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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据驱动科研创新的模式，促进新的信息服务需求，从而导致需要科技

信息政策进行发展引导。本文系统性梳理八项科技信息政策的关键议题：著作权

法与合约、著作权与贸易协议、著作权例外与限制、孤儿作品、技术保护措施、

复制权组织、知识共享、开放获取。结论是上述八项议题已经延伸出更多新的科

技信息政策的实施细节，由于用户需求不断持续变化，相关的决策支援研究则应

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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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ta-driven mode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promotes new demand for information services, leading to the need for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guidanc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key issues of eigh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policies: copyright law and contracts, copyright

and trade agreements, copyright exceptions and restrictions, orphan works,

techn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replication rights organizations, public

borrowing rights, database rights, knowledge sharing, and open acces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above eight issues have extended more detail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technology information policies. Due to the

continuous changes in user needs, relevant decision support research

should be dynamically adju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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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驱动科研的新一代科技创新模式中，科技信息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其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一新环境，人们需要应对相应信息政

策所带来的新挑战。这一挑战主要涉及如何确保信息政策有利于新环境下的信息

服务、信息内容以及信息获取等方面的措施。

针对这一挑战，本文梳理并讨论了八项科技信息政策要点，深入探讨了传统

信息政策与当前信息环境之间的矛盾，并提出了可能的后续发展方向。

1 科技研究的新境界与信息服务的新要求

在数据驱动的科研新时代，人们迎来了科技研究的崭新境界和信息服务的全

新要求。科技信息政策的研究，如今正积极从科研人员的实际需求出发，致力于

满足他们在新环境下的各种需求。

这种新的研究方式，不仅关注科研人员的需求，也充分考虑到实际科研信息

服务的提供。人们深知，优质的信息服务是科研工作的重要支撑，只有充分满足

科研人员的信息需求，才能更好地推动科技的进步和创新。

当然，人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一过程中，政策工作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为了更好地处理各方的矛盾关系，政策工作正努力寻找务实、有效的解决方

案。人们的目标，就是确保科研人员能够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顺利开展研究工

作，不断推动科技的进步。

1.1 数据驱动科研创新的模式

在科研历程的两百多年里，人类已经建立了稳固的基础理论和范式，这些成

就无需过多赘述。然而，人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被动等待并不会带来新的科学发

现，反而可能使人们落后于时代的步伐。

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最初是从观察现象开始，科学家们从众多现象中归纳原

理，逐渐推演出理论。随着技术能力的提高，科学研究进入实验阶段，通过验证

和证伪假说，在反复的过程中求得部分条件限制下的相对稳定定理。再后来，技

术能力的飞跃和科学文献的爆炸式增长，推动了大规模科研项目的开展。这些项

目需要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因此，第三阶段的科学研究开始强调计算能力。

计算能力的提升和保护，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层次。与过去重视人口、

资源等不同，今天，“计算能力”也成为国家战略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

然而，进入本世纪以来，科学与技术体系出现了“结构性破坏”现象。人们

发现，仅仅集结有志之士并不足以完全满足创新工程的需求，人们还需要支撑创

新研究的创新服务以及相应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数据驱动的科研模式应运而

生，成为科研的新范式。与以往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建立模型”的科学研

究范式不同，新的科研范式涵盖了“想象问题→创造现象→分析解释”等循环，

对基础理论体系乃至重大应用技术分工产生了结构性破坏的情况。[2]

第四代科研更加依赖数据，就像人文学者重视“真本史料”，社会科学重视

“第一手资料”一样，科学数据也成为了科技发展的关键核心。缺乏科学数据，

人们将难以进行关键性的科学技术研究，严重影响第四代科研的进展。[3]

对于这个挑战，人们已经开始关注和研究科学数据，产生了一系列的论述。

然而，目前主要的关注点在于科学数据的计算处理和交流模式。而科学数据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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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获取方式、使用范围等问题，同样值得人们深入探讨。在这个问题上，从事

科研信息服务的工作人员无疑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1.2 新形态科研服务的信息需求

在数据驱动科研的新时代，科技信息的角色日益凸显，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挑战。然而，每一个新的挑战都将为人们带来新的机遇，促使人类不断进步。

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新兴技术的出现并不会取代或取消传统需求，反而会推

动原有技术能力的飞跃式提升。实验研究的兴起并未消灭观察研究在科研中的价

值，反而使其得到了升华。同样地，在图书情报事业中，传统科学时代对图书馆

的要求是做好文献收集、书目建立、索引提供等基础服务，并配合咨询、教育等

工作，提升用户的信息使用能力与权利。

而在新的科学时代，这些基础工作依然重要，但用户的信息需求和行为模式

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文献检索，而是对集成数据、运算

数据、提供多元化资源等新型服务有着更高期待。这一转变对人们图书情报事业

提出了前沿性的课题，要求人们既要深耕图书馆工作的各个环节，又要与非图书

馆领域开展广泛合作。

表 1 信息服务工作重点

方向 模式 信息服务工作

数字化 收集文献→建立书目→提供索引 服务、咨询、教育

数据化 集成数据→运算数据→提供资源 文献、数据、机构、设施、会议、

出版物、新闻、工具、人员、项目、

交流等的集成、关联和推荐

在这种背景下，科技信息政策的导引角色显得愈发重要。要充分发挥新的科

技信息服务能力，提升科研的知识生产率和竞争力，人们必须有充分的科技信息

权益管理。只有如此，人们才能确保科研人员在新时代的科研活动中得到充分支

持，推动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4]

面向数据驱动科研的科技信息政策确实面临诸多挑战，但这正是人们前进的

动力和方向。

2 当前十大科技信息政策要点及其冲突

科技信息政策是与科技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策略。在面向数据驱动的科研新

时代，它正经历着一系列的变革与挑战。以往，政策决策的支撑服务与政策决策

的制定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然而，在数据驱动的研究环境下，这两者间的界

限逐渐模糊，产生了新的互动与协同。科技信息政策研究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

也发生着变化。他们不再仅仅是提供信息，而是需要更多地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

确保信息的充足、正确、准确、有效和快速传递。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任务转

换，更是一个对研究者能力和视野的全新挑战。

2.1 著作权和贸易协议（Copyright and Trade Agreements）

贸易协议，作为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的合约协议，为双方提供了货物和服务

的优惠市场。在签署这些协议时，各国常需调整其国内法以符合协议条款，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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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到图书馆如何处理有著作权的内容，并可能引发财政优先事项的竞争。此类

挑战，在国际图联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对 ACTA（反假冒贸易协定）表达的严重

关切中可见一斑。[5]

尽管面临这样的挑战，人们仍需保持乐观。挑战的存在，意味着机遇的并存。

在著作权转变为国家法律的过程中，图书馆及其服务在操作上会有新的义务、执

法效力与考核。这同时也打破了传统权利与例外的平衡，为图书馆界带来了新的

变革可能性。[6][7]

过去，人们常借助“中国国情”作为解释问题的出发点。然而，如今人们更

多地需要面对国际上对中国国情的审视。这不仅仅是挑战，也是一次机会，让人

们更加全面、细致地审视自己的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同时，人们也要看到，

加入国际组织不仅会对国内制度产生影响，也会为人们带来更多的国际合作与交

流机会。虽然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可能带来经济波动的影响，但是，这也为人们提

供了在经济不稳定环境中寻求稳定发展的可能性。

因此，图书馆应积极争取成为任何贸易谈判的咨询对象，从人们的专业角度

出发，为国家、为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简言之，面向数据驱动科研的科技信息

政策虽带来诸多挑战，但图书馆界有信心将这些挑战转化为发展的新机遇，为社

会进步贡献出人们的力量。

2.2 著作权法与合约（ Copyright law and Contract ）

著作权法保障了著作权拥有人的权益和用户的著作权资产，为图书馆提供了

保存活动和资产合理使用的法律依据。同时，合约法作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私人

协议，为图书馆与各方协商条款和条件搭建了一个平台。在图书馆的运营中，许

可证往往以合约为基础，成为管理电子产品的重要手段。

从企业角度看，合同纷争主要关注争议的类型与成本，寻求省钱有效的方式

解决。研究更指出，合同结构对争端解决过程与结果产生影响，因此选择何种结

构成为一项战略决策[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律上合约效力通常优先于著作

权法规定。

然而，近期出现的挑战在于网络公共领域被认为过于宽泛，可能损害知识产

权。但图书馆界认为，重点不应过分强调文化产品的合理使用法律规范与技术限

制，而应关注公共领域的多样性和内容质量等实际人民需求[9]。尽管如此，了

解国际大厂草拟的高度技术和复杂英文合约仍然必要，因为这些合约条款可能超

越图书馆所属国的法律管辖，影响馆内各项业务。因此，图书馆需要有专人进行

合约的审核、修改与协商。

面对著作权法与合同法之间、公共权利与私人权利之间，以及改编权、复制

权等复杂问题，一种可行的建议是推动用户积极性、数字获取与保存方法的综合

发展[10]。当然，这也会引发新的议题和挑战。

总体而言，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仍应保持乐观态度。通过不断学习和创新，

图书馆界可以在保障权益的同时，满足广大用户的需求，推动数据驱动科研的科

技信息政策健康发展。这不仅需要法律与技术的支持，更需要人们的智慧与决心。

2.3 孤儿作品（ Orphan works）

在数据驱动科研的新时代，发展用户积极性和数字获取与保存方法日益成为

开放获取政策的核心。尽管在不确认著作权拥有者的情况下，面临的挑战更为复

杂，但人们仍应持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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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作品（OW）作为受著作权保护但无法找到当前著作权拥有者的作品，其

数量不断增多，尤其在网络资源中。这一问题直接影响了数字图书馆通过馆藏保

护文化遗产的使命。孤本作品查询的昂贵成本与时间消耗，可能让寻找权利人的

努力最终徒劳无功。

当前，图书馆在法律咨询方面的普及率普遍不足，这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图书馆有复制保存的职责，但在未来，很可能需要获得远程访问的权限。有限的

访问时间和精力，有可能导致图书馆投入巨大的数字化项目最终产生所谓的“黑

档案”。[11]

如何处理孤本作品，涉及到长期保存和文化发展的重大议题。这是一个目前

仍在争议中发展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挑战。人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寻

求共识，探索出既能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又能充分发挥数字图书馆的功能，推

动文化发展的解决方案。

2.4 技术保护措施（Techn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 ）

技术保护措施（TPM）是通过硬件、软件或两者的结合，控制数字内容的访

问和复制的技术手段。与数字著作权管理（DRM）在定义上虽有微妙差异，但两

者常常交替使用。TPMS/DRM 的存在是为了防止商业复制，确保著作权的收益，

同时也限制了消费者的使用，包括格式转换和档案迁移等正常用途。这是因为数

字内容易于复制和操纵，从内容上很难区分盗版。因此，为了保护内容所有权和

安全，许多加密方法结合多重签名认证手段应运而生，旨在限制用户对内容的使

用，确保商业上的著作权和利润。[12]

然而，这些保护措施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为了保护版权，TPM 和 DRM 导致

消费者面临不同的定价模式。由于缺乏互操作性（例如，将消费者锁定在某一平

台上），这些措施可能导致反竞争行为、价格歧视和市场分割。例如，APPLE 曾

提供免费的应用程序，以低于市场价销售电子书，但曾联合五家书商涉嫌垄断数

字出版市场[13]。

在这一背景下，图书馆联盟及其行业共识显得尤为重要。图书馆行业在原则

上应持反对态度，至少不鼓励过分依赖技术保护措施。相反，人们更应强调读者

使用信息的权利以及信息素养教育。通过培养读者的信息素养，人们能在保护知

识产权的同时，确保信息的广泛传播和有效利用。

图书馆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一环，有责任倡导合理的版权保护措施，确保科

研信息的自由流动和公众获取。面对挑战，人们应保持乐观态度，积极寻求解决

方案，推动科技信息的健康发展。

2.5 复制权组织（Reproduction rights organizations）

在数据驱动科研的新时代，作家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包括“广播”其工作的

权利，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当前这一权利主要用于传播机构的商业活动，但作家

与传播机构在广播权方面的法理界限确实存在一定的模糊性。[14]为解决这个问

题，集体权利管理（Collective Rights Management）组织应运而生，它们根据

国内外著作权法，协助业主（如大学、法人机构、出版社或集成商）授权用户使

用作者、表演艺术家、摄影师和其他人的工作成果。

在这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集体权利管理者也可能扮演复制权组织（RRO）

的角色。对于图书馆而言，与之频繁互动的通常是代表 RRO 的出版商或集成商。

这些复制权组织通常负责授权影印书籍、期刊和其他印刷出版物，甚至颁发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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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复制许可证。[15]

复制权组织的存在无疑给图书馆带来了利弊并存的局面。其好处在于，它们

使得用户能合法地进行复制，从而减轻了图书馆与作品版权拥有者进行繁琐商议

的负担。然而，挑战也同样明显：图书馆在谈判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面临“接

受合约或中止内容服务”的二元选择，而许多条约可能包含不利于图书馆的著作

权法定例外情况。这进一步影响到长期保存、开放获取、机构信息保障与知识管

理等各个层面。

但即便面对这些挑战，人们仍应保持乐观态度。毕竟，这正是面向数据驱动

科研的科技信息政策不断前进、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挑战。作家、传

播机构、图书馆和用户之间需要找到一个权益平衡点，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

更是一个需要集体智慧、协作与创新的问题。

2.6 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著作权模式正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然而，知识共享许

可为人们提供了许多解决问题的积极面，它允许非商业性质的复制和传播等行

为，为著作权管理带来了新的可能[16]。

尽管网上的作品受到著作权法规定的法律环境与社会规范和期望之间时有

冲突，但人们有理由保持乐观。这些冲突正是推动人们寻找更好解决方案的动力。

通过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的著作权管理模式，人们可以为创作者和用户提供更加

清晰和灵活的权益保护和使用规则。

知识共享为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其他创作者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方法，让

他们能够选择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使他们的作品为用户所用。虽然知识共享协

议（CCL）的不可撤销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被视为缺点，但它也确保了作品一旦

进入流通领域，就能够持续地为大众所共享和使用。

当然，为了更好地实施知识共享协议，我们还需要在科技信息政策方面进行

更多研究。这包括从知识产权的概述开始，进一步描述权利管理的替代品（如集

体管理和自我管理），以及分析用户如何自行管理自己的知识产权（如部分转让

或获得经济利益）等[17]。这是一个从理论到政策，再到实践的三阶段的过程。

2.7 科学共创（Scientific Creative Commons）的产生

SCC 致力于消除科技创新合作中的不必要的法律和技术壁垒，为科研人员提

供一个更加开放和顺畅的合作环境。

SCC 的长远目标是简化研究过程中的出版、许可和获取流程，使科研人员能

够更高效地管理和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一目标的实现将对知识管理和机构典

藏产生深远的影响，推动学术交流模式朝着更加开放和高效的方向发展。

这种新兴的学术交流模式，被称为数据共享研究数据和研究人员之间的共

享。它旨在促进资源的集成和公共共享，借助信息技术的力量，打破传统学术交

流模式的壁垒[18]。尽管在信息技术、合作方式、运行机制等方面还面临许多困

难，但这种模式已经开始对科学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2.8 开放获取（Open Access）

开放获取（OA）是一项极好的政策，让公众可以在网上自由获取文献，并使

其他用户能够轻松阅读、下载、复制、分发、打印、搜索或链接全文论文（布达

佩斯开放存取倡议，2002）[19]。这项政策的推动力在于最大化研究基金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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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的影响力，使这些研究的结果能公之于众。

比如，Andrew W. Mellon 基金会支持的谷腾堡 E 化（Gutenberg-e）数字出

版计划就绕过了传统出版企业，降低了优质著作的出版成本[20]。这代表一种全

新形式的学术合作和社群，它扩大了学术著作的读者群体。

教育界也开始关注开放教育资源（OERs）在书目评量、艺术、历史、发展和

项目以及它们在机构知识库和大学教育中的实践[21]。开放教育资源（OER）的

资料库便利了知识的获取、创造了学术交流机会、分享了教学材料等，提升了高

等教育的教学和学习经验。这些资源可以重复使用、翻译或修改，甚至通过社交

网络传播等[22]。这些优点使得各国开始考虑用公共资金资助开放获取。

虽然目前开放获取期刊的经营费用是以论文处理费（APC）为主要手段，但

是，如 Bjork 和 Solomon 对 77 家出版商的研究所示，这种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

的出版商采用，同时也在考虑诸如提交费用、论文长度、作者国籍等其他因素可

能影响费用的定价模式[23]。虽然实现这种方式还需要进一步摸索，但是人们已

经看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

开放获取的实现方式也正在不断拓展，例如通过开放获取期刊，以及基于机

构或学科资源的图书馆等方式[24]。OA 期刊渐趋成为高质量研究的出版平台，

如 Xia, JF 的 h 指数排名研究所显示的那样[25]。

当然，人们也意识到在推动开放获取的过程中，需要明确作者和机构之间的

关系，包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等问题。这可能需要作者在签订与传统期刊的出版

合约时进行谈判，以确保他们的论文能在机构图书馆自由存取。虽然这个过程还

在摸索中，只要各方共同努力，一定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推动开放获取科研信

息的进一步发展。

3 新的挑战与新的机遇

随着科研领域迈向数据驱动的时代，科技信息政策正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和

机遇。上述八项议题牵引着一系列新的政策议题浮现，包括政府和资助机构的开

放获取政策、开放存缴和共享政策、图书馆在开放获取中的角色，以及科学数据

的权益管理等。每一个议题都代表了科研信息流动的新方向和新挑战，也预示着

我们将在后续的探讨中看到正方、反方和图书情报事业的最佳实践。

审慎乐观地看，这些挑战其实正是发展的机遇。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确实

给科技信息政策带来了挑战，但同时也让我们有机会动态地调整策略，与时俱进。

我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建立体系、划定分工的研究模式，而是可以随着最新的发

展趋势，预测未来走向，提前布局，争取更多的认同和共识。

这样的挑战，实际上是对信息资源管理学的理解深度的考验。这是一个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的机遇，我们有机会将理论层面的政策真正落实到业务工作的支援

上。走出办公室，与用户、读者进行沟通协调，深入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才能

提供更好的服务。

最重要的是，永不放弃对用户的关怀和服务；图书情报工作在过去服务人民

的历史上，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今后，人们还要更加努力，才能追得上前辈

们的脚步，去尽力了解实际工作上的需求，做好科技信息政策研究与咨询的服务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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