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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开放科学:国外高校图书馆

２０２２年“爱数据周”活动分析与启示

□杨鹤林∗

　　摘要　开放科学日益受到关注,随着科研对数据的依赖不断增强,数据服务已成为高校图书

馆促进开放科学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案例研究、内容分析及文献综述,对２０２２年“爱数据周”
活动中的１３６项高校图书馆活动的基本要素及内容特征进行了调研和分析,并从组织者、活动内

容策划及活动形式等方面对国内相关工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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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科学本身的多样化、快速的技术进步及海

量科研数据的产生促成了现代意义的“开放科学”大
发展[１].尽管人们对开放科学有多种阐释,但均对

开放数据在其中发挥的驱动作用高度认同.欧盟开

放科学战略的首要目标便是开放数据[２];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在«使开放科学成为现实»的报告中指

出,数据对科学的驱动日益显著,各国要完善数据政

策、技能、立法、共享等方面的建设[３];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通过了«开放科学建议书»,意
味着在开放科学活动中,依据FAIR、CARE等原则

对数据及元数据进行使用和管理已成为全球共

识[４].长久以来,高校图书馆紧随科研范式和学术

信息体系的发展变化不断创新服务,在推动开放科

学、开放数据的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５].

１　研究背景

笔者以 “universitylibrar∗”“academiclibrar
∗”“openscience”“opendata”“dataservices”
“RDM”等为检索词,在EBSCOＧLISTA 数据库以及

互联网检索外文学术文献、相关国际组织和图书馆协

会发布的文件和报告.经筛选后得到６０余篇研究开

放科学与高校图书馆数据服务的相关文献.总体来

看,国外高校图书馆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对开放科学理

念和数据服务进行了推广,并建立了相关社团.推广

的主要路径包括:(１)利用成熟的线下用户教育业务,
如纽约大学图书馆的“数据服务实验室”[６]、亚利桑那

大学图书馆的“R 语言开放实验室”[７]等;(２)利用

Libguide、社交媒体等线上信息渠道,如康涅狄格大学

图书馆的科研数据管理Libguide[８];(３)利用竞赛型数

据产品,如普渡大学图书馆的数据马拉松[９],而其中

影响力最大的是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资助的“档
案释放”(ArchivesUnleashed)项目,该项目源于２０１６
年多伦多大学图书馆举办的数据马拉松活动,２０２３年

赛事是探索“档案释放”云与“互联网档案馆”网站(InＧ
ternetArchive)的 Archive－It项目内容整合解决方

案,约克大学图书馆是主办方之一[１０].
上述案例已能大致勾勒当前国外高校图书馆的

开放数据推广路径.若能进一步考察案例集中的相

关大型活动,则更利于我们快速了解图书馆界的最

新实践及工作思路.目前国际上影响较大的数据主

题大型活动包括:“国际开放数据日”(International
OpenDataDay)、“地理信息系统日”(GISDay)及
“爱数据周”(LoveDataWeek)等.其中“爱数据周”
活动经过６年的发展,已成为一项由高校图书馆主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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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稳定的大型数据主题活动,其目的是“提升数

据意识、创建数据社区,以此推进研究数据的管理、
共享、保存、再利用工作和立足于图书馆的数据服务

不断深化”[１１].２０２２年“爱数据周”活动主题是“数据

属于大众”[１２],带有明显的开放科学色彩.通过考察

该活动网站及各参与机构的相关信息,共获得１５２项

活动案例,其中１３６项分别由３６所高校图书馆主办,
本研究即以此１３６项活动为调查对象,分析国外高校

图书馆面向开放科学的数据服务基本要素及其整体

特征,以期为我国高校图书馆提供参考借鉴.

２　基本情况及其特征分析

２．１　北美高校图书馆是最主要的活动组织者

从主办活动的高校图书馆地理分布及推广活动

数量看,北美地区是“爱数据周”活动最密集的举办

区域,具体情况见表１.其中加州大学图书馆是最

为积极的主办者,共在９个校区推出了３０项活动.
表１　高校图书馆的地理分布及推广活动数量

国家
高校图书馆 推广活动

数量(所) 占比(％) 数量(项) 占比(％)

美国 １８ ５０ ９０ ６６．２

加拿大 １３ ３６．１ ３４ ２５

英国 ４ １１．１ １１ ８．１

法国 １ ２．８ １ ０．７

合计 ３６ １００ １３６ １００

２．２　顶尖高校图书馆示范效应明显,普通高校图书

馆积极响应

我国关于国外高校数据服务的相关研究主要聚

焦于顶尖高校,如夏琬钧等研究了 QS排名前５０的

高校[１３];李正超聚焦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剑桥

大学、牛津大学等１０所世界著名高校[１４];王利君以

英国 QS排名前１０的高校为样本[１５]等.笔者采用

２０２２年 QS世界大学排名(共１３００所高校参加排

名)对本研究相关的高校进行了分类,结果见表２.
可以发现,一方面顶尖高校图书馆确实发挥了明显

的示范效应,９所排名前１０％的机构举办了近半数

的活动(４２．４％);另一方面近四成(３８．９％)主办机构

是排名后５０％以及无排名的高校,贡献了超过三分

之一的活动(３６．４％).可见国外高校图书馆对开展

数据服务普遍持积极态度,这有利于开放科学理念

的进一步扩散,也使得数据服务能较普遍地下沉到

不同层级的高校中去.
表２　按２０２２QS世界大学排名的高校图书馆数量及活动场次

２０２２QS
世界大学排名

高校图书馆 推广活动

数量(所) 占比(％) 数量(场/次) 占比(％)

前１０％
(１－１３０所)

９ ２５ ６４ ４２．４

前３０％
(１３１－３９０所)

９ ２５ ２４ １５．９

前５０％
(３９１－６５０所)

４ １１．１ ８ ５．３

后５０％
(６５１－１３００所)

８ ２２．２ ２９ １９．２

无排名 ６ １６．７ ２６ １７．２

合计 ３６ １００ １５１ １００

注:多家图书馆合作举办的活动各计入１次,共举办活动１３６项,总

计１５１场/次.

２．３　图书馆强调主场地位和校内合作

开放科学的深入发展不仅要求科研人员积极改

变行为范式,也需要科研生态圈中的各个节点构建

良好的合作机制以协助落实,与利益相关者密切合

作成为高校图书馆开展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必要手

段之一[１６].从分析结果来看,本次活动呈现出明显

以高校图书馆为核心策划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兄弟

图书馆、学科专家、院系、学校机构、社会团体、政府

机构、商家等多方参与合作的格局(见表３).
从表３可见,超过七成活动由单一图书馆承担,

这其中有源自图书馆行业的项目,如哈佛大学图书

馆的 LibraryCloud元数据中心推广活动、加州大学

图书馆的 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推广活动;此外也

有对 Excel、R、Python、Tableau、NetLogo、QGIS、

NVivo等工具的介绍及实际操作,讲解人基本都是

数据馆员.这种内容的广泛性体现了高校图书馆对

数据服务有较强烈的使命感,强调自身的主场地位,
着力凸显在数据驱动型科研中的价值,否则有关工

具软件介绍与使用的讲座完全可以委托某些专业人

士或团体完成.
观察图书馆联合其他主体发起的活动,可知数

据服务是一个多主体协作互动的过程.图书馆与其

所在学校的院系及机构合作较多,而与高等教育界

以外的机构,尤其是政府机构则合作很少,仅见不列

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与加拿大统计局合作举办了

一次 推 广 使 用 加 拿 大 住 房 统 计 项 目 (Canadian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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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StatisticsProgram)的讲座.这清晰表明

现阶段高校图书馆的着力点还是所在高校.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图书馆与日常业务密切相关的信息产品

提供商合作很少,仅见加州大学图书馆与GALE公司

联合开展的“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路演,而该产品

是一个商业性平台,仅对付费用户开放,其开放科学

属性无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可见绝大多数图书馆

对数据秉承的一致观点是最大程度的“开放、免费”,
故有意识地与商业化解决方案保持一定的距离.

表３　高校图书馆合作模式

主办单位 推广活动(项) 占比(％)

单一图书馆 ９７ ７１．３

图书馆＋院系 １７ １２．５

图书馆＋学校机构 ９ ６．６

图书馆＋图书馆 ８ ５．９

图书馆＋协会 ２ １．５

图书馆＋社团 １ ０．７

图书馆＋政府机构 １ ０．７

图书馆＋商家 １ ０．７

合计 １３６ １００

３　活动项目分析

目前学界已提出多种数据生命周期模型,笔者

取其中较合适者,将２０２２年“爱数据周”活动分为数

个大类以一窥 各 图 书 馆 的 活 动 焦 点.借 鉴 罗 德

(RodAB)等建立的“爱数据周”分析码本[１７]和斯坦

福大学博尔吉(BorghiJA)等人归纳的开放科学环

境下数据活动项目[１８],将２０２２年活动项目分为六

个大类,即数据规划、数据管理、数据分析、数据公

开、公众科学及数据伦理.

３．１　为项目设计初期的数据规划提供指导

在数据驱动科研的大背景下,主要的科研资助

部门对开放数据要求日益增强,这使得科研人员有

必要在项目设计阶段就开始规划数据相关任务及时

间表,主要包括正确解读政策、规划数据开放路径、
选择存储库及进度安排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要求自２０２３
年起,所有资助申请者必须将数据管理及共享方案

纳入初始申请书,覆盖面预计涉及３０万名研究人员

和２５００家机构,以此促进学者将数据管理和共享视

为生物医学研究项目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仅在

规划书的附件材料或声明里表示一下认可[１９].在

此背景下,多家图书馆有针对性地在本次活动中推

出了面向项目设计阶段的数据规划辅导,如布朗大

学图书馆适时举办了“如何为 NIH 数据管理及共享

新政策做准备”的讲座,专门邀请 NIH 科学数据共

享政策司司长等政策制定及执行人到场与学者互

动;魁北克大学图书馆就如何具体应对加拿大卫生

研究院、自然科学和工程研究委员会、社会科学和人

文科学研究委员会项目申请的数据政策举办了讲

座;利 物 浦 大 学 图 书 馆 邀 请 了 惠 康 基 金 会

(WellcomeTrust)介绍其在帮助推广和嵌入开放研

究实践方面可发挥的作用;约克大学图书馆举办了

数据规划研讨会,内容涵盖数据组织、存储、安全及

共享等一系列内容;还有一些图书馆介绍了制定数

据规 划 的 具 体 操 作 方 法,涉 及 DMP、DMPTool、

DMPAssistant等工具的使用.

３．２　关注可再现性的数据管理

研究 数 据 管 理 (ResearchData Management,

RDM)是对数据及相关研究材料进行存储、组织和

描述的过程.从学者个人角度来看,RDM 对数据的

长期保 存、知 识 管 理 和 个 人 成 果 展 示 都 颇 有 益

处[２０].从更大视野的学术圈看,开放科学还要进一

步强调RDM 在确保数据可再现性方面的作用,以
此促进科研交流和发展.在数据密集型研究中,数
据可再现性一直是困扰科研人员的最大难题之一,
同一个团队内部,甚至研究者本人都未必能使用既

有数据再现研究[２１].其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有时软

件和操作系统的版本差异都会导致研究难以再

现[２２],因此RDM 不仅需要管理详细的材料数据,还
有必要考虑对与数据相关的工具、代码、特定软件版

本、操作系统等诸多方面的信息进行登记[２３].

２０２２年“爱数据周”活动中,有多项 RDM 推广

内容已经超越了个人层面的数据保存、查找、格式化

等操作,而着眼于挖掘具群体效益的数据可再现性.
例如,利物浦大学图书馆、知山大学图书馆和利物浦

约翰摩尔大学图书馆联合举办“开放研究与可再现

性”研讨会,邀请了英国可再现性网络委员会(The
UKReproducibilityNetwork,UKRN)的专家与参

会者共同探讨英国政府的研发路线图,以及如何在

开放研究中实现数据的可再现性;弗吉尼亚大学图

书馆举办了关于如何使用 R 对原始数据、分析数

据、脚本、元数据、自述文件、项目组织和命名进行管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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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讲座,以提升研究的透明度和可重复性;加州大

学图书馆、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均展示了各自的

UCLADataverse、McMasterDataverse对数据可再

现性的支持,让学者了解如何通过分享数据使整个

研究团体受益.上述活动无疑是图书馆致力于将开

放科学理念映射到RDM 工作中的有力体现.

３．３　大力推广开源数据分析工具

笔者采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表述,将用于

数据挖掘、清理、分析、可视化等方面的设计语言、程
序或软件等视为数据分析工具,它们通常与数据紧

密结合,是数据驱动型科研的基础设施[２４].开源数

据分析工具对提升数据的透明度和启发性具有非常

积极的作用,秉承开放科学理念的研究团队在实践

中可能开发开源工具,并发布开放的数据处理协议、
详细分析流程等信息,通过传播新工具、新方法使研

究流程更顺畅[２５].美国国家科学院有报告显示,开
源工具通过完全公开允许任何人出于任何目的检

查、使用、更改和发布源代码,能有效促进开放数据

使用,确保代码寿命并减少数据重复处理工作,同时

让不同项目、学科的团队合作更加容易,科学家借此

可获得更大的合作网络.但现实中的学者并非开源

数据分析工具专家,他们常觉得此类事务分散了自

己的注意力,并对此感到困惑和畏惧[２６].这给图书

馆推广和支持开发开源数据分析工具提供了机会.
在本次活动中,高校图书馆对多种开源数据分析工

具进行了大力推广,其中较为典型的推广活动如表

４所示.这符合当前学术圈面对数据技术和理念时

的开放科学倾向,也契合了产业界对开源数据分析

工具的日益青睐.

表４　高校图书馆对开源数据分析工具的推广活动

分析工具 主办单位 活动内容

R

加州大学图书馆、弗吉尼亚大学图书

馆、麦吉尔大学图书馆、俄克拉荷马大

学图书馆

底层小型基础计算模型、基于 R的数据社区、CAL－ADAPT 气候数据包

在R中使用、JupyterNotebook开发环境下的 R应用、ggplot２使用、dplyr
函数、数据分析脚本编写、与预定义的数据可视化交互来执行查询、开发数

据集和分析出版物文本、电子表格处理和数据质量控制、贝叶斯数据分析

Python
加州大学图书馆、弗吉尼亚大学图书

馆、麦吉尔大学图书馆

非结构化文本数据的格式化和清理、API请求、JupyterNotebook开发环

境下的Python应用、数据分析脚本编写

Taguette 加州大学图书馆、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 电子表格数据清理及采集、定性数据和文本分析

RSpace 哈佛大学图书馆 数据管理

Git、GitHub
加州大学图书馆、密歇根州立大学图

书馆
协同工作、版本控制

Gephi 加州大学图书馆、坦普尔大学图书馆 社交网络数据分析和可视化

Leaflet 加州大学图书馆 交互式 Web地图构建

INOSC 魁北克大学图书馆
在线互动的开放科学社区“国际开放科学和学术界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ofOpenScience&ScholarshipCommunities,INOSC)

OpenRefine 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 数据清理和转换

Vosviewer 魁北克大学图书馆 分析学术期刊引用及语义交叉情况,直观描绘“热点”

３．４　提供可靠的数据公开的最佳实践

如何选择可靠的发布渠道是学者公开数据时需

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一方面,公开后的数据面临被

不合理使用的风险,如英国曾由于涉及毒品的统计

数据被误读而影响了政策制定[２７].此外,一些第三

方机构会大量从互联网上采集公开数据并提供批量

下载,而他们的数据管理及理解能力往往低于数据

初始公开人,由此也极易误导使用者.故此公开数

据需要提供较周全的责任声明,这使得学者们深感

头疼,因为他们并非行政人员或法律专家.另一方

面,共享数据在其学术生涯中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回

报,学者们因此也不愿费时费力去整理数据并公开,
不少人承认他们有许多从未发表或以其他方式提供

给科学界的所谓“暗数据”[２８].以 NIH２０２３年的数

据政策为例,尽管 NIH 有专题网站对学者进行操作

指导,并推荐了一些较可靠的解决方案,如其自身开

发的一系列存储库,以及一批开放科学项目库,包括

哈佛大学开放学术项目 Dataverse、美国航空航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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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科学转型计划Zenodo等,但各类存储库政策及

操作的差异仍给科研人员,尤其是对承担了大部分

数据处理工作的年轻学者,带来了不小的困惑[２９].
由此可见,为了实现可信及低风险的数据公开,

数据项目急需参考成熟经验并获得专业人员辅助,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学者负担.在２０２２年“爱数据

周”中图书馆积极推介最佳实践及解决方案,如北卡

罗莱纳大学图书馆举办了数据披露风险评估及补救

的专题研讨会;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展示了基于

Dataverse的数据共享方案;俄克拉荷马大学图书馆

介绍了如何使用开源存储库“开放科学框架”(Open
ScienceFramework)进行科研协作和数据存储;哈
佛大学图书馆介绍了使用 LibraryCloud进行元数

据存储及开放访问;加州大学图书馆举办了“数据共

享知多少”活动,推荐了一批最佳实践案例.

３．５　积极引导受众参与公众科学

在开放科学时代,一种新的科研模式正日益兴

起,不同专业的学者乃至科学爱好者广泛合作,以科

学的方式系统收集、分析数据,共同参与科研全过

程,这就是所谓的公众科学(CitizenScience).公众

科学正日益被政府和行业组织视为应对科研和社会

问题的一种新手段而得到大力支持,而开放数据则

是支持公众科学的有力保障[３０].但目前仍有不少

学者甚至一些数据中心对公众科学心怀偏见,理由

是对参与公众科学的非专业人员的素养,以及公众

科学所产生数据的不信任[３１].
要改变现状,图书馆的作用不容忽视,在我国,中

国科学院已连续１８年举办“公众科学日”活动,所属

的各家文献情报中心始终积极参与.对于高校图书

馆而言,普遍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无疑是公众科学

最好的参与人,反过来公众科学又能促进学生社团的

交流及新技术交流推广,为其未来科研打好基础.高

校图书馆可以通过提供数据、空间、信息素养等方面

的服务对此予以支持[３２].在本次“爱数据周”中,多家

图书馆组织了带有明显公众科学色彩的活动,其中有

代表性的活动见表５.这些活动内容紧扣社会热点,
大量使用开放数据,在激发学生参与热情的同时,也
加深了他们对开放科学理念的认同.

３．６　组织探讨数据伦理问题

在开放数据环境下,数据成为人们解析、应对各

种社会问题的依据,数据伦理已经与人们的价值观、
世界观转型存在明显关联,进而从根本上影响和塑

造社会,有学者依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的理念,即“图
书馆服务于每个人”,提出既然图书馆立志为所在社

区的每个人服务,就必须倡导和维护共同的道德伦

理,普及数据公正(DataJustice)、数据团结(Data
Solidarity)等意识,以有效避免数据创建及使用活动

中的许多伦理问题[３３－３４].
表５　高校图书馆的公众科学推广活动

推广活动 主办单位 活动内容

公众科学:让社区参与数据收集 北卡罗莱纳大学图书馆
邀请学者分享在公众科学项目上的工作经验,详细说明为什么公众科学能够

很好满足某些科研需求,以及如何创建项目、与公众沟通、处理数据

监测被遗忘地带的水质:密西西

比河杰克逊市案例
布朗大学图书馆

邀请关注社区健康和环境公平的专家介绍一项关于在杰克逊市开展的清洁

水项目

数据创建和传播:新冠肺炎期间

的教学模式
布朗大学图书馆

演示如何收集学校数据和新冠肺炎疫情数据,教会参与者如何才能创建合适

的数据集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挟持的标

签:“我的身体我做主”案例
布朗大学图书馆

多学科学者联合展示对“我的身体我做主”标签含义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

变化及其影响的追踪研究

费城 的 新 冠 肺 炎 与 枪 支 暴 力

问题
坦普尔大学图书馆

演示一项关于新冠疫情期间费城枪支暴力增多的研究,并探讨内在的关联及

社会原因

新冠肺炎疫情数据查找指南 瑞尔森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员系统介绍从全球到本地的多种新冠肺炎疫情开放数据库

绘制 加 拿 大 自 行 车 基 础 设 施

地图
西蒙弗雷泽大学图书馆

讲解如何使用加拿大自行车道舒适性和安全分类系统及开放街区地图绘制

高质量的自行车基础设施数据,从而推进社会公平和安全研究

使用“微观共享整合数据系列”

开放数据创建社会科学数据集
加州大学图书馆

讲解全球最大的人口普查开放数据———微观共享整合数据系列(Integrated

PublicUseMicrodataSeries)使用方法

在２０２２年“爱数据周”中,有９项活动与社会公

正、多样性和包容性问题密切相关(见表６),另有多

个关于数据安全的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数据

伦理问题,主要是关注研究对象的隐私权问题,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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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大学图书馆与学校研究诚信办公室、赞助项目办

公室联合举办的讲座,向学者介绍如何在国际性合

作中避免数据披露与相关法律法规产生冲突;加州

大学图书馆的“敏感数据处理”讲座提醒学者在共享

数据时要牢记数据伦理.北卡罗莱纳大学图书馆的

“数据隐私与在线行为”研讨会旨在让学者了解采集

个人数据如何影响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行为,以及人

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不难看出,图书馆作为信息

机构以及社会文化服务体系重要的一份子,在推动

数据科学的同时也在积极引导人们进行反思,进而

促进数据公平和团结,这是图书馆履行社会责任的

重要体现.
表６　高校图书馆的数据伦理推广活动

推广活动 主办单位 活动内容

数据伦理 塞顿霍尔大学图书馆 数据专家和图书馆员与参与者共同探讨数据伦理问题

数据伦理与公正 加州大学图书馆 一场跨学科的数据伦理与公正研讨会

数据与女性权利 加州大学图书馆 探讨如何将女性权利理论和反思应用于科研及数据处理

«数据偏袒»:与作者对话 布朗大学图书馆
共同探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中由于默认条件设置不当而导致的阶层分裂

和种族隔离加剧问题

数据揭秘原住民被奴役史 布朗大学图书馆
介绍“复原美洲原住民被奴役史”项目中登记的１５世纪至今美洲原住民被

奴役数据及实例,探讨他们在殖民地建设中所起的作用

原住民的数据权力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关注加拿大原住民的数据权力,探讨如何使用相关数据

原住民地理空间工具的数据

合作及共享经验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分享原住民和其他团体为解决复杂环境、社区和健康问题而开发和使用地

理空间门户工具的经验和见解

加拿大人口普查局民族、种族

及原住民身份数据检索指南
瑞尔森大学图书馆

介绍利用加拿大人口普查局探索民族、种族和反种族主义数据,探讨相关

伦理问题的提出及面临的发展

一份 数 据 爱 好 者 的 潘 多 拉

文件
麦吉尔大学图书馆

当事记者介绍如何通过对多家离岸服务提供商的数据进行研究,揭露西方

政客的贪腐现状

４　实践启示

新时代数字学术的发展有赖于开放科学,数据

的开放及有效交流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３５].在我

国,已有部分高校图书馆参与或主导建设了开放数

据平台,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

据平台”、武汉大学图书馆的“高校科学数据共享平

台”、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平

台”等,但总体而言参与主体不多,平台功能及数据

开发成效仍有很大提升空间[３６].有研究指出当前

我国高校图书馆建设开放数据平台受到政策、经济、
教育及技术等多方面的制约[３７],笔者以为,始终缺

乏一项持续的、有较大影响力的推广普及活动也是

国内高校图书馆开放数据服务发展较慢的重要原因

之一.依据对２０２２年“爱数据周”活动的调研,本文

尝试从活动发起者、内容涵盖面、活动项目策划及形

式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

４．１　充分发挥图书馆行业组织的带动作用

追溯“爱数据周”的历史,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该活动起初由印第安纳大学和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

里斯联合分校图书馆(Indiana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Indianapolis)于２０１６年的情人节期间开

始举办,但在完成２０２０年度活动后,该图书馆决定

不再主办并关闭了相关网站,仅保留网页存档,理由

是“活动已呈现去中心化发展”[１１],笔者推断其真实

含义是活动涉及地区之广、高校之多及事务之繁已

令该馆难以负荷.在此关键之时,北美的数据馆员

们发起了一次大讨论,最终密歇根大学的高校政治

和社会研究联盟(Inter－universityConsortiumfor
PoliticalandSocialResearch,ICPSR)勇担重任,自
愿作为新的主办者继续组织活动[１７].

从这段过往历史可知,行业组织在推广新事物、
新服务时,能发挥重要的沟通、协调、统筹能力,其作

用是巨大且无可替代的.我国高校图书馆各类工作

委员会、联盟等也是馆际交流、统一行动不可或缺的

组织,担负着促进高校图书馆整体发展的重任.

２０１４年由复旦大学图书馆牵头９家头部高校图书

馆成立的“中国高校研究数据管理推进工作组”,明
确将“宣传推动研究数据的科学管理、推荐或提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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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研究数据管理与共享的平台与工具、提供最

佳实践案例”等工作列为目标[３８].笔者认为该工作

组极具提升影响力的潜能,可用更开放的态度扩充

成员并在图书馆界推出更多活动.目前复旦大学图

书馆已联合多家企事业单位举办了４届“慧源共享”
高校开放数据创新研究大赛,其中的“数据悦读”学
术训练营模块就具备大规模推广活动性质,但内容

偏重学科专业领域,建议组织更多图书馆参与其中,
在国内以合作方式开展一系列基于图书馆的宣讲活

动,提升学者及图书馆员的数据素养,在国际上积极

开展交流,探索融入合适的数据中心、管理组织和研

究机构等的可能性.

４．２　用开放科学的视野拓展活动内容涵盖面

罗德(RodAB)等通过对往届“爱数据周”活动

的分析指出,尽管各参与图书馆都体现了共同的

“爱”,但对“数据”的解读却不尽相同,这表明图书馆

正日益将“数据”视为一个领域或泛概念并不断扩充

其内涵[１７].２０２２年的活动同样符合这一判断.虽

然大多数图书馆专注于严格意义上的科研数据工具

和方法,但利物浦大学图书馆、知山大学图书馆和利

物浦约翰摩尔大学图书馆将“爱数据周”与同期的

“开放科学周”(OpenResearch Week)融合,举办了

关于开放获取、开放教育资源的活动,以及坦普尔大

学图书馆、塞顿霍尔大学图书馆、蒙特勒阿尔理工学

院图书馆举办的关于地理空间数据等活动,都应当

被视为跨越了狭义的科研数据,已属开放科学和大

数据范畴;此外麦吉尔大学图书馆、北卡罗莱纳大学

图书馆、蒙特利尔大学图书馆等还将介绍 Excel的

使用方法也纳入了“爱数据周”推广活动,类似的还

有针对Python、R等工具的培训等,其实我国高校图

书馆已开展不少类似的读者培训,但或许大多数图书

馆馆员并未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对数据和开放科学的

支持.笔者认为,图书馆不必过分拘泥,而要充分理

解受众的数据行为习惯,既要引导受众“应该”知道什

么,又要考虑他们“希望”知道什么,从而策划内涵更

丰富的活动,充分调动受众群体的参与积极性.

４．３　 设 计 涉 及 开 放 科 学 多 方 面 内 容 的“打 包”式

活动

让更多科研工作者理解并支持开放科学理念是

２０２２年“爱数据周”活动的重要任务之一,单纯宣讲

开放科学的宏观理念和长远效益恐难引起受众足够

的兴趣.本次活动中,有一些图书馆就积极从受众

感兴趣的内容入手,在解决用户切身问题的同时推

广开放科学.如利物浦大学图书馆、知山大学图书

馆和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图书馆联合推出的“开放

科学＋”系列活动,涉及科研政策、信息资源、研究方

法及教学,包括解读基金资助政策的“开放科学与资

助者”、指导学者满足科研可再现性要求的“开放科

学与可再现性”、交流开放研究实操的“开放科学与

我”、交流开放获取图书工作经验的“开放获取与图

书”以及交流开放教育资源的“开放教育与国家教学

存储库”等.此外,还可以考虑围绕某一项数据实操

技能推出系列活动,如麦吉尔大学今年就围绕数据

可视化做文章,除一场专题介绍外,还安排了两场关

于R语言中的ggplot２包的使用研讨会,图书馆强

调其内容对初学者绝对友好,主要是带领参与者学

习使用ggplot２创建有吸引力的图形的基础知识,
从tidyverse入手,导入数据并使用dplyr函数进行

基本的实操,帮助用户发现和规划自己的数据分析

项目.

４．４　用 开 放 活 泼 的 活 动 形 式 促 进 数 据 科 学 社 区

融合

２０２２年“爱数据周”活动显示出图书馆对工作

坊形式有明显偏好,活动中有５８．２％是某种形式的

工作坊,使得研讨时间、场所、规模、设备等更具弹

性;开放平等的氛围和轻松的交流形式,加上主持人

及时的沟通修正,使参与者能接触到多种情境下的

实操体验,从而更直接地将习得技能转化为科研数

据能力.
除工作坊外,数据游戏同样值得关注.已有多

项研究表明玩游戏所需的一些技能属于信息素养范

畴,采用低压力的游戏模式推广图书馆服务可以有

效缓解用户的紧张感[３９－４０].美国图书馆的游戏服

务由来已久,开放数据则进一步提供了新题材.

２０２２年“爱数据周”中有多家图书馆设计了别出心

裁的数据游戏,如佐治亚州立大学图书馆的“为图表

加标题”游戏,每天发布一张没有标题或数轴标签的

图表,邀请师生运用发散性思维为图表加上有趣的

标题,图书馆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有创意的标题,并
引导学生了解图书馆提供的数据服务和资源;克莱

姆森大学图书馆举办了数据隐私风险游戏,参与者

要找出数据行为中的风险点,了解如何保护个人隐

私,每名参与者都可以得到价值１０美元的礼品卡;
韦尔斯利学院图书馆为数据游戏特制了“爱数据”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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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等.在我国,上海图书馆举办的“开放数据竞赛”
获奖作品约有２０％采用了游戏化开发方法,通过将

文史数据与游戏场景结合成文化创意产品,更好地

发挥了图书馆开放数据的价值[４１].就高校而言,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图书馆都有开发

信息素养题材游戏的经验,且他们均是前述“中国高

校研究数据管理推进工作组”成员馆,完全有能力开

发类似“拯救小布”这样兼具故事化、美术效果及教

育功能的数据题材游戏,还可以借鉴上海图书馆的

先进经验,在“慧源共享”高校开放数据创新研究大

赛中引入公众参与游戏开发,并与有潜力的参赛团

队开展合作,开发寓教于乐的数据游戏产品,为高校

图书馆数据服务提供宣传新工具.

５　结语

我国«科学数据管理办法»明确提出,要按照“开
放为常态、不开放为例外”的共享理念,充分借鉴国

内外先进经验和成熟做法,发挥科学数据的重要作

用[４２].利用数据服务为开放科学提供整体支持已

成为国外高校图书馆面临的重要挑战和机遇,我国

在这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凸显.尽管“爱数据周”创办

时间不长,原组织者对早期活动缺乏系统的数据统

计和归纳总结,有针对性的研究目前也仅见罗德

(RodAB)等一文[１７],但考虑到其作为由高校图书

馆主导的数据服务密集案例,对“爱数据周”进行进

一步调研仍然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故此本文对

２０２２年“爱数据周”面向开放科学的数据服务进行

梳理,以期为国内同行提供有益借鉴.值得期待的

是,ICPSR将在２０２３年“爱数据周”活动中对活动组

织者及参与者进行调研,而且更多世界顶尖大学图

书馆,如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等,以及我国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也将作为新组

织者参加活动[４３－４４],这些变化有望使“爱数据周”更
具有行业代表性.

受作者自身研究能力和篇幅所限,本研究仍存

在一些局限,如由于各图书馆对“开放科学”和“数
据”的理解不同,又或单纯出于推广自身服务的愿

望,导致其开展的活动是否真的都完全切合主题或

值得商榷;又如 QS世界大学排名前１０％的１３０所

高校仅有９所参加了２０２２年“爱数据周”活动,其代

表性尚不够广泛,其余未参加活动的图书馆所做相

关工作及其启示,文中则难以涉及;此外研究颗粒度

也有不足,后期将继续有针对性地开展深入研究,以
期更好地掌握国际上相关工作进展及可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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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opensciencemovementcontinuestogainmomentum,attention,anddiscussion．AssciＧ
enceresearchhasbecomeincreasinglydataＧdriven,dataservicesnowplayacriticalroleinenablingandacＧ
celeratingopensciencetoacademiclibraries．Throughcasestudy,contentanalysisandliteraturereview,

thisstudyanalyzestheelementsandcharacteristicsof１３６academiclibrarieseventsinLoveData Week
２０２２．Somesuggestionsinprogramsorganizer,contentsandactivity waysarepresentedforlibraries
hostingdataservicesand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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