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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式科学交流系统的建构与社会功能
———基于社会—技术互动网络的观点

　　摘　要:开放获取 (OpenAccess, OA)式科学交流系统是以 OA文献为主要媒介的科学交流系统。

根据 OA的基本原则和社会—技术互动网络 (Socio-TechnicalInteractionNetworks, STIN)的观点 , 给出了

建构 OA式科学交流系统的步骤 , 分析了该系统的结构及其各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 OA式科学交流系统

与其他系统构成的大 STIN中节点间的关系 , 最后指出 OA式科学交流系统必须具备的社会功能 , 并提出

了完善其功能的一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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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OpenAccess(OA)-basedscientificcommunicationsystemisthesystemthattakesOAlitera-

turesasthemajormedium.AccordingtothebasicprinciplesofOAandtheviewpointofSocio-TechnicalInteraction

Networks(STIN), thispaperintroducestheprocessofconstructingtheOA-basedscientificcommunicationsystem,

andanalyzestheconfigurationofthesystem, theinteractionbetweenthesystemselements, andtherelationshipsbe-

tweenthenodesembeddedinabigSTIN, whichconsistsoftheOA-basedscientificcommunicationsystemandthe

othersystems.Finally, thepaperpointsoutthesocialfunctionstheOA-basedscientificcommunicationsystemmust

possess, andputsforwardsomestrategiesforimprovingits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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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交流是社会中个体或组织之间借助于他们共同的

符号系统 (口语 、 手势 、 文字等)进行科学信息交流的

过程 , 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系统 , 通过这一系统研究成果

和作品被创造 , 其质量被评价 , 被扩散到科学共同体 , 并

且为未来的使用而长期保存 [ 1] 。科学交流系统是科学研

究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 是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 、

用于传递科学信息的方法和手段。

科学交流系统是复杂的 , 由各种渠道组成。 20世纪

中期 , 美国社会学家门泽尔 (H.Menzel)根据科学交流

的特点 , 认为科学交流系统有 “正式 ” 和 “非正式” 之

分。前者主要通过科技文献来传播和交流科学信息 , 包括

科技文献的编辑出版 、 收集保存 、 分析综合 、 检索和提供

利用等过程;后者主要利用非科技文献手段来传播和交换

科学信息 , 如直接对话 、 交换书信 、 参加学术会议等手

段。如今 , 正式科学交流系统已成为人类活动的独立形

式 , 科技期刊是其主要的制度化交流渠道。它应具有的社

会功能包括:注册 (Registration, 声明科学发明优先权)、

认证 (Certification, 确定已注册声明的正确性)、 告知

(Awareness, 使学者知道新的声明和发现)、 存档 (Ar-

chiving, 长期保存学术记录)、 给予荣誉 (Rewarding, 对

参与者在交流系统中的表现给予的认可和荣誉)[ 2] 。

这种基于期刊的科学交流系统 , 其科研工作者 (作

者)、 科学期刊出版者和用户 (图书馆或读者)三要素之

间 ,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比较和谐的共存共生关

系。但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 特别是 90年代以来 , 开

始出现了所谓的期刊危机 (SerialsCrisis)和许可危机

(PermissionsCrisis), 传统的以纸本期刊为主要媒介的科

学交流系统使得科学信息的传播与交流的效率降低 , 以致

影响科学研究的速度和品质 , 于是首先在粒子物理学和高

能物理学领域出现了一种开放获取 (OpenAcess, OA)

文献———电子印本 (E-print)或电子预印本 (E-pre-

print), 并创建了一种免费的科学交流站点———arXiv。

arXiv就是一种 OA式科学交流系统 , 它使得科学知识 、

科学思想 、 科学方法等能够即时 、 自由地传播 , 提升了科

学研究的公共利用程度和效率 , 从而拉开了科学交流系统

重建的序幕。

1　科学交流的危机与开放获取运动的肇始

自 1665年世界上最早的学术性科学期刊———法国的

《学者杂志》 (LeJournaldesSavants)和英国的 《皇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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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哲学汇刊》 (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oftheRoyalSocie-

ty)诞生后 , 科学期刊以其稳定性和权威性逐渐成为正式

科学交流系统的核心要素。这种以科学期刊为媒介的科学

交流系统 , 其特点是传播和交流的科学知识都要事先经过

严格的同行评审 (PeerReview)和把关 , 以正式出版和发

行渠道进行传播和交流 , 出版者在信息交流过程中充当主

角。系统结构乃系统内各要素的关系和组织形式 , 是各要

素在时空方面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方式与秩序;系统结构直

接决定着系统的质 [ 3] 。科学期刊的科学交流系统结构如

图 1所示。

图 1　基于纸本期刊的科学交流系统之结构

显然 , 这种科学交流系统是一个线型的垂直结构体

系 , 科学信息在作者 (科研工作者)、 期刊出版机构 、 用

户 (图书馆或读者)这些参与者之间进行线性传播;系

统的功能主要依赖期刊一步步来实现。 在该交流系统中 ,

读者获取科研工作者创造的科学信息必须通过付费方式 ,

即通过订购方式或者文献传递方式进行。

自 19世纪晚期或此前一段时间到 20世纪 90年代 ,

这种系统的主要参与者之间一直保持着和谐的共生关系。

20世纪 90年代后 , 这种和谐的关系开始被打破 , 科学传

播和科学交流出现了喜忧参半的局面。一方面是纸本科学

期刊出版模式所引发的 “期刊危机 ” 严重地阻碍科学信

息的传播;另一方面是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与普及 、 科

学研究人员非赢利性传播与获取学术资源之动机的加强又

为开放获取的科学交流模式出现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

纸本学术期刊价格的上涨所引发的 “期刊危机” 阻

碍了科学工作者对学术研究成果的利用。这种危机主要源

于出版商对利润的追求以及竞争机会的锐减 , 使学术交流

日益商业化 , 学术期刊价格大幅度地提高 , 科研人员的研

究成果最终成为出版商谋取利润的工具。据美国研究型图

书馆协会 (AssociationofResearchLibrary, ARL)数据统

计 , 2003年美国研究型图书馆用于购买期刊的费用相对

于 1986年而言 , 涨幅高达 260%, 平均每份期刊在同期的

价格涨幅为 215% (科技和医学类期刊涨幅更高), 而面

对每年品种不断增加的期刊市场 , 美国研究型图书馆在

2003年订阅的期刊总数只比 1986年增加了 14%[ 4] 。 电子

期刊 、 文献数据库的问世曾经被人们认为是解决 “期刊危

机” 的良方 , 但后来的实践证明 , 这种想法过于简单 , 因

为电子期刊和商业性文献数据库的价格并不比纸本期刊低

多少。不仅如此 , 除了早期的 “期刊危机 ” 外 , 还产生

了 “许可危机” 。这种危机主要是指出版机构或代理机构

在用户订购电子期刊或文献数据库的前提下从技术和法律

两个方面对用户的访问权限加以限制 , 其中技术障碍体现

为数字版权管理 (DigitalRightsManagement, DRM), 而

法律障碍体现为版权法和授权协议 [ 5] 。由于一些学术期刊

的出版市场被垄断 , 出版商强行规定论文的版权归出版者

所有 , 作者发表论文的前提是转让版权给出版者。用户

(包括论文作者)必须在购买了许可后 , 在经历了需要注

册用户名 、 密码 、 提供 IP地址 、 限定并发用户数 、 限制

下载量等重重障碍后 , 才能获取对文章的利用。因此引发

了科学交流危机 , 即科学研究的成果 、 方法等得不到有效

传播 , 科学交流的管道在一定程度上被堵塞。

幸运的是 , 20世纪 90年代开始出现的开放获取运

动 , 为减少市场因素对科学信息传播的阻碍和解决科学交

流危机带来了曙光。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物

理学家 P.Ginsparg, 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认知科学教授

S.Harnard, 诺贝尔奖获得者 、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

H.Varmus三位科学家是此项运动的领袖。他们一致倡导

对科学知识的平等获取 , 并且身体力行。例如 , P.Gin-

sparg于 1991年建立了第一个OA式科学交流系统———arXiv。

2　建构 OA式科学交流系统的程序

OA式科学交流系统中 , 技术 (物)的要素和社会

(人)的要素一样重要 , 不能简单地以传统的社会 、 技术

二元对立的观念来对待它 , 而应视其为一种社会—技术互

动的复合体。社会信息学鼻祖 R.Kling及其合作者提出的

“社会—技术互动网络” (Socio-TechnicalInteractionNet-

works, STIN)模型 , 为人们正确理解和分析这种开放型 、

数字化虚拟社区之建构提供了合适的工具。正如美国印第

安纳大学教育学院 S.A.Barab等学者所说:“术语 `社会

—技术互动网络 ' 的使用是为了理解社会—技术的复杂

系统 , 强调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 人与设备之间 , 甚至技术

结构单元与政治思潮之间相互作用的交互性特征” [ 6] 。

STIN模型是在法国科学哲学家 B.Latour的 “行动者

—网络理论” (Actor-NetworkTheory, ANT)和 Kling“计

算机使用的网络模型 ” (WebModelsofComputerization)

的基础上 , 并广泛结合其许多洞悉而形成的 , 其基本理念

来自技术社会建构方法 (SocialConstructionofTechnology

Approach, SCOT)与社会信息学 (SocialInformatic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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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观点和假设。在 Kling等看来 , STIN是异质的 , 包括

参与者 、 设备 、 数据 、 各种资源 、 文件与信息 、 法律与制

度 、 资源流动等不同类别的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网络关

系包括社会 、 经济 、 政治之间的互动作用。 Kling使用的

是术语网络 , 而不是系统 , 是因为虚拟社区的结构是开放

的 , 也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在这里 , 网络其实是一种隐喻

式说法 , 指特定活动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 [ 7] 。德国当代

社会学家卢曼 (N.Luhmann)曾指出:“在行动者之间的

网络被认为是一个交流系统 , 它被添加到行动者身上 , 行

动者则在节点上承载这个系统” [ 8] 。类似地 , STIN也可被

理解为一个虚拟的交流系统 , 网络上的节点就是系统的

要素。

Kling还指出 , STIN中包含两个重要的社会互动关

系:资源相依 (ResourceDependency)(或称为直接关系)

以及对手参照 (Account-Taking)(或称为间接关系)。美

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学院和社会信息学中心

H.Rosenbaum博士和访问学者 K.Joung发展了 Kling的理

论 , 提出了另外一种社会互动关系———招引策略 (Enroll-

mentStrategies), 而招引策略又有第一 、 第二和第三招引

策略之分 [ 9] 。由于 STIN像所有的网络一样 , 包含一些节

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 因此构建 OA式科学交流系统首

先需要确定其 STIN的相关节点和关系。这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 , 构建者必须确定网络中哪些节点具有实质性的作

用 , 哪些节点间的关系对交流系统没有什么影响 , 以至于

可以忽略。 Kling认为 , STIN模型也可以延伸应用到其他

的虚拟共同体 [ 7] 。因此 , Kling提出建构虚拟社区 (如电

子论坛)的一些说明性步骤 , 对构建 OA式科学交流系统

也具有启发性的作用 。具体程序如下 [ 9] 。

1)确认网络互动者的相关人数。主要确定交流系统

的参与者及其特征 , 他们以什么方式参与交流系统 , 参与

交流系统的作用 , 以及在交流系统上所花时间的比例。

2)确认核心互动群体 (了解不同群体所扮演的不同

角色)。基于上述的结果 , 根据参与者在交流系统中的作

用将他们分组 , 以理解不同小组在其中所起的潜在作用。

3)确认诱因。了解何种特定的互动类型是比较被喜

欢的 , 参与者的动机是什么。 实际上相当于明晰 OA科学

媒介的商业模式 (BusinessModel)。通过这一步 , 可以知

道 OA式科学交流系统各组的参与者愿意加入它的动机。

4)确认置身事外的参与者和不被期待的互动。可能

包括各种形式的监控 、 争执或行政系统。在 OA式科学交

流系统各种类型的社会互动中 , 参与者可能会受到较为密

切的监控 , 而在其他情形下 , 可能会受到较少的关注。

5)确认现有的文献信息源。这一步主要了解现存的

文献信息源以及可能的影响。例如 , 一种新的 OA期刊会

与同一领域的传统期刊进行竞争。

6)确认资源的流动。这些资源流动对网络内部的交

互作用既有直接的影响 , 也有间接的影响。

7)确认系统架构的选择点。选择点是具有技术或社

会性质的安排选择之各种可能性 , 是指设计者可以二者择

一的技术特征或社会结构。

8)从架构的选择点当中拼凑出具有社会—技术特质

的 OA式科学交流系统概貌 , 即经由各种交换选择后所呈

现出来的 OA式科学交流系统之建构。

9)招引。成功的招引策略会吸引更多的人进入这个

交流系统 , 而不成功的招引策略则会让人们远离它。

3　OA式科学交流系统的 STIN结构

根据上述 STIN的观念 , OA式科学交流系统很容易被

理解为一种社会—技术的产物或社会—技术互动网络。系

统的要素可视为网络节点 , 既包括 OA资源的一次文献

(如论文 、 图书 、 实验数据等), 也包括 OA资源的二次文

献 (如书目 、 文摘和索引等);既包括 OA文献的作者

(科学工作者)、 用户 (读者 、 图书馆), 也包括一个十分

广泛的群体 (出版者 、 搜索引擎商 、 科研资助者等);既

包括社会的要素 , 也包含技术的成分。这样 , 基于科学交

流的目的 , 通过信息和通信等技术 , 作者 、 用户 、 搜索引

擎商 、 研究资助机构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联系在一起 , 形成

一个有别于传统科学交流系统的 STIN, 其结构见图 2。

图 2　OA式科学交流系统的结构

根据图 2, OA式科学交流系统能把与科学交流相关

的参与者纳入到一个社会—技术互动的网络中 , 提高了科

学交流的速度和效率。在这种交流系统中 , 开放获取和网

络技术拓宽了科学信息的发布渠道 , 科学信息可以绕过传

统出版者环节 , 通过由 OA期刊出版者 、 学术机构 (或图

书馆)或科学工作者管理和建设的 OA期刊 、 电子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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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OA仓储 、 博客等站点由作者免费传递给读者 , 同时

Web2.0技术的应用为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更好

的互动条件 , 这样 , 读者和作者重新成为科学交流的主

角 , 并建立直接的科学交流关系。在该系统中 , 一些学术

机构或图书馆利用 OA文献的元数据出版其书目 、 文摘和

索引信息;它们开发的学术搜索引擎 (如 Citebase)可对

OA文献进行引用分析和排行 , 从而实现交流系统给予荣

誉的功能。商业搜索引擎 (如 Google)和大多数传统出版

商也可免费提供 OA文献的书目 、 文摘信息。

图 2也展示了 OA式科学交流系统也包括与它相联系

的人群 、 技术设备 、 法律与制度等要素 , 它们不是孤立地

镶嵌在该复杂系统的 STIN中 , 而是通过互动关系而紧密

相依的。属于社会关系的各组参与者 , 尽管他们的身份 、

目的都不一样 , 但通过技术和各种社会互动关系 (如资

源相依)而构成交流系统的人力资源;交流系统的社会

形式也可以看成为不同技术共同构成的 , 其每天的正常运

行仰仗建筑技术 、 制冷或制热技术 , 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

等的综合应用。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或其他技术 , OA式科

学交流系统的正常运行是无法想象的。可见 , 该系统中 ,

属于社会关系或者社会资源的东西与属于人造物的东西是

不容易分离的共同体 , 彼此相互依存 , 也就是说 , OA式

科学交流系统是社会和技术高度 (但不是完全)的结合 ,

其参与者是置身于复杂 、 可转换角色 、 非单纯技术媒介的

社会关系中。

科学交流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 , OA式科学交流系统

也不例外。它与其他的社会系统———如资助 OA的基金

会 、 科学学 (协)会 、 建立 OA仓储数据库和文摘索引数

据库的传统图书馆 , 如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NationalLi-

braryofMedicine, NLM)或学术机构 (如大学 、 研究所)、

版权认定机构等也发生关系。如果将 OA式科学交流系统

看作系统的要素 , 它与上述的其他社会系统会构成另一个

更大的科学交流系统。该系统也具有 STIN的特质 , 其结

构和各要素的关系如图 3所示。

图 3　OA式科学交流系统与其他系统构成的大 STIN

从图 3可以看出 , OA式科学交流系统也植根于计算

机专业人员和网站开发人员 、 读者 、 作者 、 科学学 (协)

会 、 传统图书馆 、 出版机构 、 研究基金会 、 版权认定机构

以及信息技术等网络节点组成的更大 STIN中 , 它本身也

就是这个 STIN中的节点 , 并与其他社会和技术要素具有

交互作用。其中的 OA原则和标准 ,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 、

协议和标准 , 尤其是采用的 OA版权协议 (如 Creative

Commons协议 , 即知识共享协议 , 简称 “CC协议”)等

要素或节点 , 对保障 OA科学文献信息的免费传播 (即交

流系统告知功能的高效实现)至关重要。因此 , 作为科学

信息创造者的作者 , 与出版者签订版权协议时 , 一定要注

意是否允许自己保留作品的版权 (最低限度要保留电子

分发权);作者也可寻求精通知识产权人的帮助 , 以确保

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开放获取 , 而又不违反著作权法。

图 2和图 3所示的两个 STIN展示 , OA式科学交流系

统中不同参与者和技术联结在一起 , 形成了一个互动的网

状交流系统;它有多种路径发布 、 传播 、 保存科学信息 ,

能平行实现注册 、 认证 、 通告 、 存档和给予荣誉功能 , 而

且还可以同时实现多个功能。但是 , 系统各要素之间关系

不是都能通过这种示意图反映出来的 , 例如 , 它不能描述

某些 OA文献认证功能的实现方式等。另外 , STIN模型也

无法理解 OA式科学交流系统的信息自由交流与专利法强

调保密之间的矛盾。

4　OA式科学交流系统的社会功能及其策略

OA式科学交流系统除了具备传统科学交流系统的

“注册 、 认证 、 告知 、 存档 、 给予荣誉 ” 等社会功能外 ,

还必须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读者与作者的双向

互动。只有全面 、 有效地发挥这 6个功能 , OA式科学交

流系统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目前 , 以告知 、 互动功能

为引擎的 OA式科学交流系统 , 可以有效地实现注册 、 存

档功能 , 但其认证 、 给予荣誉的功能却还不如传统的科学

交流系统完善。这些功能实现的具体状况为:

·告知功能。开放获取具有免费 、 即时 、 无地域限

制 、 便于索引等优点 , 是目前最好的实现告知功能的一种

交流方式。

·互动功能。通信技术的发展 , 尤其使 Web2.0技术

的应用 , 为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即时交流 、 互动提供了条

件。目前 , 无论是 OA期刊 , 还是预印本库 、 机构库 、 个

人博客都提供在线评论和反馈表单或链接。

·存档功能。 OA仓储具有存储容量大 、 存储格式多

样 、 复制便捷等优点 , 能较好地完成科学交流的存档功

能。但由于技术 、 管理 、 安全 、 经费等因素的影响 , OA

资源的长期保存也具有不连续性和潜在的不稳定性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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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性。

·注册功能。开放获取的出版模式 (如电子预印本

文献库 、 机构库 、 OA期刊等), 提供了多种与传统出版

平行或替代的有效注册方式 , 作者的优先权一样能得到公

众认可。例如 , 俄罗斯的数学天才 G.Perelman博士于

2002年 11月和 2003年 3月在 arXiv上发表了两篇证明

“庞加莱猜想” 的论文 , 后来也未被刊载于正式的纸本学

术期刊 , 同样也获得了 2006年的菲尔兹奖 (FieldsMed-

al)。不过 , 目前在科技网站 、 个人网页或博客上发表科

学成果 , 其注册的功能并未受到公众的认可 , 其优先权也

没有得到承认。

·认证 、 给予荣誉功能。采用同行评审的完全 OA期

刊 , 与传统期刊一样 , 具备认证和荣誉功能;而除此之外

的 OA资源 , 认证功能同注册和存档功能是相分离的 , 须

依靠在传统期刊上发表或延时 OA期刊来实现。 尽管读者

评论或反馈也有一定的评价作用 , 但缺乏权威性和共信

度 , 不具备可靠的认证效力。由于同行评审一直被视为论

文质量的维持力 , 大多数 OA资源往往缺乏这种质量保

障 , 因此 , 在许多机构库和预印本库发布科学研究成果 ,

得不到与在传统期刊上发表文章相应的荣誉和认可 , 不具

有荣誉功能。这实际上也是一些科学工作者对 OA式科学

交流系统持怀疑 、 观望甚至排斥心态的重要原因。

尽管近年来 OA式科学交流系统在出版界和图书情报

界已有一定的影响 , 但在学术界的社会影响力还很有限

的 , 而且存在着地域和学科的不平衡性。为了使 OA式科

学交流系统能够很好地发挥其各项功能 , 让 OA文献能够

成为科学交流的主要渠道 , 建构 OA式科学交流系统时 ,

必须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下面几种举措可以尝试一下。

1)采取一些招引策略。采用的第一招引策略为:科

学工作者与其他各领域专家以面对面的方式交流 , 讨论完

善系统各功能实现的举措;采用的第二招引策略为:在

OA站点上建立虚拟论坛 , 为某一领域的读者 、 作者提供

了交流的平台 , 从而吸引了一部分注册该论坛的读者成为

OA文献的作者;采用的第三招引策略为:在 OA站点上

设立电子公告板 , 发布虚拟论坛上的一些信息 , 一些无法

参与论坛的读者也可以浏览这些信息。这样 , 基于 OA的

科学交流系统就会增加更多的参与者。

2)明晰 OA期刊出版者或 OA站点经营者的特殊使

命。 OA期刊出版者或 OA站点经营者 , 一方面要引导作

者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遵循某种 OA版权协议 (如

CCAL), 以保证其出版或保存的所有文献对任何用户的开

放获取;另一方面要对进入科学交流系统的学术成果进行

把关 , 以保证 OA文献具有与传统纸本期刊一样的认证功

能和研究影响力。

3)注意发挥 OA式科学交流系统非主流参与者的作

用。在 OA式科学交流系统中 , 尽管作者 、 读者是系统的

主要角色 , 但也必须注意发挥其他非主流参与者的作用。

如 , 传统图书馆或学术机构建立 OA仓储 、 开发免费学术

搜索引擎等 , 传统出版者对期刊目录 、 文摘的免费开放和

建设回溯期刊 OA仓储。

4)注意一些非人资源对系统功能发挥的影响。例如 ,

图 3所示的 STIN中计算机专业人员和网站开发人员的技

术水平和工作态度 、 支持 OA文献出版的研究基金会和主

办 OA站点的学术团体之声誉等对 OA式科学交流系统的

人气均会产生影响。因此 , 一定要注重与这些因素有关的

参与者之角色定位。例如 , 在社会—技术互动的框架下 ,

OA式交流系统中的网络技术人员已不是纯粹的技术员 ,

而是充当 STIN的中介参与者角色。 他们既需要具有传统

图书馆员所要求的知识 、 技能和素养 , 又要熟悉计算机 、

网络 、 通信等现代科学技术和法律方面知识 , 从而在传统

图书馆员与信息技术人员 、 法律界人士之间架起了一座沟

通的桥梁。他们可能是集传统图书馆员 、 网站管理员 、 计

算机管理者 、 用户界面的设计者 、 律师等多重角色于一身

的 OA站点管理者。为了防止 OA资源站点由于拙劣的技

术 、 版权纠纷等问题而衰落下去 , 这些管理 OA站点的技

术人员 , 需要由 OA文献出版机构的技术主管和传统图书

馆馆长共同来领导 , 并配有良好的设备 , 得到与其他计算

机专业人士或法律界人士一样的报酬。

5　结束语

科学交流系统是动态发展的体系 , 开放获取模式已经

使现代科学交流系统变成了社会—技术互动的网状体系。

在此种环境下 , 一方面 , 传统的以纸本学术期刊为核心的

科学交流系统将继续存在 , 科学信息交流与传播将是多种

模式并存;另一方面 , 科学交流系统中 , 代表科学工作者

利益的学会或协会 、 有各自商业利益的出版商和信息服务

商 、 作为传统中介机构的图书馆等系统参与者的角色在不

断调整 , 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开始变化 , 并出现了新一轮

重组。

在 OA式科学交流系统中 , 正式科学交流和非正式科

学交流的方式并存 , 正式和非正式传播之间的界限已淡

化;传统的学术期刊出版者的风光不再 , 作者和用户重拾

其科学交流的主导地位 , 他们已可直接进行双向信息交流

和互动。 OA式科学交流系统的社会影响力取决于其 6个

社会功能是否完全发挥。目前 , 该系统某些功能的实现还

不尽人意 , 故其在大多数学科领域还只是一种学术交流的

补充手段 , 但它已给科学工作者和科学研究带来了希望。

(下转第 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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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整体。在管理中 , 没有一项管理的职能和要素是单独

存在的 , 它必须作为整个体系的一个或几个要素来考虑。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日新月异 , 个人信息保护也面临

越来越复杂的环境 , 各种现象和要素相互交融 、 互为影

响 , 需要从体系的高度和广度上来予以解决。

基于上述理论基础上 , 来构建完整的个人信息保护体

系 , 涉及到立法 、 制度及相应的技术标准 , 等等 。

5.1　立法

目前世界上已有 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个人信息

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 , 如美国 1974年颁布的 《隐私权

法》 , 加拿大也先后颁布了 《隐私法》 和 《个人信息保护

与电子文件法》 等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 , 从宪法到民法 、 刑法 、 行政

法 、 诉讼法 , 都不同程度上涉及隐私权保护问题 , 但过于

零散 , 不系统 , 多为间接性的 、 原则性的规定 , 没有对

“隐私权” 的概念 、 权限范围以及侵权所形成的法律责任

作出明确的规定 , 给司法操作带来很多困惑 , 以致对现实

中发生的各种侵犯隐私权的行为 , 法律依然显得力不从

心 , 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体系刻不容缓。

5.2　制度

制度可以对信息保护工作起到积极的规范作用 , 并为

个人信息保护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但在我国对隐私权的

保护存在事实上的制度缺位 , 因而在实践中必然会出现相

当多的漠视隐私 、 侵害隐私权的现象。以组织为例 , 要把

保护员工隐私的理念融入组织的各项管理制度中 , 如建立

员工机密档案制度 , 规范员工录用制度 , 确定严格限制查

阅条件来保证资料不泄露流失等。

5.3　技术标准

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 , 它以科

学 、 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为基础 , 经过有关方面协商一

致 , 由主管机构批准 , 以特定的形式发布 , 作为共同遵守

的准则和依据。

在个人信息保护的管理标准上 , 需要明确管理的原

则 、 管理的责任 、 包括个人信息采集 、 保管 、 利用等在内

的管理流程以及相应的监督机制 , 使得在涉及大量个人信

息的政府工作部门有可直接参照执行的操作规范 , 这对于

更有效地保护个人信息有着最为直接的效果。

在深入领会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基础上 , 制定出完整

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 , 这对于保护个人权利 、 促进信息的

共享与自由流动以及促进我国的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健

康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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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文献的出现 , 已在一定程度上对科学交流系统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开放获取的科学交流模式还存在着许

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 如怎样控制 OA文献的大量出

现而引发信息泛滥的问题;如何评判 OA文献的学术价

值;如何建立有效的 OA文献荣誉功能实现机制;如何在

著作权保护和开放获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如何确定图书

馆或其他信息服务机构对 OA文献的长期存档;OA文献

的出版采取怎样的经济模式 , 既能满足读者的科学信息需

求 , 又能使出版机构能够可持续发展。类似这样的问题如

果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 OA式科学交流系统一定会被广大

科学工作者和一般民众所接受 , 从而最终完成科学交流系

统的重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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