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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践行。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网络调查法和内容分析法，查阅

国内外相关文献和科学数据平台，梳理出国内外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开展现状，并对其开放共享的基础条

件和相关因素进行剖析，提出了我国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实现路径。基于现有的科学数据政策、理论、

技术、人才等基础条件，详细分析科学数据的拥有者、利用者、受用者和保障者的关系、职责和作用，

提出建立政产学研协同合作模式形成科学数据的汇聚，开展我国科学数据平台的融合服务，形成我国科

学数据的互联互通，最后从科学数据的政策、资源、服务、流通、应用、安全、人才与交流合作角度提

出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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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open sharing of scientific data in China.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network investigation and content analysi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scientific data platforms at home and abroad, comb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opening and sharing of scientific data at home and abroad, analyzes the basic conditions and 
related factors of its opening and shar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open-
ing and sharing of scientific data in China. Based on the existing basic conditions such as scientific 
data policies, theories, technologies and tal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in detail the relationships, 
responsibilities and roles of the owners, users, recipients and guarantors of scientific data, and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model between government, industry, universi-
ty and research to form a convergence of scientific data, develop the integration services of China’s 
scientific data platforms, and form the interconnection of China’s scientific data.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data policies, resources, services, circulation put forward relevant coun-
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lication, safety, talents,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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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学数据”概念最早提出于 1957~1958 年“国际地球物理年”的世界数据中心 WDC (World Data 
Center)建立初期[1]。科学数据是人类社会科技活动所产生的基本数据，或者是按不同要求加工的数据产

品和相关信息。它是信息时代最基础、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大数据，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和科学价

值，在应用中能获得高质量的知识服务和数据产品，不仅使科学数据增值，还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

支撑。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中急

需发展的现代科学基础设施[2]。在国家统一规划、政策调控和相应法规的保障下实施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工程，应用先进技术，整合离散的科学数据资源，构建面向全社会的共享服务体系，实现对科学数据资

源的规范管理和高效利用，从而为政府决策、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和国家安全提供科学数据

资源的保障。 
本文试图解决以下 3 个研究问题：1) 梳理国内外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现状，并对其开放共享的基础

条件进行分析；2) 构建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实现路径，解决数据壁垒和全面开放共享等问题；3) 基于实

现路径模型，提出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合理化建议，为我国科学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的具体实施提供了

决策参考。 

2. 相关综述 

国外科学数据共享起步于 20 世纪 50 年代，成长于 80 年代和 90 年代，2010 年后在开放科学和开放

数据的指导下，数据联盟的发展得到迅速推进，国际间科学数据的广泛参与有助于其资源在更广泛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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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地域内获得更高效的开放共享与利用[3]。科学数据政策法规体系是数据开放共享的保障，国外众多

的发达国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政策。例如：美国《开放政府数据法案》[4]、英国《英国数据能力发展战

略规划》[5]、国际科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大数据时代开放数据公约》[6]等
促进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政策法规。科学数据管理平台是提高科学数据管理的重要手段，具有制定科学

数据管理方案、数据组织、数据描述、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共享和数据采集等功能[7]。例如：美

国校际社会科学数据共享联盟(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ICPSR) [8]、地

球科学数据观测网(Data ONE)、英国数据存档库(The National Archives(United Kingdom), UKDA)等科学数

据管理服务平台[9]。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首次提出地球科学领域的数据共享，较晚于发达国家。为了加快科学数据管理

和共享应用，制定了国家和地方的数据管理、数据中心建设、数据标准规范等政策。例如：《科学数据

管理办法》为科学数据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指导国家重点研发科技计划项目数据汇交管理。目

前，有 17 个省市也出台了科学数据的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其整体框架与核心内容保持一致，部分政策

则根据实际情况略有扩展，地方也在大力推进科学数据的汇交、开发与发布，构建统一的科学数据资源

服务体系。促进数据中心建设，相继颁布了《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

意见》、《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21~2023 年)》等，从数据中心建设体系、算力枢纽和发展规划出发，提升算力基础设施，不仅在软

实力方面强化数据要素的汇聚和培育，还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强数据中心建设和提升算力服务。国家重点

基础研究等资助项目要求承担单位建立规范、健全的项目和成果数据库，也对相关科研成果的开放共享

提出了明确要求。相关数据标准以政府资助的科技计划形成的科学数据汇交标准为主，例如：《科技计

划形成的科学数据汇交 通用代码集》(GB/T 39908-2021)、《科技计划形成的科学数据汇交 通用数据元》

(GB/T 39909-2021)、《科技计划形成的科学数据汇交 技术与管理规范》(GB/T 39912-2021)等，包括标准

的通用代码集、通用数据元、技术与管理规范等。科学数据中心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有“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等 20 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库”等

31 个国家资源库，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学数据治理进程[10]。国家级科学数据中心开放共享平台的建设

无论从组织体系、管理模式，还是资源体系和功能设计都形成了丰富的数据储备和汇聚。 
许多学者也开展相关学术研究，例如：盛小平等阐述了国内外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现状，从开放学、

开放共享、开放数据三者关系剖析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现状，开放共享障碍因素及实证研究[2]、影响因素

[3]、数据安全[11]和权利治理研究、合作行为分析[12]等相关研究，为我国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提供了丰富

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王卷乐等开展科学数据标准体系[13]、数据治理研究[14]、数据中心建设[15]、
数据平台建设研究，开展了国家科学数据战略规划层面和实践应用研究。温亮明等探究数据政策落实[16]、
共享伦理研究[17]、数据实践进展与发展路径研究[18]，从科学数据开放共享面向的问题、表现和现状出

发进行理论研究。研究发现部分文献综述了国外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研究，但是鲜少对我国地方科学数据

资源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深入揭示。为此，本文聚焦我国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重点对促进地方科学数据

的开放共享与建设进行阐述和分析，为了推动地方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建设，立足我科学数据总体建设目

标，深入剖析我国科学数据全面开放共享的建设模式和实现路径，以期为我国科学数据资源建设、管理

与利用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3. 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基础条件 

无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还是科技创新发展都离不开科学数据，因此要发挥科学数据的支撑作用，提

升科学数据资源的应用价值。数字经济加剧发展亟须提升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服务，要求相关科学数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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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面向社会公众多渠道提供有针对性、精细化的科研推送式服务[19]。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将极大地促进

基础资源利用、服务工作的开展以及对其隐性信息的挖掘分析，利于改进相关机构的工作内容及方式、

助力科研服务的提升。优化科技创新资源和创新生态的新需求。将通过信息化手段搭建虚拟科学数据资

源整合环境，克服区域协同发展的时空差异和跨区域行政障碍，集聚各类创新主体和创新要素，将创新

生态系统的网络性、关联性和系统性引入科学数据资源体系建设，基于数据资源分类分析、关联模型构

建和属性定义，形成以创新主体为核心的科学数据资源知识图谱，通过不同服务功能模块集成实现虚拟

科学数据资源创新生态系统在线运行，提供信息共享、决策支撑、智慧服务等集成化服务。 
我国实施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基础条件(见图 1)，1) 从政策法规看，开放共享政策

是先行之举，开放科学数据是重点，也是开放获取的补充，开放共享是桥梁和纽带，开放科学数据是价

值所在[20]。国家开放共享的治理理念为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2) 从理论研究看，

科研人员对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等研究和探讨，为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撑，我国科学数

据平台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的公共数据、高等院校的机构知识库、网络科学数据库、科学数据中心、领域

数据、数据出版等。3) 从基础设施看，为了适应海量的科学数据资源存储，国家正在不断引入和加强科

学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建立了实验室、数据中心、集成平台、计算中心等基础设施，突破时间、空

间和地域的限制，加快建立全方位的科学数据基础设施。各种技术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技术的研究应用，

为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提供了技术基础支撑。4) 从技术支撑看，为了充分发挥科学数据的价值，促进科

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科学数据的管理主要依托海量数据的存储、采集、快速索引、关联与融合、实时分

析等处理技术[21]。新兴技术和工具[22]、区块链技术[23]等促进了科学数据的融合、开放共享、技术创

新能力。5) 从成功案例看，数据平台建设等行业案例为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提供了成功案例，如，国际开

放科学数据资源平台包括联合国数据、非洲开放数据、OECD 图书馆、data 等领域性或综合性平台。6) 从
科学数据管理和专业人才看，培养数据人才为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提供了人力资源。 
 

 
Figure 1. Basic conditions for open sharing of scientific data 
图 1. 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基础条件 

4. 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相关因素 

为了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作用，科学数据只有不断被使用，才能产生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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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可复用性、可共享性、可重现性，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数据的增值作用[24]。科学数据开放

共享主要涵盖数据的拥有者、利用者、受用者及保障者四类(见图 2)，是连接四方主体的桥梁，也是新时

期提升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重要路径[25]。 
 

 
Figure 2. The perspective, responsibility and role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the open sharing of scientific data 
图 2. 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多元主体的角度、责任和作用 

4.1. 科学数据拥有者 

科学数据拥有者的开放共享是检验自身科学数据工作整体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有利于及时调整工

作方向，提高社会竞争力。目前，科学数据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科技计划项目实施和科研人员在科

学研究与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实验、观察、调查等科研数据；二是政府部门长期采集和管理的公共数据。

科学数据管理即是对这两类数据进行有效的管理，并促进其广泛共享，使之价值最大化[26]。拥有者对科

学数据开放共享影响主要表现为科学数据管理的基础建设和数字化建设，以及相关机构或部门对其开放

共享的意识理念，是实现其开放共享的关键；各科学数据服务机构及部门须对自身科学数据实施有序化

管理，使其处于可用状态，加强自身办公自动化、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及扫描、缩微等基础设施建设；培

养员工科学数据意识，以促进其对有保存利用价值的科学数据的归档保存与系统化梳理，辅以健全的工

作制度与激励奖惩制度提高工作效率。此外，科学数据机构作为盈利性组织，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与其

自身发展效益相契合时，才能从根本上推动科学数据开放共享，鉴于此，可实行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有偿

服务等。 

4.2. 科学数据利用者 

科学数据利用者对科学数据信息的挖掘与分析，对自身发展方向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促进自身的

转型升级。利用者是否具备道德法律意识关系，与相关组织机构或部门的沟通协作及科学数据获取能力，

是否具备有效分析科学数据的能力，是否提供有效的数据服务需求，这些都是关系到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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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科学数据利用机构须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对开放共享的科学数据的获取、存储与分

析；培养具有科学数据管理和分析能力的专业团队；加强对科学数据服务诉求信息的整合，对科研人员

进行精细化分类，创建对科研人员科学数据服务信息需求评估预测工作体系，提供精准预测服务，实现

开放共享科学数据的高质运用[27]；同时，注意科学数据利用行为的合法合规性，尊重和保护科学数据隐

私，支付利用科学数据的费用，促进多方再合作等。 

4.3. 科学数据受用者 

科学数据受用者可享有针对性的科学数据精准服务。受用者除去其经济状况等外在因素，科学数据

受用者的数据意识、对数据开放共享致使自身受益的认知程度、数据信息共享意识、对自身权益的了解

程度、对数据服务诉求的表达能力等均影响着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顺利开展[28]。科学数据受用者应积极

参与科学数据服务机构相关信息调查，提供有效数据；提高自身法律素养和数据素养，增强个人隐私信

息保护与维权意识；提高自身科学数据意识及表达科学数据服务诉求的能力；提升对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情况的关注度；还可组建受用者团体，对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进行监督，积极为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建言献

策；通过各种途径提高自身互联网参与度，增强线上提供与查取利用科学数据信息的能力等。 

4.4. 科学数据保障者 

科学数据保障者可提高科学数据管理的行政能力，解决和协调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过程中涉及的开

放与保密的权衡、数据隐私保护、信息安全、各主体之间的利益、知识产权等问题[12]。保障者(政府)是
否为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提供外部政策保障，以及相关的开放程序与范围、合作共享规范机制、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机制、市场运行监督机制、数据挖掘机制技术及人才扶持政策的颁布执行程度等影响科学数据

开放共享的运行效率[29]。科学数据保障者须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处理好自身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与隐私保

护的关系，进一步搭建科学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对档案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防止档案信息的损坏

与丢失，促进科学数据信息数字化建设等；加强对科学数据所属权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严厉打击盗用滥

用科学数据信息等行为[30]，建立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激励机制，鼓励各组织机构间进行科学数据信息合作

共享[11]。 

5. 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实现路径 

因此，在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中，应从不同组织和国家、不同领域、不同应用场景、不同服务形式的

角度，建立不同的机制或模式推动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明确科学数据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利益与诉求，

实现有效的流通机制、激励机制、利益分配机制，有序推动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统筹我国科学数据资源

是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任务，关键在于尽快建立一套以政府为主导、以需求为导向、以企业为创新主体、

政产学研协同合作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服务体系，积极发挥各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力促进我国科

学数据共享服务体系中各机构、各环节、各流程的全面发展[31]。目前，我国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以国家科

学数据中心为主体，建立地方分中心或分站，加快科学数据的统筹规划与开放共享。为了实现我国科学

数据开放共享的路径，第一步是采用政产学研协同合作模式加快科学数据资源开放共享，第二步是加强

我国科学数据平台融合服务。 

5.1. 建立政产学研协同合作模式 

由于政府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是推动我国科学数据发展的主体，从而导致在数据资源

开放共享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32]。政府机构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引导和支持数据开放共享的政策，以及

数据管理平台的主导建设。同时，通过加大科研究 R & D 投入，提供科学供给和资金支持。社会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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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政府及公共机构在依法开展活动中收集的各类数据及其衍生数据，如自然资源数据、经济社会数据等。

企业是最直接面对市场需求，负责生产和开发产品及技术需求，重点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应用。企业

数据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产生或合法获取的各类数据及其衍生数据。高等院校主要从事基础

研究和科学研究，与科研机构一起为科学数据资源开放提供技术积累、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科研设备

等。科研数据是指能够识别从事科研活动的机构或人员在科研活动中产生的数据。在政产学研各主体间

相互协作和配合下，我国科学数据资源开放共享通过建设科学数据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包括上下联动、

机构联通、学科交叉等，有效促进了科学数据资源的统筹互动与共享发展。 
依托政产学研建立科学数据战略联盟(见图 3)，集成共享各主体间的优势科学数据资源，与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企业及社会组织团体等建立协同服务，以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为基础，共同开展机构间科学数

据的分析挖掘方法、科学数据的升值与应用、科学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等方面研究，实现新旧动

能转化。对策建议：创新科学数据管理体制，破除机制约束，打破科学数据在地区、机构、领域的分散，

整合多源、异地、异构的科学数据资源；加强科学数据合理流动协同和协调机制，增强共享意愿。建设

我国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平台融合服务，形成与机构、项目、成果、论文、知识产权等相关的数据关联，

促进科技中介服务；有利于完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数据安全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监督与考核制度以

及激励机制；构建我国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应用生态系统，促进大数据科学发展，为数据时代我国科技创

新发展提供支撑[33]。建立政产学研科学数据合作和跨区域合作，国家科学数据中心与省内外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开展数据合作，形成我国科学数据中心合力，在战略规划、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形成优势互补；

项目驱动合作，通过承担国家资源资助的科研项目，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和数据储备建设[34]；重点领域合

作，通过与地方的优势产业、重点机构进行合作，建立相关领域、特色的科学数据资源存储；宣传培训

合作，通过不定期的联合举办专题讨论会、研讨会、培训会等开展交流合作。综上所述，我国通过不断

加强政产学研在更广泛范围内的大量合作与协同创新，积极推动了科学数据资源的互动与开放共享。 
 

 
Figure 3. Realization path of open and shared scientific data in politics,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图 3. 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政产学研实现路径 

5.2. 开展我国科学数据平台融合服务 

在开放科学理论指导下，产生了涵盖开放的政策、资源、数据、开源软件、开放实验室等元素的科

研全生命周期。因此，在建立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融合服务平台时，所有与科学数据相关的元素都应该

是互联互通的(见图 4)，如依托机构、拥有者、科研项目、学术论文、科技成果、标准、知识产权等元素，

利于科学数据的系统化与关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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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cientific data interconnection 
图 4. 科学数据互联互通 
 

科学数据资源是一种专业性较强的稀缺资源，从产生到利用易出现信息不对称性和独立性，这将严

重影响科学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国内外实践证明，构建科学数据管理平台是实现科学数据资源的高效

利用。我国在科学数据开放平台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致力于推动科技资

源优化配置，承担科学数据、生物种质、实验材料等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实现开放共

享。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启动数字化改革，围绕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建设，引领全省科技创新数

字化改革持续迭代升级，建立“浙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应用平台”、升级“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 3.0
服务平台”和“职务成果转化在线”，以数字思维、数字技术实现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流程再造和制度重

塑。江苏省以推进资源开放共享与服务平台基地建设为抓手，建立“江苏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平台”，

围绕创新要素共享体系建设“一条主线”，推进线上服务云平台、线下服务共同体全域全链融通。因此，

国家和地方省市开展了不同层次的科学数据、公共数据、科技资源的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统科

学数据资源优势已转化为创新优势、产业技术优势和经济优势。 
开展我国科学数据平台融合建设(见图 5)，1) 在服务范围上，科学数据平台应具备数据共享、仪器设

备、产业监测、科技金融、创新主体、公共研发和交流合作等服务，同时集成相关平台；2) 在数据导航上， 
 

 
Figure 5. China’s scientific data platform integration service 
图 5. 我国科学数据平台融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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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按学科分类、领域分类、地区分布、机构分布、数据类型等导航功能；3) 在用户群体上，平台应面向

政府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企业等创新主体。对策建议：为用户提供基本的科技文献服务、科学

数据、仪器设备配套服务、国际交流合作等应用场景，进一步推动科学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利用市场要

素和产业需求，不断加强平台建设，通过开放共享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开发、挖掘和配置资源，为科技型

企业、孵化器、新型研发机构提供科研服务；促进创新主体的科技成果转化，总体在盘活众多数据资源、

优化整体创新环境；形成我国科学数据平台的协同合作、融合发展和互补互联；在完善平台构建的同时，

应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撑、项目资助、资金扶持、税收优惠补贴、激励措施。 

6. 推进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对策建议 

6.1. 立足社会发展需求完善地方的科学数据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 

为了制定或遵循适合科学数据管理的政策和标准。1) 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按照《科学数据管理办法》等要求，依托国家级科学数据中心，建立辐射范围广的地市级科学

数据中心。坚持立足科技创新，充分发挥科学数据在科研和产业发展中的技术引领和支撑作用，协调各

行业共同发展。以科学数据中心为载体和纽带，从科学数据的角度全面融入数字经济建设，使我国科学

数据能够服务大局、参与全局决策。同时，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面对新的任务和要求，进一步建设

我国的科学数据战略资源储备。2) 建立健全组织保障体系，根据科学数据资源多源异构的复杂特点，制

定完善的科学数据标准体系[35]，包括数据采集与加工、元数据、数据管理、数据质量、数据服务等相关

的标准和规范，内容需要覆盖科学数据资源全生命周期的关键业务节点，并根据需要制定相应的指导规

范。3) 建立我国数据平台的对接合作机制，确保接口顺畅和数据格式互通。同时，各地科学数据中心之

间要建立交流机制，不断学习先进技术和典型服务案例。4) 优化科学数据的生态环境，切实发挥科学数

据的作用，体现科学数据的价值，把科学数据“搞活”，让科学数据更好的“说话”，使科学数据能够

“繁衍”。5) 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推进科研项目科学数据汇交管理，按照《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定期开展

科学数据组织、管理、呈交、共享等方面的奖惩工作，将科学数据呈交情况纳入科研项目考核评价，将

科学数据汇交情况纳入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结项环节。6) 鼓励发表科学数据相关学术论文，根据国际形势

发展的要求，对于拟在国外期刊发表的论文中的科学数据进行认证，使其效力等同于将数据发给国外期

刊认证。 

6.2. 形成我国的纵向流通横向合作的科学数据资源储备 

为了有效建立科学数据的资源体系。1) 在科学数据采集方面，构建数据生命周期的全流程数据链，

推进数据采集、标注、存储、传输、管理、审核等全流程管理，打破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数

据壁垒，实现数据传输、控制、管理、应用等多源数据一体化集成和汇聚。构建不同机构间的数据采集

和共享机制，推动不同领域数据标注关联与和管理应用的实施。推动不同设备的数据采集和互通互操作，

推广各级统一的数据交换架构，制定关键设备数据接口标准。2) 整合省级科学数据资源向国家科学数据

中心的汇聚，针对成长期已形成的省级科学数据资源的收集和保存，在科学数据资源采集的前期，应统

筹规划和设计与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平台的数据接口服务，建立一体的数据标准规范，从而为后期省级科

学数据资源深度融入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平台提供技术和理论框架支撑。3) 逐步建立地市级科学数据资源

向省级科学数据中心的集成，加强省级科学数据中心的汇聚整合能力，服务于地方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

发展。促进科学数据汇交制度的实施，坚持“开放为常态、不开放为例外”的理念，充分分析、挖掘、

共享科学数据，打好“科学数据”产品。对存储的科学数据，建立数据的公开权限、开放条件、开放对

象和审核流程。建立数据应急机制和管理系统，进行有效的科学数据进行备份或异地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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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构建我国的科学数据服务与流通机制 

国家科学数据管理机构与科学数据平台、地方科学数据管理机构与科学数据平台形成互联互通，建

立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科学数据管理协同和融合发展，形成行业和领域的分工协作管理模式，避

免重复建设，加强我国科学数据中心之间的优势互补。加强国家科学数据中心的国际化建设，推动其全

球影响力和服务能力，带动国际间的科学数据合作交流，进而全面提升国家的科学数据治理能力。大力

推进地方科学数据的基础建设，推动地方科学数据的建设和发展，带动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

展，从而加快地方的数据治理水平。建立科学数据相关主体的相关权利和责任，构建科学数据权利的基

本框架，明确数据权利类型、权利主体、控制边界和使用权限，建立科学数据统一登记制度，对原始数

据、脱敏化数据、模型化数据和标准化数据等权属界定和流转进行动态管理，分层分类分级推进科学数

据的价值和流通，以科学数据的应用需求为导向，完善科学的数据流通环境，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坚持

多元协同共治原则，充分发挥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数据资源优势，营造可持续发展环境。 

6.4. 开展科学数据的情报分析和智慧应用服务 

为了进一步探索和提高科学数据的情报分析和智慧应用服务。1) 深化数据驱动的全流程实践应用，

提高数据情报分析的智能化，实现不同领域、行业科学数据的全流程和综合应用，提升科学数据的应用

水平。2) 扩充科学数据应用模式，建立重点行业、领域等特色数据库，建立重点行业数据应用标杆，分

行业或领域建立科学数据应用路径、模式方法和发展重点。3) 建立科学数据指导规范和应用指南，编制

特定的科学数据应用指南，为科学数据应用提供指导方向，建立科学数据资源目录，指导法人单位对自

身科学数据进行分级分类。4) 采用先进技术搭建科学数据应用平台，应用适当的技术开发科学数据平台。

该平台负责承担全省科学数据的汇交、审核、宣传、培训、咨询与技术支持的保障服务，通过线上下载、

离线共享、定制服务等方式向社会开放共享。 

6.5. 建立科学数据安全和风险防范机制 

为了确保科学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保护，应建立一个具有知识产权机制的科学数据安全体系。1) 数据

安全监管体系，首要任务是形成数据安全主体的责任，数据的具体防护要求，建立全流程的数据安全监

督与管理体系。2) 数据保障能力，加强数据动态感知、统计评估、监测与预算等支撑和保障能力。3) 数
据安全技术，采用数据监测、防护、加密、脱每等安全技术来加强安全保护要求，构建数据安全备案机

制来提高数据安全事件的处理能力。4) 数据流通机制，建立数据流动风险防控机制，加强数据流动监测

和业务协同监管。5) 数据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巩固重点领域数据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增加关于保护专

利、数字版权、商业秘密、隐私数据等知识产权保护指导政策。 

6.6. 培养科学数据人才和合作交流活动 

为了我国科学数据的发展，培养具有数据素质的科学数据中心管理人才和研究团队，1) 在数据管

理方面，加快发展壮大从事科学数据的专业人才和人才团队，探索数据人才的激励与保障措施，通过

职位、奖励、绩效考核等方式提高专业人才的收益，从而提升科学数据服务人才的专业水平。2) 在数

据应用方面，要培养或引进高层次科学数据分析挖掘人才，高层次科学数据专业人才将提升科学数据

分析与挖掘能力，支撑科学数据资源的管理和应用。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和企业合法合规地开发科学数

据资源，向社会提供增值服务。3) 科学数据纳入人才激励机制，结合“破五唯”工作的全面开展，将

科学数据呈交情况纳入人才评价工作，将评奖、职称晋级、科技进步奖评选等有机结合，从而打开科

技人才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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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开展国内外科学数据的交流与合作，在构建科学数据中心时，要充分考虑和借鉴国际科学数据

中心的战略规划和导向作用，积极探索多种方式的科学数据联合共建与共享模式，开拓全新的各层级的

科学数据中心的合作交流模式，科学数据中心的建设必须紧跟国际科学数据发展趋势，充分借鉴国际科

学数据建设与发展的成熟经验。1) 开展科学数据机构“1+N”共建，保持与国内外重点机构、数据组织

的紧密的合作交流，依托科学数据资源，开展科学数据的分析挖掘方法、科学数据增值应用、科学数据

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等方面的研究。2) 建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国内外科学数据项目合作，开展科学

数据中的学术研究和科学关键技术攻关，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下科学数据实用模式，与科学数据的提交者、

制造者共同开发科学数据，形成数据产品，部分科学数据已经广泛支持了行业和企业发展，或者基础性

与实用性较强的科学数据的研究成果。科学数据的转移转化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组成部分。3) 全
面实施科学数据宣传与培训工作，不断向全社会宣传科学数据工作的重要性，营造适合科学数据工作的

良好环境，在科研工作者中树立科学数据意识，使我国科学数据相关机构和人员对科学数据工作有更深

入地了解，掌握一定的科学数据收集和报送能力，不断提高科学数据生产能力和质量。 
综上所述，为了提升科学数据高质量发展，在重点行业或领域科学数据、重大科研攻关数据等方面

形成权威的品牌科学数据资源体系；建立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科学数据分析工具和算法平

台，从而提高科学数据的再分析、再利用、再开发和再挖掘能力；把握国家战略规划、地方社会发展需

求和科技前沿，提升科学数据资源的精准推荐和定制化服务水平，形成线上、线下和离线等多种形式并

存的数据共享服务体系；加强科学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形成数据安全保障体系；注重科学数据管理和技

术人才的培养，提高科学数据人才的专业化水平；整体优化科学数据资源布局，深化多方国内外合作与

交流，全面提升我国科学数据的国际影响力。 

7. 结语 

加快促进国家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对于加快国家基础条件整合、促进政产学研用、数据融合一体化

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探索国内外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应用情况，挖掘未来的科学数据

资源的开放共享发展趋势，提出我国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可行性分析，进而释放我国科学数据资源。同

时，我国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具有扎实的研究基础，无论是政策法规、理论研究、基础设施和先进技术，

还是人才支撑和应用实践。其次，分析了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中人的相关因素，从数据拥有者、利用者、受

用者和保障者的角度阐述了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地位、责任和作用，使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得到充分释放和

发挥。再次，分析了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中机构的相关因素，从政府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的数

据及其数据诉求出发，探索了机构间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实现路径，一是加强政产学研用的综合协调和

融合发展，增加了机构间的共享意愿，实现了科学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享耦合；二是开展我国科学数

据平台的互联互通，建立多用户、多功能、多服务的科学数据平台，有助于消除数据资源的信息孤岛和不

对称，形成数据要素的自由流通、绩效与激励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一套完备的运行机制。最终，充

分利用创新主体的市场需求极大，极大盘活科学数据资源的存量，实现科学数据资源的应用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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