｙ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高点击）标识。

ＢＭＣ出版的是纯网络版期刊，因此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发表快：文章在经同行评议后的很短时间（当天或

数天后）内即可正式上网发表，一般先发表一个临时的 ＰＤＦ
格式ＯＡ全文，约１个月后再提供正式的ＨＴＭＬ和ＰＤＦ格式
全文。ＢＭＣ出版的纯网络版期刊按年编卷，消除了“期”
（ｉｓｓｕｅ）的概念，根据每篇文章的处理进程（同行评议和作者
修改）随时上网发表，并将上网日期标注为出版日期。

（２）独特的文献引用格式：ＢＭＣ纯网络版期刊的文献引
用格式与传统印刷版期刊不同，有卷号、文章序号和出版日

期，而无期号和页码。如，“ＢＭ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
７：１３９（１５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０７）”表 示 ２００７年 发 表 在 “ＢＭ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Ｂｉｏｌｏｇｙ”第７卷上的第１３９篇文章，出版日期为
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５日。

（３）无存储空间限制：由于在线出版无存储空间的限
制，以“篇”为单位收取论文处理费，文章不限制页数，还可以

向读者提供图、表等大量的数据和多媒体文件。

与必须向出版商转让版权的商业出版模式不同，根据

ＢＭＣ的版权与授权协议（Ｂｉ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ａｎｄ
Ｌｉｃｅｎｓ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在ＢＭＣ期刊上发表原创性研究论文的
作者拥有论文的版权，作者有权自由地打印文章，将其分发

给他的同事，以及／或把它发布到因特网上，只要求在引用文
章时正确引述文章细节并明确标明 ＢＭＣ为文章的原始出
版者。

ＢＭＣ定位于营利性出版机构，采用作者付费的模式。以
“篇”为单位收取文章处理费（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ｈａｒｇｅｓ），各
个期刊的收费标准不同，在５０５～２４２５美元／篇不等，作者可
在网上看到具体的收费标准。该费用通常从研究经费中支

出，即由作者从事研究的资助单位支付。对于低收入国家的

作者，或者有实际困难难以支付费用的作者，只要在投稿时

如实在线填写一份申请免除论文处理费的表格，ＢＭＣ会根据
其具体情况给予免除。

在作者付费方式上，ＢＭＣ实行会员制，将会员分为以下
三类：

（１）预付费会员：预先支付处理和发表若干篇文章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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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并设立账户。预先支付的费用越高，可享受的折扣越多。

（２）季度后付费会员：每季度根据上季度在 ＢＭＣ期刊
上发表文章的篇数向会员寄送账单。

（３）支持者会员：根据其机构内的生物学及医学研究人
员和研究生的人数支付一笔统一的会员年费。这些机构的

成员在ＢＭＣ期刊上发表文章时可享受１５％的文章处理费折
扣。目前，ＢＭＣ与其姊妹网站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ｅｎｔｒａｌ和 ＰｈｙｓＭａｔ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共有来自３２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员３１２个。

为确保在纯网络版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能够长期数字化

存档，ＢＭＣ采用了多种途径实现ＯＡ：
（１）出版ＯＡ期刊（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鼓励作者自行存档（Ｓｅｌｆ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
（３）将其出版的网刊提交机构仓储（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和学科仓储（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ＢＭＣ
将发表的所有文章及时存入 Ｐｕｂ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和多个其他国
际档案库存储器上。

６．２　Ｂｉ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网络平台的功能

网络平台上有“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两种检索方

式，在高级检索页面中还提供“布尔式检索”（Ｂｏｏｌｅａｎ
ｓｅａｒｃｈ）和“在结果中检索”（Ｓｔｏｒｅｄｓｅａｒｃｈｅｓ）的功能。设有
“首字母导航”和“学科导航”（将全部出版期刊分为 ６３学
科）两种导航方式。

提供期刊文献内容：

（１）目次，包括文题、作者、出版日期、文章序号等；
（２）摘要，ＢＭＣ期刊中的摘要为结构式摘要，一般分为

背景、结果和结论三段；

（３）全文，有 ＰＤＦ和 ＨＴＭＬ两种格式。有过刊回溯
（Ａｒｃｈｉｖｅ），一般回溯至创刊号。

很多期刊将重要文章在主页上重点介绍，并提供过去３０
天中被浏览次数最多的文章列表。

ＨＴＭＬ格式全文中一般有以下几种链接：
（１）文章结构与文章各部分的页内链接；
（２）文中参考文献引用处与文后参考文献表的页内互

链接；

（３）文中图、表序号与图、表的页内链接；
（４）与文章附加信息的链接；
（５）参考文献与 ＰｕｂＭｅ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ＦｕｌｌＴｅｘｔ、

Ｐｕｂ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ＦｕｌｌＴｅｘｔ等的跨系统链接，以获得文献的摘
要或全文。

在文章摘要和ＨＴＭＬ全文页面中提供三类服务：
（１）相关资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链接：可查看“读者

评论”和该文“在ＰｕｂＭｅｄ中的记录”。
（２）相关文献（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链接：分别链接到在

ＢＭＣ、Ｇｏｏｇｌ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ＩＳＩ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和 Ｐｕｂ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中
引用该文的文献，该文作者（们）的其他文献，以及在ＰｕｂＭｅｄ
中的相似文献。

（３）其他（Ｔｏｏｌｓ）：可将文章通过 Ｅｍａｉｌ发给朋友、下载

该文的引用著录信息、发表评论、申请加印抽印本等。

ＢＭＣ网络平台提供期刊稿件采编系统，具有在线投稿、
在线审稿、出版流程控制等功能。

ＢＭＣ网络平台具有多种服务功能，用户无需注册，便可
浏览、下载ＢＭＣ网站上的所有文献，但如果使用网络平台上
的个性化服务，必须先免费注册。

注册用户可以得到以下各项信息服务：

（１）登录ＢＭＣ所有网站，查阅ＢＭＣ上所有与自己研究
领域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

（２）利用高级检索功能查询 ＢＭＣ和 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中
的文献；

（３）查看所有ＢＭＣ期刊上的ＯＡ文章；
（４）以发送Ｅｍａｉｌ的方式对相关文章发表评论；
（５）向ＢＭＣ申请速报服务（ＥｍａｉｌＡｌｅｒｔ），可及时收到

相关领域最新文献发表的消息；

（６）在ＢＭＣ期刊上发表自己的文章。
ＢＭＣ网络平台上还有 Ｇａｔｅｗａｙｓ、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ｈｙｓＭａ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１０００Ｂｉｏｌｏｇｙ、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１０００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Ｏｐｅｎ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等资源。

７　Ｐｕｂ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全文开放存取仓储网络平台

７．１　Ｐｕｂ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概况

Ｐｕｂ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简称 ＰＭＣ）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Ｕ．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ＮＩＨ）的下属机构之
一———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ＮＬＭ）于２０００年１月创建的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期刊开放
存取（ＯＡ）全文数字仓储网络平台，由隶属于ＮＬＭ的美国国
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ＣＢＩ）承担日常开发与维护工作。

ＰＭＣ定位于非出版商，所收录文献为在同行评议期刊已
发表的论文后印本，还收录在其他非 ＰＭＣ收录期刊上发表
的受ＮＩＨ基金资助产出论文的后印本，作者可通过“ＮＩＨ论
文提交系统”（ＮＩＨ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将其论文
后印本提交到ＰＭＣ做开放仓储。ＰＭＣ只收录全文为英语的
论文，不接收非英语文献。收录期刊中最具代表性的期刊为

ＢＭＣ系列和ＰｌｏＳ系列纯网络版ＯＡ期刊。
截至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４日，ＰＭＣ收录ＯＡ期刊４６５种，其中

有７６种另有更改后的刊名，即实际收录还在继续出版的期
刊３８９种。其中有与其印刷版或网络版（主要是 ＢＭＣ系列
和ＰｌｏＳ系列纯网络版期刊）同步的即时 ＯＡ期刊 ３５４种
（占７６％），滞后１个月ＯＡ的有３种、２个月的２种、３个月
的３种、４个月的１４种、６个月的２３种、１２个月的３８种、２４
个月的７种、３６个月的２１种。在３５４种即时ＯＡ期刊中有３
种期刊中的非研究性论文滞后３个月 ＯＡ，３种滞后６个月
ＯＡ。ＰＭＣ收录超过１１０万篇全文文献，是目前世界上生物
医学领域最大的电子文档全文数据库［２２］。

从ＰＭＣ收录过刊的回溯年代看，有６种期刊回溯到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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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回溯年代最久的是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可回溯到１８６５年第１卷，共收录该
刊１０４卷；有２６２种从第１卷起收录，占收录期刊的７４．９％。

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之一的期刊可以向 ＰＭＣ提出收录申
请［２３］：

（１）被Ｍｅｄｌｉｎｅ收录；
（２）被其他国际知名数据库收录，如 Ａｇｒｉｃｏｌａ、ＢＩＯＳＩＳ、

ＣＩＮＡＨ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ＥＭＢＡＳＥ、ＰｓｙｃＩＮＦＯ或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等；

（３）编辑部中至少有三位成员是ＮＩＨ、美国本土或其他
国家具有相当水平的研究项目的主要承担者。

ＰＭＣ除对４６５种同行评议期刊的后印本存档外，还对非
ＰＭＣ收录期刊上发表的受ＮＩＨ基金资助产出论文的后印本
存档。这主要源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２日生效的美国国家卫生研
究院颁布的“ＮＩＨ公众获取政策”（ＮＩＨ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ｌｉｃｙ），该政策的全称为———促进公众从出版物仓储中获取
ＮＩＨ基金资助的研究结果的政策。政策要求所有 ＮＩＨ基金
和其他基金项目承担人应将其研究成果论文送交同行评议，

并将论文出版前的最终修改稿在学术期刊出版后立即提交

ＰＭＣ存档，使其他研究者和公众可以迅速免费获取。为实现
该政策，ＮＩＨ开发了一种基于因特网的、带有密码保护功能
的论文仓储提交系统。

７．２　Ｐｕｂ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网络平台的功能

网络平台有“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两种检索方式。

用户可从期刊列表直接选择某一期刊，然后浏览该期刊的各

期文章。也可通过输入刊名定位到某一期刊，然后浏览该期

刊的各期文献。

提供期刊文献的目次（文题、作者、在线出版日期、ＤＯＩ
号）、摘要和全文（ＰＤＦ和 ＨＴＭＬ格式）。ＨＴＭＬ格式全文中
的每一部分都有文章大纲与文中相应部分的页内链接。有

文中参考文献引用处与文后参考文献表的页内互链接；文中

图、表序号与图、表的页内链接；参考文献与 ＰｕｂＭｅｄ文献数
据库的系统内链接。

ＰＭＣ网络平台的服务功能主要有：
（１）定制文献速报服务：期刊目次速报（ＰＭＣＮｅｗｓｍａｉｌ

ｌｉｓｔ）、ＲＳＳ订阅服务；
（２）获取ＰＭＣ数据服务：提供元数据、从 Ｅｎｔｒｅｚ数据库

获取数据、ＦＴＰ（文件传输协议）服务；
（３）向ＰＭＣ提交数据服务。

８　讨论

８．１　多种多样的ＯＡ方式

所调查的７个网络平台中 ＤＯＡＪ、ＳｃｉＥＬＯ、ＯｐｅｎＪＧａｔｅ、
Ｂｉ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和 Ｐｕｂ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５个网络上的期刊全部为
ＯＡ期刊，ＪＳＴＡＧＥ的ＯＡ期刊占９３％，ＨｉｇｈＷｉｒｅＰｒｅｓｓ的 ＯＡ
期刊占２７％。
７个网络平台上期刊的ＯＡ方式主要有：

（１）即时完全ＯＡ———期刊一经出版，期刊上的所有文章
全部开放，如ＤＯＡＪ全部期刊和其他６个平台上的部分期刊。

（２）同一期中的部分文章ＯＡ———同一期发表的文章中
有一部分文章ＯＡ，而另一部分文章只有订阅用户才能看到，
如ＢＭＪ中有些期刊的在线版本为“综述”类文章设置访问权
限，只允许订阅读者阅读和下载。

（３）阶段性ＯＡ———此种ＯＡ方式中又可分为近期文章
ＯＡ和延时 ＯＡ两种。前者是指将刚刚出版的一期或几期
ＯＡ，其余过刊为非ＯＡ，如ＨｉｇｈＷｉｒｅ上的一些期刊；后者是指
将期刊上的文章在出版一段时间后ＯＡ，一般为６～１２个月，
如ＨｉｇｈＷｉｒｅ的大部分期刊和Ｐｕｂ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的小部分期刊。

（４）双重或多重ＯＡ———同时在多个网络平台或网站上
实现ＯＡ，如ＤＯＡＪ除通过链接到其收录期刊的网站获取 ＯＡ
全文外还建有自己的全文数据库，有１１７１种期刊可从 ＤＯＡＪ
平台上获取双重ＯＡ全文。

所调查的７个ＯＡ期刊网络平台提供ＯＡ全文方式的有
两种：

（１）建有全文数据库，提供 ＯＡ全文，如 ＤＯＡＪ、
ＪＳＴＡＧＥ、ＳｃｉＥＬＯ、Ｂｉ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和 Ｐｕｂ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优点是
可在网络平台上检索到文献的全文，并可实现引文的系统内

和跨系统动态链接。

（２）无全文数据库，通过链接到期刊网站或期刊出版商
网站的方式获取ＯＡ全文，如ＯｐｅｎＪＧａｔｅ和ＨｉｇｈＷｉｒｅＰｒｅｓｓ，
优点是网络平台建设和维护的成本较低。

８．２　ＯＡ期刊的发展速度

所调查的７个网络平台在２００７年９月到２００８年６月的９
个月间ＯＡ期刊的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表１）。ＯＡ期刊
数增加最多的是 ＤＯＡＪ（６２１种），其次是 ＯｐｅｎＪＧａｔｅ（１５１
种）；增加比例最大的是 Ｐｕｂ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２５．９％），其次是
ＤＯＡＪ（２１．９％），ＪＳＴＡＧＥ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１４．５％）。

据笔者调查［２４，２５］，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２００５年版）中收录的１６０８种中
国科技核心期刊中，２００６年１月有 ＯＡ期刊１６７种，２００６年
７月有１９８种，到２００７年１月增加到２３０种。２００６年１月到
２００７年１月的１年间１６０８种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的 ＯＡ期
刊增加了６３种，增幅达３７．７％。由于调查时段不同，与表１
中的数据无可比性，但可看出我国的 ＯＡ期刊数量也以不低
于国外的速度增加。

８．３　ＯＡ对发展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的意义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英语国家还是非英

语国家，科技期刊都是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评价和交流的主渠

道。然而，发展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的科技期刊在发行与流

通中却面临着多种障碍，限制了产出于这些国家科技信息的

被获取和被利用。ＪＳＴＡＧＥ和 ＳｃｉＥＬＯ开放存取期刊网络平
台的建立大大提高了日本、巴西、智利、哥伦比亚、西班牙、委

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古巴、墨西哥、葡萄牙等非英语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科技期刊文献的国际显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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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００８年６月７个网络平台ＯＡ期刊数量变化

网络平台
ＯＡ期刊数

２００７年９月 ２００８年６月
增加刊数

增加比例

（％）

ＤＯＡＪ ２８３６ ３４５７ ６２１ ２１．９

ＪＳＴＡＧＥ ４１９ ４８０ ６１ １４．６

ＳｃｉＥＬＯ ５１２ ５４９ ３７ ７．２

ＯｐｅｎＪＧａｔｅ ４２５４（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４４０５（２００８年７月） １５１ ３．５

ＨｉｇｈＷｉｒｅＰｒｅｓｓ ３０２ ３１１ ９ ３．０

Ｂｉ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 １９４ ２０５ １１ ５．７

Ｐｕｂ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 ３０９ ３８９ ８０ ２５．９

　　据笔者对２００７年对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的２３０种 ＯＡ
期刊［２５］和中国科协期刊中的１４０种ＯＡ期刊［２６］的上网形式

的调查显示，有超过８０％的 ＯＡ期刊为分散上网。因此，我
国有关管理部门有责任尽快建立大型的在国际上有广泛影

响的ＯＡ期刊网络平台，将分散在因特网上的我国ＯＡ期刊，
特别是大量中文版 ＯＡ期刊，集成到同一网络平台上，设中
文和英文两个界面，以加速我国科技文献的全球传播。

致谢　在资料收集和论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科协学
会学术部杨文志、王晓彬和张利军等人的大力帮助，深表

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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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界对开放仓储认知度与认可度调查分析

王应宽１）　王柳１）　彭明喜２）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４１７
修回日期：２００８１２０３

１）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农 业 工 程 学 报》

《国际农业与生物工程学报》
编辑部，１００１２５　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４１号，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ｋｕａｎ＠１６３．ｃｏｍ

２）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００１２５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１８号

摘　要　　开放仓储是实现开放存取最重要且相对容易的途径之一。为深入了解中国科研工作者对开放仓储的认知度与认
可度，了解其作为读者和作者对信息仓储和使用的态度，设计了调查问卷，进行了全国性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大多数人

（８３％）对开放存档还不了解，但大多数人（８８％）会遵守雇主或基金会所要求的开放存档条件，对文章后印本开放存档的支持
率较高（７７％），而对预印本存档的支持率相对较低（４３％）。分析讨论了国外开放仓储发展概况和成功经验，建议国家有关部
门或基金机构制定强制性存档政策，大力提倡与鼓励作者自我存档，采用强制与经济补贴相结合的办法确保存档。建议尽快

制订元数据标准、存档格式、建立期刊和出版者的开放存档政策列表，建立开放仓储资源目录列表，促进中国开放仓储的建设

和使用。

关键词　　开放存取　开放仓储　自我存档　认知度　认可度　问卷调查

１　开放仓储发展概况

开放仓储是布达佩斯宣言ＢＯＡＩ倡导的第二种开放存取
策略［１］。电子印本文档库（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ｃｈｉｖｅ）是开放仓储的主
要形式。电子印本（Ｅｐｒｉｎｔ）又包括预印本（Ｐｒｅｐｒｉｎｔ）和后印
本（Ｐｏｓｔｐｒｉｎｔ）。预印本是指同行评议和出版发表之前的任何
版本，通常指提交给期刊时的版本。后印本是指经同行评议

之后的任何版本。开放仓储要求作者及其代理人将论文的

预印本和／或正式发表的论文后印本按照ＯＡＩ的元数据标准
存储在网络在线数字仓储库中，通过这种方式提供大众免费

获取和使用［２］。

近年来，自我存档型开放存取发展较快。据统计，９０％
以上的出版者允许作者在其版权协议条款内的自我存档。

作者可以通过ＳＨＥＲＰＡＲｏＭＥＯ数据库查询出版者的自我存
档政策和版权政策［３］。自１９９１年创建ＡｒＸｉｖ［４］至今，开放仓
储已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建立的开放仓储目录

表明了开放仓储的发展概况。据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ｏｆ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ＯｐｅｎＤＯＡＲ）统计，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已有
１２６６个学科专业知识仓库，包括学科仓储（１６７）、机构仓储
（１０１４）、综合型仓储（５９）和政府数据仓储（２６），涉及２８个
学科领域及交叉学科，采用６０多种系统软件，但使用最多的
两种软件系统是ＤＳｐａｃｅ和ＥＰｒｉｎｔｓ［５］。另据ＲＯＡＲ开放仓储
目录列表项目统计，截至 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 ２５日，ＲＯＡＲ共有
１１６７个注册文档库，这些开放存取的知识仓库分布在７０多

个国家和地区，采用近２０种系统软件，其中使用最多的软件
系统为ＤＳｐａｃｅ和ＥＰｒｉｎｔｓ［６］。

不论机构仓储还是学科仓储，开放存取仓储都具有许多

共性特征：收集、检索、传播、存储数字化内容；内容涉及学

术或专业领域，数字内容的存档是累积的、永久性的和安全

可靠的；均遵循互操作标准，并可被 Ｇｏｏｇｌｅ等外部搜索引擎
跨库搜索，接受各种不同文档格式的存档，文件均拥有持久

稳定的标识符，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内容都是可以开放获取

的［７］。

为了增强各仓储库之间的互操作性，必须建立统一的元

数据标准。ＯＡＩ的开放存取元数据收获协议（ＯＡＩＰＨＭ）已
被修订并嵌入到新的开放资源仓储平台中，如，ＥＰｒｉｎｔｓ
（２０００）ｗｗｗ．ｅｐｒｉｎｔｓ．ｏｒｇ／和 ＤＳｐａｃｅ（２００２）ｗｗｗ．ｄｓｐａｃｅ．
ｏｒｇ／，这些系统被大学和研究机构广泛采纳，产生了许多机构
仓储库［２］。商业公司如 Ｇｏｏｇｌｅ，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Ｙａｈｏｏ，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Ｔｈｏｍｓｏｎ相继致力于将ＯＡ仓储库的网址编入索引［８］。这种

积极的行动增加了ＯＡ文献的显示度，推动了开放仓储的发
展。开放仓储的文献类型也不断拓展，不仅包括已发表的内

容（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如期刊论文后印本，还包括灰色文献

（Ｇｒａｙ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如论文预印本、工作论文、专题论文与学位
论文、研究与技术报告等［９］。２００７年课件与教学材料、电子
论文与学位论文、学术与教育视频材料以及扫描图书上网提

供开放存取的发展势头强劲［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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