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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介绍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基本原则与模式的基础上，根据社会 － 技术互动网络( STIN) 的观点，

分析了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的结构及其各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该系统的开放性特征和必备的功能; 最后指出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一些摆脱困境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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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科 学 传 播 ( Science Communication，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或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 就 是 科

学知识的交流和科学信息的传递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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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科

学创新一样，是完整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并可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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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传播系统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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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腾堡( J． G． Gutenberg) 于 15
世纪中叶发明现代印刷术后，正式科学传播系统逐

渐成为人类活动的独立形式。而 1665 年世界上最

早的学术性科学期刊———法国的《学者杂志》( Le
Journal des Savants ) 和英国的《哲 学 汇 刊》( Philo-
sophical Transactions) 诞生后，科学期刊“就是报道

新发明和传播新理论的主要工具。……假设没有定

期刊物，现代科学当会以另外一种途径和缓慢得多

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且科学和技术工作也不会成为

如同现在一样的职业。”［2］在对 18 世纪以来出现的

以纸本期刊为核心的正式科学传播系统进行分析

后，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科学传播系统应具备一些基

本的功能，即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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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hiving，长期保存学术记录) 和给予荣

誉( Rewarding，对参与者在传播系统中的表现给予

的认可和荣誉) 功能［3］; 这些功能构成一条垂直一

体式的学术价值链( Scholarly Value Chain) ［4］。
20 世纪 90 年代后，科学传播和科学交流出现

了一忧一喜的景象。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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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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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pen Access，以下简称 OA) 的科学传播模式出现

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1991 年，在物理学领域首

先出现了一种开放获取文献( 简称 OA 文献) ———电

子( 预) 印本( e － print /e － preprint) ，并创建了免费

存取和利用这种文献的站点———arXiv。arXiv 就是

一种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它使得科学信息的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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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和超文本的传播成为可能，从而打响了向传统

科学传播系统( 基于纸本期刊) 开战的第一枪。

二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的模式

尽管“开放获取运动”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但“开放获取”的正式提出始于 2002 年 2
月发布的《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 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简称 BOAI) 。目前，人们对 OA 原

则的理解亦是源于包括《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
在内的三个关于开放获取的国际性文件。另外两个

文件是 2003 年 4 月 11 日通过的《贝塞斯达开放获

取出 版 宣 言》( Bethesda Statement on Open Access
Publishing) 和由德国马普学会发起的包括德国、法

国和意大利等多国科研机构于 2003 年 10 月签署的

《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的开放获取柏林宣

言》( Berlin Declaration on Ope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and Humanities，简称《开放获取柏林

宣言》) 。这三个文件比较一致认为: 适用开放获取

的文献主要是科研成果或者学术作品; 开放获取文

献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电子文档; 开放获取文献是

通过互联网络存取和传播的; 开放获取文献的获取

是免费的; 开放获取文献的获取没有版权或者许可

方面的障碍［5］。
根据与上述 OA 原则的吻合程度，目前的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有“强弱”之分，即遵循上述文件的

“纯正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和部分遵循上述文件的

“混合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它们各自又有不同的

模式。
纯正 OA 型包括完全 OA 期刊和 OA 仓储两种

模式，它 们 分 别 被 称 为 开 放 获 取 的“金 色 之 路”
( Golden Road) 和“绿色之路”( Green Road) ［6］。完

全 OA 期刊是从读者访问的角度来界定的。如果期

刊论文一发表，就为读者提供免费全文访问服务，那

么这种类型的期刊就是完全 OA 期刊，如 PLoS( Pub-
lic Library of Science，中译名为“科学公共图书馆”)

系列期刊、中国有色金属学会主办的《中国有色金

属学报》。OA 仓储 ( 或称为“知识库”) 是研究机

构、学会团体或作者本人将未曾发表( 预印本) 或已

经在传统期刊中发表过( 后印本) 的论文作为开放

式的电子档案储存，包括学科仓储、机构仓储和自我

仓储三种模式。学科仓储是指某些研究学科为了加

速学术资源之传播速度与分享彼此的学术成果所设

置的学科知识库，如 arXiv。机构仓储是指以机构

( 如大学、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等) 为单

位来建置知识库，如麻省理工学院的 D － Space 系

统、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知识库等。自我仓

储是指作者自己将论文资料的副本存储在学科仓

储、机构仓储或者个人网站上。自我仓储可以由研

究者个人进行，也可以由专门的人员来进行，如图书

馆员; 有的机构甚至有自我仓储代理，为所代理的研

究者进行论文资料的存档工作; 还可以用专门的存

档软件来进行批量的文档存储。
混合 OA 型有选择性 OA、回溯 OA、延时 OA、免

费注册 OA 和部分 OA 等模式。选择性 OA 是折中

了传统期刊和 OA 期刊的一种运作模式。其中，最

为常见的做法是为作者提供选择，如果作者支付出

版费用，那么其文章就为读者提供即时免费访问服

务。最早实施这种策略的是美国佛罗里达昆虫学会

( Florida Entomological Society) ，该学会在 1994 年对

其所属期刊采纳了该运作模式; 德国的 Springer( 全

称为“Springer － Verlag”) 2004 年开始推行的 Open
Choice 计划也采纳了这种模式。回溯 OA 是对过去

纸本期刊内容进行数字化，并通过互联网对读者实

施免费访问政策。延时 OA 就是期刊出版后没有立

即提供免费服务，还是基于传统的订阅模式，但过了

一段时间( 这一时滞短则一个月，长则两三年) 后，

通过互联网公开其全部论文的全文。免费注册 OA
是期刊的全部或部分论文向免费注册的读者提供免

费在线访问的模式。部分 OA 是大多数基于订阅的

科学期刊采取的模式，指对期刊部分内容( 如目次、
论文摘要或社论) 提供免费访问，而对全文实行收

费访问。OA 型科学传播系统的模式及其关系如图

1 所示。

三 基于 STIN 观念的 OA 型

科学传播系统之结构

尽管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有上述的不同模式，

但它们都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基础。涉及 OA 型

科学传播系统的技术都是简单的，但当牵涉到人的

使用，就会变得复杂化。这如同 Internet 是网络状

的管线分布，OA 型科学传播系统却是这 Internet 上

技术社会化的系统或网络节点。已故的美国社会信

息学家 Rob Kling 等提出的“社会 － 技术互动网络”
( Socio － Technical Interaction Networks，简称 STIN)

模型，为人们正确理解这种复杂的系统之结构提供

了合适的工具。此处的“网络”是一种隐喻式说法，

指系统内特定活动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另外，

Kling 还指出，资源相依( resource dependency) ( 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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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接关系) 以及对手参照( account － taking) ( 或称

为间接关系) 是 STIN 中两个重要的社会互动关系。
后来，Howard Rosenbaum 和 Kyoung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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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rollment Strategies ) ; 而招引策

略又 有 第 一、第 二 和 第 三 招 引 策 略 之 分。［7］关 于

STIN 模型的理论来源、特征及其各要素间的社会互

动关 系，可 参 阅 拙 文《数 字 图 书 馆 的 建 构 与 分

析———基于社会 － 技术互动网络的观点》( 载《图书

情报工作》2007 年第 1 期) 。

图 1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的模式及其关系

基于上述社会 － 技术互动网络的观念，OA 型

科学传播系统可被视为一种社会 － 技术的产物或社

会 － 技术互动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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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理解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的结构，首先需要分析其相关

节点和关系。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的要素可视为网络节点。

这些网络节点既包括全文 OA 资源( 可以是超文本

格式的文章) 、搜索引擎、OA 资源的索引( 包括文摘

和题录等) ，也包括 OA 文献的作者( 科学研究者) 、
编辑( 志愿者或出版机构的雇员) 、审阅者( 同行评

审专家) 、OA 文献读者、OA 文献出版者( 一般为公

益性学术团体) 以及其他相关机构; 既包括社会的

要素，也包含技术的成分。这样，基于科学传播和交

流的目的，通过相关技术要素，将作者、读者、出版者

以及其他相关要素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有别于传

统科学传播系统的社会 － 技术互动网络，其结构可

用图 2 表示。

图 2 基于 STIN 观念的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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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可以看出，OA 型科学传播系统把与科

学传播相关的人的( 社会的) 因素与非人的( 技术

的) 等因素全纳入到一个 STIN 中，可谓科学传播领

域的一次革命。OA 型科学传播系统的成功运作，

不仅取决于技术的完备，还决定于各参与者( 出版

者、科研工作者、学术机构、基金组织等) 的积极态

度。在此系统中，开放获取和相关技术拓宽了科学

信息的发布渠道，实现同行评审专家与作者在 OA
文献发表前的及时交流，建立作者与读者间的直接

互动，从而使作者与读者重新成为科学交流的主角。

四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的开放性与功能

由于事物之间存在普遍联系，故系统都具有开

放性的特征。OA 型科学传播系统也不例外，是一

个开放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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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建立“人文社科类

开放获取”( 简称 SSOA) 的浙江大学图书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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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科学传播系统看做系统的要

素，它与上述的其他社会系统会构成另一个更大的

STIN( 如图 3 所示) 。
根据图 3，OA 型科学传播系统作为一个节点，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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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或终身制

评审委员会、版权认定机构以及信息技术等网络节

点组成一个更大 STIN。这个 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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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

图 3 内含开放的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节点的大 STIN

图 2 和图 3 所示的两个 STIN 展示，OA 型科学

传播系统的不同参与者和技术等非人要素联结在一

起，形成了一个开放式、互动的网状系统。它的学术

价值链中，在传统科学传播系统的注册、认证、通告、
存档和给予荣誉功能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比较重要

的功能———同行评审专家和作者间、读者与作者间

的即时双向互动。OA 型科学传播系统由于存在多

种类型文献要素( 如数据、仿真、预印本等) ，故可沿

着多种价值链去执行上述六大功能。目前，这些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的理想功能，其实现情况分析

如下:

● 即时的告知功能: 通过 OA 出版的研究成果

能即时地被科学共同体内的同行所知晓( 只要读者

登录 OA 站点) ，可避免过去因交通、邮递等因素而

造成订购期刊的时滞。
● 超越时空的互动功能: 基于现代通信与网络

技术，可让同行评审专家与作者在文章发表前及时

进行交流; 也可让读者和作者在文章发布后，超越时

空地进行某些商榷与互动。
● 超越资源类型的存档功能: 传统出版一般只

能将一些非文本格式的材料作为出版物的附件，而

OA 出版却能将它们整合到出版物本身内加以存储

( 如声像材料可以直接嵌入到研究论文中) ，这是因

为 OA 仓储具有容量大、存储格式多样、复制便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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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 有限的注册功能: 目前，作者的优先权尽管

在技术上已能便捷地实现，但仅限于部分电子预印

本文献库、机构库、OA 期刊等科学传播系统，还没

有得到科学共同体的广泛的认可。
● 有待提升的认证、给予荣誉功能: OA 文献更

容易被引用，增加了被同行认可的机率，但同行评议

的作用仍是认证、给予荣誉功能实现的关键。目前，

一些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 如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

中的文章，没有经过同行评审，它们的认证功能与注

册功能是相分离的，得借助纸本学术期刊上才能实

现，故其给予荣誉功能自然无法有效地实现。故要

想让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成为科学交流的主要渠

道，同行评议是不可或缺的程序。只有这样，绝大多

数科学研究者才会相信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中开放

获取与同行评议、版权以及专业的进步确实是可以

兼容共生的。

五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面临的

困境及其因应之道

近年来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在出版界和图书情

报界已有一定的影响，但在科学共同体内的影响力

还很有限的，这主要是由于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自

身面临着一些困境。
第一，OA 型科学传播系统中利益各方的平衡

点难以形成。OA 型科学传播系统中利益各方主要

包括: 作者、出版者和读者。其实，在科学传播中的

作者，往往也就是学术期刊的读者，作者和读者都是

科学研究活动的参与者。OA 型科学传播系统的出

现也正是基于: 身为作者的科学研究者发表成果

( 尤其是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 的目的不是

为了经济报酬，而是希望在科学共同体内传播科研

成果，取得同行认可，以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该系

统中的科学学( 协) 会作为 OA 出版的主体，肩负着

科学传播和交流的作用，从而形成以它为主体的链

条: 作者 － 科学学( 协) 会 － 读者。而目前科学传播

的主流链条则是: 作者 － 出版商 － 读者，其主体是出

版商。尽管 OA 出版对科学研究活动有许多好处，

但目前还很难得到大多数科学共同体成员的认同，

因而商业出版在科学交流和科学传播活动中还有存

在的理由。商业出版机构参与学术出版的动机就是

获取利润，一旦使它在学术出版中无利可图，那么受

伤害的不仅仅是出版商，也包括科学研究和科学传

播活动本身。由于开放获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出版

模式问题，而是科学传播过程中各方利益的争夺; 因

此，建立一种维系科学学( 协) 会、出版商、作者、读

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对科学研究者认同 OA 型

科学传播系统至关重要。
第二，OA 型科学传播系统运行机制存在不完

备性。为读者提供免费访问服务、为科学研究者提

供免费存取，这并不意味着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的

运行就不需要支出成本。解决设备费用、系统开发

和运行费用仍然是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需要解决的

问题。由于目前的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所依赖的外

部条件很不稳定，运行经费和存储条件得不到恒久

的保障。其实，开放获取运动的目的并不是要置商

业出版机构于死地，而是为了更好地平衡 OA 型科

学传播系统中各主要参与者( 作者、读者、出版者)

的利益，使商业出版机构也能成为开放获取理念的

积极践行者。这一点与 2002 年 9 月图书馆界、出版

界和版权界的专家联盟通过的 Zwolle 原则 是一致

的。因此，将 Zwolle 原则应用到 OA 型科学传播活

动中，从传统的单一版权模式过渡到多种全新的版

权模式，以平衡科学传播各参与者利益，从而最终达

到提升学术价值( 包括对科研成果的最大化存取、
学术自由以及质量保证) 的目的。

第三，OA 型科学传播系统不能有效地通过任

一学术价值链实现其各项功能。为了让 OA 型科学

传播系统能深受大多数科学研究者的喜爱，并逐渐

成为传统科学传播系统的一个替代模式，这必须从

作者和读者( 科学研究者) 使用 OA 的行为及其各种

类型文献对科学研究之影响程度如何来考虑，从而

使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可循着多种价值链去执行其

各项功能，让 OA 文献能够成为科学传播的主要渠

道。为此，可尝试使用一些策略，比如采取一些招引

策略; 明晰 OA 期刊出版者或 OA 站点经营者的特

殊使命; 注意发挥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非主流参与

者的作用; 注意一些非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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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OA 站点的机构之学术声誉等) 对系统

功能发挥的影响。

六 结 语

科学传播系统是一个开放体系，20 世纪 90 年

代初开始出现的开放获取运动已经使一些现代科学

传播系统变成了 STIN。OA 型科学传播使传统的科

技期刊出版者的垄断受到威胁; 读者和作者重拾其

科学传播的主导地位，他们已可直接进行双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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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和互动。这实际上是科学精神的回归，因为科

学成果本无所谓开放或者存取，它本就应该属于全

人类。
OA 型科学传播系统的社会影响力取决于其学

术价值链上六个功能是否完全发挥。目前，该系统

的某些功能的实现还不敌传统的科学传播系统，加

上建构它还存在着许多复杂的技术上和组织上的挑

战，故它在大多数学科领域内，还不能被科学共同体

成员所认可( 尽管也有成功的范例) 。随着社会和

技术方面的要素不断完善，OA 型科学传播系统在

科学创造活动中的作用会逐渐表现出来，其叫好不

叫座的局面也会被改变，从而实现科学研究者在科

学传播系统中主导地位的完全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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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exploring the principles and patterns of the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system，according to the view-
points of STI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system，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lements inside，its open
character，and the functions owned necessarily by the system; then introduc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system，

presents some measures to get rid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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