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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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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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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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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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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调查背景与方法

中国的开放仓储才刚刚起步，虽然已经取得一些进展，

建立了一些开放仓储库，但深入的研究和成功的项目还不

多［２］。国内已经有２个关于开放存取的调查研究，其中包括
了一些开放仓储的问题，但还没有专门针对开放仓储的问卷

调查。初景利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内进行了２００余名科学家
对开放存取看法的问卷调查，获得了较好成果［１０］，孔繁军等

设计了１０个关于开放存取的问题针对《中华口腔医学杂志》
作者进行了１５０份Ｅｍａｉｌ：问卷调查，收到１１０位作者的答卷，
取得了初步成果［１１］。因样本数小，专业面窄，调查涉及的问题

比较少，研究结果仍较为初步与局限。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

的开放仓储发展模式，在国家和机构层面上制定支持开放仓

储发展的战略与政策，还需要更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从总体

上把握全国科研工作者对开放存取的认知度与认可度。

为了深入了解中国科研工作者对开放仓储的认知度与

认可度，了解他们作为读者和作者对文献存档与使用、信息

需求和生产特点、对版权的考虑等，设计了详细的调查问卷，

主要涉及研究文献及其利用以及文章仓储与存档，一共包括

２５个问题。问卷调查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２月５日 ～３月１５日。
问卷通过 Ｅｍａｉｌ：发出，调查对象覆盖华北、华东、华中、西
南、东北、西北６个地理区域３０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自治
区以外，覆盖中国大陆全境。调查对象涉及各个学科领域的

科研工作者，其中主要在大学。调查问卷用电子邮件共发出

１２００余份，共回收电子版答卷１０２５份，纸张打印版答卷９３
份，共计１１１８份，回收率达９３％。进入最后统计分析的有效
答卷共计１０２４份，约占回收答卷的９２％。调查背景和方法
与开放存取期刊的调查相同［１２］。

３　调查结果与分析

３．１　科研工作者关于文献的产出与使用情况

为了解中国科研工作者对科技文献的获取途径与使用

情况，设计了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关于如何容易地获得

需要参阅的文章，调查表明：２２％的答卷者“有易于获取全
部必需文献的途径”，４５％ “有易于获取大部分必需文章的
途径”，２３％“有易于获取一部分必需文章的途径”，６％“有
易于获取少许必需文章的途径”，近５％“缺乏途径”。可见，
只有约１／５的答卷者声称有易于获取全部所需文献的途径，

而大部分（约８０％）或多或少存在获取所必需文献的困难。
被调查者大都来自大学，有大学图书馆优越的信息获取途

径，其文献获取状况尚且如此，其他没有图书馆设施的科研

院所的情况就更为困难。这也反映了目前基于订阅的印刷

版期刊不可同时异地供多人阅读的弊端，而 ＯＡ仓储模式是
基于网络在线数据库的，可供同时异地供多人阅读和使用，

因此有望很好解决文献的获取和使用问题。

关于研究者引用文献的时滞，１９％参考引用近二年的文
献，４６％引用近２～５年的文献，２６％参考引用近５～１０年的
文献，８％参考引用近１０～２０年的文献，参考引用５０年以前
文献的人约２％。尽管各学科文献引用的半衰期不同，但科
技发展日新月异，要创新都应尽可能参考最新文献。中国科

研工作者参考引用文献偏陈旧，参考引用近二年新文献者仅

１９％，而参考引用５年前旧文献者高达３６％，这种状况与文
献的获取途径不畅有很大关系。

关于每人论文的年产出情况，３８％的答卷者每年发表
论文不超过１篇，发表论文２～４篇者为４９％，发表论文５～７
篇者为１０％，发表论文８篇以上者不足３％。调查结果反映
了中国作者的论文发表情况。开放存取在中国的发展，将加

速科技信息的传播与共享，激励创新，论文产出数量增加，期

刊发表能力增强，作者每年发表论文数肯定会增加。

关于文章在发表后的２年中每篇文章的平均被引频次，
文章平均被引０～２次的占１４％，文章平均被引３～５次的为
１６％，平均被引６～１０次的为６％，文章平均被引频１０次以
上的不足１％，而 ６１％不知道自己文章的被引频次。一方
面，大部分印刷期刊没有实现网络化，使文献传播和使用不

充分，整体被引频次偏低；另一方面，因为缺乏网络跟踪与统

计途径而导致大部分人（６１％）不知道自己论文被引情况。开
放仓储既有助于提高期刊的显示度和影响，又能跟踪文献引

用，可提供单篇文章的被引频次，因而将根本改变这种现状。

关于科研工作者发表论文的目的，调查结果（表１）表明
（为多项选择），８８％的人是为了与同行交流成果，７７％的人
是为了职业晋升，７４％的人是为了获得专业领域的声望和增
加获得资助的机会。很少有人（１８％）把发表论文的目的定
位于获得直接的经济报酬，也就是说，科研工作者一般不是

为了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发表文章。笔者就此问题对主

持多项国家科学基金项目的十余位专家的访谈结果，也证实

了这种观点。

表１　对作者出版学术论著的动机的调查（百分比，％）

计算百分比（％） 完全同意 同意 完全同意＋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反对 不同意 强烈反对

为获得直接的经济酬劳 ５．０８ １２．５０ １７．５８ ３５．５５ ２８．６１ ６．０５

为获得专业领域的声望 ３２．３２ ４１．８０ ７４．１２ １４．６５ ４．００ １．４６

与同行交流我的成果 ３２．１３ ５５．６６ ８７．７９ ９．２８ １．１７ ０．３９

提升我的职业／晋升 ３３．６９ ４２．８７ ７６．５６ １６．６０ ２．２５ １．４６

增加获得资助的机会 ２３．８３ ５０．２９ ７４．１２ １５．７２ ４．２０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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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获取论文信息，研究者会经常查阅书目及题录文献数
据库，如ＩＳＩ数据库，ＥＩ，联机医学文献 Ｍｅｄｌｉｎｅ，ＰｕｂＭｅｄ，中
国学术期刊网及其他分析和检索系统。关于查阅文献的频

率，调查结果表明，６％的人每天查一次，５３％的人每周查一
次，２７％的人每月查一次，１４％的人少于每月一次。关于查
阅文献的方式，５３％的人使用 Ｇｏｏｇｌｅ，４８％使用其他搜索引
擎，８％的人回答不搜索使用网上的学术文章。

３．２　开放仓储与自我存档

文章的“开放存档”（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ａｒｃｈｉｖｅ）是除 ＯＡ期刊
外实现开放存取的另一种重要方法，但调查结果显示，４４％
的答卷者只“了解一点”，３９％回答“不知道”，知道的占８％，
知道并存档的占７％。对中国几个常见的开放文档库（奇迹
文库、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中国预印本文库）的了解情况问

卷，调查结果表明，“３个全知道”的只占６％，４７％只知道其
中１个，９％知道其中２个，３８％的答卷者全然不知。关于对
美国和英国“强制性要求作者对自己的研究文章开放存档”

的建议知晓度调查，８３％的答卷者不知道，只有１７％的答卷
者知道。总的来看，与开放存取概念的认知度类似，大多数

人（８３％）对开放存档还不了解，对中国几个影响较大的开放
存档库的认知度很低，需要采取措施，加强宣传推介。

为了推进开放存取，雇主或基金会通常要求受其资助的

研究成果提供开放存档，答卷者对此要求的反应是：６７％表
示“会自觉遵守”，２１％回答“会勉强遵守”，３％明确表示“不
遵守”，８％回答“不知道”。大多数人（８８％）会遵守雇主或
基金会要求存档的条件，支持开放存取，该调查结果对制定

开放存取机构战略与政策很有指导意义。

要实现开放存取，数字化文档的永久保存是一个非常重

要而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关于谁负责开放存取期刊文章

的存档问题，调查结果（表２）表明，５３％支持由开放存取期
刊出版者负责存档，３３％支持由学术团体负责存档，对“图书
馆”及“科研单位和学术机构”存档的支持率相同，均为

２３％，对由国家政府负责存档的支持率为２０％，而对由“作者
自己负责存档”的支持率尚不足５％。该调查结果与西方国
家的开放存档实践出入较大，开放文档库的建设与维护是一

个庞大的数字化资源平台基础设施，一般由政府投资建设和

维护，在有了这些知识存储库的前提下，再考虑由谁负责

ＯＡＪ文章的开放存档。许多机构或个人均可将文章以某种
规范或标准的格式定期存档，通常综合采取多种措施，多渠

道提供开放存取。ＯＡＪ出版者负责存档最简便可行，故而支
持率最高。但是，根据西方国家的实践，鼓励和要求作者自

我存档也是重要措施之一。

表２　关于谁负责ＯＡＪ文章存档的调查结果

ＯＡＪ出版者 学术团体 国家政府 图书馆 科研单位和学术机构 作者自己 不知道

统计数 ５４６ ３３３ ２０７ ２３９ ２３４ ４８ ０

百分比（％） ０．５３３ ０．３２５ ０．２０２ ０．２３３ ０．２２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０

　　关于对开放存取期刊文章永久存档的自信度调查，因许
多答卷者放弃回答此题致使此题的总答题数只有９０２份，此
题总样本数按 ９０２份进行统计处理。结果表明，２０％回答
“非常自信”，３３％表示“自信”，３９％表示“不很自信”，完全
不自信的约５％，其他占３％。总的看来，多数人（５３％）对数
字化永久保存持乐观态度，但是不太自信的人比例也较高，

一方面因为目前中国的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水平还比较低，可

能还因为大多数人对开放存档缺乏了解之故。关于开放存

档的动机（表３），调查表明，８％源于所在机构图书馆或管理
人员的鼓励，１１％源于其他ＯＡ倡导者的鼓励，２１％来自研究
经费资助者的鼓励，１３％源于同行或共同署名合作者的鼓
励，２６％受“开放存取文章被引用的频率比订阅期刊文章高”
的驱动，３２％回答还没有进行文章的存档。从结果看，原因
比较分散，这也提供了重要启示：可以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

要求作者进行自己文章的开放存档。

表３　对开放存档的驱动力调查

所在机构图书馆

或管理人员鼓励

别的ＯＡ提倡

者的鼓励

研究资助

者的鼓励

同行或合作

作者的鼓励

ＯＡ文章被引

频次更高
还没存档

统计数 ８６ １１０ ２１４ １３０ ２６２ ３２４

百分比（％） ０．０８４ ０．１０７ ０．２０９ ０．１２７ ０．２５６ ０．３１６

　　关于雇主与研究资助者是否要求把作者文章自我存档
作为条件，１１％回答要求，８９％回答“不要求”。该结果与事
实相符，反映了中国的开放存取才刚刚起步，开放存档少的

现实。关于研究者完成存档的方式，６０％的人自己完成存

档，１０％的人由学生或助手帮助自存档，２１％的人由单位图
书馆员代为完成文章的自存档，采用其他方式的占９％。多
数作者可以自己独立完成文章的自我存档，表明鼓励和要求

作者自我存档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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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行第一篇文章自我存档的时间的调查表明，“几

分钟”完成的占３３％，“１小时内”完成的占２５％，“１～３小
时”完成的占１１％，“４～８小时”完成的占４％，超过１天完
成的占４％，由他人代做存档的占２４％。除去由他人代为存
档的，大多数（７６％）可以在１小时内完成自己第一篇文章的
开放存档。对于作者期望自己的文章提供开放访问的期限

的调查，结果显示，７５％希望“只要技术允许能提供永久保存
和开放访问”，期望保存并提供访问３～５年的占１１％，而期
望保存并提供访问２年与６～１０年的均占７％。

对最近自我存档的文章，谁拥有版权的调查结果表明，

４４％的作者自己保留版权，２７％将版权转让给了期刊出版
者，４％由第三方（如雇主）保留版权，２５％的作者不知道谁拥
有自己文章的版权。从结果看，作者自己保留版权的比例不

足１／２，１／４的作者还不清楚自己文章的版权情况，这表明中
国科研工作者版权意识淡薄的现状。对已经进行开放存档

的作者的版权情况，２１％是在出版者要求征得许可后存档
的，３６％是在出版者没有许可要求下存档的，４３％是在不知
道出版者是否有存档许可要求的情况下存档的。

对于最近存档的文章是否得到出版者许可的调查表明，

只有９％得到许可，３８％的存档未经出版者的许可，５３％回答
不知道。再次表明中国科研工作者版权意识淡薄。关于是

否经历过因文章预印本存档而被拒绝发表的调查表明，９３％
的作者回答没有此经历，只有７％的作者回答曾有此经历。
可见，大部分出版者不会因为作者文章的预印本存档而拒绝

发表。

关于是否同意并准备把自己文章的预印本开放存档的

调查，结果表明，１６％同意并准备存档，２７％同意但不准备存
档，３５％不同意预印本存档，另外２２％回答“不知道”。而对
文章后印本的存档，调查结果大为不同，４７％同意并准备存
档，３０％同意但暂时不准备存档，只有５％反对，１７％回答“不
知道”。相比较而言，对预印本存档的支持率较低（４３％），而
对后印本存档的支持率较高（７７％），且反对者少（仅５％）。
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科研人员对版权侵害的顾虑，后印本均已

被期刊录用或正式发表，减少了对被剽窃的顾虑，因而支持

率高，而预印本被剽窃的风险高，特别在科学道德境界不高

和法制不完善的环境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法制的健全，如

国际上已有通过网络识别非原创作品的软件，对侵权的惩戒

更严厉，等等，将逐步消除对预印本存档的顾虑，为开放存档

营造良好环境。

关于在哪种开放存档文库中存档的调查表明，２２％支持
在“机构仓储”存档，７４％支持“学科仓储”，２０％支持通过
“作者个人主页”提供开放存档和访问，采用其他途径的占

５％。科研工作者对“学科仓储”的支持率最高，一方面，学科
仓储具有相关学科内容聚类的优势，便于读者查阅和使用，

增加了文章的显示度与引用率而对作者也大有裨益；另一方

面，成功的学科仓储实践，如物理学领域的ａｒＸｉｖ．ｏｒｇ，为建立
与维护学科仓储提供了经验。因此，在发展中国的开放仓储

库时，应优先考虑学科仓储。但机构仓储也有自身的优势，

便于建设和管理维护，也应该因地制宜的支持发展机构仓

储。作者个人主页虽然过于分散和局限，但也是一种有益的

补充。近年来，个人博客和个人主页发展迅猛，作用不可低

估。

对已经进行开放存档的文献数据类型调查表明（表４），
存档最多的文献类型分别为：３０％为研究论文的后印本，
１７％为学位论文或专题文章，１２％为研究论文的预印本，
１１％为网上论坛文章，９％为课件（教学材料），专著、技术报
告与会议论文各为６％，１６％为其他材料。调查结果再次证
实，研究论文后印本存档是进行开放存档的主要类型。

表４　关于开放存档的文献数据类型调查

统计数 百分比

后印本研究文章

预印本研究文章

技术报告

专著

书籍目录或章节

讨论文章

工作报告

会议论文

手册

软件

学位论文或论题

音频文件

视频文件

课件或教学材料

其他

３１０

１２０

６６

６２

２８

１１３

３９

６１

８

１０

１７２

３

１３

９１

１６９

０．３０２７

０．１１７２

０．０６４５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２７３

０．１１０４

０．０３８１

０．０５９６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９８

０．１６８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８８９

０．１６５

４　结论与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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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者发表论文
的目的排前三位的依次是：与同行交流成果、职业晋升、获

得专业领域的声望和增加获得资助的机会。调查研究所取

得的基础数据基本反映了中国的实际，对发展中国的开放仓

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Ｓｗａｎ等就自我存档所进行的国际跨学科作者问卷调
查中，调查结果显示［１３］，在回收的１２９６份答卷中，将近一半
（４９％）的人在过去３年中至少进行过１篇文章的自我存档；
为了自我存档，机构仓储的使用增加一倍，学科仓储增加

６０％；发表文章数越多的人自我存档活动越活跃；但仍然有
相当比例的人不知道以自我存档提供开放存取；对于尚没有

自我存档的作者，７１％不知道此途径；关于作者不愿意自我
存档的原因（耗费时间和技术困难），调查发现只有２０％的
人首次存档遇到一定程度的困难，而在随后存档中仍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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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降至９％；作者没有自我存档的另一种担心主要缘自
对侵犯版权的顾虑，但调查显示仅有 １０％的作者知道
ＳＨＥＲＰＡ／ＲｏＭＥＯ出版者版权政策列表；有的作者不知道自
我存档是否需要获得许可，也不去查找，往往不考虑版权而

直接自我存档；大多数（８１％）作者表示愿意遵守其雇主或研
究资助者要求在机构仓储或学科仓储存储论文备份的强制

规定，１３％的作者表示会勉强遵守，仅有５％表示不愿遵守。
调查还显示，与同行交流研究成果仍然是学者发表作品的主

要动因，换言之，研究者为获得所在行业的影响而发表作

品［１３］。笔者的调查结果与 Ｓｗａｎ的跨学科国际作者调查结
果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别，但总体趋势一致。

数字化存档至关重要，对于原生态的网络期刊（纯网

刊），一旦系统崩溃，全部数据都会丢失，因此，备份存档十分

重要，如，Ｂｉ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１４］和ＰＬｏＳ［１５］除在自己网站存档，还
都在 Ｐｕｂ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备份保存，同时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
ＯＡ期刊出版者的版权政策独具特色，值得借鉴。中国在数
字化存档方面很薄弱，发展开放存档任重道远。

机构仓储与学科仓储比较，两者各有优势。但从调查结

果看，作者对学科仓储的支持率更高。这与 Ｓｗａｎ的调查结
果不同，除ＡｒＸｉｖ外，国外机构仓储的存档和使用比学科仓
储更多，可能因为国外许多机构都制定实施了强制性存档政

策有关。因此，应根据各学科、行业、机构等具体情况，选择

建立与发展适宜的开放仓储库。

开放存取仓储是实现开放存取最重要且相对容易的途

径之一。与发展开放存取期刊相比，鼓励进行论文的后印本

存档具有诸多优势，后印本的仓储，受出版费、影响因子低、

评价不认可、版权等ＯＡＪ的不利因素的影响小，易于实施，只
要简单的存储，便可永久保存和使用，同时增加显示度与引

用率，扩大影响，不失为一种实现开放存取的较好途径［２］。

预印本的仓储因存在较多的问题，如版权侵犯、剽窃、缺

乏同行评审导致的质量问题、评价不认可、缺乏科学规范等，

从中国目前情况考虑，发展预印本的仓储困难较大。

出版者是否允许作者对论文的后印本电子存档也是影

响开放仓储的重要因素。中国在这方面的实践很少，尚无相

关的信息，但国外许多出版者都允许作者对后印本的开放存

档。根据ＳＨＥＲＰＡ／ＲｏＭＥＯ罗密欧项目整理维护的关于出版
者的版权政策，７８％的出版者同意作者自我存档，其中６８％
同意后印本存档［３］。９３％的期刊支持“绿色”自我存档政策，
其中，６９％的期刊支持后印本存档，２４％的期刊只支持预印
本存档［１６］。这为作者的自我存档创造了条件。

Ｈａｒｎａｄ提出的绿色之路———鼓励作者自我存档，因为作
者除了需要承担自我存档的责任外并不会损失什么［１７］。在

笔者的调查中，大多数作者（８８％）愿意遵守约定将自己的文
章存储在指定的文档库中，只有少数（３％）反对。

实践似乎表明，只有研究者的雇主或基金资助者强制要

求存档，论文的自我存档才能广泛推行。２００６年，各机构在
强制存档方面开展了许多有价值的实践，取得了重要进展，

因此２００６年被称为“强制存档年”［７］。美国、英国、法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瑞士、比利时、奥地利等国的３０多个研究基
金机构都制定实施了强制性开放存取政策（可以通过朱丽叶

ＳＨＥＲＰＡ／ＪＵＬＩＥＴ项目查询）［１８］，有力地推动了开放存档的
发展。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９日美国国会通过，并于２６日由美国
总统布什签署的一项综合开销议案，其中包括美国卫生研究

院强制推行受其资助项目成果的开放存取条款［８］。２００８年
４月７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ＮＩＨ）强制性实施的公共存
取政策（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ｃｅｓｓＰｏｌｉｃｙ）正式生效［８］。该政策要求受

ＮＩＨ资助开展研究而产出的经同行评审的最终版本论文均
应开放存档到指定的开放存取的文档库 Ｐｕｂ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中，
并使之在发表后至多１２个月内可供公众免费获取。这项预
算案的签署意义非凡，它是美国主要公共基金资助机构的第

一个强制ＯＡ条款，且经过长期努力来之不易，打破坚冰首
开先例，可供美国其他机构效尤。ＮＩＨ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机
密科研资助机构，每年资助金额巨大，２００７年达到２８０亿美
元，超过１４２个国家的ＧＤＰ总和，是英国七个研究机构经费
总额的六倍，每年产出６．５万篇经同行评审的期刊论文或者
每天产出１７８篇［８］。该强制存档政策很强硬，可保证１００％
的履行，将解禁空前数量的高质量医学研究成果，同时还将

在研究者、基金资助者、政府机构和参众两院的投票者中培

育新的期望，在推进“受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应开放存取”的

征程中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步。

制度或机构反对是一个文化问题。如果作者所在机构

反对存档，那么，说服理由是：通过建立和维护机构仓储，增

加机构作者论文的显示度，最终提升机构自身的影响与

声誉。

关于开放存取对传统学术出版体系的影响，讨论与担心

很多。发展的实践证明，开放存取模式并未像反对者担心的

那样会毁坏业已建立的传统学术出版体系。例如，物理学领

域的学科仓储 ａｒＸｉｖ．ｏｒｇ存在了十余年，还没有一本主流的
物理期刊因此而消亡［２］。但是，另一方面，传统出版模式若

不能适应数字信息时代的特点与要求，将面临淘汰，但这并

非开放存取之过。旧事物的消亡，新事物的诞生，优胜劣汰，

自然选择，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

开放存取出版模式是新生事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缺

点与不足在所难免，可以通过发展，在发展中克服困难，修正

缺点，逐步完善。而不能因噎废食，固步自封，止步不前。

调查表明，中国作者对开放存档的认可度和支持率虽很

高，但要真正实现自我存档也并非易事。作者自我存档的主

要障碍是作者的惰性。国家或机构应该创造条件，制定措施

鼓励、要求和强制作者存档，采用强制与经济补贴相结合的

办法来克服作者的惰性。因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如项目主

管部门、基金机构等应制定实施强制存档政策，大力提倡、鼓

励和强制性要求作者自我存档。在具体操作层面，建议应尽

快制订或采纳国际通用的元数据标准、存档格式，建立期刊

和出版者的开放存档政策列表，建立类似于 ＤＯＡＲ和 ＲＯ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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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开放仓储资源目录列表，切实推动中国开放仓储的建

设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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