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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A 式科 学 传播 系统 的结 构 与运 行 机 制 透视

以
“

科 学 公 共 图 书 馆
”

为例

口 王 细 荣 ／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人 文 学 院 上 海 2 0 0 2 4 0

／ 上 海 理 工 大 学 图 书 馆 上 海 2 0 0 0 9 ；3

1 引言

科 学 传 播
“’

就 是 科 学 知 识 的 交 流 和 科 学 信 息 的 传

递 活 动 ， 它 与 科 学 创 新
一

样 ， 是 完 整 科 学 事 业 的组 成

部 分 。 科 学 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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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 播 系 统 有 正 式 传 播 系 统 与 非 正 式

传 播 系统 之 分 。 如 今 ， 正 式 科 学 传 播 系 统 已 成 为人 类

活 动 的独 立 形 式 ， 期 刊 是 其 主 要 的 制 度 化 交流 渠道 。

近 年 来 ， 出现 了
一 种 新 的 科 学 传 播 媒 体 — — 开 放 获 取

期 刊 ( O p e n A c c e s s J o u r n a l ， 简称
“

O A J
”

或
“

O A 期

刊
”

) 。 总 部 设 在 美 国加 州 旧 金 山 的
“

科学 公 共 图书

馆
”

( P u b l i c L ib r a r y o f S c i e n c e ， 以 下 简称P L o S ) 最 早

创 办 了科 学与 医 学 领 域 中的O A 期 刊 ， 它 极 大地 促 进 了

科 学 知 识 、 科 学 思 想 、 科 学 方 法 、 科 学 结 果 以及 结 论

等 的 即 时 的 、 不 受 限制 的 传播 ， 提 升 了科 学 研 究 的 公

共 利 用程 度和 科 学研 究 的效 率 ， 从而 成 为O A 模式科学

传播 的开创 者 和 成 功 的践行 者 之
一

。

2 科 学 传播 的危机 与P L o S 的 诞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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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质叭
。 基 于 纸 本期刊 的科 学传

播 系统 之 结 构 可 以用 图 1进 行描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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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 于 纸 本 期 刊 的 科 学 传 播 系统 之 结 构 示 意 图

从 图 1 可 以看 出 ， 这 种科 学传 播 系 统 的主 要 参 与者

为科研 人 员 、 出 版 机 构 、 用 户 ( 图 书馆 或 读 者 ) ： 获

取 科研 工 作 者 生 产 的科 学 信 息 必 须 通 过 付 费方 式 ， 即

通 过 订 购 方 式 ( 要 么 是 读者 个人 订 购 ， 要 么 是 图书馆

订 购 ) 或 者 文 献 传 递 方 式 ， 才 能 实现 。 自1 9 世 纪 晚 期

或 此 前 ～ 段 时 间 到 上 世 纪 9 0 年 代 ， 这 种 系统 的主 要 参

与 者 之 问
一 直 保持着和 谐 的共 生 关 系 。

’
英 文 单词

“

COfl l m Ul l (C& l~ l
”

既 包含
。

交流
”

也 包分
“

传播
”

的 意 思 。 因 此 ．

“

科 学 传播
”

也 可 译 为
“

科 学 交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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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 纪70年代 以来 ，特别 是90年 代 以来 ， 

因 “期刊危机 ” (Serials Crisis)和 “许可危机” 

(Permissions Crisis)的出现，这种和谐关系被打破， 

传统的以纸本期刊为媒介的传播系统使得科学信息的 

传播与交流受阻，以致影响科学研究的速度和品质， 

于是某些学科的一些科学家开始尝试开放获取 (Open 

Access，简称OA)这种新的科学传播和交流手段，OA 

期刊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成立于2000年l 0月的科学 

公共图书馆是创办OA期刊的先驱和代表 ，它 一开始 

便确定自己独特的使命与目标：①通过为世界任何地 

方的科学家、医生、病人或学生提供获取最新科学研 

究成果的不受限制的访问途经，以打开进入世界科学 

知识宝库之门；②通过能够免费检索每篇 发表论文 

的全文来查找特定的思想、方法、实验结果和观察结 

果，以推动科学研究、基于可靠知识的医疗实践和教 

育；③使科学家、图书馆员、出版者和企业家能开发 

出创新性的方法来探索和利用世界科学思想与发现的 

宝库 。 

3 PLoS科学传播系统之结构 

作为电子文献 出版机构和数字图书馆的PLoS，其 

科学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效率是显而易见的，己成为当 

今科学界社会互动的成功典范。作为一种虚拟社区， 

PLoS又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传播手段，因而 

它可视为一种社会一技术 动的复杂系统。已故的社 

会信息学鼻~flRob Kling及其合作者提出的 “社会一技 

术互动网络” (Socio．Technical Interaction Networks，简 

称STIN)模型，为人们正确理解和分析这种数字化虚 

拟社区之建构提供了合适的工具，正如美国印地安那 

大学教育学院Sasha A．Barab等学者所说： “术语 社 

会一技术互动网络 ’的使用是为了理解社会一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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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ing等认为，STIN是异质的，包括参与者 (个 

人、团体、组织或公共机构)、设备、数据、各种资 

源 (如钱、技能、地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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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 

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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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论坛 
http：／／www．dlf．net．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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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_。 

基于上述STIN的观念，PLoS这种社会一技术互 

动的复杂系统，既包括经同行评审的PLoS期刊的数字 

资源，也包括PLoS站点其他数字资源 (ODPLoS Hub、 

PLoS Blog中的资源)；既包括PLoS期刊科学信息的创 

建者 (作者)和用户 (图书馆或读者)，也包括一个 

卜分广泛的群体 (PLoS专业编辑、同行评审专家、计 

算机网络技术人员和研究资助者等)；既包括社会的 

要素，也包含技术的成分。这样，以科学信息 自由传 

播为目标，借助网络与通信技术，PLoS将作者、用户 

(图书馆或读者 )、PLoS的专业编辑、同行评审科学 

家或医生、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研究资助者以及其 

他相关人员联系在一起 ，形成一个具有STIN特质的科 

学传播系统。该系统的结构可用图2表示。 

图2 PLoS科学传播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在图2所示的科学传播系统中，PLoS出版的OA期 

刊是其核心要素和传播科学信息的主要媒介。迄今为 

止，PLoS出版了8种可以免费获取全文的生命科学与医 

学领域的期刊，它{1"]~PLoSB：blogy，PLoSMedicine， 

PLoS ComputationalBiology，PLoS Genetics，PLoS 

thogens，PLoS ONE ，PLoS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PLoS Chn／balTrials(2008年起PLoS Ch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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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l"als并入 o5'ONE，同时创办关于临床试验研究方面 

的交互式专题站点 “PLoS Hub for Clinical Trials”)。 

统汁，目前PLoS主办的各档次OA期刊中，~．PZoS 

外，其他都被SCI收录，并都有较高的SCI影响因 

子 (见表1)。 

凡系统都与外界环境有一定联系，因此都应是开 

放系统，PLoS科学传播系统也不例外。该系统与其他 

的社会系统一 一如资助PLoS的基金会、建立OA仓储 

数据库 (~NPubMed Centra1)和文摘索引数据库 (如 

PubMed)的传统图书馆 (如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ofMedicine，简称NLM)、知识共享组 

织 (Creative Commons，简称CO)等——也发生关系。 

如果将PLoS系统看作系统的要素，它与 上述的其他社 

会系统会构成另 个更_人的系统。该系统也具有STIN 

的特点，其结构和各要素的关系如图3所示。 

图3 PLoS与其他系统构成的大科 

学传播系统之结构示意图 

图3所示的大系统中，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协议和 

标准，PLoS所采用的Creative Commons协议 (知识共享 

协议，简称 “CC协议”)和在创办期刊过程中一贯坚 

持的9个核心原则 (Core Principles)，对保障PLoS科 

学文献信息的免费传播和高质量至关重要。尤其是其 

核心原则，不但保证了PLoS高质量的科学信息在科学 

共同体内的传播，而且也促使其所承载的科学知识、 

科学思想干u科学方法等在一般民众中的传播。另外， 

系统中其他要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例如，资助PLoS 

的基金会有助于PLoS的生存；PLoS期刊论文作者的威 

望对潜在的读者认同PLoS有重要影响。 

L。s的9个核心原则详细信息可浏览门页 http：,／／www山s org／about／pHncJpFes ht rnf 
一

具体信息可浏览网页：http／,／WWW口I。s org／oa／definiUon ht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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磕论坛 
http：／／＼̂，ww．dlf．net．cn 

4 PLoS科学传播系统的运行机制 

PLoS~J办OA期刊，不但在科学与医学文献的生 

产者和消费者中倡导开放获取，而且追求学术的高质 

量、高水平。这对促进更多的科学工作者认同并参与 

基于OA期刊的科学传播系统有重要的意义。 

PLO S采用 《贝塞斯 达开 放获 取 出版宣 言》 

(Bethesda Statement on Open Access Publishing)对OA 

出版的定义，并将其作为 自己的OA传播标准 。下面 

从科学信息的合法传播、科学信息的长期有效传播、 

资金运作模式、科学信息的质量认证等方面对PLoS的 

运行机制进行介绍与分析。 

4．1科学信息的合法传播 

计算机网络时代 ，一方面是新技术的应用使信 

息的传播更为容易、更为便捷 ，一方面是版权法和授 

权协议又限制了信息的自由传播。尽管基于传统版权 

法理论的合理使用制度可以保障人们为了个人学习、 

科学研究而不经作者或版权所有人的同意而 “合理使 

用”，但是在数字化时代，合理使用的范围因为版权 

所有者的 “数字版权管理”技术而被大大地缩小。也 

就是说，把传统的版权法 (尽管已经经过修改)直接 

应用于网络环境 ，原先致力于创造者、出版者和用 

户二三者之间的平衡机制已经失效。不过，成立于2001 

年的非营利性机构 “知识共享组织”发布的一系列著 

作权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协议 (即 “CC协 

议”)，为解决这种失衡问题带来了希望。PLoS对其 

出版的所有文献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就是直接采用限 

制较少的一种cC协议——知识共享署名协议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以下简称CCAL)，从 

而保障了PLoS站点的所有科学信息能够得到合法的传 

播。据此，用户只要按照作者或者许可人指定的方式 

对PLoS出版的文献进行署名，就可以自由地复制、 

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 

PLoS站点中的所有文献信息，创作演绎作品 (另有声 

明的除外)。PLoS同时指出，CCAL的 目的本身就在 

于使对各种类型的原创作品的开放访问和免费使用更 

加方便，并且CCAL已经被许多作者所接受。直接将 

CCAL应用~UPLoS期刊，可以为作者和希望使用作品的 



用户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从而确保在使作品成为 

自由访问和免费获取的同时，又允许作者保留相应的 

权利 。 

这样，PLoS采用CCAL，既允许作者保留作品的 

部分权利 (即署名权)，避免其所传播的科学信息置 

于公共领域 (Public Domain)而导致学术剽窃事件发 

生，又积极引导作者放弃‘‘些限制传播的权利 (如复 

制权、发表权等)，使得科学信息能得到最广泛的传 

播，从而实现其最大的利用价值。 

4．2科学信息的长期有效传播 

PLoS将 自己出版的科学文献的全部信息储存在OA 

仓储数据库中，为其科学信息的长期有效的传播提供 

了保障。根据PLoS采用的OA标准，用户对PLoS科学论 

文的OA访问不仪是免费和即时的，而且应是长期有效 

的。因此，数字资源的长期存档也是PLoS科学传播系 

统在运行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一。 

长期保存需要有固定和长期收入 (资助)的机构 

来承担保存的任务，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应该由那些能 

够 “维持几百年以上的专门的长期保存机构，比如图 

书馆、档案馆 ”进行保存 】。国际图联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简称IFLA)和国际 

出版社协会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简称 

IPA)的联合声明指出， “出版机构承诺短期保存他们 

出版的数字形式的出版物，而图书馆则应通过与出版 

机构的协商，承担起长期保存这类出版物的责任。”[ 

目前 ，PL0S将其出版的论文全部信息问时存储 

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和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下属的国家 

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简称NCBI)建立的OA仓储数据库—— 

PubMed Central(中译名为 “公共医学中心”，简称 

PMC)中。PMC主要用于免费存档生物医学和生命科 

学领域的期刊论文，由于它支持OAI协议 (全称为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Protocol for Metadata Harvesting)，从 

而保障TPLoS的科学信息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方便和 

自由地获取。 

另外，PLoS也计划与其他机构合作，在世界别的 

地方建立类似PMC的OA仓储数据库。同时，PLoS也允 

许任何第三方 (包括传统图书馆、研究所和个人)， 

论坛 
http：／／、̂，、『Vw．dlf．net．ca 

根据CCAL的要求~lZIOA原则建立其出版的电子期刊论 

文的仓储数据库 。 

4．3 资金运作模式 

PLoS出版的OA期刊以电子形式为主，省却一些 

印刷与排版费用，其传播方式是以网络为媒介，只要 

出版一份 电子期刊，就可以藉此传播至世界各地。这 

样，与传统的纸本出版模式相比，PLoS的出版运营费 

用确实要低一些。不过，PLoS正常运作 (如进行同行 

评审、期刊的编辑校勘、在线传播和存档等)的基本 

成本仍存在，因此，保障PLoS运作有基本的经费来源 

是其实现OA传播之关键。 

在 图2所示的PLoS科学传播系统中，其OA期刊 

的免费原则是针对用户 (读者或图书馆)而言的，但 

是对于作者来说，却仍须 自行承担出版费用。这就是 

PLoS运营的一种非传统的、特殊的商业模式，即通过 

向作者或研究资助者收取出版费 来获得出版运行的部 

分经费。当然，对于来 自PLoS机构会员单位的作者， 

他们的发表费可以享受一定的折扣优惠。如果一些科 

学工作者没有机会获得基金或机构支持来支付出版费 

用，但他们希望在PLoS期刊发表论文，只要质量符合 

发表要求，PLoS也会大幅度减少或免除他们的发表 

费，因为PLoS从不想让出版费用成为优秀论文发表的 

障碍 。 

PLoS同时也强调，向作者收取出版费，其 目的 

并不是把出版费作为额外的经济负担转嫁给科学工作 

者，而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版是科 

学研究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出版成本只是研 

究成本很少但又必须的一部分 ⋯。 

不过，对于接受率低，而管理成本高的第一档次 

期刊户 和 砌 而言，仅依靠从发 

表论文的作者收取版面费是不足以维持其运行的。于 

是，PLoS推出一种 “高级”的科学出版模式——依靠 

较低质量论文的大批、廉价出版来资助和 “养活”少 

数的高质量旗舰期刊。PLoS举办的第二档次期刊 

ComputatlbnalBib／off 、PLoS Gcnetlbs、PLoSPathogens 

~HPLoSNeg／cctcd Trop／calDl"scases，就属于这类低成 

本期刊，它们由志愿 (无偿)的学术编辑团队运作， 

但其版面费与PLoS旗下的顶尖期刊却相差无几。2006 

。 2007 2008财政年度 ，PLos期 刊每篇论文的出版费分为j个档次．具体 由 第一档次 ，PLoS Biology：~=PLoS Me删ne为285O美元 ；第二档次 ，PLoS Computational BloIogy、PLoS Genetics．PLoS 

Pathogens PLoS Neg!ected Tropical Diseases 2200美元 i第三档次 ，PLoS ONE为1 500美元。 

2009年第12期 (总第67期) 94 



年 12 月 开 始 在 线 出 版 的第 三 档 次 期 刊戌 心 O n e ， 更 是

P L o S 的
“

摇 钱 树
”

。 因 为该 期 刊采 用
一

种
“

轻 度
”

同

行 评 审 (
“

L i g h t
”

P e e r - R e v i e w ) 系统 ， 可 发 表 任 何 在

方 法 学 上 合 理 的 文 章 ， 故 其 运 行 成 本 较 低 ， 但 其 接 受

率 高 、 发 表 文 章 的量 较 大 ， 因 而 其 收取 的 版 面 费远 远

高于 其 运 行 成 本””
。 另 外 ， P L o S 也 通 过 慈 善 基 金 、 广

告 、 收 取 会 员 费 、 接 受 赞 助 等 多重 途 径 和 交 又 资 助 的

策 略 ， 获取 其 运 营 经 费 ， 从 而 最 终 实 现 了 其 所 有 期 刊

的 开 放 获取 和 科 学信 息 的 自由传播 。

4 ． 4 科 学 信 息 的 质量 认 证

一 个 开 放 获 取 的 科 学 传 播 体 系 ， 要 想 在 读 者 、

作 者 和 资 助 者之 间 建立
一

种 互 信 关 系 ， 其 传 播 的科 学

信息之 质 量 至 关 重 要 ， 这 与 以纸 本媒 介 为 核心 的 传 统

科 学 传 播 系统 并 没 有 什 么 两 样 。 在 这 种 互 动 过 程 中 ，

需 要
一 系 列 的质 量 认 证 机 制 ， 其 中使 用 最 为 广 泛 且 最

具 影 响 力 的 便 是 同 行 评 审 制 度 。 P L o S 亦 不 例 外 ， 其

高 质 量 的 研 究 论 文 ， 源 于 其 严 格 的 同 行 评 审 体 系 。

例 如 ， P L o S 于 2 0 0 3 年 1 0 月 创 办 的 第 一

份 O A 期 刊彪 西

B i o l o g y ， 就 定 位 于 学 科 领 域 的 高 端 期 刊 ， 希 望 赶 超

S c i e n c e 、 ^ 台，z￡僧 和反 ∥ ：三大 传统 生 物 医 学 领 域 的
一

流 期

刊 ， 因 此 实 施 严 格 的 同 行 评 审 制 度 ， 进 行 有 效 的 质 量

控 制 。 投 稿 至 彪 o S B i o l o g y 的所 有 论 文 ， 首先要 经 过 专

业 编 辑和 学 术编 辑 ( 他 们 不
一

定 是彪 o S B l b l o gy 期 刊 编

委 会 成 员 ) 的初 审 ， 然 后 再 发送 给 学 科 领 域 的 权 威 学

者进 行 同 行 评 审 ， 最 后 由编 辑 在 同 行 评 审 意 见 的基 础

k 决 定 是 否 录 用 发 表 。 为 了 使编 辑 能 在 出现 不 同 评 审

意 见 的情 况 下 做 出最 后 的决 定 ， P L o S 要 求 评 审 人 员提

供 尽 可 能 详 细 的评 审 意 见 ， 明确 地 陈述 自己 支 持 或 反

对 发 表 的 理 由 ， 或 者 提 出 比 较 详 细 的修 改 意 见
[1“

。 最

终 在 彪 舔 B i o l o g y 发 表 的 论 文 必 须 要 符 合 这 样
一 些 要

求 ： ① 具 有
一

定 的原 创 性 ； ② 对 本 学 科 领 域 的研 究 人

员具 有 重 要 的 参 考 和 借 鉴 意 义 ； ③ 对其 他 学 科 领 域 的

科 研 人 员 具有
一 定 的 吸 引 力 ； ④ 支 持 结 论 的方 法 要 严

谨 、 论据 要 充 分
““

。

P L o s 的 其 他 几 种 期 刊 稿 件 的 评 审 也 是 由 专 业 编

辑 和 同 行 评 审 专 家 的 密 切 合 作 来完 成 的 ， 期 刊 上 发 表

的每
一

篇 论 文 部 必 须 履 行 严 格 的 同行 评 审 程 序 。 在 该

评 审 体 系 中 ， 资 深 科 学 家 或 医 生 担 任 学 术 编 辑 进 行

专 业 学 术 与 技 术 把 关 ， 经 验 丰 富 的 全 职 专 业 编 辑 负

责 使 评 审 程 序 公 开 和 连 贯
一 致 ， 从 而 保 障 T P L o S 期

9 5 2 0 0 9 年第 1 2 期 ( 总第6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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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的 质 量 。 通 过 检 索 美 国科 技 信 息 研 究所 ( I n s t i t u t e

f o r S c i e n t i fi c I n f o r m a t i o n ， 简称 I S I ) 的W e b o f S c i e n c e 数

据 库 ， 可 以 知 道 ， 目前 P L o S 出 版 过 的8 种 期 刊 中 ， 除

P Z o S O N E 因 创 办 时 间 不 长 外 ， 其 余 全 被2 0 0 9 年 度 的

S C I E 收录 。 通 过 检 索 I S I 的 纽 ￡册 2 ，0 左m 砌 R ep o r ts ( 简称

J C R ) ， 可 获 得2 0 0 8 年S C I E 和J C R 收录 的P L o S 期刊 及其

主 要 评 价 指 标 ( 表 1 ) 。

表 1 2 0 0 8 年 S C I E 和 j C R 收 录 的

P L o S 期 刊 及 其 主 要 评 价 指 标

P L o S B i o l o g y 12 1 8 6 12 ． 6 8 3 14 ． 6 6 2 2 l K4 2 1 2 3 ． I

P L o S C o m p u ta ti o n a l 2 7 3 0 5 ． 8 9 5 6 ． 14 4 1) S 2 fi 2 5 3 2

B io lo g y

根 据 表 1 数 据 ， 从 2 0 0 8 年 的 S C l 影 响 因 子 来 看 ，

P L o S 出 版 的 O A 期 刊 最 低 的 也 有 4 ． 1 7 2 ， 其 中P L o S

B i o l o g y ~HP L o S M e d ／c l h c 的 影 响 因 子 都 超 过 了 1 2 ，

而 2 0 0 8 年 普 通 医 学 和 生 物 学 期 刊 的 总 体 影 响 因 子

( A g g r e g a t e I m p a c t F a c t o r ) 分 别 为4 ． 6 2 7 和 2 ． 7 5 4 ；

从 2 0 0 8 年 即 年 指 数 来 看 ，

一

般 都 超 过 l ， 其 中P L o S

肋 砌 ∥ 和声Z D F 朋 如 纪 i 招 分 别 高达 2 ． 1 8 4 ~H3 ． 6 8 4 ， 而 2 0 0 8

年 普 通 医 学和 生 物 学 期 刊 总 体 即 年 指 数 ( A g g r e g a t e

I m m e d i a c y I n d e x ) 分 别 为 1 ． 2 9 5 ~ 0 ． 6 1 6 ： 从 总 被 引 频

次 来 看 ， 2 0 0 8 年 被 S C I E q~ 录 的 期 刊 除彪 o S N e g l e c t e d

Tr o p i c a l D i s e a s e s P b， 其 余 都 较 高 ， 其 @P L o S B i o l o g y 高

达 1 2 1 8 6 ， 这 对 创 刊 时 间 不 长 的P L o S 期 刊 来 说 已 很 不

容 易 了 ， 充 分 显 示 它 们 被 使 用 和 重 视 的程 度 ， 以及 在

科 学 传 播 和 交 流 中 的 作 用 和 地 位 。 由此 也 可 以 认 为 ，

P L o S 的质量 认 证 机制 是健全 和 有效 的 。

5 结 语

以O A 期千u 为媒 介 的P L o S 科学传 播 系统 ， 可 视 为
一

种 社 会 一 技 术 互 动 网络 ， g 1] S T IN 。 其科 学 信息传 播 的



机制为：科研人员通过 自费或基金资助在PLoS期刊上 

发表的研究性学术成果，经由PLoS严格的同行评审程 

序，以应用CCAL为法律保障，向科学共同体成员或其 

他大众用户进行免费传播，并为今后能长期使用加以 

保存。在这个系统中，PLoS出版的OA期刊是其核心， 

也是科学研究大系统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而作者 、 

读者和 出版者是三个主要角色，但传统图书馆 (如 

NLM)也有其发挥作用的地方 (如建立OA仓储)。出 

版者PLoS负有特殊的使命，一方面引导作者在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遵循CCAL，以保证PLoS出版的所有文献信 

息对任何用户的开放获取；另一方面决定着哪些学术 

成果可以进入PLoS传播系统，以保证PLoS出版的OA期 

刊具有与传统纸本期刊一样的研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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