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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高校研究数据管理服务体系的研究与建设

———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

□崔海媛∗　罗鹏程　李国俊　朱玲

　　摘要　通过调研国内外数据驱动研究现状、趋势和用户需求,分析研究数据管理服务的国内

外发展情况,研究提出高校研究数据管理服务体系,并介绍北京大学研究数据管理服务的研究成

果、框架设计、构建经验与服务效果,为高校建设一流研究数据管理服务、支持用户数据驱动研究

范式需求,提供研究与实践经验.以促进数据驱动研究,推动开放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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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的应用普及,以及可穿

戴智能设备的出现,一场全新的、以大规模数据生

产、分享、使用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正在发生,数据成

为宝贵的资源、资产和生产要素.对海量数据及其

隐含信息、知识的收集、分析、挖掘、有效整合,将为

科学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红利.大数据

的广泛应用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智能时代[１].２０１７
年,以谷歌阿尔法狗(AlphaGo)和阿尔法元(AlpＧ
haZero)为代表,深度学习技术取得突破,标志着人

工智能元年到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世界各

国对数据的依赖快速上升,抢占大数据发展先机,已
成为国家战略.美国、日本、韩国、中国、欧盟等国家

和地区纷纷将大数据利用上升为国家战略,积极推

进数据政策,希望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研究和产业

领域的突破[２].
数据科学已经成为全球高校发展最快的专业.

数据科学社区(DatascienceCommunity)的数据显

示,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全球共有２６个国家的３６１
所高校开设了５９７个数据科学相关学位专业,其中

美国高校开设的数据科学专业数量最多.全美有

２４７所高校共设置４６１个数据科学学位专业,占全

球总量的７７％[３].在中国,２０１６年２月,北京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南大学首次成功申请到“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本科新专业.２０１７年３月,第
二批３２所高校获批.２０１８年３月,教育部公布的

高校新增专业名单中,有２４８所学校获批,是过去两

次审批通过额度的近８倍[４].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４日至２０１８年４月３日,由北京

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发起与组织,多
家机构合作,成功举办了“首届全国高校数据驱动创

新研究大赛”(以下简称大赛).大赛吸引了全国众

多高校学生积极参与.比赛期间,有近４万用户访

问大赛主页,共吸引来自北京大学等全国１６９所高

校的１８９２名同学报名参赛,共有５９３组队伍,涉及

５６个一级学科.最终,来自１２１所高校的９６８人

(共２８９支队伍)成功提交了参赛作品,涉及４５个一

级学科.成功提交作品最多的前２０个一级学科中,
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学科队伍最多,达到５９组,其次

是应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

学、统计学也分别达到达５０组、２７组、２３组、１９组、

１９组.在通过形式审核的２３３篇论文中,有１０３篇

论文使用平台已有数据,１３５篇论文使用自产的原

创性数据,同时使用平台已有数据和自己原创数据

的共有５篇.参赛队伍使用数据情况与笔者前期调

研情况表明:数据已是绝大多数学科研究的基础,研

２４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y

∗ 通讯作者:崔海媛,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５５４１Ｇ７１００,邮箱:cuihy＠lib．pku．edu．cn.



2
0

1
9

年
第2

期

究者需要高质量的大数据提交、发布和研究服务平

台;高质量调查数据、招聘数据与社交媒体数据仍是

人文社科经济学领域研究者重点关注的研究数据.
随着数据量与数据需求的飞速增长,大数据和海

量数据的管理、共享、发布和保存面临着巨大的成本

与效率考验.研究数据的存储形式、存储容量与存储

效率制约着研究使用数据规模与利用形式,成为研究

数据管理的挑战.重视与发展研究数据的管理与服

务,已成为国家层面与科研机构未来提升学术竞争力

和影响力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２０１８年４月２日,国
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科学数据管理办法的通

知,以研究数据全生命周期为中心,加强和规范研究

数据的管理,推动开放共享[５].顺应教学和研究需

求,建设一流的研究数据管理服务体系,提供研究数

据支撑服务,成为全球研究型图书馆的必然选择.
本文将调研国内外研究数据管理服务的发展情

况,提出建设研究数据管理服务体系的建议.并以

北京大学研究数据管理服务体系的建设经验为例,
为图书馆推动研究数据管理服务提供参考.

２　研究综述

原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张晓林指出,在全学

科数据驱动研究成为趋势的时代,图书馆需要重新

定义服务目标、内容、方式和能力,在大数据的基础

上,基于新技术和方法,提供全新知识服务.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和英国大英图书

馆等都已经调整战略,融汇数据资源,重构知识服务

的平台、机制[６].原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通过对

２０年来全球知识开放运动的梳理和分析,提出研究

数据管理对推进知识开放和共享的重要意义,并提

出４点建议:①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开放共享意识;

②制定相关政策,推进开放科学发展;③整合各类资

源,建设数字基础设施;④培育专业人才,提升数据

管理水平[７].
国际上,研究数据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受到

国际学术界和出版界越来越多的重视.２００９年以来,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出台开

放数据政策.２０１１年,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要求项目

申请书必须包含“数据管理计划”[８],美国多个资助机

构的数据管理政策陆续发布.欧盟与欧洲资助机构

出台一系列数据政策.２０１１年,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

员会(JointInformationSystemsCommittee)和电子科

学核心计划(EＧScienceCoreProgramme)联合组建的

“国 家 数 据 监 管 中 心 (NationalDigitalCuration
Center)”发布«制定数据管理与共享计划»[９].英国皇

家学会(RoyalSociety)于２０１２年７月发布报告«科学

是开放事业»(ScienceasanOpenEnterprise),确立共

享和开放科学数据的基本原则、机遇与面临的挑

战[１０].欧盟２０２０计划规定,２０１７年开始全面实施科

研数据开放制度,推动“开放科学”战略[１１].截至

２０１８年６月,在资助机构开放获取政策查询数据库

SHERPA/JULIET中,１４４个资助机构,４１个资助机

构政策中要求必须开放研究数据,１９个机构鼓励

开放[１２].
在各种政策驱动下,研究数据管理仓储发展迅

速.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根据国际研究数据仓储注

册组织(RegistryofResearchDataRepositories)的
统计,全世界至少有２２５０多个研究数据仓储[１３].
哈佛大学等世界顶尖高校均建立了自己的数据仓

储.科学数据出版期刊不断涌现,２０１１年２月,美
国«科学»(Science)刊登“数据处理(Dealingwith
Data)”专题[１４],Wiley公司于２０１２年推出了期刊

«地球科学数据»(GeoscienceDataJournal)[１５],自然

集团在２０１４年推出期刊«科学数据»(ScientificDaＧ
ta)[１６],中国科学院也于２０１６年推出期刊«中国科学

数据»[１７],研究数据逐渐成为出版领域抢占的制高

点.数据引用及引文数据库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

用,原汤森路透公司于２０１２年在 WebofScience中

推出了“数据引用索引”(DataCitationIndex),用于

数据的检索和引用跟踪.
国家、基金会和机构数据政策推动数据管理服务

需求,研 究 数 据 管 理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RDM)成为研究型图书馆的重要服务,相关研究与实践

发展迅速.
卡罗泰诺普(CarolTenopir)等在２０１６年２

月向３３３个欧洲大学图书馆发送邮件调查研究数据

管理服务的开展情况,共有１１９个图书馆回复邮件.

９０％以上的图书馆都已经开展或计划开展研究数据

的管理计划制定、培训、开发等服务,３１９％的图书

馆已经参与到研究项目中,提供数据服务[１８].阿

杨尹(AyoungYoon)等在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２月期

间,对１８５个美国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的网站进行调

查分析后,发现美国研究型图书馆开展的研究数据

管理服务主要包括:咨询帮助(help/asklibrarians,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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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５％)、数据管理(Datadeposit,６０％)、研究数据

管理计划(Datamanagementplanning,４１１％)、数
据咨询(Dataconsultation,３８４％)、数据出版和共

享(datapublishingandsharing,２７６％)、数据方法

(datamethodology,１５７％)[１９].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美 国 联 机 计 算 机 图 书 馆 中 心

(OnlineComputerLibraryCenter,OCLC)发布“研
究数据管理现实”系列报告,报告以１２个北美、欧洲

和澳大利亚的图书馆的研究为基础,重点对爱丁堡

大学(英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美
国)、蒙纳士大学(澳大利亚)和瓦赫宁根大学(荷兰)
等４所大学的服务进行案例分析,研究这些机构的

研究数据管理能力,总结研究数据管理服务为三大

领域:教育类、解决方案类和长期保存类[２０].
澳大利亚国际数据服务中心(TheAustralianNaＧ

tionalDataService)提出数据管理能力的５个要素:政
策和流程、信息架构、服务能力、元数据管理和研究数

据管理.并给出五个发展阶段的成熟度[２１].伊莲
马丁(ElaineR．Martin)提出基于图书馆以用户为中

心开展数据管理服务的框架,主要涵盖:数据服务、数
据管理实践指导、信息素养、存档保存和政策服务[２２].
英国的数字策管中心(TheDigitalCurationCentre)根
据研究生命周期,提出研究数据管理支持服务框架应

涵盖:政策和规划、可持续性发展、研究数据管理计

划、元数据管理、数据存储、数据存档策略、数据管理、
培训指南等[２３].于飞(FeiYU)等(２０１７年)介绍了澳

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在对大学用户进行调查后,设计与

开展基于生命周期的研究数据管理服务内容包括:

①研究数据管理计划和准备(数据指南、数据培训、研
究数据管理计划等);②研究过程支持服务(数据工具、
管理和分析、培训等);③数据保存、出版和传播(数据发

布平台、长期保存和数据出版等).见图１[２４].

图１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研究数据管理服务内容

３　研究数据管理服务体系的设计与建设

２０１５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制定２０１８行动计划,
调整组织机构,重新组织与设计服务,将原系统部更

名为信息化与数据中心,设置数据管理与服务岗位,
全面开展研究数据管理平台、工具和服务建设,设计

数据管理服务框架.另外组建研究支持中心,设置

数据馆员,开展信息素养和数据咨询等服务.数据

资源成为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２５日,北京大学图书馆正式发布开放研究数据服务

平台(以下简称“开放数据平台”)、机构知识库、开放

出版－期刊网和学者主页,构建新型学术交流生态

系统,推动开放获取与研究数据管理服务,成为国内

高校相关建设的引领者.并在开放数据平台的基础

上,开展平台、服务、培训、政策制定与推进等一系列

研究和服务工作,推动北京大学建设成为研究数据

汇集、管理与服务的引领者.

３．１　需求调研

２０１３年起,笔者团队从调研开始,定位研究者

需求,掌握国际发展动态,开发数据服务平台,全面

推广服务,完成北京大学研究数据管理服务框架的

初步构建,为未来研究和服务奠定基础.图２列出

北京大学研究数据管理服务的建设历程.

２０１４年,笔者团队对校内教师进行问卷调查,
获取５０份教师的反馈,并对２６名教师进行一对一

需求访谈.调研发现:高达８７．５％的受访者愿意在

一定条件下开放研究数据,开放的最大动机是通过

开放数据,提升数据价值、提高成果引用率与增强数

据曝光度.开放的最大疑虑是他人利用数据抢先发

表成果.开放条件中,受访者最需要“审核使用者身

份和数据使用用途后提供”功能.通过调研,准确定

位研究者对研究数据管理服务的实际需求.
一对一访谈发现:①数据开放程度与学科特点

密切.对于数据驱动、数据密集特征明显的学科,数
据开放比较标准和规范,可以推进到原始数据的程

度,例如社会调查学科和生物信息学科.在生物信

息学科,发表期刊时发表数据已经是趋势,大多向期

刊指定数据库提交,或者自己建立数据库.对于其

他学科,数据开放也存在,但向大多数同行开放的仅

是整理后的成果数据,原始数据只与直接合作者共

享.②数据开放具有明显的时滞期.几乎所有的学

者都强调,数据必须在自己的成果发表之后,才考虑

开放.这与学者对“数据被他人抢先发表成果”的担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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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一致的.③研究数据开放行为多为学者自发,
缺乏政策激励机制和维护更新平台,缺乏基于数据

引用、认可和学术声誉的良性反馈,亟需规范的数据

服务平台.

２０１７年,笔者对校内本科生与研究生的课程调

研发现:全校约２６个院系开设数据驱动研究的研究

生课程约有５６门,本科生课程有８５门,不仅分布于

理工学部,也分布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对９名

课程教师进行访谈,调研发现:教师课程教学急需高

质量开放研究数据平台.教师获取数据的难度远远

超过获取文献.

２０１８年,笔者对国外２７所大学(美国１２所、英
国１１所和澳大利亚４所)的研究数据管理服务主页

进行调研,梳理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研究数据

管理服务内容.调研结果见表１,可以发现研究数

据管理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数据管理计划、数据服

务、数据素养、数据管理、长期保存和数据政策几部

分.围绕研究和研究数据生命周期,提供全流程的

数据管理服务.

表１　国外２７所大学研究数据管理服务内容的调研结果

数据
管理
计划

数据服务 数据素养 数据管理 长期保存
数据

政策

数据
管理
计划
指南

数据
需求
咨询

数据
共享

数据
引用

数据
版权

数据
生命
周期
介绍

数据
政策
指南

数据
管理
计划
工具
培训

工具
软件
培训

数据
仓储
指南

元
数据
描述

文件
格式

文件
命名

数据
存储

机构
的

数据
仓储

数据
安全
与

备份

软件
代码
保存

机构
的

数据
政策

美国

哈佛大学 √ √ √ √ √ √ √ √ √ √

麻省理工学院 √ √ √ √ √ √ √ √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 √ √ √ √ √ √ √ √ √ √ √ √ √

斯坦福大学 √ √ √ √ √ √ √ √ √ √ √ √ √ √

西北大学 √ √ √ √ √ √ √

哥伦比亚大学 √ √ √ √ √ √ √ √ √ √ √ √ √ √ √

康奈尔大学 √ √ √ √ √ √ √ √ √ √ √ √

耶鲁大学 √ √ √ √ √ √

新罕布什尔大学 √ √ √ √ √ √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 √ √ √ √ √ √ √ √

明尼苏达大学 √ √ √ √ √ √ √ √ √ √ √

弗吉尼亚大学 √ √ √ √ √ √ √ √ √ √ √ √ √ √ √ √

英国

牛津大学 √ √ √ √ √ √ √ √ √ √ √ √ √

剑桥大学 √ √ √ √ √ √ √ √ √ √ √

伯明翰大学 √ √ √ √ √ √ √

爱丁堡大学 √ √ √ √ √ √

伦敦国王学院 √ √ √ √ √ √ √ √ √ √ √ √ √ √

利物浦大学 √ √ √ √ √ √ √ √

曼彻斯特大学 √ √ √ √ √ √ √ √ √ √

诺丁汉大学 √ √ √ √ √ √

伦敦大学学院 √ √ √ √ √ √ √ √ √ √

约克大学 √ √ √ √ √ √ √ √ √ √

谢菲尔德大学 √ √ √ √ √ √ √ √ √ √ √ √

澳大

利亚

昆士兰科技大学 √ √ √ √ √ √ √ √ √

莫纳什大学 √ √ √ √ √ √ √ √ √ √ √

墨尔本大学 √ √ √ √ √ √

纽卡斯尔大学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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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服务体系设计

通过全面了解国际进展,调研用户需求,并与院

系合作,调研数据管理需求活跃的若干典型院系、课
题组或个人,发掘和把握研究者对研究数据管理和

再利用的切实需求,探索最佳协作机制.建立与北

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科学研究部、社会科

学部和部分院系教师的合作机制,共同建设研究数

据管理服务.笔者团队设计提出了研究数据管理服

务体系(表２).并在服务体系下,建设和推动研究

数据管理服务(建设历程见图２).
表２　北京大学研究数据管理服务体系

数据服务 数据管理 数据素养 长期保存 数据政策

数据服务主

页(建设中)

数据管理工

具软件服务

(建设中)

数 据 素 养

培训

框 架 体 系

(建设中)

研究 数 据 管 理

政策 制 定 与 发

布(建设中)

开放数据平

台(发布)

数据管理私

有 云 服 务

(建设中)

工 具 软 件

使用
元数据标准 知识产权培训

数据需求咨

询(数 据 馆

员)

数据管理平

台(建设中)
研究培训 存储保存

政 策 培 训 (国

家、资 助 机 构、

机构、期刊)

数据驱动研

究大赛
写作培训 安全备份 政策咨询

数 据 资 源

导航

源代码保存

(建设中)

３．３　建设过程

(１)数据建设

在数据建设方面,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开放数据

平台发布数据空间３７个、数据集２３６个、数据文件

１０９６个,收录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国健康与养老

追踪调查、综合型语言知识库、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

料库等多个高质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据集.
(２)比较与分析不同研究数据发布平台,推出符

合北京大学需求的开放数据平台

在调研与测试多个软件平台与工具的基础上,
确定应用开源软件 Dataverse建设北京大学研究数

据开放服务平台,开发实现中英双语界面、校统一认

证、用户审核管理、DOI注册、数据统计等新功能,满
足数据提交、管理与服务需求.实现数据成果交互

与揭示,数据平台与机构知识库实现互操作,将基于

平台数据集的研究成果通过机构知识库进行保存与

服务.推动国际平台交互与揭示,数据平台与国际

数据仓储 Re３data、国际数据引用索引平台(Data

CitationIndex)实现数据交互、收录与揭示,提高数

据平台国际可见度.
建设云存储、云笔记、唯一标识符管理系统、长

期保存框架等相关平台和服务.在提供开放数据服

务的基础上,研究与应用项目管理工具、平台服务.
(３)全面开展北京大学研究数据管理服务

以合作促发展,通过建立校内多部门、多院系合

作机制,为课程、项目与教师提供持续服务,并与院

系、教师课题组、政府、企业建立数据合作关系,立足

高校实际需求,与国际同步发展,建立良性、可持续

发展机制.
(４)推动建设北京大学研究数据长期保存与共

享服务机制

调研研究数据管理服务政策、长期保存与共享

服务机制,将数据政策研究纳入到北京大学开放获

取政策推动项目中.推出北京大学数据唯一标识符

服务,提供数据的长期保存与国际数据中心互操作

服务.

图２　北京大学研究数据管理服务的建设历程

(５)服务营销

在中国研究数据相关政策滞后于国际的情况

下,如何让更多研究者了解、参与和受益于研究数据

管理服务,成为一项挑战.笔者团队通过策划多种

方案,推动研究数据管理服务建设.
首先,通过营销提升影响力.
对开放数据平台进行搜索引擎优化 (Search

EngineOptimization),改进与提高搜索引擎排名,
优化后,平台搜索进入百度和谷歌搜索结果第一.
在北京大学主页科学研究栏目下发布开放数据平台

链接,增加平台入口.通过北京大学３７个院系图书

馆分馆发放研究数据管理宣传册,并在校图书馆管

理委员会年度会议、科研秘书年度会议和在国内外

学术会议上广泛宣传北京大学研究数据管理服务.
与国际数据仓储Re３data和国际数据引用索引平台

DataCitationIndex合作,将平台数据在国际平台上

收录与揭示,增强国际可见度,扩大数据的国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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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
其次,服务营销案例－首届全国高校数据驱动

研究大赛.
为广泛宣传研究数据管理服务,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７

日至１２月１６日,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第三届搜索

达人大赛———“开放数据”篇.大赛共吸引３００多名

师生参与,帮助师生拓展开放数据视野,提高开放数

据搜索和分析的实践技能,激发利用开放数据进行

教学科研的热情,以更好地开展科学数据管理与利

用相关服务、助力教学科研、推动科学数据开放

共享.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４月,由北京大学图书

馆发起,联合校内外机构,成功举办“全国高校数据

驱动创新研究大赛”.大赛吸引全国高校万余人的

关注,在报名阶段,共吸引来自全国１６０多所高校近

６００支队伍(近２０００名选手)参赛报名.最终由来

自全国１２０余所高校的２８９支队伍(近１０００人)成
功提交参赛作品.评选出１３支现场答辩队伍和

１２０支优秀队伍.２０１８年４月３日下午,答辩活动

在北京大学举行,现场评选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

奖和三等奖共计十三项大奖.大赛得到广泛关注,
全国数十个高校发布相关信息,主流媒体进行报道,
参赛者对大赛极为重视,提交的高质量、有创新研究

成果的参赛作品,得到评审专家们的充分肯定.
大赛达到了营销开放数据平台的目标.在大赛

举办之前,平台的日均访客数为５２人,大赛宣传报

名期间开放数据平台日均访客数为７５３人,大赛结

束后日均访客数为４７７人.通过大赛,平台日均访

问量增加了近１０倍,大赛期间,数据下载量达到过

去两年总和的５倍,新增用户数量达到过去两年总

和的４倍.

３４　未来规划

抓住大数据发展机遇,将北京大学建设成为研

究数据汇集、管理与服务的世界一流引领者,已成为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重要发展目标之一.北京大学图

书馆未来将在以下方面推进研究数据管理:加强在

数据工具、软件、管理与服务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
以数据服务为凝聚力,建设持续汇集国内外高质量

研究数据的研究数据平台,提供基于数据的教学与

研究的支撑平台;开展数据创新研究、教学与产业孵

化活动与比赛;与校外数据资源丰富的政府、企事业

单位合作,寻求互补共赢的合作模式;推动数据教学

与科研创新.
在数据服务和数据管理平台建设方面,将通过

以下方式加快发展:

⚬为教学提供支撑服务,促进与课程相关的数

据和论文的保存、积累.

⚬融入教师的科研过程,通过数据馆员与教师

展开深入合作,推进研究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推动北京大学制定研究数据管理与服务政

策,推动研究数据的收集、保存、管理和共享.

⚬优化平台性能与功能,发展为国际一流数据

平台.

⚬提升平台的数据量承载能力,构建基于大数

据、高并发的数据管理系统,促进平台对生物、医学、
社会科学等学科大数据的支撑.

⚬提高数据平台与其他系统的互操作性,促进

数据与论文成果、学者主页、项目成果的关联,加速

数据的流动和共享.

４　结语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环境下,研究数据呈指数

级增长,数据驱动研究成为全学科研究态势,数据管

理和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日—４
日,在第１４届开放获取柏林会议上,中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科院文献情

报中心代表在会议上发布立场声明,明确表示中国

支持欧盟倡议的 OA２０２０和开放获取S计划,支持

公共资助项目研究论文立即开放获取[２５].S计划包

括研究数据的开放获取,此声明意味着中国的开放

数据政策可能也即将出台.对研究型图书馆来说,
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图书馆应重视研究数据管

理服务,助力中国高等教育的“双一流”建设,把握研

究数据管理服务发展契机,加快研究与实践,成为研

究数据汇集、管理与服务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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