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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1 国际开放获取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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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1 国际开放获取发展现状

2018年12月第14届柏林开放获取会议

努力建立短期的过渡性的转换协议将订购期刊转换为开放出
版、而且这些协议至少应不增加成本并在以后随着市场转换
而调整

cOAlition S的S计划
从2021年起 ,学术出版物必须在开放获取期刊、开放获取平台
上发表，或通过开放获取知识库无时滞期地立即获取

2023年1月16日，cOAlition S重申，将在2024年后不再对转换安

排提供财政支持。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创新性和社区主导的开放
获取出版计划。



Part1.1 国际开放获取发展现状

美国
2023年为“开放科学年”
尼尔森备忘录
确保免费、立即和公平地访问联邦资助的研究

欧盟
关于高质量、透明、公开、可信和公平的
学术出版的结论



Part1.1 国际开放获取发展现状

学/协会宣布未来将实现完全开放获取



Part1.2 中国开放获取发展现状

中国开放获取历程图
引用《中国开放获取出版发展报告(2022)》

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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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22年中国科研人员开放获取论文数量变化 2023自然指数年度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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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2 中国开放获取发展现状

签署时间 中国机构 国际出版机构 合作年限

2020年5月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牛津大学出版社 3年

2021年 中国医学科学院 Karger出版社 3年

2021年7月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美国计算机学会出版社 5年

2021年5月 上海交通大学 剑桥大学出版 1年
2021年底 清华大学 国际水协会 无固定年限

2021年底 清华大学 美国计算机学会出版社 3年

2022年7月 清华大学 剑桥大学出版社 1年

2022年3月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英国微生物学会 2年

2023年2月 复旦大学 剑桥大学出版社 3年

2023年3月 中国农业科学院 英国微生物学会 无固定年限

中国开放出版转换协议统计



Part2  SWOT分析高校图书馆面临的现状

 高校图书馆：资源保
障与信息服务能力

 高校：研究生产力与
学术影响力

 国家：政策法律倾向

 经费短缺，期刊订阅费无
法完全支付开放获取费用

 没有制定开放获取政策
 认知不足
 文章处理费分散支付

 开放获取趋势

 开放获取加快研究成果传
播

 开放获取途径多样

 出版机构：文章处理费价
格高，上涨快；混合期刊
“双重收费”问题

 开放获取期刊：质量问题
与长期保存问题

 大宗转换协议



Part2.1  内部优势1：高校图书馆专业能力

资源采购方

资源提供方

信息情报
服务

北京大学图书馆业务部门（2022-）

出版商

师生

知识

《北京大学文献保障与信息服务体系管理办法》（〔2020〕32号）



Part2.1  内部优势2：高校学术生产力与影响力

北京大学“中国高被引学者” 2016-2022年度上榜人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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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1  内部优势3：国家与机构倾向开放获取



外文数据库

Part2.2  内部劣势1：经费调减

APC

图书馆

研究资
助机构

科研

人员

科研教
育机构

支持学术出版的多渠道公共资金

内部劣势2：APC分散支付

北京大学图书馆近五年经费趋势图

开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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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2  内部劣势3：没有制定开放获取政策



引用：袁青,陈星辰.高校图书馆推动学术期刊从订阅模式向开放获取模式转化的困境与出路[J].图书情报
工作,2020,64(18):15-20. 

Part2.2  内部劣势4：认知不足

OA 2020意向书 30%高校馆不太了解

各大出版商OA论文出版情况 33.3%高校馆不太了解

本校科研人员发表OA论文情况 63.3%高校馆不太了解

开放出版过程中的“双重收费”问题以及
学术期刊由订阅模式向开放获取模式转换
的现状

43.3%高校馆不太了解



Part2.3  外部机会



Part2.4 外部威胁：来自出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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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4 外部威胁：来自出版机构

混合期刊存在“双重收费”问题

定价机制不透明，价格标准不规范，存在国家差异



Part2.4 外部威胁：来自OA期刊本身

质量问题：掠夺性期刊与超级期刊 长期保存问题：消失的OA期刊

保守估计掠夺性期刊已超过15,500种，且正在快速增长

引用：Laakso, M., Matthias, L., & Jahn, N. (2021). 

Open is not forever: A study of vanished open access 

journals.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2(9), 1099-1112.发文量巨大的超级期刊与特刊



Part2.4 外部威胁：来自大宗转换协议

美国加州大学

德国

挪威

法国



Part3 国内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实践

高能物理开放出版资助联盟 SCOAP3（Sponsoring Consortium for Open Access Publishing in Particle Physics）

国内参加SCOAP3开放获取图书项目机构名单

https://scoap3.org/


Part3 国内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实践

国内参加MDPI IOAP项目机构名单



Part3 国内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实践



Part3 国内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实践

•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牵头谈判
• 阅读与出版模式（2021年起）
• 订阅及出版费用：新用户 8%涨幅；老用户2%涨幅
• 出版费用比例为合同金额的40%

免费出版OA文章的数量=OA出版费用/APC 
APC费用为2,045英镑

• 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签署该模式



Part3 国内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实践

• 北京大学图书馆牵头谈判
• OA发文优惠（2021.11.20-2022.11.29起）
• 2022年2月1日开始即可享受10%的APC费用优惠政策
• 一次性获得2020年度在IEEE混合期刊上发表OA文章数同

等额度的返还



Part3 国内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实践

• 清华大学图书馆牵头谈判
• ACM OPEN阅读与出版模式（2023年起）
• 根据用户近三年在ACM刊物上发表同行评审学术文章的

年均发文量，分为10个等级，发文数量不限。
• 清华大学签署该模式



Part3 国内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实践

• 清华大学图书馆牵头谈判

• 阅读与出版模式（2023年起）

• 新用户根据近三年在IWA刊物上发表同行评审学术文章的数量划分为5个级别，对于订购当年的内容，
提供永久使用权，同时可以免费在IWA的全部14种期刊（含4种金色OA刊）上发文，数量不限

• 老用户在每年订阅费用基础上增加750美元，即可转为该模式

• 清华大学签署该模式



Part3 国内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实践

• 北京大学图书馆牵头谈判

• 出版与阅读模式（2024年起）

• 根据其所支付的年度访问费，除以出版与阅读费用所得之整数为该用户在当年度可以获得免APC的篇数

• 仍在谈判：划分等级尚不够合理，订阅部分占比、转换比例并不清楚；该模式只针对混合期刊

英国皇家化学会RSC的转换提议



Part4 对策与建议

1. 加强和完善国家层面开放获取政策的有效制定，积极探索有效的发展路径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习近平
2022年10月16日



Part4 对策与建议

2. 大力宣传开放获取知识，全面提升我国开放获取的理念与认知水平

China OA Week 十年主题演进图

引用：黄金霞,汪煊,杨恒,等.来自多方的声音：构建中国开放科学创新
生态——第十届中国开放获取推介周 （China OA Week）会议综述[J].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2,34(1): 49-61.



Part4 对策与建议

3. 着力发展本土开放获取期刊，提高中国在国际开放出版领域的话语权



Part4 对策与建议

4. 加强科研主体间的协同，解决开放获取经费条块分割难题

以高校图书馆为核心的5 种不同角色的利益相关者互动关系模型

引用：宋瑞杰.高校机构知识库建设中不同利益相关者动力及合作策
略分析[J].图书馆界,2022,No.189(04):10-15.



Part4 对策与建议

5. 行业集团或联盟加强合作，积极推动开放出版转换

6. 行业集团或联盟提供开放获取相关的指南工具

7. 成立提供开放获取转换数据支撑服务的专门机构



Part4 对策与建议

8. 高校图书馆应抓住机遇，利用优势，积极作为，迎接挑战。

助力机构知识库建设，参与数字出版学术交流；

推进用户信息素养教育，深化文献信息服务；

重视馆员队伍建设，构建专业馆员培训体系。



谢谢！
欢迎交流指正！

T H A N K S F O R W A T C H I N G

别立谦 北京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 bielq@lib.pku.edu.cn  
徐茹雪 北京大学图书馆 馆员 xurx@lib.pku.edu.cn  
艾春艳 北京大学图书馆 部门副主任 aicy@lib.pk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