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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新方式—开放存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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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现代信息社会对知识和信息获取和利
用的自由、共享、互济、合作、奉献，必须打破知
识霸权和信息垄断，构建新的学术交流机制，适应
网络交流的快捷化、虚拟化、无障碍化。近年来兴
起的开放存取运动（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简
称ＯＡ）就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与网络空间的学术
交流模式。开放存取期刊（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简

称ＯＡＪ）是一种在许可协议框架内向用户免费提
供访问权、获取权的在线期刊，是开放存取的主要
实现方法与重要发展趋势之一。
开放存取的概念、背景及特点

根据《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先导计划》
（ＢＯＡＩ）［１］，开放存取的定义是一种学术信息共享
的自由理念和出版机制，在这种出版模式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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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记录，以提醒值班人员及时处理报文传输不
正常的问题。
２２６当用户启动网络运行监控功能后，对于单
站用户，系统将按设置的时间间隔（如每隔５
ｍｉｎ）分别检测１次到省局、市局ＳＱＬ服务器的
网络连接状况，若连续测试累计３次不通时，即
弹出消息框并出现报警提示音乐和自动发出报警
短信；对服务器用户和和中心站用户，则按设置
的时间间隔分别检测到各站点的网络连接。遇网
络故障，可及时发现和提醒网络人员排除。
２２７若监测到网络故障和报文上传逾限，系统
将自动记录入系统数据库（中心站用户记录入中
心站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服务器数据库）中，相关人员可
随时查询本站、本市、本省网络通讯和逾限报情
况，系统可自动进行分类统计和生成统计报表，并
以文本、Ｅｘｃｅｌ表格和地理信息图形方式显示和
供打印输出。
结束语
３１系统在开发过程中考虑到台站业务监控、中
心站监控和预报服务应用等不同业务服务需要和
不同省、市、县、乡及用户安装使用的通用性需

要，只需对台站、用户等参数进行简单的本地化
设置即可作为本单位业务系统来使用，具有较好
的推广应用价值。
３２系统的统计功能和打印输出功能可对中心
站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数据库中有资料记录的任意时段
数据进行查询统计和打印输出，对开展气象服务
和气候资料统计十分方便。
３３系统与ＭＩＣＡＰＳ系统良好接口以及实时资
料查询、全国自动站资料填图显示功能对开展天
气预报分析和短时气象服务十分有用。
３４随着资料的积累和系统的不断完善，将逐步
实现同历史同期平均值的对比分析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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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成果可以无障碍地传播，任何研究人员可以在
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不受经济状况的影响，平等
免费地获取和使用（读取、下载、拷贝、分发、打
印、检索等处理）公众网上的学术成果。

开放存取的兴起基于三大背景：①订阅学术
期刊带来严重的学术交流障碍，科研成果迅速增
长使有效的印刷能力变得不适应，印刷出版周期
过长，出版的学术成果严重滞后，学术期刊价格
的不断攀升，加重了订阅经费的困难等影响了信
息的正常交流；②网络的运用使学术期刊出版和
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进行
学术交流（电子预印和网络期刊）使学术期刊出
版和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③网络环境下需要新
的学术交流机制。开放存取被认为是未来学术出
版的模式，是促进科研信息交流，沟通学界与大
众的有效途径。

开放存取的特点表现在：只提供学术交流的
技术平台，只对所交流信息的质量进行把关，而
对信息的内容和形式没有严格的限制；用户可以
通过互联网等多种途径免费（或少收费）进行检
索、阅览；对文献的使用权限更大，只要注明相
应的著作权信息即可；信息交流的直接性、交互
性和时效性更强。
开放存取运动的途经

美国和欧洲国家已经通过开放存取仓储
（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和开放存取期刊
（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ｓ）两种途径来探索开放存
取出版模式。开放存取仓储以包括基于学科的和
基于机构的开放存取方式。开放存取期刊是目前
讨论的焦点，开放存取期刊与传统期刊一样，对
提交的论文实行严格的同行评审，从而保证期刊
的质量。为读者提供免费访问服务，但并不意味
着出版开放存取期刊也是免费的。开放存取期刊
以在线电子期刊为主，出版成本和传播成本比传
统印刷期刊成本已经降低，但必要的成本仍存在。
成本支出靠争取机构的赞助、广告收入和用户提
供增值服务收入等，最主要的是作者付费模式。
开放存取的出版模式
３１办刊理念

开放存取出版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和策略，可

以是盈利性的（如Ｂｉｏ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简称ＢＭＣ）；
也可以是非盈利的（如Ｐｕ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简称ＰＬＯＳ），但开放存取理念则贯穿在所有的经
营活动中。
３２运作模式

开放存取期刊的运作模式分为原生类、转化
类和选择性三类。

原生类开放存取期刊即采用开放存取的出版
模式新创办一种期刊。这种新期刊没有既定模式
的束缚，运作的好，会闯出一片新天地，劣势是
人们对其的了解和认识还需要时间，在竞争激烈
的期刊市场站稳脚跟并非易事。

转化类开放存取期刊是由传统的学术期刊转
化为开放存取期刊。如原来的期刊有一定的威望，
转化的开放期刊有可能借势而发。而原来的期刊
影响力很低，要想很快发展起来，就需要相当成
功的经营策略。

选择性开放存取类是传统期刊向开放存取期
刊转化的中间形式，这种形式有可能会固定下来
成为开放存取期刊的一种类型。如“Ｏｘｆｏｒｄ
Ｏｐｅｎ”计划——已被录用论文的作者可以选择
“支付开放存取出版费用使其论文通过网站被读
者立即联机免费获取”的出版方式。这意味着读
者不需要订购就可以看到开放存取的内容。
“ＯｘｆｏｒｄＯｐｅｎ”计划是同一种期刊的作者的原创
论文的非开放存取出版与开放存取出版方式的整
合。
３３经费来源和版权
３３１经费来源开放存取期刊的经费来源主
要是作者付费和机构付费两种模式。

作者付费是目前开放存取期刊最主要的成本
弥补手段。开放存取期刊的主要出版者ＰＬＯＳ和
ＢＭＣ就是采用这种形式维持期刊出版的基本费
用。ＰＬＯＳ期刊每篇论文的出版费是１５００美元，
ＢＭＣ期刊平均每篇论文的出版费是５２５美元。作
者付费主要是作者从研究项目或课题经费中抽取
部分经费用于出版研究成果。

机构会员制是通过争取大学、研究基金等机
构成为其会员，得到这些机构对ＯＡ出版的支持。
根据年度缴费分为不同级别的机构会员，不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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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机构会员的研究人员在其开放存取期刊发表
论文可以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也有一些大学通
过建立机构会员的方式，建立开放存取基金，支
持开放存取。以保证作者不受经济问题的影响而
将文章发表在开放存取期刊上。

对发展中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科技出版物
获取网络和巴西的ＳｃｉＥＬＯ等组织愿意替没有能
力的作者支付开放存取出版费用。
３３２版权问题开放存取特别重视用户的权
利，而且也特别重视对作者的保护，如ＰＬＯＳ期
刊上出版的文章允许作者保留文章的版权，许可
其作品在非独占性条款下使用，即只保留某些
（而不是全部）。开放存取期刊出版的文章虽然允
许任何人下载、使用、打印、传播和复制该文章，
但前提是注明作者和文章来源。
开放存取相关链接［］

目前开放存取活动方兴未艾，各种组织机构
将学术交流过程向开放存取转化作为自己工作的
目标。大量的免费期刊和电子文献档案涌现出来，
许多学术资源可以容易地获取。为方便读者获取
学术最新研究成果，这里列举一些开放存取理念
的学术组织较有影响的网络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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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Ｐｒｅｓｓ：ｈｔｔｐ：燉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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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ｔｔｐ：燉燉
ｗｗｗｊｍｉｒｏｒｇ燉ｉｎｄｅｘｈｔｍ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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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ｏＳＢｉｏｌｏｇｙ：ｈｔｔｐ：燉燉ｗｗｗｐｌｏｓ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ｒｇ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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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放式教育资源共享组织ＣＯＲＥ：
（ＣｈｉｎａＯｐｅ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燉燉
ｗｗｗｃｏｒｅｏｒｇｃｎ燉ｃｎ燉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ｈｔｔｐ：燉燉
ｗｗｗｐａｐｅｒｅｄｕｃｎ燉ｈｏｍｅｊ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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