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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术交流而开放:哈佛大学开放获取模式及启示

□林如诗∗　叶杭庆　韩子静

　　摘要　高校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近年来在学术成果开放获取方面展开了诸多实践探

索.哈佛大学是学术研究全球领先的高等学府,在推进本校开放获取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已形成

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文章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文献与网络调研方法,总结哈佛大学开放获取发展

的基本状况与工作机制,认为我国高校可以在顶层设计、基础设施、教育引导等方面借鉴其有益

经验.同时,我国高校图书馆要从容应对开放获取的各类方案,注重人员接续与团队建设,以掌

握学术开放交流的主导权,推进本机构学术成果的开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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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开放获取(OpenAccess)可以为公众提供科研

学术成果自由、不受限的在线访问方式,极大地促进

了科学研究成果的传播与利用.高校是重要的学术

研究与成果生成地,可通过开放获取有效缓解文献

经费紧缩与订阅费上涨的矛盾、提升本机构的学术

影响力、加强科研合作与交流、保障科学共同体的学

术利益等.当前,较多学者对美国、荷兰、德国、英
国、日本等国家在政府层面推动开放获取的经典案

例展开研究[１－５],也有许多研究着眼高校图书馆在

开放出版模式与开放获取服务中的作用[６－７],但从

某一高校层面讨论开放获取工作运作机制的研究尚

不多见.
哈佛大学作为全球顶尖高校之一,其推动高质

量学术成果产出与开放获取方面的举措,已在世界

范围内形成广泛影响力.哈佛大学在校级层面推动

开放获取运动已有约２０年历史,在政策制定、机构

知识库建设与维护、工作机制建设等方面有着丰富

的经验,也推进着全球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开放获取

进程.哈 佛 大 学 图 书 馆 学 术 交 流 中 心(Harvard
OfficeforScholarlyCommunication,OSC)主任兼

哈佛大学开放获取项目(HarvardOpenAccessProＧ

ject,HOAP)主任彼得萨伯(PeterSuber)自２００３
年起全职从事开放获取工作,是历次布达佩斯开放

获取倡议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且致力于推动哈佛大

学及全球高校的开放获取.他所著«开放获取»一
书,被Choice杂志评选为２０１３年度杰出学术著作.
文章通过与彼得萨伯开展半结构式访谈,结合文

献与网络调研,深入剖析哈佛大学开放获取的实践

机制,以期为我国高校开展开放获取工作提供借鉴.

２　哈佛大学开放获取基本情况

哈佛大学的各项开放获取政策与举措主要围绕

绿色开放获取和钻石开放获取展开.绿色开放获取

指的是作者将经过同行评议的最终录用稿(Author
AcceptedManuscript,AAM)存入本机构知识库,
哈佛大学机构知识库是DigitalAccesstoScholarship
atHarvard(DASH).钻石开放获取指的是面向读者

与作者双向免费的开放获取出版模式,出版成果经

高质量的同行评议且作者保留版权.
哈佛大学开放获取缘起于本校科研人员自发开

放分享学术思想的需求.根据与彼得萨伯的访谈

内容,哈佛大学的科研人员意识到,大多数出版商以

相对较低成本获取到作者的研究成果及其知识产

１８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ies

∗ 通讯作者:林如诗,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２Ｇ８０２２Ｇ８７１２,邮箱:rslin＠zju．edu．cn.



2024

年
第2

期

权,却通过付费订阅方式限制公众对研究成果的访

问.这样的商业模式违背了学术研究成果开放传播

与分享的初衷.２００８年,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教职工

一致投票决定,授予哈佛大学非排他性、不可撤销的

权利,以非商业目的发布他们的学术论文[８].由此

开始至２０１８年,哈佛大学的９个学院与４个学术项

目的教职工陆续投票通过各自的开放获取政策.在

这些政策中,科研人员均授予学校对其学术文章以

非商用目的进行发布的非排他性权利.教职工承诺

将经过同行评议的最终录用稿存入本校机构知识

库.哈佛大学在顶层设计上也十分重视本校的开放

获取工作.哈佛大学教务长史蒂文海曼(Steven
Hyman)认为哈佛大学的基本责任,就是要尽可能

广泛地传播本校的学术成果[９].哈佛大学是美国最

早制定开放获取政策的高校之一,是世界上第一所

拥有权利保留①(RightＧRetention)的开放获取政策

的大学.因此,哈佛大学拥有在机构知识库中分享

这些作品的权利,不必向出版商征求自存储的许可,
该校亦不与出版商签署任何形式的转换协议.这也

为该校通过自存储实现绿色开放获取提供了有力

保障.
同时,哈佛大学也通过多项举措鼓励和支持研

究人员在钻石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学术成果.２０２２
年,«布达佩斯开放获取２０周年倡议»(TheBudapest
OpenAccessInitiative:２０thAnniversaryRecommenＧ
dations,BOAI２０)发布,哈佛大学明确表示支持倡议

中的内容.BOAI２０提出“支持包容性的出版和发

行渠道,绝不以经济理由排斥作者”,要摒弃文章处

理费(ArticleProcessCharge,APC)且充分利用开

放获取的资源库和无 APC的期刊的优势[１０].在

BOAI２０发布的同一年,OSC正式宣布永久性停用资

助APC的基金(HarvardOpenＧAccessPublishing
Equity,HOPE).同年３月,哈佛大学图书馆积极

响应«钻石开放获取行动计划».该计划由欧洲科学

协会(ScienceEurope)、cOAlitionS联盟、欧洲人文

社科开放获取基础设施项目(OPERAS)及法国国家

研究局(FrenchNationalResearchAgency)联合发

起.作为全球最早响应此项计划的高校图书馆之

一,哈佛大学图书馆在互联网上积极倡导和鼓励大

学及图书馆给予钻石开放获取期刊更多优先权.此

举旨在促进钻石开放获取期刊的广泛使用和认可,
以及进一步推动学术出版和交流的开放性和透明

度[１１].据访谈了解,哈佛大学 HOAP项目成员也

积极为钻石开放获取期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顾问服

务,如利用业务技能对接与钻石开放获取期刊相契

合的非营利组织,为其争取更多经费来源.同时,哈
佛大学OSC部门在提供开放获取咨询与投稿服务

时,优先推荐科研人员了解钻石开放获取期刊并投

稿,并引导作者将学术成果存储于本校机构知识库.
通过检索和分析 WebofScience核心合集中钻石开

放获取期刊的论文发表数据可知,哈佛大学近２０年

来在这些期刊上的论文发表量的增长率平均保持在

８％左右,２０２３年的发文量相较１０年前实现了翻

倍.这也一定程度上表明哈佛大学在钻石开放获取

期刊上的论文发表量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
根据«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开放获取“S计

划”、«开放获取柏林宣言»、«开放获取２０２０倡议»、
«布达佩斯开放获取２０周年倡议»等文件与计划的

精神可知,开放获取的本意是学术研究的成果不受

金钱和许可的限制,顺畅地在全世界交流分享,实现

科学研究的公平开放和可持续发展.绿色开放获取

与钻石开放获取模式下,学术成果均经由同行评审,
作者与读者均无需付费,更符合开放获取的初衷.
哈佛大学作为产出和拥有高品质科研成果的重要高

校,通过各项举措和实践,明确其开放获取工作方

向,不断地推进学术成果出版与交流的自由、开放和

共享.

３　哈佛大学开放获取工作机制

３．１　体系建设:图书馆学术交流中心和校级研究

中心

结合访谈内容及网络调研结果,可对哈佛大学

开放获取工作的推进方式与体系建设进行梳理,如
图１所示.该校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构建开放获取工

作运作体系.
(１)图书馆下属学术交流中心负责落地执行.

哈佛大学的开放获取工作主要由其图书馆下属的部

门———学术交流中心(OSC)负责.OSC的首要任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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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权利保留指的是,著作人在文章出版后将最终录用稿或发表版本立即发布在开放存储库中,在知识共享协议(CCBY)下实现绿色开放

获取,没有时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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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落地执行各院系的开放获取政策.其另一项重

点工作是维护与运行DASH.在 HOPE存续期间,

OSC还需管理该基金.２０２３年 OSC重组,目前正

逐步被纳入到开放学术与研究数据服务中心(Open
ScholarshipandResearchDataServices,OSRDS).

(２)校级研究中心跟进基础研究.开放获取区

别于传统学术交流方式,需要更多基础性和前瞻性

研究.２０１１年,哈佛大学成立 HOAP项目,由哈佛

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中心(BerkmanKleinCenter,

BKC)负责主持.该项目面向全球高校开放咨询、合
作、顾问、社区建设和直接援助等服务,通过研究、探
索与理解开放获取的发展、动态、规范和政策分析,
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推动开放获取研究与实践.

该研究中心自２０１２年开始持续开放分享与更新«大
学开放获取政策的良好做法»(GoodPracticesfor
UniversityOpenＧaccessPolicies)[１２],从高校视角出

发总结政策制定、运用、执行与机构知识库维护等方

面的有益经验.
(３)开放获取工作专职人员衔接与协调各方工

作.学校委派彼得萨伯作为开放获取工作专职人

员.他既担任哈佛大学图书馆馆员,又是BKC研究

人员.这名开放获取的专职人员一方面负责校内开

放获取工作的落地实施,另一方面又负责开展开放

获取的研究.他的工作可将落地执行经验与基础研

究得以有效结合.

图１　哈佛大学开放获取工作的校内分工体系

３．２　工作路径:专岗专职、协作网络、协调配合

哈佛大学图书馆 OSC部门设立开放获取专岗

专职人员,主导开放获取素养教育和学术成果收集

工作.自２０１２年起,这部分人员整体保持在４位左

右.这一人数明显不足以应对全校的开放获取工作

需求.因此,OSC面向全图书馆建设协作网络,召
集成立DASH 存储分布式项目组(D３项目组)与

OSC联络人团队.前者负责在全校范围内收集学

术成果并存储至DASH,后者负责面向全校师生提

供开放获取咨询.

OSC部门的架构及分工如下:部门主任负责管

理部门.具体工作包括:规划部门工作、设定机构知

识库开发优先级、学校开放获取工作的官方代表、协
助解决开放获取工作中涉及的法务问题等.部门还

设有版权顾问,为师生提供开放获取方面的版权咨

询,同时也为其他部门提供相关版权咨询.在机构

知识库方面,部门还专设一位DASH 项目经理,负
责持续运营DASH,具体内容包括该知识库的存储、
管理、功能更新等.此外,该项目经理需负责培训

D３项目组、OSC联络人与学生助理.该部门还有

一位项目协调人.这位协调人负责众多细节上的衔

接和协调,如维护更新官方网站讯息、协助作者理解

开放获取期刊合同、协助作者挑选合适的期刊、安排

学术交流、采访和会议以及部门其余各项事务.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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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哈佛大学学术交流中心(OSC)人员分工

３．３　各项保障:多方位权益保障、持续性服务优化

３．３．１　政策保障

哈佛大学所采用的权利保留开放获取政策,意
味着学校拥有在自有的资源库中分享本校机构学术

作品的权利,而不必向出版商征求许可.学校范围

内施行的政策也明确了学校对于本校科研学术成果

进行开放获取的态度[１３],规范了机构知识库在全校

范围内的收集工作.哈佛大学开放获取政策同样赋

予作者对于作品出版与再利用方面的权利,明确了

作者将学术成果的某一版本存入DASH的责任[１４].
各项政策细则都保障了学校机构知识库的可用性、
持续性和功能性,极大提高了绿色开放获取自存储

的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学校与学院的每项开放获

取政策与规定均是由教职工一致投票通过的,是教

职工授予哈佛大学对其学术文章的非排他性权利,
这保障了教职工存入机构知识库的合法性、合理性

和可持续性.
对于哈佛大学科研人员来说,学校采取的政策

保障了学校和教职工拥有学术文章开放获取的关键

性权利[１４],有效地消除了科研人员在推动学术成果

开放获取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障碍.具体如减少作者

独自与出版商谈判的困难或不确定性、提供作品开

放获取的学校层面帮助、保护作者选择期刊发表文

章的自由、保护作者作品开放获取的自由、加强作者

再利用其作品的权利、赋予作者对于作品的超出普

通出版合同的权利等[１３].

３．３．２　机构知识库保障

DASH是一个集中式收集、保存和发布哈佛大

学各社区成员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机构知识库.该

库建设于２００８年,通过DSpace开源平台进行个性

化定制开发.

DASH的政策与使用条款详细规范了作者存储

的作品类型、作品协助授权(AssistanceAuthorizaＧ
tion)、知识库的隐私保护政策以及作品版权与相关

保护[１５].知识库目前主要功能为:开放下载、浏览

知识库中的资源;显示世界各地区下载与访问的数

量;从作者角度呈现资源下载情况.DASH 存储的

文献类型十分多样,包括期刊文章(经评审)、会议论

文、学位论文、工作报告与预印本等.此外,DASH
也开放本校科研人员自愿上传课程课件、课程作业

等.不仅如此,DASH还记录并开放展示世界各地

的读者对知识库中学术作品的感受与思考.
哈佛大学图书馆 OSC部门负责创建并持续优

化DASH各项功能,现已更新至第７版.DASH的

沿革与更新方向主要是为了让作者存储作品时更简

单方便,激发作者自行存储学术作品的积极性.

DASH的各项功能也均指向在机构知识库中开放交

流与 分 享 所 产 生 的 覆 盖 面 与 影 响 力.２０２０ 年,

DASH中的文章平均被下载７３１次,尤其在２０２０年

６月,DASH的总下载量超过１００万[１４].截至２０２３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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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２月,DASH已存储超１６００万条内容条目,中国

的人员访问与下载DASH 作品的次数达４９８万余

次,位于全球第二[１６].正是通过不断增强存储作品

的可发现性和影响力,DASH才在作者、读者、机构

知识库间逐渐形成互融互促的良性局面.

３．４　总结与思考

３．４．１　哈佛大学开放获取的优势

哈佛大学的开放获取工作,路径与定位十分明

确与坚持,能够集中人力物力,节约成本.该校开放

获取工作主要围绕绿色与钻石开放获取展开.哈佛

大学因具有权利保留政策,避免了与出版商在版权

问题、转换协议、APC计费等方面的复杂谈判,也无

需受到各类开放获取的过渡方案干扰,从而可以集

中精力建设机构知识库、教育引导科研人员进行绿

色与钻石开放获取.相比之下,许多高校在开放获

取协议类型上面临着过多选择,需要长时间地投入

人力与出版商谈判.例如,加州大学系统与爱思唯

尔在转换协议方面的谈判长达三年的时间[１７].此

外,由于在IEEE上的开放获取比例较低,该校与其

签署的转换协议最终被重新调整回订阅模式[１８].
这种反复的谈判与协商不仅增加了学校各部门成员

的工作压力,也增加了开放获取工作的经济风险,影
响文献资源的使用效率.

此外,哈佛大学在开放获取工作中充分展现出

协作理念,通过扎实的工作基础和广泛的合作模式,
有效推动了本校及盟友高校的开放获取进程.哈佛

大学BKC主持的HOAP项目为该校学术交流模式

变革提供了研究与决策支持,其持续更新«大学开放

获取政策的良好做法»,供全球高校共享,这有助于

在世界范围内形成高校间的盟友网络.麻省理工学

院、杜克大学等在制定校级开放获取政策时,均借鉴

了HOAP项目的研究成果,并从哈佛大学的实践中

获得支持.在成果收集方面,哈佛大学也充分利用

盟友协作理念,通过全馆力量和拓展渠道来收集学

术成果.前文所述的D３项目组与 OSC联络人团

队,就是举全馆之力充分拓展学术成果的收集与咨

询渠道.

３．４．２　哈佛大学开放获取的不足

尽管哈佛大学的开放获取工作模式相较于其他

高校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

有待改进之处.具体来说,该校在人员配置方面尚

不合理,过于依赖单个开放获取专员的个体能力.

对于哈佛大学这一综合性高校而言,哈佛大学图书

馆OSC部门的４位馆员难以应付科研成果的庞大

体量.此外,开放获取专员作为衔接的关键人员,其
工作变动可能会影响后续开放获取工作的稳定性和

可持续性.相比而言,协同管理模式在提高工作效

率和资源整合方面更具优势.根据笔者的前期调

研,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获取工作是由教务长办公

室与图书馆系统教务委员会共同主管.清华大学在

开展校级开放科学支持计划时,聚集图书馆、科研

院、出版社三方的力量,并在图书馆内部由多个部门

联合组成开放获取小组.这样的多部门协同推进模

式有助于发挥各部门专业优势,加强各部门的沟通

与合作,促进资源共享与整合.
此外,该校的开放获取工作主要由图书馆负责,

行政管理方面的能力显得相对薄弱,组织架构也较

为单一.例如,图书馆在收集学术成果时,无法直接

通过行政指令来执行,大多依赖于各学院的自发行

动或科研人员的自觉配合.这需要投入大量的精

力,持续不断地沟通与引导.开放获取工作涉及多

方利益相关者,由一个能够协调各方、整合资源的机

构或委员会来主导和推动似乎更佳.牛津大学在校

级的研究与创新委员会中设立开放获取指导小组,
负责开放获取工作[１９].根据笔者的调研,杜克大学

将科研成果机构知识库存储过程与其他行政服务工

作结合在一起,并由大学的中央行政部门提供支持,
从而更合理地安排学术成果的收集与存储工作.

４　对我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启示

４．１　顶层设计:制定校级开放获取政策

哈佛大学的开放获取政策是本校科研人员自下

而上促成,学校顶层再给予科研人员开放获取相应

保障.我国高校内设的相关科研机构,如图书馆、科
研处、人事处等,亦可联合组成项目组,全面地收集

与整理国内外高校开放获取进展,测算本校开放获

取的成本与经费预算,形成开放获取报告,并提交反

馈.另一方面,我国高校行政管理较为集中,校级的

开放获取政策能在宏观上明确开放获取工作方向、
各职能部门的权责归属与协同机制、本校学术成果

开放获取的流程以及争议解决方法等,可以有效全

面支持开放获取工作[１２].
在政策制定的细节上,开放获取政策不仅要规

定学术成果存储在机构知识库中,还需说明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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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师生在开放获取方面的版权与权益,如明确作

者与学校的相关责任与权益、本校作者自由选择开

放获取的权利、作者作品的版权问题等.哈佛大学

在开放获取政策中对权利保留与非排他性方面进行

了详细的说明,这样就可以避免将本校科研人员作

品进行绿色开放获取时产生版权纷争.BOAI２０也

提到,如果要更进一步发挥出绿色开放获取的优势,
更多的高校要与出版社商讨出实现个人成果知识库

自动存储(AutoDeposit)的方式,提倡更多大学和

资助者 采 用 权 利 保 留 政 策,支 持 学 术 成 果 的 自

存储[１０].
截至２０２４年１月,中国只有９家机构在开放获

取知识库强制性存储政策登记系统(TheRegistry
ofOpenAccessRepositoriesMandatoryArchiving
Policies,ROARMAP)上登记了开放获取政策,大陆

地区仅有４家,其中没有一家是高校[２０].我国高校

与科研机构虽暂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开放获取政策,
但相关声明、计划与举措已陆续出现.２０１４年中国

科学院和国家自然基金委发布了«中国科学院关于

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发表的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

声明»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受资助项目

科研论文实行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要求得到公共

资助的科研论文发表后将论文最终审定稿存储到机

构知识库中.２０１８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明确表示中国支持 OA２０２０和S计划.２０２１年清

华大学发布«２０３０创新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实施

“开放科学支持计划”.该项计划由图书馆、科研院、
出版社共同完成,并在图书馆层面成立“开放科学推

进工作组”[２１].可见我国高校开放获取举措仍处于

谨慎探索阶段,呈现点状零散分布特征,未能形成规

模化机制化的运作,未在科研人员间形成普遍共识.
因此,我国高校与科研机构在开放获取政策顶层设

计上有待进一步统筹协调,在开放获取工作中形成

合力,全面推进完善政策体系,共同推动该领域的

进步.

４．２　基础设施:兼具可用性与可持续性的机构知

识库

４．２．１　可用性:规范翔实、功能便捷

机构知识库是收集、保存、管理、传播单个或多

个大学共同体智力产出的数字化知识资源库,也是

高校推进开放获取工作的重要基础设施.当机构知

识库可以承载较多的资源且能被更有效地利用时,
图书馆能更顺畅地实施绿色开放获取的自存储[２２]、
展示与交流钻石开放获取的学术成果.综合性高校

实力雄厚,可按照哈佛大学的DASH,麻省理工学院

的DSpace＠MIT、斯坦福大学的StanfordDigital
Repository等组建方式,建设符合本校需求的机构

知识库.多个高校亦可形成联盟共建共享机构知

识库.
机构知识库的使用方式与建设成效也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高校开放获取的工作进展.机构知识库

需具备详细的规范、实用的平台、便捷的成果提交系

统、优质的服务等特点.详细的规范保障机构知识

库的持续运作,具体可借鉴哈佛大学机构知识库的

各项使用条款与隐私保护政策[２３],明确科研人员在

内容、提交、使用、保存、撤回、隐私、服务与责任等方

面的权责,也能让知识库管理者有章可循.
同时,机构知识库需要满足科研人员便捷交流

分享学术成果的需求,使作品在提交与存储时更加

顺畅便利.在实现过程中,可从影响本机构人员使

用知识库的因素出发,设计出维持和管理这些机构

知识库的战略,例如优化用户交互界面、提升档案管

理服务、自动收割等功能[２４].如前文所述,DASH
的升级转型过程都是为了简化学术成果的存储过

程.同时,DASH的交互界面与展示功能,如用世界

地图显示各地读者的文献下载情况,都是为了表现

出平台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科研人员的关

注.此外,机构知识库还需要拓展更多自存储的科

研成果类型,形成中心化集中式的机构资源管理与

维护平台.机构知识库未来发展的趋势是科学家交

流作品的形式和类型日益丰富、知识库成为非营利

性项目的科学传播基础设施[２５].DASH 中存储的

文献类型不局限于学术论文,只要本校科研人员有

存储需求,无论是课程课件、课程作品、数据、预印本

等,均可纳入DASH 长期存储与持续链接的范围.
这也为我国高校建设机构知识库提供了较好的实践

范例.

４．２．２　可持续性:收集学术成果的良性互动机制

机构知识库的建设需要持续性全面收集学术成

果,而大多数高校在收集学术成果时,在人员组织与

配置上还存在不完善不充分的情况.哈佛大学作为

一所学术成果发表量较大的综合性高校,也只有图

书馆的一个下属部门负责学术成果收集的工作.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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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彼得萨伯的实践经验,教师们都很忙.尽管许

多(甚至大多数)教师对开放获取有兴趣,但很少有

人有时间参与到各类活动中,更不会时刻关注邮件

提醒.因此,收集学术作品的工作并非易事.正因

如此,哈佛大学图书馆OSC部门组建协作网络———

D３项目组与 OSC联络人团队,辅助收集本校的学

术成果.他们在了解到有新的学术成果需要发表

时,就马上联络图书馆的 OSC部门并将其存储至

DASH中.这样的联络人机制可以更好地拓展学

术成果收集的范围,形成科研人员与图书馆之间的

良性互动.从而让科研人员深度参与开放获取、主
动存储学术成果,让开放获取成为科研人员的优先

级.而为了进一步保障机构知识库的可持续发展,
全校的学术成果收集工作还需要全校的科研人员、
院系领导、行政人员、图书馆学科馆员等达成共识,
在各部门间形成跨部门合作,在各环节上协作联合.

截至２０２４年１月,中国在开放获取知识库登记

网 站 (Registry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

ROAR)注册的开放存取知识库为９６个,与位居第

一的美国(８５３个),还有较大差距[２６].除了高校机

构知识库外,我国相关科研机构近年来也在持续推

进开放获取基础设施建设.２０１６年,中国科学院启

动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ChinaXiv)项
目[２７].２０２２年,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

平台发布[２８].２０２３年１１月,公益学术平台PubＧ
Scholar正式上线[２９].清华大学还建设有全球开放

资源服务平台[３０]、清华大学学者库[３１]、论文发表管

理服务系统[３２]等平台.这些数据库与平台为开放

获取学术出版与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支持,未来

也可在可用性与可持续性上着力建设与维护.

４．３　教育引导:形成主动开放学术交流的意识

以订阅为基础的学术传播体系至今已有数百年

的历史,科研人员间对传统学术传播体系形成了相

对固定的思维方式.大部分学者对于开放获取还不

是很熟悉,对开放存取存在普遍的误解.主要的误

解集中在版权问题、学术水平问题、付费与免费问题

等方面,这些误解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开放获取的发

展[３３].要让学校师生充分了解与熟悉开放获取模

式,就需要探索更多开放获取素养教育的方式,在科

研人员间形成信息资源多元、公平和包容开放的文

化与价值观[３４].
图书馆作为高校信息传播中心,有义务与责任

承担起提升师生开放获取素养的工作.可参考现有

信息素养教育途径,在师生中开展开放获取主题讲

座、课程、培训等.此外,制作专题网页并持续更新

维护政策、动态与资讯,也是师生了解与知晓开放获

取动态的有效途径.哈佛大学图书馆在常规的培

训、讲座与活动外,还在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中

心(BKC)官网,整合发布开放获取 HOAP项目的进

展、高校开放获取行动指南与开放获取动态跟踪等,
实现开放获取各类资讯的一站式整合发布.

常规的信息素养教育与培训方式能引导师生形

成开放获取的基本理念,而更深层次的方式则是将

开放获取融入科研人员的学术研究流程中.哈佛大

学图书馆OSC以收集学术成果为抓手,并行开展开

放获取素养教育,让学术成果开放获取的这一选项,
成为科研人员工作流程的常规部分.该部门在收集

科研人员的学术成果时,所有成员都会发挥各自专

长,回答与解释开放获取各方面的疑问.而在政策

修订或者知识库有功能更新时,OSC成员会及时传

达给本校师生,并及时向学校顶层管理机构传达与

汇报开放获取工作内容.
当前,我国高校开展的开放获取素养培训活动

大部分由高校图书馆主导,具体内容与形式偏常规,
主要是学术成果开放获取的出版咨询.例如,上海

交通大学图书馆发布的«上海交通大学作者发表

OA论文指南»、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制的

«中国科学院作者发表 OA论文指南»、浙江大学图

书馆开设的«开放获取期刊与发文指南»信息素养讲

座等等.清华大学“开放科学支持计划”还以清华大

学图书馆为主要牵头单位,通过公众号OpenSign持

续发布开放获取资讯.许多高校图书馆也专设开放

获取的Libguides网页,整合开放获取情况介绍、资
源介绍、发文福利等信息.未来,高校图书馆还可将

教育工作进一步融入到科研人员的学术研究流程

中,着力 在 学 术 成 果 的 影 响 力 方 面 进 行 宣 传 教

育[３５],使科研人员将开放获取的选项主动纳入到学

术研究的过程中.

４．４　从容应对开放获取各类方案

随着开放获取运动的不断发展,出版商也随之

推出各类开放获取相关的方案.转换协议就是其中

之一.转换协议是机构从订阅模式过渡到完全和即

时的开放获取的一种手段,通过与学术出版商谈判

将订阅费用再投资于支持开放获取出版[３６],其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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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避免双重收费,限制学术交流的成本,增加开放获

取发表文章比例.«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宣言»则明确

表示“当我们为学术成果进行开放获取发表时,要谨

记开放获取是其目的.支持学术主导和非营利组织

主导的对全世界都有益处的模型取消阅读向出

版(Read&Publish)的协议”[３７].而随着学界的研

究与测算,发现转换协议存在诸多需要警惕的问题.
有研究发现,即使不存在“双重收费”,部分转换协议

签署后,中国高校实际所需支付的费用也将大幅度

增加[３８].尤其是对发文量较大的综合性科研院校

来说,整体的费用与价格仍旧非常高昂.其更大的

风险在于可能破坏学术发表生态的国家平衡,形成

另一种垄断格局[３９].此外,各家出版商根据自身的

商业模式,制定出了 Read & Publish、Publish &
Read、SubscribetoOpen等多种转换协议类型,并
且围绕APC定价策划多类计费方案,令各国高校应

接不暇.高校需要形成明确的思路与态度,研制与

出版商的谈判策略,方可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类开放

获取方案的选择.
哈佛大学采用权利保留的非排他性政策,明确

不签署任何形式的转换协议,坚持绿色与钻石开放

获取.他们认为绿色和钻石开放获取可以在保证学

术成果质量的基础上,不受费用所限,在全球范围内

进行学术成果开放共享,还增强了本校学术社区对

学术交流的掌控.因此,哈佛大学集中精力在机构

知识库DASH的建设上,并在实际工作中着力引导

科研人员在钻石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学术作品.关

停补贴APC的HOPE基金也是该校推进开放获取

的标志性举措.综合分析哈佛大学的各项举措可

知,其主要出发点就是开放学术交流与重组学术传

播体系.这也启示我们,高校在开放获取的推进上,
要回归推动科研学术成果自由传播、公平开放和可

持续发展的初衷.同时,哈佛大学与出版商的谈判

实践,不仅能为高校提供可借鉴的经验,还可以作为

策略制定的参考,有助于高校在各项谈判中争取更

有利的条件.
目前,我国已有多份开放获取转换协议,如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UＧ
niversityPress)的转换协议、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出

版社(RoyalSocietyofChemistry)的转换协议、清
华大学与美国计算机协会(AssociationforComputing
Machinery)的转换协议、上海交通大学与复旦大学

和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UniversityPress)的
转换协议等.虽然目前协议的转换规模与中国高校

与科研机构整体的发文规模相差较大,但也体现了

高校与科研机构不断探索更多开放获取转换的可能

性.未来,中国高校需要更从容地应对开放获取各

种方案的选择,严谨测算并谨慎参与各项谈判,明确

本校推动开放获取的目的与初心,以提高经费使用

效率并掌控开放科学研究成果共享交流的主导权.

４．５　人员组织:构建稳定高效的开放获取团队

专业、稳定的人员队伍对科研机构持续推进开

放获取工作十分重要.哈佛大学因其独特的科研传

统,开放获取团队结构与运作方式在行政管理上相

对松散,比较依赖开放获取专员的个人能力.相比

之下,我国的高校与科研机构需要更为系统与全面

的团队建设策略,可着重从行政管理与科研服务切

入.在整体的行政管理协作上,一个强大的组织中

心能够调动各方资源,确保科研服务的专业性和高

效性.而在科研服务的具体实践上,应吸纳具备知

识产权、计算机技术、信息资源管理等多学科背景的

专业人才.这样多元化的人才结构能保障工作在多

个层面上的专业性和全面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机

构知识库的更新维护、学术成果的全面收集以及科

研人员的教育引导工作;为本校科研人员、图书馆与

科研管理机构在日常工作中提供精准全面的文献计

量分析、财务分析、出版工作流程和元数据标准决策

服务.此外,为保持团队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需要将

工作任务进行合理拆分,使得每个任务都有相应的

负责人.即使有研究人员无法继续工作,其他人也

能迅速接替,保证工作顺利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图书馆界在开放获取人员

培养与队伍建设方面已经进行了相关尝试.由国家

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单

位主办的开放获取专员培训营已成功举办四届.其

培训内容涵盖开放获取政策与出版、转换协议成本

评估与谈判磋商、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等内容,贴
近实践与国际开放获取前沿形势.在未来,我国高

校与科研机构应强化团队建设,制定系统完善的组

织框架,人才引进、培训、管理和激励机制都应有明

确的规划和实施策略,以构建稳定、高效、专业的开

放获取团队,为高校与科研机构学术成果的开放获

取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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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哈佛大学在开放获取运动方面积累了约２０年

的丰富经验,其独特的工作机制与实施路径为全球

高校树立了典范.当前,国内高校在开放获取实践

方面尚有不足.因此,借鉴哈佛大学的开放获取工

作机制,对于我国高校在顶层设计、机构知识库建

设、人员配置与分工以及教育引导等方面具有指导

意义.展望未来,我国高校应深入研究典型案例,系
统推进开放获取工作,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学术成果

的高质高效开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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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ccessforScholarlyCommunication:
ImplicationfromHarvardUniversityOpenAccessParadigm

LinRushi　YeHangqing　HanZijing

Abstract:Universities,knownasimportanthubsforacademicachievements,havecarriedoutmany
practicalexplorationsonOpenAccessinrecentyears．HarvardUniversity,agloballeaderinhighＧquality
academicachievements,hashadfruitfulexperiencesinpromotingOpenAccess,whichhasformedacertain
internationalinfluence．ThroughsemiＧstructuredinterviews,literatureandnetworkresearchmethods,the
articlesummarizesHarvardUniversitysexperienceinthedevelopmentofOpenAccessintermsofhistory,
systemconstruction,mechanismoperation,andmultipleguarantees．ThearticlearguesthatChineseuniＧ
versitiescouldlearnfromitsexperienceintermsoftopＧleveldesign,infrastructure,education,andguidＧ
ance,meanwhilebepreparedtodealwithvariousmethodsandpathsofOpenAccess．Fromthatway,uniＧ
versitiescouldbettergraspthedominantroleofacademiccommunicationandpromoteopenlysharingofacＧ
ademic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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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CultivationPatternofUndergraduatesNewMediaLiteracy
Characterizedby“LearningandApplicationPromoteEachOther”
—ACaseStudyofiＧLabStudentInnovationStudioCreatedbyZhejiangUniversityLibrary

YangLiu　ShenLihua　XuJingjing　TianJi　HeXiaowei　ShaoBoyun

Abstract:Thispaperfocusesonthecultivationofundergraduatespracticalskillsofnewmedia．Based
onthreetheoriesincludingteachingscaffolding,metaＧliteracy,andgroupcooperativelearning．Itdesignsa
cultivationpatterncharacterizedby“learningandapplicationpromoteeachother”,carriesoutpracticalexＧ
plorationofthecultivationpatternwiththeiＧLabstudentinnovationstudioofZhejiangUniversityLibrary．
Itintroducestheimplementationofconstructionof“separategroupsandcultivateasneeded”,“curriculum
series＋practicalapplication”interpenetration,“seniormembersguidenewmembersincooperativelearnＧ
ing”andothercultivationmechanismsindetail,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onthepopularizationand
applicationofthe“learningandapplicationpromoteeachother”cultivationpatternindomesticuniversities,
withaviewtoinjectingnewideasintothedevelopmentofin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underthenew
mediaenvironment,promotingthevirtuouscircleofmutualintegrationandmutualpromotionbetweenlitＧ
eracycultivationandstudentgrowth,aswellasthegrowthandcultivationofstudentteams．

Keywords:NewMediaLiteracy;Undergraduates;LearningandApplicationPromoteEachOther;InＧ
formationLiteracyEducation;Cultivation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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