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医学信息资源管理与利用
!

面向我国医学图书馆的开放获取转换策略
研究$

王!勖!任慧玲!张!颖!文怡力!吕婷钰!吴文欣!艾琳塔娜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北京 "####&"

"摘要# !目的.意义 调研并分析开放获取转换典型案例$ 基于国际案例探索面向我国医学图书馆的开放获

取转换有效路径! 方法.过程 分析国际开放获取转换案例协议内容$ 剖析其转换过程及效果$ 总结开放获取

转换的特点和有效经验! 结果.结论 为有效开展开放获取转换合作$ 我国医学图书馆在开展协议谈判前应做

好充分准备和策略布局$ 进行机构用户需求分析和调研$ 选择适合的转换模式$ 制定科学知识共享机制与

开放资源建设计划$ 优化转换策略$ 进而推动我国开放获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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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世纪 *# 年代! 知名出版商通过兼并重组垄

断学术期刊与学术论文出版! )付费墙* 严重阻碍

了论文的发表和科学知识的流动" 开放获取 #@E;6

=>>;55! 0̀% 成为解决学术垄断问题, 促进学术期

刊出版改革的有效途径之一" 在推行过程中!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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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提出了混合 0̀的模式! 即作者可以选择是

否以 0̀形式发表论文! 如选择! 所支付的出版费

用与其所在机构支付的文献订阅费用形成二次付

费" 在此背景下! 业界提出开放出版转换模式! 加

快传统订阅向开放获取模式的过渡! 将原本的订阅

费用转换用于支付开放获取的出版费用! 避免双重

付费! 控制学术研究的整体成本-".

"

$#") 年德国马普学会数字图书馆, 德国研究基

金会, Yà ^, M@'0>:4@6 YCO?45D46B联合举办研讨

会! 提出了 )论文收费效率和标准* #LD;;HH4>;6>9

=6F 5:=6F=AF5H@A=A:4>?;>D=AB;5! T̂0M% 倡议" T̂S

0M官方网站开放运营以来! 开放获取转换协议登

记的数量整体呈增长趋势! 截至 $#$) 年 % 月 T̂S

0M登记的全球开放转换协议共 " #&( 份" 我国目

前在 T̂0M登记的转换协议仅有 $( 份! 以个体机

构独立转换形式为主! 涉及转换文章数量少! 转

换规模较小! 尚未形成科学的开放出版转换工作

体系! 可供我国医学图书馆参考的转换实践经验

不足" 基于此! 本文以 T̂0M登记开放获取转换

协议为数据源! 选取国外转换案例! 分析其转换

过程及效果! 归纳协议内容特点与有效经验! 探

索面向医学图书馆推动开放获取转换合作的有效

路径! 加快科研成果流动"

#"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外关于开放获取转换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内容与政策, 转换实践与效果分析, 开放获取转

换影响因素及经费测算等方面" 在开放获取转换的

内容与政策方面! 部分学者整理全球范围开放获取

转换协议并详细梳理其发展模式! 如徐丽芳等-$.根

据开放获取转换不同的实现方式和收费模式! 论述

其表现形式及发展趋势" 还有部分学者结合国际组

织推行的开放获取政策对全球开放获取转换现状进

行剖析! 戴星-(.

, 雷雪等-).

, 徐奕宁等-&.对开放获

取转换发展进程影响较大的政策文件进行了详细剖

析" 在开放获取转换实践与效果分析方面! ^>D<=??

e8

-%.统计了 * 个学科的开放期刊! 通过因果双重

差分法判断学术论文在转换协议下发表的可能性!

分析开放转换为学术论文发表带来的影响" 在具体

案例分析方面! 高校和研究机构是开放获取服务使

用的重要主体! 学者多从其与知名出版商合作案例

展开探讨! 郑志明等-7.

, 黄敏聪-*.

, 周琴等-2.立足

于国外开放出版转换案例总结了相关经验" 在开放

获取转换影响因素及经费测算方面! L=CO;A:_

等-"#.调查影响德国高校选择全面或混合开放获取的

因素! 其中签署开放获取转换协议是影响程度较大

的一环" 费用支出作为转换过程的关键因素之一关

系到出版商的盈利和图情机构, 学术团体的预算支

出! 影响转换协议签署和运行的进程! 学者-"" '"$.

常引用实践案例对其可行性进行探讨"

%"开放获取转换实践案例分析

本文选取 T̂0M登记转换协议案例进行分析!

旨在为我国医学图书馆开展开放获取转换提供参

考" 我国医学图书馆资源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

财政拨款! 资源建设领域以生物医学为主" ^EA46B;A

_=:CA;, T?5;G4;A, e4?;9是国际知名出版商! 拥有大

量影响力强, 质量高的生物医学领域期刊资源! 与

全球多家机构签署开放获取转换协议! 是我国医学

图书馆开展转换合作的潜在对象" 英国联合信息系

统委 员 会 # ]@46:g6H@A<=:4@6 ^95:;<5M@<<4::;;!

]ĝM%, 德国科学组织联盟 #8C6F;5<4645:;A4C<HqA

84?FC6BC6F W@A5>DC6B! 8[8W%, 荷兰大学协会

#LD;055@>4=:4@6 @Hc64G;A54:4;546 :D;_;:D;A?=6F5!

f̂_c%, 荷兰研究理事会 #LD;_;:D;A?=6F5̀ AB=64S

N=:4@6 W@Â>4;6:4H4>/;5;=A>D! _e %̀ 均为非营利性

学术机构与团体! 受各国政府财政支持! 与我国医

学图书馆具有相似的运营背景" 分析 ^EA46B;A_=S

:CA;, T?5;G4;A, e4?;9与 ]ĝM, 8[8WYA@3;P:-T0a,

f̂_c, _e`的转换合作案例! 可为我国医学图书

馆与生物医学领域国际知名出版商开展开放获取转

换合作提供经验参考"

%$!"D-4E与4F71+G,7H2IJ7,的转换实践

]ĝM是英国高等教育部门和继续教育部门资助

的非营利机构! 覆盖英国境内 2&U的高等教育和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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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教育院校-"(.

" ]ĝM结合英国政府有关部门政策制

定开放获取策略! 为成员机构提供开放获取服务"

!"$"$%转换协议内容!]ĝM参考 ag8T/原则,

Y?=6 ^和 0̀$#$# 倡议制定与出版商谈判转换协议

的原则! 即约束成本, 非强制 0̀和公开透明" 在

团队支持方面! ]ĝM开放获取团队下设 % 个工作小

组! 覆盖日常事务的决策者和采购一线工作人员"

为贴合作者和机构的发文需求! ]ĝM定期对境内开

放获取进展与支付费用进行调查" $#"2 年以来!

]ĝM与 ^EA46B;A_=:CA;达成了两次转换协议" 在转

换机制和文章处理费用 #=A:4>?;EA@>;5546B>D=AB;!

0YM% 定价方面! 两份协议均采用阅读与出版模型

#A;=F =6F ECO?45D! /0Y% 实现转换" 第 $ 份协议还

包括可供选择的完全开放获取框架! 如选择完全开

放! 则 ^EA46B;A_=:CA;开放获取组合中的 0YM折扣

为 "&U! 并对其余创刊超过 & 年的期刊0YM增长设

置年度上限" 两份协议内容! 见表 ""

表!"D-4E与4F71+G,7H2IJ7,两份转换协议内容对比

项目 第 " 份转换协议 第 $ 份转换协议

起止时间 $#"21"1"0$#$$1"$1(" $#$(1"1"0$#$&1"$1("

转换文章数量限额 $#"2 年 ) *%* 篇! $#$# 年 ) 2() 篇! $#$" 年 & &**

篇! $#$$ 年 & %22 篇

^EA46B;A无限制+ _=:CA;$#$( 年 )## 篇! $#$) 年 )"$ 篇!

$#$& 年 )$) 篇

文章类型 原创研究文章, 评论 ^EA46B;A原创研究文章, 评论文章, 快讯和继续教育文章+

_=:CA;原创研究文章, 快讯, 注册报告和技术报告

0YM $#"2 年平均标价每篇 $ ($# 欧元! 如当年内转换文

章数量耗尽! 下一年度可按合同规定支付折扣价格

按期刊类别定价

风险分担机制 开放出版文章数量如超过协议数量! 由作者或机构

决定是否继续开放出版! 如继续则则支付原价0YM

_=:CA;开放出版文章数量如超过协议数量! 由作者或机构

决定是否继续开放出版! 如继续则可通过绿色开放获取方

式出版! 不选择开放出版则以订阅方式发布文章

!"$"#%转换影响!在发文量方面! ]ĝM与 ^EA46B;A

_=:CA;签署的转换协议提高了英国境内 0̀发文比

例! 加快了英国向开放获取的转变进程" 在费用方

面! ]ĝM在转换后节省了部分成本! 转换后的每年

支出费用略低于转换前费用或与之持平" 然而! ]ĝM

于 $#$(年发布的审查报告称! 签署大规模转换协议

虽然有效推进了开放获取进程! 但绿色 0̀比例明显

下降! 混合期刊增长明显! 侧面表明出版商在适应开

放获取趋势的同时也在维护其传统的商业模式! 试

图在开放获取与经济收入之间寻求利益平衡点"

%$#"<?<AK7:L,>I.MNO与P1=,Q的转换实践

$##* 年8[8W发布首份数字信息优先倡议! 旨

在通过开放共享的方式为研究人员提供完善的数字

信息基础设施-").

" 8[8W发起并成立YA@3;P:-T0a!

并以该项目的名义与各大出版商谈判! 进而签署开

放获取转换协议"

!"#"$%转换协议内容!YA@3;P:-T0a在谈判时秉

持了 ) 个原则! 即参与该转换项目的对象为德国境

内经许可的机构! 转换后其旗下机构应被允许永久

访问合作出版商的期刊组合资源! 参与转换的机构

作者所发表的成果自动实现开放获取! 协议中的价

格应基于所有机构的论文出版数量进行计算-"&.

"

YA@3;P:-T0a预先调研了德国境内机构作者在不同

期刊的发文数量和频率! 发现德国作者最常在 e4S

?;9, T?5;G4;A, ^EA46B;A_=:CA;这 ( 家出版商发表文

章! 占德国每年研究文章发表总量的 )2U

-"%.

! 据

此得出预算" YA@3;P:-T0a于 $#"2 年与 e4?;9签署

开放获取转换协议! $#$( 年 "" 月续签" 两份协议

内容!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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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K7:L,>I.MNO与P1=,Q两份转换协议内容对比

项目 第 " 份转换协议 第 $ 份转换协议

起止时间 $#$#1"1"0$#$(1"$1(" $#$)1"1"0$#$*1"$1("

文章类型 原创研究文章, 综述文章 原创研究文章, 综述文章

0YM 对完全开放获取期刊中出版的文章提供 $#U的折扣! 对混合

期刊中出版的文章收取每篇 $ 7&# 欧元的费用

基准费用为每篇 ( "&# 欧元

风险分担机制 预估发文数量并支付预付款! 定期检查协议下的实际出版物

数量! 若发文数量过少或超额! 则支付相应款项

逐渐过渡到后付费模式! 在双方之间平均分担出版产出

意外波动的风险" 前 ( 年仍支付预付款

!!YA@3;P:-T0a与 e4?;9签署的最新转换协议是

在第 " 份转换协议基础上达成的再合作" 第 " 份转

换协议中根据不同期刊开放程度采用不同的定价方

式+ 第 $ 份转换协议中转换机构向出版商支付出版

费用而免于支付阅读费用! 双方对转换文章的具体

数量进行定级! 根据出版文章数量对应层级0YM进

行付款-"% '"7.

" 双方在后续的合作中逐渐过渡到后

付费模式! 即先出版后扣款"

!"#"#%转换影响!转换后 YA@3;P:-T0a成员机构

在e4?;9旗下期刊的发文量增加了 *(U! 机构作者

在e4?;9混合期刊上发表的开放获取文章数量从

&*# 篇增至 * 7&# 篇! 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的文

章从 )72 篇增至 " "## 篇" 在费用方面! 第 $ 份协

议统一了所有开放获取期刊的 0YM" 该转换协议的

签署大大推进了德国向开放获取转换的整体进程!

同时也带来一定问题! 作者逐渐偏好选择转换合作

出版商旗下期刊投稿! 一定程度上促生垄断现象!

与大型出版商的长期合作, 持续上涨的0YM也为接

下来的转换合作谈判带来巨大压力-"*.

"

%$%"R4HS& HP*与M=8,T1,7的转换实践

f̂_c是由荷兰 ") 所高校组成的高校联盟! 旨

在提供更高质量的学术教育条件与科研环境-"2.

"

_e`是荷兰知名科学资助机构之一! 受到来自荷

兰政府教育, 文化和科学等部门的资助! 致力于开

放获取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

"

!"!"$%转换协议内容!协议内容! 见表 (" 协议

明确了T?5;G4;A所提供的阅读服务, 出版服务和专

业服务! 出版商在协议期间为机构的相应作者提供

金色开放获取期刊的出版服务! 出版时不收取任何

0YM! 转换机构按年度支付协议款项" 此外! 在协

议中T?5;G4;A保留产品的所有权! 但为机构及其授

权用户提供明确的使用权! 包括访问, 搜索, 浏览

和下载等! 并对产品的使用范围和条件进行合理限

制! 以保护出版商和作者的合法权益"

表%"R4HS& HP*与M=8,T1,7转换协议内容

项目 内容

起止时间 $#$#1"1"0$#$)1"$1("

转换文章数量限额 无限制

文章类型 原创研究文章, 综述文章, 社论等

支付价格 $#$# 年支付 ") %%# ### 欧元! $#$"0$#$) 年每年分别支付 "% )%# ### 欧元! & 年共计支付 *# &## ### 欧元

风险分担机制 转换文章数量无限额! 引导学术出版 "##U开放获取

!"!"#%转换影响!f̂_c, _e`每年向 T?5;G4;A

支付固定费用获取相应服务! & 年支付总价基本与

订阅价格持平" 研究人员无须支付0YM即可享受开

放出版服务! 减轻了研究人员的经济压力! 有效提

高了研究成果的可见性和影响力! 促进了科学知识

的流动以及开放获取的进程" 本协议强调完全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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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相较于其他开放获取模式与混合模式的期

刊! f̂_c, _e`与T?5;G4;A的转换合作更为彻底!

侧面表明荷兰推进完全开放获取的决心" 但完全开

放获取也意味着转换成本增高! f̂_c, _e`与

T?5;G4;A签署的协议成本与其过去订阅成本相近-$".

!

并未节省过多资金! 随着0YM的逐年上涨! 实现完

全开放获取将为转换机构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

%$&"小结

!"&"$%转换谈判前的准备工作极为必要!进行开

放获取转换协议谈判前! 上述案例中的转换机构进

行了大量准备" 包括调研需求状况! 确定签署开放

获取转换协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明确谈判目标与

谈判策略! 组建工作经验丰富的谈判团队! 确保团

队成员具备法律, 财务, 学术出版等方面的专业知

识或从业经验! 能够识别和应对转换协议谈判期间

存在的风险和突发状况等"

!"&"#%开放出版转换可能加剧市场垄断!目前!

参与开放获取转换协议谈判的出版机构大多为国际

知名出版商! 此类出版商通常拥有权威学术期刊资

源! 对科研人员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同时

还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成熟的出版服务体系! 使

其在与转换机构进行转换协议谈判时能够提出更有

吸引力的条件" 但国际知名出版商的主导地位也可

能导致市场集中度过高! 进而影响中, 小型出版商

的议价能力! 形成一定垄断"

!"&"!%选择适合自身的开放出版转换模式!开放

出版转换发展至今形成了多种转换模式! 在上述案

例中! 转换机构多选择/0Y模式展开转换" 该模式

兼顾了转换机构和出版商的双方利益! 给予了转换

机构调整出版数量的空间" 节省资金是签署转换协

议的重要目的之一! 选择科学合理的转换模式可以

帮助转换机构确定成本预期! 合理布局费用预算"

!"&"&%现阶段难以实现完全开放获取!签署转换

协议的目标之一是实现完全开放获取! 但在实际操作

中往往难以实现" 一些知名权威期刊由于高运营成本

和高利润! 可能仍保留传统的订阅模式" 出版商会选

择混合模式! 即部分开放获取, 部分订阅" 转换机构

如要以转换协议的形式实现完全开放获取! 则意味

着要承担出版商部分运营成本! 支出更多的转换费

用" 这将为转换机构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

&"面向我国医学图书馆的开放获取转换策略

&$!"谈判前进行充分准备和策略布局

我国转换机构多以综合性高校, 研究型院所为

主! 在专业领域规模化推进开放获取转换的实践经

验仍然不足" 目前我国医学图书馆在开放出版转换

方面存在经费有限的问题! 受国际环境影响! 外汇

汇率波动也影响实际购买力" 医学图书馆应做好机

构用户的需求调研! 在经费有限情况下部署合理,

经济的转换方案"

&$#"选择适应需求的出版机构合作$ 寻求双方利

益平衡点

!!医学图书馆应以战略性眼光筛选合作出版机

构! 形成学科需求与资源效益并重的筛选标准" 当

前生物医学领域核心期刊资源高度集中于国际出版

巨头! 其在转换协议谈判中凭借资源垄断地位掌握

主导权" 医学图书馆应立足用户需求! 如临床医学

研究热点, 科研团队发文偏好等! 建立多维度的合

作机构评估体系! 制定差异化谈判策略" 医学图书

馆还应强化资源建设的主动权! 积极培育多元合作

生态! 引导科研人员向高质量 0̀期刊投稿" 此外!

还应建立动态监测机制! 评估资源投入产出比! 定

期优化合作策略! 确保转换后医学图书馆能够提供

相应的知识服务-7.

"

&$%"制定长期开放资源建设规划

推动传统订阅模式向开放获取转型是一项长期

且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由于各机构在资源基础, 技

术能力和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差异! 短期内难以达

成广泛适用的生物医学领域转换协议" 目前我国在

开放获取转型领域仍处于探索阶段! 医学图书馆应

紧密结合国家开放获取政策! 积极推动机构间的合

作与资源共享! 逐步积累实践经验" 一是明确自身

资源建设目标! 制定长期开放资源发展规划! 整合

国内外优质生物医学资源! 提升资源的可获取性和

(#2(

医学信息学杂志!"#"$年第%&卷第$期!!!!!!!!!!!!'()*+,-(./0123,-2+.(*/,4235!"#"$!6789%&!+79$



利用率" 二是加强与科研机构, 出版商的沟通协

作! 推动开放获取政策的落地实施" 三是注重技术

支持和人才培养! 为开放获取转型提供坚实保障"

'"结语

本文通过对开放获取转换协议实践案例的分

析! 探讨面向我国医学图书馆的开放获取转换策

略" 当前实现完全开放获取仍面临较大挑战! 大型

出版商的垄断趋势和不断上涨的出版费用给转换协

议的签署带来压力" 尽管如此! 通过全面的准备,

科学的谈判, 长期的规划! 我国医学图书馆仍可在

不增加预算的前提下推动开放获取进程" 在推进开

放获取转换时! 医学图书馆应注重需求调研, 选择

适合的转换模式! 并制定长期的开放资源建设规

划" 随着开放获取的不断推进! 我国医学图书馆有

望在开放获取转换中取得更多突破! 促进学术资源

的优化配置和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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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6 ^>4;6>;Kj@I F@;5_e` EA@<@:;@E;6 5>4;6>;2

-T8.̀a.K-$#$) '#% '"$.KD::E5$ ..III16I@16?.;6.

@E;6 '5>4;6>;sK

$"!;?5$#$#G56C -T8.̀a.K-$#$) '#% '"(.KD::E5$ ..;5=>

'464:4=:4G;1@AB.=O@C:.:A=65H@A<=:4G;'=BA;;<;6:5.=BA;;S

<;6:'A;B45:A9.;?5$#$#G56C.K

("2(

医学信息学杂志!"#"$年第%&卷第$期!!!!!!!!!!!!'()*+,-(./0123,-2+.(*/,4235!"#"$!678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