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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五年来科学数据管理领域国际组织实

践研究∗ ∗

黄如花　 周志峰

摘　 要　 本文介绍了近十五年来联合国、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科学技术数据委员会、研究

数据联盟、国际图联在科学数据管理领域的主要相关活动，并提出应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借
鉴国际组织关于科学数据管理的实践成果与经验，以期推动我国相关实践活动的开展。 参考文献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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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数据是重要的公共信息资源，也是宝贵

的科研资产。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国务院发布《“十二

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提出“构建科

技资源从数据获取、存储、处理、挖掘到开放共享

的完整信息服务链，建设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国

家科学数据中心群，形成国家科学数据分级分类

共享服务体系” ［１］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国务院出台《促
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进一步提出“发展科学

大数据，积极推动由国家公共财政支持的公益性

科研活动获取和产生的科学数据逐步开放共享，
构建科学大数据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实现对国家

重要科技数据的权威汇集、长期保存、集成管理

和全面共享。 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发展科学

大数据应用服务中心，支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

国家安全重大问题” ［２］ 。 本文拟汇总近十五年来

国际组织在科学数据管理领域的实践活动，希望

为我国“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和“中科院数据应用

环境建设与服务”等国家级科学数据管理项目效

率的提高与优化以及科研发展的数据驱动创新

提供借鉴。

１　 联合国：影响最广的科学数据管理活动

的推动者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关于

科学数据管理的态度和行动已在全球范围内产

生重大影响。

１ １　 发布宣言促进和规范科学数据的共

享与利用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

５１

·管理与服务·

∗ 本文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自主科研项目“促进我国数据开放共享的对策研究”研究成果之一，并得到“中

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ｚａｔｉｏｎ， 简称 ＵＮＥＳＣＯ）通过《国际人类基因数据

宣言》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ａｔａ），倡议以伦理道德准则规范人类基因科学

数据的采集、处理、储存及使用［３］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ＵＮＥＳＣＯ 在“数字化时代的世

界记忆：数字化和保存”国际会议上通过《温哥华

宣言》 （ＵＮＥＳＣＯ ／ ＵＢＣ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指
出“为了确保能够在未来获取今天创造的数据和

产生的记录、避免数字失忆，人类面临着巨大的

挑战”；强调《世界人权宣言》（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Ｄｅｃｌａ⁃
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应保证每个人获取信息的

权利，包括数字格式的信息；应该通过建立相应

的国 家 政 策 来 保 证 信 息 权 利， 促 进 数 据 的

开放［４］ 。

１ ２　 召开重要会议讨论科学数据管理

议题

２００５ 年，ＵＮＥＳＣＯ 与国际图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简称 ＩＦＬＡ）在合作主办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简 称

ＷＳＩＳ）突尼斯阶段会议中，针对科学数据共享问

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５］ 。

２００９ 年，ＵＮＥＳＣＯ、国际电信联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ｏｎ， 简称 ＩＴＵ）、联合国贸易

及发展大会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简称 ＵＮＣＴＡＤ）和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简称 ＵＮＤＰ）等共同组织 ＷＳＩＳ 论坛，召开“ＷＳＩＳ
存取行动线与数字科研行动线”会议，重点讨论

了促进科学数据开放存取和知识可持续发展的

行动方针［６］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ＷＳＩＳ 论坛 “ Ａｃｔｉｏｎ

Ｌｉｎｅｓ Ｃ３ ＆ Ｃ７”会议召开，议题包括开放存取出

版、研究出版物与研究数据的关联［７］ 。

在世界首脑级峰会上讨论科学数据管理问

题，表明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科学数据充分、有
序共享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和需要，但实现这

种共识需要科学数据的各利益相关者一起以协

商和互惠为总原则，共同构架起加速 ２１ 世纪科技

发展的数据平台。

１ ３　 促成科学数据管理领域的国际合作

２００５ 年，ＵＮＥＳＣＯ 牵头发布了《全球科学信

息共有倡议》（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激励人们通过创新模式促进科

学数据的传播和合作利用，为共享经验、建立合

作、制定开发原则与指南以及最佳实践推广提供

一个全球化平台［８］ 。
２００７ 年，“促进发展中国家科学数据共享

与应用全球联盟（ ＵＮ ｅ⁃ＳＤＤＣ） ”计划获得联合

国全 球 信 息 通 讯 技 术 与 发 展 联 盟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简称

ＵＮ ＧＡＩＤ）批准。 该计划由中国科学院牵头，
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 （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简称 ＣＯＤＡＴＡ）、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
南非国家基金、巴西国家环境参考信息中心等

参与其中，其目标是在科技界尽量缩小发展中

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提出一个全

球性的促进发展中国家科学数据共享与应用

的解决方案 ［９］ 。

１ ４　 建立开放数据门户

联合 国 经 济 与 社 会 事 务 署 （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简称 ＵＮＤＥＳＡ）统计司推出的面向全球用户的数

据门户———ＵＮＤＡＴＡ，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已收集了 ３４ 个数据库、６０００ 多万条统计数据记

录，涉及能源、环境、农业、人口、贸易、工业、教育、
旅游、犯罪等方面，便于用户进行一站式检索与下

载联合国系统的各种统计数据。 而且，ＵＮＤＡＴＡ
为用户提供直接从各国相关数据库中进行搜索

的服务，数据源的权威性能够得到很好的保

证［１０］ 。 据该网站的使用情况统计，自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共有来自世界 ２４３ 个国家或

地区的 １８７０ 万次访问，因不断提升用户服务质

量，ＵＮＤＡＴＡ 网站获得 ２０１０ 年“联合国 ２１ 世纪奖

（ＵＮ２１ Ａｗａｒｄ）” ［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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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发布科学数据管理的标准和工具

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简称 ＦＡＯ）负责管

理农 业 信 息 管 理 标 准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简称 ＡＩＭＳ）的门户网站，
致力于传播农业信息管理的标准和良好规范［１２］ 。
ＡＩＭＳ 为 农 业 研 究 与 发 展 信 息 共 享 体 系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简称 ＣＩＡＲＤ）开展国际合作计划

提供支持，促进了信息和服务的共享。 在 ＡＩＭＳ 的

框架下，ＦＡＯ 现已开发了 ＡＧＲＯＶＯＣ、ＡｇｒｏＴａｇｇｅｒ
等词表， 农业元数据 要 素 集 （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ｅｔ ）、 有 意 义 的 书 目 元 数 据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等元数据标

准，以及 ＡｇｒｉＤｒｕｐａｌ、农业海洋数字式空间（ＡｇｒｉＯ⁃
ｃｅａｎＤＳｐａｃｅ）和农业元数据生成器（ＡｇｒｉＭｅｔａＭａｋｅｒ）
等工具，并将 ＡＧＲＯＶＯＣ 等词表发布成为关联数

据（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这些词表、标准、工具为农业信

息，尤其是农业科学数据的发布、互操作和再次

利用提供了便利。

１ ６　 推动科学数据的共享和应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国际条约》（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简称 ＩＴＰＧＲＦＡ）
框架下，ＦＡＯ 宣布国际水稻研究所（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简称 ＩＲＲＩ） 提供的超过

３０００ 个不同品种的水稻的基因组序列科学数据将

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以促进相关物种研究，确保全

球未来粮食安全［１３］。 在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

专家委员会（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简称 ＵＮ－ＧＧＩＭ）的推动下，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第 ６９ 届联合国大会第 ８０ 次会议

通过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大地测量参考

框架” ，敦促共享地理空间信息与数据，以造福

人类。 地理空间相关科学数据能够支持可持

续发展政策的制定、气候变化的监测和自然灾

害的管理，也广泛应用于交通、农业和建筑等

各行业 ［１４］ 。

２　 欧盟：构建欧洲科学数据管理的行动框

架和发展愿景

欧盟（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简称 ＥＵ）关于科学数

据管理的动向对欧洲国家产生了直接影响，也在

国际范围内起到了示范和引导作用。 由于欧盟在

一定程度上具有准政府的职能，因此它制定的关

于科学数据管理的法律和政策等都具有直接的

执行效力。

２ １　 逐步完善科学数据共享相关法律

法规

在科学数据共享的立法和政策制定上，欧盟

确定了指导思想和最终目标。 ２００２ 年，在布加勒

斯特泛欧大会上， 欧盟发布 《布加勒斯特宣

言———迈向信息社会：原则、战略和优先行动》，
提出了公共部门持有信息的公益性共享原则和

指导思想。 该宣言中有关公共数据共享的内容，
为欧盟制定科学数据共享法律规则提供了基本

原则和思想基础［１５］ 。
在与科学数据共享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面，欧

盟除了制定具有指导意义的《欧盟条约》和各国

的信息公开法之外，还涉及了科学数据共享保障

体系相关的众多领域，如基础设施、技术平台、数
据保护、网络和信息安全、知识产权、财政援助等。

２ ２　 积极开展科学数据管理相关研究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信息基础设施咨询工作组（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简称 ｅ－ＩＲＧ）成立。
ｅ⁃ＩＲＧ 作为 ＥＵ 的高层次战略研究组织，旨在有效

地建设欧洲科研基础设施与开展科学数据管理，
其任务是在政策、咨询和监督层面上为 ｅ⁃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的战略提出建议。 ｅ⁃ＩＲＧ 成员们认识到

数据管理在未来研究中的重要性，专门成立了数

据管 理 任 务 组 （ ｅ⁃ＩＲＧ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ｅ⁃ＩＲＧ 发布《数据管理报

告》，对数据管理计划、元数据及其质量、数据管

理的互操作等进行了分析［１６］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ｅ⁃ＩＲＧ发布研究报告，为实现数字议程目标所需开

展的行动提供指南，其中数据管理的互操作问题

是优先关注的领域之一；强调为确保科学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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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利用，应支持鼓励相应项目的开展；并特

别提出以下建议：鼓励开发非特定学科的框架和

信息架构，以实现数据的互操作交换；支持科研

团体，确定他们对语义互操作性的需求和拟开展

的活动；在分析现有接口和协议标准利用现状及

局限性的基础上，将实现互操作的接口和协议标

准化作为优先领域［１７］ 。

２ ３　 构想科学数据信息化的发展愿景

２ ３ １　 ２０３０ 年的发展愿景

２００８ 年，ＥＵ 就已提出科学数据长期保存计

划。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ＥＵ 数字议程发布的报告《弄
潮：欧洲如何在科学数据潮流中成为赢家》勾画

出了 ２０３０ 年科学数据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发展愿

景———支持对数据的无缝访问、利用和再利用，
描述了与科学数据访问、管理、保存相关的挑战，
制定了实现此愿景所需要的战略和 ６ 项行动

建议［１８］ 。

２ ３ ２　 ＧＲＤＩ２０２０ 愿景与建议

ＧＲＤＩ２０２０ 项目由 ＥＵ“第七框架计划”（ＦＰ７）
资助。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ＧＲＤＩ２０２０ 发布报告《全球科

学数据基础设施：重大数据挑战》，阐述了构建全

球科学数据基础设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和亟需

解决的问题，进而为实现全球科学数据基础设施

的愿景提出了相关建议：支持数据密集型、多学

科与跨学科的研究；开发新型数据工具；支持构

建开放链接的数据空间；开发和实施与数据、元
数据等相关的正式模型和查询语言；支持科学数

据与文献之间的互操作等［１９］ 。

２ ３ ３　 ２０２０ 年行动框架展望

２０１０ 年，ＥＵ 启动了“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作为

落实该战略的“第七框架计划”已于 ２０１３ 年底结

束，２０１４ 年又启动“地平线 ２０２０———研究与创新

框架计划” （Ｈｏｒｉｚｏｎ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ＥＵ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 。 在数据

驱动科学和开放获取政策与倡议的影响下，ＥＵ
发布了公众咨询报告《研究数据电子基础设施：展
望 ２０２０ 行动框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 ２０２０） ［２１］ ，提出通过

相关利益方（如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图书馆、数
据中心、出版商等）的积极参与，开发具有开放

性、互操作性的研究数据电子基础设施。 该行动

框架认识到不断变革的研究本质，以及使整个科

研生态系统中的相关方都参与到开发与整合研

究数据电子基础设施过程中的重要性。 为支持

“开放式数字驱动的科学”，该行动框架列举了 ７
个行动领域：科学研究共同体支持数据服务，开放

存取的基础设施，研究数据的存储、管理和保存，
研究数据发现与溯源，面向全球化的研究数据电

子基础设施，电子基础设施的身份验证和授权，与
研究数据相关的技能和新职业等。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Ｌｉｇｕｅ ｄｅｓ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èｑｕｅｓ 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ｓ ｄｅ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 简 称

ＬＩＢＥＲ）、欧洲研究开放获取基础设施项目（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简称

ＯｐｅｎＡＩＲＥ）和开放获取知识库联盟（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 简称 ＣＯＡＲ）联合响

应该行动框架，在赞同其举措的同时，也提出了相

关建议［２２］ ，如：为支持研究数据的发现、导航与利

用，构建一个能使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普遍适用

于所有行动领域的实施方案；关注研究机构与研

究活动的长尾效应；研究机构与数据中心之间应

建立清晰的工作流程；解决人文学科研究数据和

电子技术应用问题等。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ＥＵ 发布《科学出版物与研究

数据开放存取指南（第二版）》，计划实施开放科

学数据试点（Ｏｐ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Ｐｉｌｏｔ） ［２３］工作。

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注科学数据开

放共享与数据驱动创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简称 ＯＥＣＤ）旨在共同

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方面

的挑战。 在应对科学数据管理领域的挑战时，
ＯＥＣＤ 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和应对态度。

３ １　 推进公共领域科学数据的共享与获取

十余年来，ＯＥＣＤ 持续关注公共领域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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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共享与获取问题。 ＯＥＣＤ 所发布的宣言对科

学数据的共享与获取做出了原则性的阐述，虽然

没有产生直接的法定约束力，但在国际范围内特

别是其成员国内，对科学数据管理相关政策和法

规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ＯＥＣＤ 在巴黎发表《公共基金资

助研究数据存取宣言》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ｕｎｄｉｎｇ），包括中国在内

的 ３０ 个国家承诺公共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数

据存取应向以下目标努力，即开放、透明、法律环

境、正式责任、专业、保护智慧财产、互操作性、品

质与安全、效率、问责等［２４］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为对上述宣言提供具体行为

准则，ＯＥＣＤ 颁布的《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数据获

取原则与指南》 （ＯＥＣ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ｕｎｄｉｎｇ）要
求其成员国在制定并完善与科学数据共享相关

的法律和政策时，将这些原则应用其中，并增加

或修订了弹性、长期性、品质、安全等原则［２５］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网络经济的未来”部长级会议

在韩国首尔举行，ＯＥＣＤ 成员国签署《网络经济的

未来：首尔宣言》（Ｔｈｅ Ｓｅｏｕｌ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
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宣言提出要通过政策

制定来维护科研与创新的开放环境，使公共部门

包括科学数据在内的信息和内容能以更加广泛

的形式获取” ［２６］ 。

３ ２　 强调科学研究领域的数据驱动创新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ＥＣＤ 在《科学技术与工业展望 ２０１２》报告

中提到，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数据驱动，但

科学数据的开放却受到行政、法律等的束缚［２７］ 。

２０１３ 年，ＯＥＣＤ 在《探索数据驱动创新作为一种

新的增长源泉》报告中指出，数据已成为打造显

著竞争优势、驱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要素［２８］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ＯＥＣＤ 发布报告《使开放科学

成为现实》 ［２９］ ，认为网络与在线平台为科学研究

中大型数据集的组织与发布提供了新的机遇，使

得科学发展越来越多地被数据所驱动；但在各国

的开放科学政策方面，激励措施往往是对开放获

取出版成本的资助，而很少涉及对科研人员在开

放数据行动方面的补偿机制。 报告还指出：与科

学文献的开放获取相比，目前各国关于开放数据

的政策不够完善；需要更好的激励机制促进科研

人员之间的数据共享；科学界需进一步提升与数

据相关的技能；国际和国家层面都需要更加清晰

的关于文献共享和数据重用的立法。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ＯＥＣＤ 在《大数据促进创新以振兴经济和提高

人类福祉》的报告中提出［３０］ ：推动数据驱动的科

学研究，建立跨国家和自由流动的数据组织，利用

大数据来提高效率，促进知识共享；同时，数据共

享应制定相关的法律保护条例，如专利保护、知识

产权等，使知识信息共享有法可依。

４　 国际科学技术数据委员会：提供技术

指导
国际科学技术数据委员会（ＣＯＤＡＴＡ）作为国

际科学理事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Ｕ⁃
ｎｉｏｎｓ， 简称 ＩＣＳＵ）下属的跨学科国际组织，是促

进科学数据发展的专门机构，关注科学技术各个

领域的实验测量、观察和数据计算，尤其关注不同

学科所共有的数据管理问题及数据在其产生学

科领域之外的应用。 ＣＯＤＡＴＡ 的主要作用是促进

和培育科学数据管理方面的广泛合作与交流，并
提供技术指导。

４ １　 组织针对特定数据问题的任务组与

工作组
２０１４ 年，经 ＣＯＤＡＴＡ 大会批准和更新，目前

共设置了针对特定数据问题的 ２ 个委员会（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ｓ）、１０ 个任务组（Ｔａｓｋ Ｇｒｏｕｐｓ）、５ 个工作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同时还参与了地球观测组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简称 ＧＥＯ）、研究数

据联盟（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简称 ＲＤＡ）、世界

数据系统（Ｗｏｒｌｄ Ｄａ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 简称 ＷＤＳ）设立的

３ 个工作组［３１］ 。
４ １ １　 全面推动数据科学的发展

数据科学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具有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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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独特研究方法、广泛研究领域和应用

领域的交叉学科。 早在 １９６９ 年，ＣＯＤＡＴＡ 就成立

了“基本物理常数”任务组（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测定基本物理常数；２０１０ 年，成立了

“数据引用标准与实践” 任务组 （ Ｄａｔ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和“数据风险管理”任务

组（Ｄａｔａ ａｔ Ｒｉｓｋ），关注科学数据的保存和引用标

准问题。
ＣＯＤＡＴＡ 任务组不断完善数据科学基础理

论，特别是在科学数据基本概念标准、科学数据

引文标准和海量数据风险管理标准方面，其成果

为科学数据相关国际标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４ １ ２　 促进全球科学数据的共用与共享

ＣＯＤＡＴＡ 倡导科学数据是人类共同财产的理

念，并发起了科学数据共享全球战略和政策研

究，组织全球科学数据共享管理的国际联合行动

计划。 ＣＯＤＡＴＡ 长期发展战略将全球科学数据管

理作为其重要任务之一，涉及领域包括人体健

康、材料科学、地球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综合性科

学等。
（１）２００４ 年，ＣＯＤＡＴＡ 成立“人体测量数据和

工程学” 任务组 （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ｅｔｒｉｃ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促进国际范围内人体测量数据的协作收

集、共享利用。
（２）２００８ 年，ＣＯＤＡＴＡ 设立“地球与空间数据

互操作”任务组（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促进地球科学数据和元数据交换

以及全球整合。
（３）２０１０ 年，ＣＯＤＡＴＡ 设立“全球道路数据开

发”任务组（Ｇｌｏｂａｌ Ｒｏａｄｓ Ｄａｔ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加强

国际科学数据的使用，通过开放访问向国际社会

提供更好的道路数据，以造福社会。
（４）２０１２ 年，ＣＯＤＡＴＡ 成立“推进微生物学信

息学”任务组（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
ｇｙ， 简称 ＴＧ⁃ＡＩＭ），促进和维持微生物研究数据

的共用与共享，特别是数据访问和使用的互操

作性。
（５）２０１２ 年，ＣＯＤＡＴＡ 设立“全球灾害风险研

究关联开放数据”任务组（ Ｌｉｎｋｅｄ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简称 ＬＯＤＧＤ），促
进全球灾害风险数据的互联共享。

（６）２０１４ 年，ＣＯＤＡＴＡ 成立“互操作数据出版

物”任务组（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ｌｅ Ｄａｔ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促进

科学数据的互操作和数据发布。

４ １ ３　 寻求与其他相关组织的深入合作

ＣＯＤＡＴＡ 设立工作组的目的在于探索解决战

略发 展 过 程 中 一 些 短 期 问 题 的 具 体 方 案。
ＣＯＤＡＴＡ 与 ＲＤＡ、ＧＥＯ、ＷＤＳ 等国际上与数据相

关的组织有广泛合作，其中设立工作组是重要的

形式。 联合工作组主要有两种：
一是 ＣＯＤＡＴＡ 处于主导地位，如与 ＲＤＡ 设

立的 ３ 个工作组，即研究数据法律互操作兴趣组

（ＣＯＤＡＴＡ⁃ＲＤＡ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研究数据科学暑期学校

工作组（ＣＯＤＡＴＡ⁃ＲＤ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ｕｍｍ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ｓ）、国际材料资源注册

工作组（ＣＯＤＡＴＡ⁃ＲＤ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与新材料与标

准凡尔赛公约组织（Ｖｅｒｓａｉｌｌ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简称 ＶＡＭＡＳ）设立纳米

材料描述联合工作组 （ ＣＯＤＡＴＡ ／ ＶＡＭＡＳ Ｊｏｉ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ｓ）。

二是 ＣＯＤＡＴＡ 参与到其他组织的工作组中，
如 ＧＥＯ 的数据共享工作组 （ ＧＥＯ 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和数据管理原则工作组 （ ＧＥＯ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ＲＤＡ －

ＷＤＳ 的数据中心成本回收兴趣组（ＲＤＡ－ＷＤＳ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Ｃｏｓ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Ｃｅｎｔｒｅｓ）。

４ ２　 提供国际科学数据共享的研究与实

践指导

４ ２ １　 对国际科学数据管理进行长期规划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 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和数据驱

动型科学研究的发展，ＣＯＤＡＴＡ 开始注重对国际

科学数据管理进行战略性的规划。 ２００５ 年初，为
了规划数据管理的发展前景，ＣＯＤＡＴＡ 成立战略

规划委员会，并开始起草战略计划。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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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乌克兰基辅召开的 ＣＯＤＡＴＡ 第 ２６ 届大会

上，ＣＯＤＡＴＡ 正式批准自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战略

计划 《战略规划 （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３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ＣＯＤＡＴＡ 大会通过了“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科学议

程” ［３３］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ＣＯＤＡＴＡ 发 布 《 战 略 规 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最终版［３４］ 。 推出三大计划：
（１）发挥 ＣＯＤＡＴＡ 在科学数据政策、数据科

学的体制框架以及数据管理方面的领导作用，开
展广泛的合作，确定与科学数据未来发展最相关

的关键政策和体制框架，与科学界重要的政策目

标和战略相结合，并加以实现；
（２）明确 ＣＯＤＡＴＡ 在数据科学与数据管理中

可以发挥其实质性影响力的关键前沿领域以及

重要的跨学科应用领域；
（３）帮助 ＩＣＳＵ 积极主动地解决科学数据管

理问题，包括基础设施、政策、流程和资源等。
《战 略 规 划 （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 还 提 出 了

ＣＯＤＡＴＡ 的愿景和发展方向，包括扩大 ＣＯＤＡＴＡ
的作用、厘清 ＣＯＤＡＴＡ 与 ＷＤＳ 之间的关系、加强

ＣＯＤＡＴＡ 会 员 的 建 设、 结 合 战 略 目 标 拓 展

ＣＯＤＡＴＡ 的服务范围、加强 ＣＯＤＡＴＡ 的财务规

划、实现可持续发展等。
４ ２ ２　 组织学术交流活动

（１）定期召开 ＣＯＤＡＴＡ 大会

ＣＯＤＡＴＡ 大会和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是
ＣＯＤＡＴＡ 的主要活动之一，ＣＯＤＡＴＡ 大会被誉为

“科技数据领域的联合国大会”，是全球科技数据

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３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至 １１ 月 ２ 日，第 ２３ 届

ＣＯＤＡＴＡ 大会暨第 ２８ 届 ＣＯＤＡＴＡ 全会在台北市

召开，会议以“开放数据与信息：变化中的地球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ｌａｎｅｔ）”
为主题。 会议围绕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政策、数据

保藏与管理、数据共享与引用、开放数据环境的

概念与应用、数据密集型科学问题、跨学科间的

数据应用、灾害数据的处理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

等问 题 进 行 了 研 讨， 在 ＣＯＤＡＴＡ 《 战 略 规 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中，对原有和新申请任务组进行

了讨论，最后批准设立 １２ 个任务组。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ＣＯＤＡＴＡ 与世界数据

系统（ＩＣＳＵ－Ｗｏｒｌｄ Ｄａ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印度科学院共同

组织了国际科学数据会议（ＳｃｉＤａｔａＣｏｎ），会议是

ＣＯＤＡＴＡ 大会的升级版，主题涉及发掘数据服务

于全球可持续发展、全球数据挑战及开放数据、数
据共享整合与集成对科学、社会、经济和政策的影

响等。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１—１７ 日，ＳｃｉＤａｔａＣｏｎ ２０１６ 将在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召开，主题为“推进科学

研究领域的数据前沿”（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围绕数据革命和数据驱动的科

学研究等一系列紧迫问题展开研讨。
（２）开设学术研讨会、培训班

每年 ＣＯＤＡＴＡ 的任务组、工作组和成员都会

组织学术研讨会，也举办围绕科学数据主题的国

际研讨班，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培训科学数据管

理与服务的专门人才［３６］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ＣＯＤＡＴＡ 与中科院联合举办

“发展中国家科学大数据国际培训班”，为发展中

国家的科研与数据工作者提供科学数据管理、共
享与服务、大数据处理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同
期，“大数据与国际科学计划研讨会”召开，审议

关于大数据与科学发现的声明，提出大数据促进

科学发展的建议与行动纲领。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ＣＯ⁃
ＤＡＴＡ 的“发展中国家科技数据保藏与共享”任务

组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办开放数据研讨班；同
时，召开了主题为“科学开放数据与发展中国家

的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ＣＯＤＡＴＡ 与印度统计研究所

合作，在班加罗尔举行关于大数据的研讨班，培
养初、中级专业的大数据管理和开发专业技术

人才。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ＣＯＤＡＴＡ 的成员印尼科学

研究院在雅加达举行大数据管理与分析的研

讨班。
（３）筹备国际数据周活动

２０１６年 ９月 １１—１７日，ＣＯＤＡＴＡ 将举行国际数

据周（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Ｗｅｅｋ）活动［３７］，主题是“从大

数据到开放数据：动员数据革命”（Ｆｒｏｍ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ｔｏ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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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活动

主要包括第八次研究数据联盟（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Ａｌ⁃
ｌｉａｎｃｅ， 简称 ＲＤＡ）全体会议、ＳｃｉＤａｔａＣｏｎ ２０１６ 会

议以及国际数据论坛三个部分。 国际数据周活

动将汇集世界范围内的数据科学家、研究人员、
行业领袖、企业家、政策制定者和数据管理员等，
一起探讨如何更好地通过数据驱动的研究和创

新来提高社会的知识和利益。
４ ２ ３　 出版《数据科学杂志》等刊物

为了给科学数据管理的研究者与从业者提

供信息交流的平台，推动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探索，出版与科学数据相关的研究报告、会议录

等各类出版物，ＣＯＤＡＴＡ 不断丰富自身职能，主办

《数据科学杂志》 （ ＣＯＤＡＴＡ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３８］ 。 《数据科学杂志》的创立标志着数据科

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诞生［３９］ 。

４ ３　 促进科学数据的国际共享

４ ３ １　 协调国际数据项目

２０１１ 年，ＣＯＤＡＴＡ 实施“手拉手合作伙伴计

划”（Ｈａｎｄ ｉｎ Ｈ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旨在促进国际项目

之间的合作，更充分地使用已有数据资源，有效

地减少资料收集、数据采集等重复劳动及由此产

生的相应费用，帮助科学家提高科研成果产出，
加速科研成果转化，消减数字鸿沟。 目前，该计

划已经启动与“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 （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Ｐｒｏｇｒａｍ） 等 的

合作［４０］ 。

４ ３ ２　 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２００２ 年，为了关注发展中国家科学数据管理

的实践活动，ＣＯＤＡＴＡ 成立了“发展中国家科技

数据保藏与共享” 任务组（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 Ａｃ⁃
ｃｅｓｓ ｔ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ｉｎ ／ ｆｏｒ ／ ｗｉｔｈ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简称 ＰＡＳＴＤ） ［４１］ 。 ＰＡＳＴＤ 促

进了对发展中国家关于科学数据长期保存、归档

和永久访问需求的更深入了解，推动了相关技术

标准和政策的制定。 ＰＡＳＴＤ 自成立以来，先后得

到 ＵＮＥＳＣＯ、联合国经社事务部信息通讯与发展

全球联盟 （ ＵＮＤＥＳＡ ＧＡＩＤ）、国际科学院组织

（ＩＡＰ）、全球变化亚太网络组织（ＡＰＮ），以及美

国、中国、南非、巴西等国家基金会的支持，在亚

洲、非洲、拉丁美洲先后召开过一系列科学研讨会

和数据处理与应用技术培训。 ＰＡＳＴＤ 在新阶段

的发展计划中，将发展中国家科学数据共享与应

用能力建设作为重点，这与联合国促进发展中国

家科学数据共享与应用全球联盟（ＵＮ ＧＡＩＤ ｅ－

ＳＤＤＣ）的计划相互结合、互为补充。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ＣＯＤＡＴＡ 举办了“发展中国家科

学数据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培训国际研讨会”，聚焦

于科学数据生命周期管理以及可持续使用［４２］。 该

会议以中科院在科技数据管理与共享方面的理论

和实践经验为基础，为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员与

数据工作者提供系统全面的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

科技数据资源规划、标准规范、管理的技术手段及

典型案例分析等。 培训的开展为建立发展中国家

科技数据共享网络、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科技

合作项目上开展实质性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础［４３］。

５　 研究数据联盟：致力于推动全球科学数

据的开放与共享

２０１３ 年，在 ＥＵ、澳大利亚、美国等的资助下，
研究 数 据 联 盟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简 称

ＲＤＡ）成立，目标是希望通过基础设施、标准、政
策和实践等方面的发展促进研究数据的共享与

交流、使用与复用，推进全球数据驱动的创新与发

展［４７］ 。 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ＲＤＡ 已有超过 ３６００
个成员，遍布全球 １０５ 个国家。

５ １　 频繁召开会议推进工作开展

ＲＤＡ 全会是工作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会
议汇集数据科学家、图书馆员、计算机科学家和其

他领域科学家，有助于科学数据在不同学科领域、
不同技术层面和不同国家地区之间进行共享。
ＲＤＡ 寻找有意愿的国家和地区组织承办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２０ 日，ＲＤＡ 在瑞典哥德堡召开

了第一次全会，提出了无障碍开放获取研究数据

的目标；第二次全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１８ 日在

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的目标是在研究数据的共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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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方面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２８ 日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举行第三次全会，主题为

“数据共享社区：发挥自己的作用”（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Ｓｈａ⁃
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Ｐａｒｔ），通过主题演

讲、展板海报、网络、工作组与兴趣组专题讨论等

各种形式，研讨各个学科、数据生命周期各阶段

的科学数据问题；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２４ 日，ＲＤＡ 第

四次全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主题为“没有障碍

的研究数据共享”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８—１１ 日，ＲＤＡ 第五次全会

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召开，认为 ＲＤＡ 成立两年

来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以新的合作方式促进

了数据共享与交换开放环境的形成；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３—２５ 日，ＲＤＡ 第六次全会在巴黎召开；第
七次全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至 ３ 月 ３ 日在日

本东京召开，主题为“开放科学时代的数据共享

工作” （ Ｍａｋ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Ｏｐ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第八次全会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１—１６ 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召开；第九

次全会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３—７ 日在西班牙巴塞

罗那召开。

５ ２　 成立工作组、兴趣组、协调组

各种 工 作 组 （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 ）、 兴 趣 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和协调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
在实现 ＲＤＡ 职能和目标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研
究人员可以在 ＲＤＡ 网站上通过注册参与小组交

流。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ＲＤＡ 已经成立 ２１ 个工作

组、４４ 个兴趣组和 ５ 个协调组。
（１）工作组主要围绕基础性数据工作建立，

职能是解决数据管理中标准、规范、政策、安全等

之类的问题，如：数据引用工作组（Ｄａｔ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ＷＧ）、元数据目录工作组（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Ｄｉ⁃
ｒｅｃｔｏｒｙ ＷＧ）等。 ＲＤＡ 通常与其他机构联合成立

工作组，如与美国国家标准化组织（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简称 ＮＩＳＯ）建

立研究 数 据 集 隐 私 问 题 工 作 组 （ ＲＤＡ ／ ＮＩＳＯ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 ＷＧ）等。
此外，ＲＤＡ 还针对特定学科和主题的数据问题建

立工作组，如生命科学领域数据政策、标准与数据

库关联工作组 （ ＢｉｏＳｈａｒｉｎｇ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ｉｎ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ＷＧ）等。 　

（２）兴趣组主要将数据工作与专业学科结合

起来，解决相关领域中的数据管理问题，如农业数

据兴趣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 ＩＧ）、历史和民族志数

字实践兴趣组（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ｔｈ⁃
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Ｇ）等。 兴趣组将数据管理的一般性问

题作为研讨的主题，如数据伦理与社会问题兴趣

组（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ＩＧ）、数字保

存电子基础设施兴趣组（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ＩＧ） 等。 ＲＤＡ 还与其他机构联合成立兴趣

组，研讨共同感兴趣的数据管理问题， 如与

ＣＯＤＡＴＡ 成立法律互操作兴趣组（ＲＤＡ ／ ＣＯＤＡＴＡ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Ｇ）等。

（３）协调组是为解决 ＲＤＡ 的运行和管理问

题而建立的，如 ＲＤＡ 组织咨询委员会（ＲＤＡ Ｏｒ⁃
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Ｂｏａｒｄ）等；也负责协调 ＲＤＡ
业务会议、学术研讨会等的召开，如工作组 ／兴趣

组合作会议（ＷＧ ／ ＩＧ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数字

人文研讨会（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等。

６　 国际图联：探讨图书馆领域科学数据管

理实践

国际图联（ ＩＦＬＡ）是代表图书馆和信息服务

机构以及用户利益的最重要的国际组织。

６ １　 研讨科学数据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ＩＦＬＡ 大会已经涉及科学数据管理方面的主

题。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第 ７７ 届国际图联大会保存、保
护与信息技术教育培训部分的主题中包含了数

字监护教育，并开展了专题研讨［４８］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第 ７８ 届国际图联大会将科技图书馆分委会的

主题定为“图书馆在数据监护、获取和保存中的

角色：一个国际的视角”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Ｄａｔａ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会议认为，在科研发展过程

中，数据的监护、存取是不可或缺的，会上研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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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开展国家层面的数据监护计划所面临

的主要问题；在构建数据监护知识库中，图书馆

扮演的角色；参与数据监护的图书馆员的培训；

图书馆数据监护可持续发展的财务模式［４９］ 。 此

外，会议还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德国图书

馆在研究数据监护和保存中的角色：一项调查结

果》《大学图书馆和数据研究服务：准备与态度》
《加拿大的国家研究数据倡议》《来自图书馆的领

导：北安普顿大学的数据管理计划》《图书馆作为

电子数据看护服务的经纪人：来自于德国研究基

金项目图书馆数字保存的实践见解》 《支持数据

交换中的图书馆作用》等研究报告或论文［５０］ 。 这

些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图书馆在科学数据管理领

域的实践展开，探讨了图书馆的角色定位、态度

见解、实施计划、功能作用等。

６ ２　 推进图书馆科研数据服务相关研究

ＩＦＬＡ 认为，图书馆可以通过图书馆学的基本

法则应对各种挑战，在提供科研数据管理相关服

务方面，图书馆员可以通过开展数据管理计划和

元数据咨询、数据发布和保存、数据素养教育等

服务，为科研人员提供贯穿于数据生命周期的帮

助。 《国际图联杂志》（ ＩＦＬ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将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围绕科研数据服务（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主题出版专刊，目前正在征集有关图书馆科研数

据服务最新理论研究、实践经验方面的论文，分
主题主要包括：数据素养、数据仓储与馆藏管理、
数字数据保存、数据管理计划、元数据与数据分

类、数据引用与标识符、数据政策与许可、图书馆

数据服务培训等［５１］ 。

７　 小结与启示

近十五年来，上述国际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与

科学数据相关的实践活动，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了

科学数据的管理、共享与利用。 这些国际组织中，
ＵＮ、ＥＵ、ＯＥＣＤ 属于综合性国际组织，它们主要是

制定科学数据管理领域宏观性、原则性的战略、
倡议与计划；而数据领域专业性的国际组织 ＣＯ⁃
ＤＡＴＡ、ＲＤＡ 等则是从具体操作层面推动科学数

据管理实践的开展；ＩＦＬＡ 作为国际图书情报界最

大的组织，则探索把科学数据管理与图书情报实

践相结合，以拓展信息服务边界、提升信息服务

水平。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已经意识到科学数据

的重要价值，早在 ２００１ 年科技部就启动了“国家

科学数据共享工程”项目。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

“大数据”的兴起，我国政府积极应对，推出了一

系列有关“大数据”的战略与计划，其中也涉及科

学数据领域。 国际组织在科学数据管理领域的实

践活动对我国推进相关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

义，本文认为可以在三个层面借鉴相关的经验和

研究成果。
（１）从宏观层面来说，我国要制定与科学数

据管理相关的政策、法规以及战略规划等，应广泛

吸收国际组织关于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的基本

原则和精神。 例如，《温哥华宣言》 《全球科学信

息共有倡议》《布加勒斯特宣言》 《公共基金资助

研究数据存取宣言》《首尔宣言》等文献确立的基

本原则和精神，应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得到借鉴和体现。
（２）从中观层面来说，我国科学数据领域的

管理和指导机构，可以借鉴国际组织在科学数据

管理方面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 例如，在科技

部“国家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和中科院“科学数据

云”建设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和参考 ＣＯＤＡＴＡ、
ＲＤＡ 等采用的以组织咨询小组和技术咨询小组

为指导，以任务组、工作组和兴趣组（工作周期一

般为 １２—１８ 个月）为推进器的组织结构，形成以

问题为导向的工作模式。 这种组织结构和工作模

式既可以保障数据管理机构高效、科学的运作，便
于过程监督和目标考核，也能快速应对科学研究

环境的变化。
（３）从微观层面来说，应鼓励我国的研究机

构、科研团队以及科学家等积极参与国际间科学

数据管理与共享的交流与合作。 ＣＯＤＡＴＡ、ＲＤＡ
皆以促进科学数据全球共享与利用为使命，特别

是 ＲＤＡ 的开放性，降低了机构组织与科学家参与

合作的门槛，提高了各参与方之间的交流效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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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全球科学数据共享理念的实现。 因此，国内

的科学数据中心等机构应该增强开放性，广泛吸

引科研机构、科学家等以加盟的方式开展工作，
依靠合力推进数据的管理与共享，以适合“数据

密集型科研”环境和“大数据”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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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 ｃｏｄａｔａ ｏｒｇ ／ ｔａｓｋ⁃ｇｒｏｕｐｓ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ｓ⁃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９ 中科院成为全球 ＵＮ ＧＡＩＤ ｅ－ＳＤＤＣ 领衔单

位［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２－２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ｄｕ．
ｃｎ ／ ｋｅ＿ｊｉ＿ｃｈａｎ＿ｙｅ＿１０８６ ／ ２００７１２０５ ／ ｔ２００７１２０５
＿２６８８２９．ｓｈｔｍｌ．

１０ ＵＮｄａｔａ［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２－２９］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ｕｎ．ｏｒｇ．

１１ ＵＮｄａｔａ ｗｉｎｓ ２０１０ ＵＮ２１ Ａｗａｒｄ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５－ １２ － ２９］ ． ｈｔｔｐ： ／ ／ ｕｎｓｔａｔｓ． ｕｎ． ｏｒｇ ／ ｕｎｓｄ ／
ｗｓｄ ／ Ｎｅｗｓ１．ａｓｐｘ．

１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ＩＭＳ）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２８］ ． ｈｔｔｐ： ／ ／
ａｉｍｓ．ｆａｏ．ｏｒｇ．

１３ Ｒｉｃ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ｐｌａｃｅｄ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ｏｏｌ ｔｏ ｈｅｌｐ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ｓ⁃ＵＮ ａｇｅｎｃｙ［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１２－２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ｄｈ ／
ｐｄｆ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２０１５ ／ ０７１０２０１５．ｐｄｆ．

１４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有关负责人就联合国大

会决议《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大地测量参

考框架》答记者问［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２－２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ｂｓ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ｚｃｙ ／ ｚｘｆｔ ／
２０１５０３ ／ 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０２２３６１．ｓｈｔｍｌ．

１５ Ｔｈｅ Ｂｕｃｈａｒｅｓ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Ｂｕｃｈａｒｅｓｔ Ｐａｎ－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Ｒ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１－０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ｅｃｅ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ＤＡＭ ／ ｅｎｖ ／
ｐｐ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ｂｕｃｈａｒｅｓｔ．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ｄｏｃ．

１６ ｅ⁃ＩＲＧ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 ／ ＯＬ］ ．
［２０１６－０１－０５］ ．ｈｔｔｐ：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 ｐｄｆ ／ ｅｓｆｒｉ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ｓｆｒｉ ＿ ｅ ＿
ｉｒｇ＿ｒｅｐｏｒｔ＿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
ｅｎ．ｐｄｆ．

１７ 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Ｒ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１－０５］ ．ｈｔｔｐ： ／ ／ ｅ－ｉｒｇ．
ｅ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１０９２０ ／ ２３９４１６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ａｇｅｎｄａ ＿

５２

·管理与服务·



ａ５＿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１８ Ｒ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ｖｅ： Ｈｏｗ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ａｎ ｇａｉ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ｔｉｄ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Ｒ ／ ＯＬ］ ．［２０１６
－０１－０５］ ．ｈｔｔｐ：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
ｃｉｅｔｙ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ｃｆ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ｃｆｍ？ａ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ｄｏｃ＿ｉｄ＝７０７．

１９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１０－ｙｅａｒ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０１－ ０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ｒｄｉ２０２０ ｅｕ ／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 ＦｉｌｅＳｃａｒｉｃａｔｉ ／ ６ｂ
ｄｃ０７ｆｂ－ｂ２１ｄ－４ｂ９０－８１ｄ４－ｄ９０９ｆｄｂ９６ｂ８７．ｐｄｆ．

２０ ＨＯＲＩＺＯＮ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ＥＵ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

０１－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 ｈｏ⁃
ｒｉｚｏｎ２０２０ ／ ｅｎ．

２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２０２０［Ｒ／ ＯＬ］．［２０１６－０１－１９］．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ｇｅｎｄａ ／ ｓｉｔｅ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ｇｅｎｄａ ／
ｆｉｌｅｓ ／ ｄａｔａ ＿ ｅｉｎｆｒａ ＿ ｈ２０２０ ＿ ｆｉｃｈｅｓ ＿ ｏｎ － ｌｉｎｅ ＿
ｃｏｎｓｕｌｔ．ｐｄｆ．

２２ ＬＩＢＥＲ ／ ＣＯＡＲ ／ ＯｐｅｎＡＩＲＥ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Ｅ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ｌｉｂｅｒｅｕｒｏｐｅ． ｅｕ ／
ｂｌｏｇ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２８ ／ ｌｉｂｅｒ⁃ｃｏａｒ⁃ｏｐｅｎａｉｒｅ⁃ｊｏｉｎｔ⁃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ｅ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ａｔａ⁃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２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ｉ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 ２０２０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２８］ ． 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 ｄａｔａ ／ ｒｅｆ ／ ｈ２０２０／ ｇｒａｎｔｓ ＿
ｍａｎｕａｌ ／ ｈｉ ／ ｏａ＿ｐｉｌｏｔ ／ ｈ２０２０－ｈｉ－ｏａ－ｐｉｌｏｔ －ｇｕｉｄｅ＿
ｅｎ．ｐｄｆ．

２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１－１５］ ． ｈｔ⁃
ｔｐ： ／ ／ ａｒｃｈｉｖ．ｔｗｏｄａｙ．ｎｅｔ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１３３８５９．

２５ ＯＥＣ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Ｒ ／ ＯＬ］ ．
［２０１６－０１－１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ｓｃｉ⁃ｔｅｃｈ ／ ３８５００８１３．ｐｄｆ．

２６ Ｔｈｅ Ｓｅｏｕｌ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 ＯＬ］． ［２０１６－ ０１－ １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ｏｅｃｄ．ｏｒｇ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 ４０８３ ９４３６．ｐｄｆ．

２７ ＯＥＣ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２［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ｏｅｃ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１２ ＿
ｓｔｉ＿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１２⁃ｅｎ．

２８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Ｎｅｗ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１－２０］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 ｏｅｃ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７１６８２６．

２９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ｐ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 Ｒｅａｌｉｔｙ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９］ ．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７８７ ／
５ｊｒｓ２ｆ９６３ｚｓ１⁃ｅｎ．

３０ Ｄａｔａ － Ｄｒｉｖ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１－０９］ ．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９７８９２６４２２９３５８
－ｅｎ．

３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１２－２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ｏｄａｔａ．ｏｒｇ．

３２ ＣＯＤＡＴ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２６］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ｄａｔａ． ｉｎｆｏ ／ ａｒ⁃
ｃｈｉｖｅｓ ／ ２００６ ／ ＣＯＤＡＴ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ｐｄｆ．

３３ ＣＯＤＡＴＡ ＴＡＳＫ ＧＲＯＵＰＳ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２－２６］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ｏｄａｔａ． ｉｎｆｏ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ｓ ／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
ＴＧ．ｐｄｆ．

３４ ＣＯＤＡＴ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１２－２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ｏｄａｔａ．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ｄａｔａ ／ ｃｏｄａｔ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３５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２－３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ｏｄａｔａ．ｏｒｇ ／ ｅｖｅｎｔｓ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３６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２－３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ｏｄａｔａ．ｏｒｇ ／ ｅｖｅｎｔｓ ／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３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Ｗｅｅｋ［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２－

３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ｗｅｅｋ．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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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１ ６  ３
总第１０５期

３８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３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ｏｄａｔａ．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９ 刘红，胡新和． 数据哲学构建的初步探析

［Ｊ］ ． 哲学动态，２０１２（１２） ．
４０ 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ＣＯＤＡＴＡ

４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３１］ ．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ｅｏｄｅ． ｃａｓ． ｃｎ ／ ｐｓ ／
２０１２０３ ／ Ｐ０２０１２０３２１３７４１００１５６８２５．ｐｄｆ．

４１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ｏｄａｔａ．ｉｎｆｏ ／
ｔａｓｋｇｒｏｕｐｓ ／ ＴＧ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４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２
－３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ｄａｔａ． ｉｎｆｏ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２０１２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４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Ｂ／ ＯＬ］．［２０１５－ １２－

３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ｄａｔａ． ｏｒｇ ／ Ｖａｒｉｏｕｓ％ ２０ｅｖｅｎｔｓ ／
ＣＯＤＡＴＡ％２０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２０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ｐｄｆ．

４４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５－ １２－ ３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ｄａｔａ． ｉｎｆｏ ／ ｔａｓｋ⁃
ｇｒｏｕｐｓ ／ ＴＧｆｕｎｄｃｏｎｓｔ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４５ ＣＯＤＡＴＡ ／ ＶＡＭＡＳ Ｊｏｉ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

２１－３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ｏｄａｔａ．ｏｒｇ ／ 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４６ ＣＯＤＡＴＡ ＫＥＹ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５ － ２１ － ３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ｏｄａｔａ．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 ｋｅｙ１．ｈｔｍｌ．

４７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

０１－０９］ ． ｈｔｔｐｓ： ／ ／ ｒｄ－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ｏｒｇ．
４８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ｓ⁃

ｓｉｏｎｓ Ｐｕｅｒｔｏ Ｒｉｃｏ ２０１１［ＥＢ／ ＯＬ］．［２０１６－０１－２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
ｏｌｏｇｙ⁃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ｐｕｅｒｔｏ⁃ｒｉｃｏ⁃２０１１．

４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Ｄａｔａ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 ０１－ ２１］ ． ｈｔｔｐ： ／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ｉｆｌａ７８ ／ ｃａｌｌｓ⁃ｆｏｒ⁃ｐａｐｅｒｓ ／ 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ｉｎ⁃ｄａｔａ⁃ｃ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５０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ｄａｔａ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１－２４］ ． ｈｔｔｐ： ／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ｆｌａ．ｏｒｇ ／ ｐａｓｔ－ｗｌｉｃ ／ ２０１２ ／ ｓｅｓｓｉｏｎ－１１６．ｈｔｍ．

５１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ＦＬ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 ０１－

２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ｆｌａ．ｏｒｇ ／ ｎｏｄｅ ／ ９９０９．

（黄如花　 教授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周志峰　 馆员　 武

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专业 ２０１１ 级博士

研究生 温州大学图书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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