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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数据是世界各国科技创新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如何合理利用数据资源加快数据流动性，提高数据开

放共享的意愿，持续推进共享数据集平台建设，逐步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形成开放数据联盟和学科共同

体，对科技进步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现阶段影响科研人员数据共享的外部因素和科研人

员共享研究数据的重要动机、共享意愿等内因进行综合分析，切入探讨包括政策、环境、资源和个体意

愿等关键因素。提出相关各方建立合理政策奖励举措以及高校科学数据共享激励措施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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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data is the basic strategic resour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How to make rational use of data resources, accelerate data mobility, improve the willing-
ness of data opening and sharing,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hared dataset plat-
form, gradually realize data interconnection, and form open data alliance and discipline commu-
n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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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external factors affecting researchers’ data sharing at this stage and 
the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researchers’ important motiv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share research 
data, and discusses the key factors including policy, environment, resources and individual wil-
lingness. Put forward specific suggestions that relevant parties should establish reasonable policy 
incentives and incentive measures for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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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的巨大进步对人类科研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及深远的影

响，使其科学研究数据越来越具有密集性与协作性。科学数据是世界各国科技创新的基础性战略资源，

故促进科研数据全球化的有序开放共享，以最大限度利用科研数据价值已成为全球发展趋势。对有效提

升加强数据的资源利用率、加快数据流动性和高效共享对人类科技进步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科学数据管理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展了 60 余年。近年来，利用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实现长期数据保

全、流通的数据管理体系正逐步在全球的所有学术领域范围内展开。英国皇家学会于 2012 年发表《科学：

开放的事业》研究报告一文中提倡：开放共享各类“智能型数据”，并提出了数据的可获取性、可理解

性、可重用性和可评估性[1]。 
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具有主体多元性与参与性等特点。数据共享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在正常运

作时，需要相关各方参与者共同建立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活动的一系列运行规则。对数据的质量、数据标

准和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共享数据的道德规范和使用合规性、激励方式等问题达成相应的共识。多元

性的数据管理主体不仅包括各级政府，还包括了各类研究资助机构、学术团体、研究机构、高等院校、

出版商、数据中心存储库管理等相关方，形成多元化的主体共治体系才有可能理顺其多样化且复杂化的

数据开放的共享关系。其中充当主要协调角色的主体是政府，其他各相关方则共同参与，包括参与探讨

涉及数据共享政策、保护政策、标准与规范、平台建设、管理机制、共享技术、约束机制与激励措施等

方面的实施细则制定。 
科研人员作为数据共享的数据提供者与使用者，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科学研究数据共享的成效，其

中政策、环境、资源和个体意愿是影响科学数据共享行为的最根本因素。本文在通过对科研人员数据共

享外因和内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高校科学数据共享激励措施的建议。 

2. 数据共享的外因与内因 

2.1. 数据管理与共享政策的外部因素 

在我国自 2001 年起，启动第一个科学数据共享工程“气象科学数据共享试点”以来，科研数据的管

理与共享在我国多个学科领域逐步展开。在促进科学数据共享方面，我国在国家层面逐步制定相关的政

策及举措。2008 年 4 月，颁布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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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国务院正式印发《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办法围绕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规范管理，并明确

要求政府预算资金资助的各级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产生的数据向科学数据中心汇交，为我国科学

数据管理与共享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宏观指导[2]。 
2021 年 12 月 24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中华人民

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对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应建立健全科学技术资源

开放共享机制，促进科学技术资源的有效利用。国家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在合

理范围内实行科学技术资源开放共享[3]。2018 年 12 月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工

作规范(试行)》，其中明确要求政府预算资金资助的各级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所形成的科学数据，

汇交到相关科学数据中心。科学数据的汇交、整理和保存作为国家科学数据中心重点任务之一。 
国务院下属部门及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的相关政策，例如 2001 年 11 月中国气

象局发布《气象资料共享管理办法》、2003 年 12 月中国地震局发布《地震科学数据共享管理办法》。

安徽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山东省、广西、海南省、黑龙江省、吉林省、江苏省、陕西省、湖

北省、四川省、云南省、内蒙古自治区相继出台了科学数据管理办法。管理办法明确了管理职责、科学

数据中心建设、汇存、科学数据采集、共享和利用、安全与保密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2019 年 2 月中国科学院印发《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办法(试行)》；2019 年 7 月，中

国农业科学院印发《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科学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办法》；2020 年 7 月 15 日，国家计

量科学数据中心印发《国家计量科学数据中心管理办法(试行)》；2018 年 10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科学数据

中心发布《国家林业和草原科学数据中心数据共享政策》。印发制定这些相关科学数据共享政策，为开

放获取、规范管理和使用提供了相应的制度规范与政策保障。在我国，各高校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的科

研数据管理共享平台，主要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

学、武汉大学等相关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并通过各服务平台创建的数据库，进行长期有效数据的保存及

适时对外发布，以实现数据共享。其主要涵盖：数据的使用说明、数据的使用规则、会员管理制度、数

据存放、元数据标准、使用协议、科学数据管理规范以及隐私保护政策等[4]。 
在国际上各国科技部长们于 2004 年呼吁经合组织根据共同商定的原则制定一套指导方针，以求提高

促进最具成本效益的研究方式。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签发《公共资助的研究数据开放获取宣言》，

以支持积极促进全球开放获取(OA)运动的展开。共享开放获取的研究数据可以促进科学文明的进步，且

最大限度地获得公共投资的价值[5]。2007 年 OECD 发布了《关于公共资助的研究数据获取的原则与指

南》，为研究数据的开放共享确定了 13 条原则[6]。 
2012 年，UNESCO 发布《发展和促进开放获取的政策指南》，并提出了对科学数据共享开放的观点

及建议。2012 年 7 月欧盟委员会(EC)发布《EC 对访问与保存科学信息的建议》[7]，要求成员制定明确

的公共资助研究数据开放获取和传播的相关性政策。2013 年 12 月 EC 发布《地平线 2020 对科学出版和

研究数据的开放获取指南》。2003 年 12 月国际图联(IFLA)发布《IFLA 对学术文献与研究资料开放获取

的声明》，其声明中建议对研究资料和学术文献的获取采用开放的原则。 
基于一些国际组织制定的相关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其主要体现在数据的互操作性与高质量性，

知识产权及其保护，开放共享科学数据的科技价值以及科研人员的责任与担当。制定这些政策对于全球

范围内，有效的促进开放共享科学数据，以及为消除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中会出现的各类外部障碍，对实

现开放研究、开放创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8]。 
除了政府的共享政策外，其它利益相关各方政策和激励措施也对科研人员共享研究数据的意愿有重

要的促进作用，也是科研人员外部影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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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科研人员数据共享的内因 

科学研究数据共享的外部政策对公共财政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数据开放共享提出了明确的政策性指

引，对社会和企业资助的研究项目，采取鼓励开放共享，而对科研人员自由选择的研究项目，科学研究

数据倡导开放共享。拥有大量科研人员在外部约束性要求之外的数据，开放共享主要由研究者个人共享

意愿所决定。 
已有的研究表明：科研人员共享研究数据的重要动机是：1) 当数据共享是研究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2) 通过提高个人工作的可预见性、互惠数据交换以及被他人认可自己的数据价值，且数据共享后所带来

的直接职业利益转化；3) 科研人员在其研究学科对数据的要求与规范；4) 外部的资助者和出版商要求等

驱动因素[9]。 
科研人员愿意参与共享主要因素有：其一，科研人员共享意愿受直接利益驱动。对某些科研人员而

言数据共享对研究至关重要，数据共享是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研究完全依赖于数据的共

享。这类科研人员共享意愿最为强烈。其二是科研人员希望通过共享数据进行更好的研究，将有助于提

升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其三，是通过出版物、社区或公共存储库的共享研究数据，和通过与受信任的

科研人员合作的共享研究数据的发布，从而增加业内关注度。这将有助于科研人员吸引更多的研究资金，

增加更多职业机会，同时也是在该领域建立学术声誉获得同行认可的有效途径。其四，是曾从他人共享

的数据中受益，故有强烈的共享意愿，并以互惠共享的方式回报数据贡献者。其五，是科研人员所处的

研究环境对其数据共享态度的影响，组织内数据共享已趋于成熟，共享数据被认为是必要的基本资源，

已成为标准研究实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六，是增加自身知识储备量，并有助于提升工作效能和经验

[10] [11]。其七，是研究资助者和出版商的政策和期望。 
不愿意共享的主要原因：其一是提供符合标准的数据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劳力成本，且无经费资助

也无奖励措施；其二是担心敏感数据泄露、数据误用或误解；其三是害怕成果被抢先发表从而减少出版

机会；其四是存在负面被发现可能性。 

3. 激励与约束措施 

对大多科研人员而言，科学数据共享活动主要包括共享科学数据及使用科学数据两方面，因此在制

定与之相关的激励与约束措施时，也包括两个方面，既须对科学数据共享活动采取激励措施也须对共享

行为进行约束。 

3.1. 高校科学数据共享激励措施 

高等学校的科研人员既有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项目也有企业资助和自主选题的科学研究。科研人员

拥有大量个人保存的研究数据，鼓励和倡导个人保存的科学数据共享，需要学校相关部门制定数据共享

政策和激励措施。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以利于推动科学数据有效利用，提高数据使用效率，促进科学

研究的快速发展。为此，对高校的科学数据共享的激励政策与措施提出如下建议： 
建议 1，通过资助开放科研数据所需的成本。科研人员可将数据共享的成本列支在资助申请及预算

清单中，包括人力、智力和储存的成本。 
建议 2，科学研究数据贡献者的合理认可。外在的激励不仅包括直接物质资助，也包括酬金、职称

和晋升等相应配套政策，以满足科研人员的自我成就感与提升自我价值的需要。并将科研数据共享纳入

个人年度考核、职称评定、相关工作晋升之中，完善职业评价体系，也改进了科研评价机制，以及通过

同行间评议给予相关科研人员奖励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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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3，给予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持续资金支持。为数据可靠保存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为数据管理

人员提供职业发展通道，在薪酬待遇、职称职务评聘等方面提供保障。 
建议 4，通过同行评议将数据出版作为正式的科研成果。数据的公开和发布是共享发展的基础之一，

是科研人员分享科研成果智慧不可或缺的机制。将共享的科学数据作为课题申报有效凭据给予认可，对

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共享数据与学术论文同等对待。承认科研人员数据共享贡献，这将有效激励数据提供

者的积极性。 
建议 5，制定明确的数据共享和保存政策。学校相关部门定期为科研人员有效管理数据提供培训和

支持，开展数据安全教育。 
建议 6，给予相关科研人员政策制定的自主权、参与权，如参与共享政策与流程规范、学科数据标

准的制定。 
建议 7，设立“开放数据贡献奖”对开放科学数据工作作出重要贡献的科研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3.2. 科学数据共享约束机制 

为确保数据共享质量和规范使用，必需对数据共享、数据使用进行约束性机制来规范化管理，具体

措施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首先是确保数据质量。数据提供者应当保证数据是真实有效的原始数据，提交科学、公正、理性、

准确的共享原始数据，必须规范发布，确保数据质量。 
第二是确保共享数据安全。一要加强隐私保护，对涉及个人隐私数据做好匿名化或去标识化处理。

二要加强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中的技术保障，严格平台管理人员的工作规范，消除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安全

风险，以降低用户信息泄露风险，同时也要确保数据的可访问性。 
第三是明确数据引用与互惠规范。制定科学数据共享互惠细则，规范科研人员数据使用行为约束，

明确数据引用和致谢要求。数据使用者标注引用他人数据、致谢或者合作研究，不仅对数据提供者扩大

知名度、声誉、学术地位的提升有利，也对数据共享起到推动作用。科研人员既是数据的使用者也是数

据的生产者，高校应构建良好的互惠互利氛围，形成一种可持续性的互惠互利规范。 
第四是符合数据标识与可理解性。提供的数据必须用适当的元数据标记数据，包括数据来源、数据

说明、数据生成过程、数据审核信息、机密性等以确保科研人员共享到的科学数据是准确可信且可理解

的。 
第五是满足数据规范可读。提供的数据符合存储库的元数据标准，数据格式符合机读要求确保数据

的可读性。 

4. 结束语 

通过对科学数据共享外部促成因素和科研人员的共享动机、障碍、意愿的内在进行分析，建立合理

奖励机制基础。共享需求是前提，互惠合作是生态，教育培训是保障。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满

足各类科研人员的不同诉求，促进科学数据共享有序开放。营造真实可信、安全便捷、规范可用、引用

致谢的共享文化氛围。以制度建设为抓手，完善开放科学数据共享机制，采取激励措施为手段，围绕科

学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持续推进共享数据集平台建设，逐步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形成开放数据联盟和

学科共同体，形成“以开放为新常态，不开放为例外”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新格局。 
加强科研人员的宣传教育与技术培训，从认识上消除疑虑和误解。在实践上提供支持与指导，减少

技术障碍。在安全上严格把关，防止数据泄密、侵犯个人隐私和危害国家安全。数据使用和发布上既有

激励也要健全约束机制，营造开放、可重用、安全可靠的开放科研数据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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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物质激励措施对共享意愿影响与预期不明显、不一致。笔者认为在引导共享初期需要以

物质激励为基底，而当共享数据已成为科研人员司空见惯的科研协同方式时，所获得的成果激励自然而

然被物质激励所替代。 
本文未涉及共享技术的深入探讨。如数据信任、结果跟踪、数据透明度、数据引用支持和沿袭服务

等对数据共享的影响。而多维度、多层次、多视野的研究能够更加全面把握推动数据共享发展的全局，

这将是我们后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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