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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成立于2015年，但最早在大约175年之前，集团
旗下的施普林格（Springer）、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和《自然》
（Nature）就已出版专著和长篇研究了。不断变化的图书出版环境为科研人员、资助机构、出
版机构，以及广大读者和教育者群体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作为出版机构，我们一贯支持新的学术研究模式，2006年推出电子书，又在2011年推出
第一本开放获取（open access，OA）图书。开放获取作为科研界面临的最大机遇之一，让读
者能立刻、免费获取科研成果。这一模式在期刊出版领域已经成熟，但在学术图书领域仍处
于发展阶段。

　　作为开放科研的先锋，施普林格•自然已通过旗下的SpringerOpen和Palgrave 
Macmillan出版了超过400本开放获取图书及章节。这一出版广度让我们有机会去分析开放
获取对我们图书带来的真正影响，这既有着眼于图书相关数据的定量分析，也有着眼于作者
和资助机构观点的定性分析。虽然此前已有报告阐述开放获取出版可能对图书带来的益处，
但我们的研究首次对学术图书开放获取的使用数据进行了重要的比较分析，展示了图书如何
从开放获取出版中获益。此外，也指明了评估开放获取对学术图书的影响所面临的挑战，并
指出整个学术交流界在支持作者及资助机构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热忱期望大家在这
一重要领域展开进一步的探讨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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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人们通常认为，开放获取（OA）能够增加使用量、被引用量和参考文献量1，2。本报告尤
其证实了这样的观点，其方法是对比施普林格•自然采用了“金色”开放获取模式出版的图书
与同类非开放获取图书的表现。本报告包括了内部图书数据（章节下载量、被引用量和在线
提及次数）的定量分析，以及对作者和资助机构进行的外部访谈结果，以便对比开放获取图
书的真实表现与人们感知中的表现。

　　报告第一部分展现了定量分析的结果。开放获取图书和非开放获取图书的平均表现，根
据每本图书在使用期限内前4年的使用量、被引用量和在线提及次数（见附录1）进行了比
较。我们发现，施普林格•自然的开放获取图书在以下三个评估指标上的表现均优于其出版
的非开放获取图书：

• �下载量：�平均而言，每本开放获取图书在出版后1年内获得近3万章的下载量，比非开
放获取图书高7倍。

• 被引用量：�出版后4年内，开放获取图书的平均被引用量比非开放获取图书高50%。

• 在线提及次数：�出版后3年内，开放获取图书获得在线提及的平均次数比非开放获取
图书多10倍以上。

　　我们的发现代表了人们对图书开放获取效应的早期观点。我们建议通过更长期的研究开
展进一步的分析，以监测开放获取的持续影响。本报告的范围可加以扩展，纳入OAPEN等其
他储存平台的下载统计数据、按学科分类统计被引用量和在线提及次数的Palgrave 
Connect（帕尔格雷夫以前的电子书平台）的历史数据，以及混合型图书开放获取章节的相关
数据。 

　　第二部分则展示了来自作者和资助机构的反馈，他们在访谈中被问及在施普林格•自然出
版开放获取图书的经验和感受。访谈聚焦于开放获取对图书的影响，与作者和资助机构最相
关的OA图书计量指标，以及他们对开放获取图书出版的期望、经验及出版动机。

　　访谈表明，提高研究成果的可见度，扩大传播范围，是出版和资助开放获取图书的最主
要动机。受访对象认为，开放获取不仅是一种出版模式，也是一种实现平等获取知识并确保
所有人均可获取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成果的方法。

　　作者和资助机构均表示对开放获取出版的意义以及如何计量其影响力缺乏足够的了
解。我们强烈建议开展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以了解如何收集、报告、评估和共享开放获取图
书的计量指标。此外，还应探讨如何进一步帮助作者和资助机构理解开放获取图书的影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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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开放获取在学术期刊市场已取得长足进展，但在图书出版领域，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
领域，仍处于相对早期阶段3,4。研究界普遍认为，开放获取能有力推进知识发展和创新，为
此2016年5月欧盟部长理事会设定了到2020年实现所有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论文立即开放
获取的目标1,2。然而，开放获取图书的出版仍在加快发展，试验阶段前景乐观，新的业务模
式正在不断探索中，一些新的开放获取举措也正在尝试中启动6。

　　作者们预期，基于有关开放获取期刊的研究，开放获取出版模式会对图书的使用及引用
产生积极影响5。越来越多的文献证实，开放获取出版总体上增加了文章的引用量和在线可
见度，其中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开放获取期刊至少具备10% ~ 20%的引用优势7,8。Geoffrey 
Crossick领导下的HEFCEF“专著和开放获取项目”（Monographs and Open Access 
Project）指出了开放获取对专著出版和使用的优势，并提及由于图书向数字化过渡的速度慢
于期刊，导致了随后采用开放获取出版的延迟 9 。

　　不过，本报告的许多受访作者和科研人员表示，他们对开放获取的益处知之甚少，或者
对其直接和积极的影响力持怀疑态度。迄今，只有少量研究评估了开放获取图书的文献计量
学数据和使用情况，例如英国知识解锁项目与科廷大学文化与科技中心（KU Research / 
Center for Culture and Technology at Curtin University）预印的10关于短篇专著数据的研
究，英国知识解锁项目（Knowledge Unlatched）基于下载量与位置发布的使用统计报告11，
以及JSTOR / KU即将发布的关于开放获取图书使用的研究12。然而截至目前，直接比较开放
获取图书与非开放获取图书影响力的信息几乎找不到。

　　这些领域缺乏研究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追踪开放获取图书的使用情况具有挑战性，另一个
原因可能是缺乏针对图书的标准化计量指标。目前可用的文献计量学工具包括Altmetric发
布的Badges for Books和施普林格•自然的Bookmetrix，二者均可提供图书使用情况的定量
数据，还有就是可追踪引用情况的Google Scholar其可。开放获取图书的未来取决于是否能
计量并展示影响力——以便作者能追踪其研究成果的使用情况和传播范围，并让资助开放
获取图书出版的资助机构和所在单位获得为之提供资助的理由。加强对计量指标的关注，以
了解开放获取的益处，这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利。计量指标除了让作者了解有关读者群的
宝贵信息并扩大合作的可能性之外，还有助于出版机构留住和吸引作者，管理图书目录，并寻
找营销机会13。

How can 
impact be 
mea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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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定量分析的结果

摘要
　　本章节关注的是图书开放获取出版相比非开放获取出版的意义，主要考虑三个关键指
标：图书下载量、被引用量和在线提及次数。

　　为了解SpringerLink平台上的图书章节下载量，我们将相同学科领域在同一月份出版的
OA图书与非OA图书进行了比较；至于Bookmetrix追踪的被引用量和提及次数，我们将同年
出版的OA图书与非OA图书进行了比较。Bookmetrix是与Altmetric一起开发的平台，旨在帮
助作者总体了解其书籍的传播范围、使用及读者群等情况。

　　相关结果按照时间、累计平均数、不同学科和排名等分类呈现。关于定义、局限性和方法
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1和2。

　　表A和B显示了每个分析时段所包含的图书数量。最长时段（出版后4年）的图书数据组
所包含的图书要少于出版一个月的图书数据组，因为与4年前相比，目前出版了更多的开放获
取图书。

　　在下载量分析中，共计入216本开放获取图书和17,124本非开放获取图书（见表A）。

 表 A: 纳入下载量分析的图书数量

出版后的时间： 第1个月  前6个月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总计

OA 图书  216  196  138  67  26  9  216 

非OA 图书  17,124  15,537  12,592  9,110  5,740  2,307  17,124 

 表 B: 纳入被引量和在线提及次数分析的图书数量

出版后的时间：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总计

OA 图书 182 78 37 13 182

非OA 图书 14,356 9,699 6,511 3,184 14,356

　　被引量和提及次数分析共计入182本开放获取图书和14,356本非开放获取图书（见表B）。

　　下载量图表列出了第1个月、前6个月、第1年、第2年等时间段的细分数据。第1个月的数
据包含在前6个月的数据中，在累计平均数中未重复计算。同样，前6个月的数据也包含在第1
年的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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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量 
　　开放获取和非开放获取图书均可通过施普林格•自然的SpringerLink平台下载。施普林格•
自然出版的开放获取图书也可通过其他平台、机构知识库及网站获取，但本报告仅关注
SpringerLink的下载情况。报告时段为2012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14日。SpringerLink数据
库提供COUNTER-compliant统计报告；下载量按照章节而非整本书籍进行记录。

本报告中涉及的所有图书的下载情况

开放获取图书的平均使用量显著高于非开放获取图书，在出版后第1年便高出6 .5倍。

• 出版后4年内，开放获取图书每年的下载量都高于非开放获取图书。

• 出版后最初6个月内，开放获取图书的下载量达到峰值，为非开放获取图书的15.5倍，在
随后4年的报告期内逐渐降低。

• 非开放获取图书四年中的下载量比开放获取图书更为平稳。

开放获取和非开放获取图书的年下载量峰值均出现在第1年。然而：

• 开放获取图书在出版后第1年，平均有近30,000章节的下载量，其中半数以上是在前6
个月实现的。

• 非开放获取图书在出版后第1年，平均有近4,500章节的下载量，同样，其中约有半数是
在前6个月实现的。

图1：章节下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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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gerLink下载量前10的图书有7本为开放获取，3本为非开放获取（有关书名、学科
领域和下载量，参见附录3）。

表 C：章节下载量的观察结果

第1个月 第1个月，开放获取图书的章节下载量比非开放获取图书多1,449%
，其下载量分别为3,683次和238次，前者约为后者的15.5倍。

前6个月 前6个月，开放获取图书的章节下载量比非开放获取图书多746%，
其下载量分别为17,799次和2,103次，前者约为后者的8.5倍。

第1年 第1年，开放获取图书的章节下载量比非开放获取图书多554%，其
下载量分别为29,376次和4,493次，前者约为后者的6.5倍。

第2年 第2年，开放获取图书的章节下载量比非开放获取图书多434%，其
下载量分别为21,332次和3,995次，前者约为后者的5倍。

第3年 第3年，开放获取图书的章节下载量比非开放获取图书多439%，其
下载量分别为18,368次和3,409次，前者约为后者的5倍。

第4年 第4年，开放获取图书的章节下载量比非开放获取图书多229%，其
下载量分别为10,507次和3,197次，前者约为后者的3倍。

不同学科领域的下载量是否存在差异？
　　各学科领域开放获取图书的下载量均高于非开放获取图书，但差异程度有所不同。工
程、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类开放获取图书的平均每本下载量显著高于其他任何学科。人文、社
会科学、商业与经济类开放获取图书的下载量仍显著高于同类非开放获取图书，但这种效应
稍逊于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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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文、社会科学与法律领域，开放
获取图书的平均下载量为非开放获取图
书的6.7倍，出版后第1年，开放获取图书
的平均章节下载量为17,145次，非开放
获取图书为2,536次。人文、社会科学与
法律领域开放获取图书的下载量低于全
部学科开放获取图书的平均下载量。该
领域的非开放获取图书也是同样情况。

　　在商业、经济与金融领域，开放获取
图书的平均下载量为非开放获取图书的
6.7倍，出版后第1年，开放获取图书的平
均章节下载量为23,236次，非开放获取
图书为3,492次。商业、经济与金融领域
开放获取图书的下载量低于全部学科开
放获取图书的平均下载量。该领域的非
开放获取图书也是同样情况。

人文、社会科学与法律

商业、经济与金融

图2：按学科领域划分的下载量
人文、社会科学与法律（HSSL）

图3：按学科领域划分的下载量
商业、经济与金融（BEF）-仅3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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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按学科领域划分的下载量
医学、生物医学、生命科学与自然科学（MBLS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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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程、数学与计算机科学领域，开
放获取图书的平均下载量为非开放获取
图书的8倍，出版后第1年，开放获取图书
的平均章节下载量为34,663次，非开放
获取图书为4,139次。工程、数学与计算
机科学领域开放获取图书的下载量高于
全部学科开放获取图书的平均下载量。
该领域非开放获取图书的下载情况与全
部学科非开放获取图书的平均下载量一
致。

　　在医学、生物医学、生命科学与自然
科学领域，开放获取图书的平均下载量
为非开放获取图书的7倍。出版后第1年，
开放获取图书的平均章节下载量为
41,076次，非开放获取图书为5,820次。
医学、生物医学、生命科学与自然科学领
域开放获取图书的下载量略高于全部学
科开放获取图书的平均下载量。该领域
非开放获取图书的下载量也略高于全部
学科非开放获取图书的平均下载量。 .

工程、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医学、生物医学、生命科学与自然科学

图4: 按学科领域划分的下载量
工程、数学与计算机科学（EM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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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量与提及次数
　　本节聚焦于Bookmetrix所追踪的被引量和提及次数，这是Springer Nature开发的一种
工具，可使作者全面了解其书籍的传播范围、使用和读者群等情况。Bookmetrix追踪图书及
文章的引用情况，以及各种不同在线资源中的在线提及次数（参见附录1和表E）。

被引量

　　在4年期间，开放获取图书的平均引用量比非开放获取图书高50%：开放获取图书平均被
引用12次，非开放获取图书平均被引用8次。

　　出版后的每一年，开放获取图书的平均被引量均高于非开放获取图书。

• 无论开放获取图书还是非开放获取图书，从出版后第1年至第 2年，被引量均显著提升。

• 出版后第4年，开放获取图书及非开放获取图书的被引量均达到峰值。由于缺乏更长时
间的数据，目前尚无法确定这是否为总体峰值。

• 开放获取图书的被引量在第1 年至第 2年间显著增长，第2年至第 3年间则保持稳定。

• 非开放获取图书的被引量逐年稳步增长。

图6: 平均被引量
全部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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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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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下载量及被引量 
全部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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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3年，开放获取图书平均在线被
提及30次，比非开放获取图书多10倍。

　　下载量与被引量之间未发现相关
性。然而，我们观察到一个普遍趋势：即
图书在出版后第1年下载量最高，但正如
人们所预料的，引用会有延迟，因为应用
量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图书出版时间
越久，获得的被引量就越高。OA图书的
下载量在出版后第1年较高，到第4年才
出现较高的被引量。因为鉴于4年间被引
量的变化趋势，可能到第4年才有更多的
读者去使用图书。读者往往是首先下载
图书，然后再花时间去阅读、消化和进一
步研究，之后才会引用。

在线提及次数

下载量与被引量的关联

图7: 平均在线提及次数
全部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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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定性分析的结果

摘要
　　我们在2017年年中对施普林格•自然开放获取图书的作者和资助机构进行了访谈 （参阅
附录4,5,6），目的在于：

• 了解其对开放获取出版的期望与出版动机

• 调查开放获取图书的哪些计量指标与作者及资助机构最相关

• 通过作者及资助机构的经历，进一步了解开放获取对图书的影响

• 了解选择或不选择开放获取，所体验到的图书影响力是否会不同？有何不同？

主要发现
　　提高研究成果的可见度，促进其广泛传播是出版和资助开放获取图书的最主要的动机。
不出所料，作者和资助机构也都提到了道德因素，强调说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应让所有人都
可获得，并呼吁平等获取知识。

　　施普林格•自然的作者选择出版开放获取图书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图书能够尽可能传播
给更多的读者，并且比非开放获取图书更多地被分享和引用。他们看重OA所带来的通过直接
链接来共享图书的便利性，尤其是在读者可能无法负担传统印刷版图书的地区。

　　施普林格•自然开放获取图书的资助机构之所以选择资助这种出版模式有两个明确的动
机。大型资助机构更多是出于道德动机，他们支持公众获取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并以确保
研究成果尽可能广泛地传播为目标。一些规模更大的资助机构认为图书应该与期刊拥有同样
的地位，在为开放获取文章提供资金支持后，也为开放获取图书引入了专项资金。一些规模
较小的组织本身并不是资助机构，但出于同样的公共利益动机，也通过分配部分预算来支持
开放获取出版物。此外，他们也希望能满足其作者的期望，扩大读者群。

　　两组受访对象显然对于出版开放获取图书的益处都缺乏了解。他们都没有获得足够信
息，以认识通过开放获取模式出版图书的意义。受访作者承认图书的高下载量可能是一项获
益，但对于将此完全归因于开放获取持怀疑态度，他们指出其他一些因素，例如作者声誉、图
书主题，或额外的营销活动等，都会对开放获取图书的总体使用情况及影响力起到一定作
用。两组受访对象均表示不知道因其出版或资助了开放获取图书而直接带来任何新的合作
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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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开放获取出版的原因
受访作者和资助机构提到其选择开放获取出版的最主要原因是：

• 易于获取研究

• 更广泛的传播

• 道德动机

其他原因包括：

• 主题因素：就开放科学本身或低收入国家的国际发展出版过图书的作者认为，这些主题应
选择开放获取出版模式。

• 以更低廉的价格购买印刷版开放获取图书的可能性。

• 作者和资助机构期望通过开放获取出版获得更高的被引量和下载量。

• 认为开放获取意味着出版时间更短。

 "……如果是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我就是这种情况），我的动机会是政治性的，我
认为公众有权利不受任何阻碍地获取这些研究结果，无需二次支付费用……" 
匿名，哲学教授，德国

 "……开放获取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与开放科学一起，有助于研究成果的复制、验
证、证伪，并再应用于学术与实际应用。 因此，从政治和经济层面上日益过渡到开放
获取和开放科学，这是研究资助机构的内在职责。" 
Falk Reckling，博士，战略发展部主管�—�政策、评估和分析，奥地利科学基金会

 "……其意义并非是可见度或任何和地位有关的因素；真正的意义在于将内容带给
有需要的读者……" 
匿名，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美国

 "……我们信任开放获取出版，它能够便捷地让我们撰写的图书实现免费共享。挪
威有政治上的动力来推动开放获取走向开放研究——尽管不清楚这将如何实现，但
开放获取出版是帮助实现这一政治议程的途径之一……" 
Aslak Tveito教授，CEO，Simula研究实验室

"我的工作是研究有关不平等的问题，因
此对我来说，用非开放获取方式出版关
于国际发展影响力的书是非常不道德
的，这会让乌干达读者无法看到这本
书。 我认为这是关乎出版道德的绝对
重要的组成部分。"
Helen Louise Ackers，全球社会正义
研究首席专家，萨尔福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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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开放获取的影响力
传播和下载
　　受访作者和资助机构均表示，他们对图书出版的开放获取效应缺乏足够了解。大多数人
并未调查过开放获取的实际影响力，或者不确定如何才能恰当地加以计量。尽管受访作者声
称，与非开放获取图书相比，他们看到了传播范围更广、下载量更高等方面的主要差异，但他
们仍不太愿意将这一成果单纯归于开放获取。他们提到诸多其他因素也可增加读者数量，如
图书极具吸引力的主题、作者名气，或者他们为宣传图书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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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受访作者表示，他们尚未体验到以开放获取形式出版图书有任何特殊效果，有些甚
至全然怀疑开放获取的价值。

  "……作者的名气发挥了作用。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很难将图
书的受欢迎程度单纯归于开放获取。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才成就了它……" 
匿名，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美国

 "……与其他传统模式的图书相比，（开放获取图书的）读者群要大得多。图书主题
本身即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也是原因之一，有很多人对此感兴趣，并且得来容易，于是
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项目的成功。我并不认为存在许多有大量读者的文集。我想应该
是图书主题以及我们选择的作者帮助它获得了大批读者……" 
Sascha Friesike，助理教授，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HIIG柏林

 "……如果人们对我的研究感兴趣，无论是否开放获取，他们都会阅读；通常他们
在一间不错的大学图书馆就能读到这些书……" 
匿名，哲学教授，德国

 "……我不知道开放获取能够带来什么，因为我在协议里未必能看到有广告或推广
的安排。里面没有推广活动。对我而言，这就像付费出版一样……没有大的广告推广
活动，读者怎么能知道这本书呢？……" 
Elzbieta Gozdziak，研究教授，乔治城大学

"很难说有来自图书还是来自我们的某
样东西在开放科学中发挥着作用，因为
它们都糅合成一件事：我们先是思考过
主题，然后才有书的，因此很难说书的
直接影响是什么。"
Sascha Friesike, 助理教授，阿姆斯特
丹自由大学，HIIG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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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的未来
　　几乎全部受访作者和资助机构都强调，以开放获取形式出版图书对其而言是一次十分重
要的经历。这两组受访者都确信开放获取是出版的未来，并十分认可传播知识并使之免费获
取这一原则，尤其是在低收入地区。

　　大部分受访的资助机构表示，他们尚未调查过其资助的开放获取图书所直接带来的合作
或研究项目。奥地利科学基金会表示其与其他资助机构有紧密的合作，并会与他们积极探讨
开放获取政策。

图书计量指标：未知的领域？
　　大部分受访的施普林格•自然的作者表示，他们没有研究过任何图书计量指标，或认为缺
乏足够的数据来准确地追踪所著图书的真实影响力。他们都乐于借助施普林格•自然的
Bookmetrix工具了解更多信息，并表示有兴趣了解有关OA图书度量指标及印刷版图书销售
情况的定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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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及研究项目
　　另一种评估图书开放获取效应的方法是研究这些出版物所带来的合作。不过，在本报告
中受访的作者和资助机构还没有体验过因为出版开放获取图书而直接为其带来新的合作或
机会，例如研究项目。很少会有别国科学家选择开放获取书籍翻译的情况发生。

 "……就其本身而论，不一定是开放获取的结果，但肯定是图书出版的结果——我
们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作者合作（图书馆、出版、学术、图书销售），并与其中很多
人保持持续的联系，其中一些人正与我们开展更多的项目合作……" 
匿名，医学教授，德国

 "……我们没有对数据做任何分析以对比了解情况。不过，在图书上传网络后的第
二季度，施普林格告诉我们该书被大量下载，确定说是该季度教育类图书的最高下载
量。亚洲开发银行没有追踪比较开放获取出版物与传统出版物的下载量。 这是第一
本开放获取图书，目前亚洲开发银行已全面采用开放获取出版模式……" 
Shanti Jagannathan, 亚洲开发银行

"我越来越相信这（开放获取）将是未来
的出版方式。我们会看到图书像期刊那
样发展。"
Professor Thomas Elmqvist, 教授，
斯德哥尔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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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也有受访者担忧开放获取模式会将职业生涯初期的科研人员置于无法获得资金的
不利地位。

　　受访的资助机构几乎一致认为开放获取是出版业的未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同意并希望
过渡到一个新体系，即所有学术类图书（包括专著、汇编等）都通过开放获取模式出版。但需
要注意的是，这些资助机构是开放获取图书的主要资助者，他们的观点可能不具有代表性。

　　资助机构意识到开放获取带来知识可见度的提升及公平传播，但同时也注意到这种模式
所带来的挑战。他们对高昂的出版成本表示担忧，并希望有更多的可替代模式能开发出来，
让开放获取图书出版得到更广泛的采用。

开放获取（OA）效应：开放获取如何影响学术图书的使用？ springernature.com 17

 "如果ECRs（职业生涯初期的科研人员）不能发表文章，那他们就得不到工作。这
是底线。如果发表文章要依靠大量经费的获取，那就非常有问题。我的确赞同让非学
术背景的公众也能读到这些研究论文的想法。但我们讨论的是关于知识传播方式的
巨变，不是吗？这真的是非同小可的。我认为，在资金不足的国家传播重要的政策信
息十分重要。这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传播我心目中的前沿研究成果，并且让乌干
达的同事们无需付费就能免费阅读，其重要性我难以言表。如果阅读要收费，那可能
就没有人会读了。这对我而言是一次很棒的经历……" 
Helen Louise Ackers, 全球社会正义研究首席专家，萨尔福德大学

 "质量和成本依然让人担心。我时常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所谓开放获取期刊的电
子邮件，但很难识别是否为掠夺性期刊，又是如何进行同行评议的。最近有位同事发
邮件给我，让我参加他们图书的众筹，这采用的是一种图书预售的模式。与当前的开
放获取模式比较，这种方式可能更民主，它有利于能够募集资金的作者，但还是一
样，众筹项目要想成功，你需要有所成就并有广泛的网络。 将资金在个体和国家研究
机构之间分摊，降低了每个人的开放获取成本。或许两种不同方式可以结合起来为开
放获取出版筹集资金……" 
Anna Triandafyllidou, 欧盟大学研究院， IMISCOE

 " ……我认为开放获取是科学出版的未来……" 
匿名，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美国

"我们信任开放获取出版，它能够便捷
地让我们撰写的图书实现免费共享。挪
威有政治上的动力来推动开放获取走向
开放研究——尽管不清楚这将如何实
现，但开放获取出版是帮助实现这一政
治议程的途径之一。" 
Aslak Tveito教授，CEO，Simula研究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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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选择以OA模式而不是传统的非OA模式出版图书，能够对图书的
表现产生积极影响，这体现在下载量高7倍以上，被引量增加50%以上，提及次数多10倍以
上。下载量统计数据因学科领域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施普林格•自然开放获取图书的平均表现
优于非开放获取图书。施普林格•自然的开放获取和非开放获取图书都获得同等程度的出版
服务，因此这种差异不能归因于营销和推广服务程度的差别。根据以往关于开放获取对期刊
出版影响的研究，如Simba Information的 Global Scientific & Technical Publishing 2017-
202114，以及JISC / UCL的In Support of Research15，这一结果符合预期。不过，在肯定开
放获取出版的益处尤其是对图书的益处的同时，本报告也为作者考虑今后是否出版开放获取
图书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论据。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报告作为一个观察性研究明确显示了OA图书平均要比非OA图
书能获得更高的下载量、被引用量和提及次数，但这并不证明开放获取与下载量、被引量和
在线提及次数的提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要清楚地评估影响到下载量、被引用量和提及次数的所有因素，还应考量其他的因素。
例如，选择以开放获取形式出版图书的作者可能存在自选择偏倚。研究机构及作者在声誉上
的差异性，以及获得图书处理费用（BPC）资助上的不平等性，都可能影响图书是否采用开放
获取方式出版，或者体现为下载量、被引量和在线提及次数的高低。

　　关于OA图书作者出版动机的定性评估（第二部分）对主要的差异进行了剖析，但样本数
量有限，结果仅是指向性的。

　　与施普林格•自然开放获取图书作者及资助机构进行的访谈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空白。作
者与资助机构都预期OA图书要比非OA图书有更高的可见度，并决定出版或资助出版OA图书
以获得更多的读者，但同时他们又感到缺乏足够的信息来了解其出版物的实际影响力，并且
也缺乏对之加以计量的工具。即便两组受访者都承认这些出版物具有高下载量，但他们仍不
确定能否将这一结果单纯地归于开放获取。

　　受访作者及资助机构选择开放获取的情况比较复杂，动机也各不相同。他们大体上看重
扩大传播范围并获得更多读者，他们也同样看重道德上的因素，即读者有权获得公共资金资
助的研究。作者们列举了一些尤其适合采用开放获取出版模式的学科领域，例如国际发展或
移民问题等。

　　报告特别指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地方。例如，为何不同学科领域存在模式上的差异？
不同学科内的使用情况，以及开放获取之外影响下载量、被引用量的因素都有待进一步研
究。出版商如何帮助作者理解开放获取对图书的影响也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计划将此
作为下一步的工作（参见结论与建议）。

如何监测下载量
　　本报告中的下载量数据仅针对SpringerLink官方平台上的数据集。然而，施普林格•自然
的OA图书还存储于在其他的合作平台或网站，例如 Internet Archive和机构知识库。鉴于开
放获取出版物无限制访问的属性及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的使用，这意味着我们能够追踪到的
只是实际发生的部分使用情况。文件被下载并通过电子邮件私下发送给同行，这就像读者把
印刷版出版物借给或赠予他人是一样的。 因此这些数据仅反映了部分情况。

　　退一步讲，不同出版机构和平台如何追踪图书开放获取对图书的影响力（整本下载量、
章节下载量及图书或页面浏览量之间的对比），不同衡量指标的有效性又如何，探讨这些更
宽泛的问题也将非常有趣。缺乏标准化的计量指标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统计数据反映不能
与其他数据集进行基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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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本报告的第一部分以使用量（章节下载量）、被引用量和在线提及次数为计量基准，对施
普林格•自然的OA图书与同类非OA图书进行了比较。

　　我们已证实，选择以OA模式而不是传统的非OA模式出版图书，会对图书的表现产生积
极的影响，这体现在下载量高7倍以上、被引用量增加50%、提及次数多10倍以上。下载量的
统计数据因学科领域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不管怎样，OA图书的表现总是优于非OA图书。

　　我们所能报告的最长数据时段是图书出版后的4年。开放获取对于图书出版而言是一个
相对较新的业务模式，并且现阶段尚缺乏足够的数据来完整概括一本OA图书的使用期限。由
于图书的使用期限要比科学论文长得多，而且鉴于引用量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累加，所以
现在无法知晓确切的趋势是什么——比如一本开放获取图书在整个使用期内，整体引用和
使用量的峰值出现在何时。一切只有在进一步研究分析后才能有定论9。

　　事实上，与其他学科的专著或出版后几年就达到使用峰值的期刊相比，人文与社会科学
类专著的使用期限往往更长，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在更长的时间里研究其使用情况。第二部分
则重点关注了来自作者和资助机构的意见反馈，他们在访谈中分享了在施普林格•自然公司
出版OA图书的经历和体验。

　　我们发现，提高可见度和扩大传播范围是出版和资助出版OA图书的最主要动机。选择开
放获取也有道德因素的考量，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读者不但有权阅读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还
应该有权平等获取知识。

　　受访作者还表示OA的一大好处是可以直接通过链接便捷地分享图书，从而扩大读者
群，尤其是在读者可能无法负担传统印刷版图书的地区。

　　作者和资助机构均认为，尽管有文献计量学工具可供使用，但他们对于OA出版的意义，
以及如何计量影响力还不够了解。出版机构显然有必要更好地传播图书出版中的OA效应。

　　我们鼓励其他机构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继续开展更长时期、更广泛的研究，评估各种
计量指标，了解作者与资助机构对OA的看法。

进一步研究方向：
• 继续使用与本报告相同的标准监测OA对图书的影响，以便更加长期深入地了解情况。具

体而言，针对人文与社会科学专著的研究表明，这些图书的使用峰值其实出现在出版后的
5 ~ 10年之间9。

• 评估开放获取与图书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

• 将研究范围扩至：
　　　•  储存施普林格•自然图书的其他平台的下载量统计数据（例如Palgrave Connect, 

Amazon Kindle, Google Books, OAPEN, PubMed’s NCBI Bookshelf, FWF eBook 
Library, Web of Science, Scopus, The Internet Archive）

　　　•  按学科领域分类的被引用量和提及次数（随着时间推移，更大规模的数据集将提供
更有力的结果）

　　　•OAPEN图书馆所收录图书使用情况的地理位置定位
　　　•  比较使用索引器与直接通过 SpringerLink下载的情况；追踪通过开放获取图书目录

（DOAB）和其他索引器连接至SpringerLink的读者百分比
　　　• 混合型图书的OA章节

• 研究出版机构如何在出版服务以外为作者提供支持，能够提供哪些服务以最大限度地发
挥OA图书的潜力；研究出版机构如何让作者了解其所发表的OA图书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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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施普林格•自然与开放
获取图书 
　　施普林格•自然通过旗下的Springer Open和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开放获取图书和章节。作为开放获取出版的先锋，施普林格•自然于2011年
率先尝试出版OA图书。其出版的OA图书涵盖领域广泛，涉及科学、技术、医学（STM）、人文
与社会科学（HSS）等。

　　在施普林格出版OA图书的知名作者包括199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Gerard 
t'Hooft，以及作为联合作者的万维网发明人及2016年ACM 图灵奖获得者Timothy 
Berners-Lee爵士。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是首个提供人文社科类开放获取出版选择的出版机构之一，也是
首个为OA图书提供知识共享署名（CC BY）的主要出版机构。曾出版过的知名OA图书包括：首
个由维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资助的OA专著《1850 ~ 2000年期间英国和美国的真菌
病》（Fungal Diseas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50-2000），以及《未来的学术著
作》（The Academic Book of the Future）、《数字化肯尼亚》（Digital Kenya）、《英国脱欧后
的欧盟公民身份》（ European Citizenship After Brexit）。

　　相比传统的封闭式出版模式，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的OA图书下载量提高了7倍，被引用量
增加了50%，在线提及次数也提高了10倍。 

接受不同形式
　　施普林格•自然接受完整的专著、丛书/合集、论文集、科学实验报告和更短的中等篇幅
研究（SpringerBriefs和Palgrave Pivots）等形式的开放获取出版。 我们还为作者提供在非
OA汇编合集（“混合型”出版）中发表部分OA章节的选择。

可见度与可发现性 
　　OA图书及章节在出版后可立即通过SpringerLink公开获取，这是施普林格•自然所有出
版内容的发布平台。可免费下载EPub与PDF格式的文件。 为了提高作者作品的可发现性，OA
图书和章节同时也会列入开放获取图书目录（DOAB），并酌情列入PubMed的NCBI 
Bookshelf。

版权许可 
　　开放获取图书可供所有人免费下载、分享和重复使用。施普林格•自然是唯一一家采用“
知识共享署名4.0（CC BY 4.0）”许可协议作为OA图书默认许可协议的主要出版机构。这是
最为开放的许可协议，允许在注明原始出版物来源的前提下，可以进行任何形式的重复使
用。其他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可按要求提供。

高质量 
　　所有的OA出版内容都严格遵循施普林格•自然图书的高标准，并经过同样严格的同行评议。

资金合规与支持 
　　施普林格•自然的OA出版服务遵守全球各地资助机构和政府的OA政策。施普林格•自然
为作者提供免费的OA支持服务，让作者能更加容易地发现和申请BPC资助金。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开放获取（OA）效应：开放获取如何影响学术图书的使用？ springernature.com 23

Bookmetrix 
　　Bookmetrix是施普林格•自然联合Altmetric开发的独特平台。它为作者一体化地提供各
种图书或章节层面的计量指标，使其全面了解所发表图书或章节的传播范围、使用及读者群
等情况。

获取印刷版本 
　　可提供图书的印刷本，并给予折扣价格，以满足读者之需。

附录1：定义及局限性

附录
展示下载量、被引用量和提及次数的汇总表格，可在线下载：  
springernature.com/the-oa-effect

表E：定义

开放获取/OA 开放获取出版允许免费分发及获取已出版的文章及图书。作品基于知识共享署名许可协议（CC BY 
4.0）发布，作者保留其作品的版权，以尽可能广泛地向读者免费提供所有文章及图书。 

非OA “非OA”是指不能开放获取的图书，也被称为“订阅型图书”或“闭架图书”。

Bookmetrix:  
被引用量

按年度统计来自Bookmetrix 平台的CrossRef图书或文章被引数据，并提供所有引用该图书或章节
的文献列表。

Bookmetrix:
在线提及次数

在线提及次数使用Altmetric推出的Bookmetrix平台统计，记录一段时间内来自政策性文件、博客、
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等不同在线资源的提及次数总和。在图书层面，汇总了章节及图书本身的在线
提及次数。

SpringerLink:
下载量

基于章节级别计算下载量。如果读者下载了整本图书，则章节数量会计入COUNTER-compliant报
告。

学科领域： 为便于分析，将不同学科领域归为以下4个主题分类：
商业、经济与金融
工程、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与法律
医学、生物医学、生命科学与自然科学

图书分类：
专著

施普林格•自然并未就专著的格式给出正式定义，但通常的理解是长篇形式的出版物（70,000 ~ 
100,000 字数），关于某单一学科或该学科某一方面的专业学术著作，通常由单一作者完成。

图书分类：
合著图书

施普林格•自然并未就合著图书（也称为丛书/合集）的格式给出正式定义，但通常的理解是由不同编
著者或作者撰写的一个学术或科学性章节的集合。合著中的章节为原创性作品。

图书分类：
SpringerBriefs

SpringerBrief是对多个广泛领域的前沿研究及实际应用的简要总结。篇幅约为50 ~ 125页，涵盖一
系列从专业到学术的内容。

图书分类：
Palgrave Pivots

Palgrave Pivot让作者可以发表介乎25,000 ~ 50,000字数的作品，长于期刊论文但又短于专著，发
挥出版流程快速、灵活的特点，显著缩短了出版时间。

http://www.springernature.com/the-oa-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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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局限性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
由于施普林格•自然于2015年经合并成立，所以关于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的数据有限。

•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的图书于2015年底被整合到SpringerLink平台。Palgrave 
Connect（与SpringerLink 等同的储存平台）统计的是整本图书的下载量，而SpringerLink
统计的是章节下载量。因此，我们无法将两套数据合并。 

• 由于上述平台整合，Bookmetrix只有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图书2015年以后的在线提及
次数，被引用量未受影响。

标准
以下图书类型未列入本报告：

图书类型： 地图集、研究生/高级本科教材、手册、实验室教材、博士论文、会议论文集、专业
书籍、本科教材。 本报告也不包括混合型图书中的开放获取章节。

出版品牌：Apress

出版时间：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2016年之前出版的图书，施普林格2012年8月之前出版的
　　　　   图书。

语　　言：非英语图书

附录2：方法学
　　我们在制定本报告的图书入选标准时，力求尽可能具备包容性，从而纳入尽可能多的图
书进行分析，以获得更可靠的结果。基于表F列出的入选标准，分析下载量的样本包含了施普
林格•自然出版的216本OA图书和17,124本非OA图书（表A），分析被引用量和提及次数的样
本则包含了184本OA图书和14,357本非OA图书（表B）。

　　我们仅分析了来自SpringerLink平台的下载量。来自其他平台（例如Palgrave Connect, 
Amazon Kindle, Google Books, OAPEN, PubMed’s NCBI Bookshelf, FWF eBook Library）
的施普林格•自然图书的下载量统计数据未包括在内。Internet Archive或机构知识库等其他
网站也未加以追踪。因此，这份报告展示的数据只反映部分情况。

　　图书出版日期之前的被引用量与提及次数也不在分析范围之内。

开放获取（OA）效应：开放获取如何影响学术图书的使用？ springernature.com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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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群值
　　有两本符合本报告入选标准的图书在章节下载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因此，我们在分析时
剔除了相关数据，以避免平均值计算上的偏倚。这两本书是：

• 施普林格出版的非OA合著图书《神经网络：转换的技巧》（Neural Networks: Tricks of 
the Trade），教学笔记，编辑：Montavon, Grégoire, Orr, Geneviève, Müller, Klaus-
Robert，计算机科学领域（2012），章节下载量为1,579,680次。

• 施普林格出版的OA合著图书《城市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挑战与机遇》
（Urbanizati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编辑：Elmqvist, Th., Fragkias, M., Goodness, J., Güneralp, B., Marcotullio, P.J., 
McDonald, R.I., Parnell, S., Schewenius, M., Sendstad, M., Seto, K.C., Wilkinson, C，医
学、生物医学、数学、生命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2013），章节下载量为760,177次。 

另有3本图书在被引用量和提及次数方面表现非常出色，相关数据也在分析时被剔除：

• 施普林格出版的非OA合著图书 《挑战关于性、性别和生物学的流行神话》（Challenging 
Popular Myths of Sex, Gender and Biology），编辑：Ah-King, Malin，医学、生物医学、生
命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2013），提及次数为1195次。

• 施普林格出版的开放获取专著《福岛核事故对农业的影响》（Agri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编辑：Nakanishi, Tomoko M., Tanoi, Keitaro，医
学、生物医学、生命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2013），提及次数为399次。

• 施普林格出版的开放获取合著图书《海洋上的人为废弃物》（Marine Anthropogenic 
Litter），编辑：Bergmann, Melanie, Gutow, Lars, Klages, Michael，医学、生物医学、生命
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2015），提及次数为135次。

表F：图书入选标准

出版品牌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
施普林格 （包括Adis, Atlantis, Birkhäuser, Copernicus, Edizioni della Normale, Humana, Island, Physica, 
SensePublishers, Springer Gabler, Springer Spektrum, Springer Vieweg, Springer VS, TMC Asser）

图书类型 合著图书、专著、 SpringerBriefs、 Palgrave Pivots仅纳入原生的开放获取图书（作为OAPEN试点项目的一部
分，少量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的图书被“转换为开放获取”）

学科领域 全部（科学，技术，医学，人文与社会科学）

出版时间 2016年1月以后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的图书* 
2012年8月以后施普林格出版的图书
*鉴于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于2015年与其他出版社一起并入施普林格，合并为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因此无法
获取此前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图书的章节下载量。

语言 仅英语

下载量 由于平台合并，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的大部分图书在出版后被上传至SpringerLink。这导致难以辨识帕尔格雷
夫图书的最初出版月份。为了尽可能进行准确的分析，我们仅纳入了第1个月至少有1次下载量的图书。对于这两
个出版品牌及两种图书类型(OA和非OA)均一致采用上述标准。

表G：数据来源

章节下载 SpringerLink数据库

被引用量，提及次数 Bookmetrix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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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下载量排名前十位的图书 
　　从本报告入围名单中选出的下载量最多的十本图书均由施普林格出版，由于无法纳入帕
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在2016年之前出版的图书，可能不具有代表性。

表H：下载量排名前十位的图书

书名 出版月份 学科领域 图书形式 获取方式 章节下载量
总计

开放的科学：互联网如何改变研究、协作
和学术出版的发展指南

2013-12 工程 专著 开放获取    328,257 

健康本源学手册 2016-09 医学 合著图书 开放获取    313,508 

实验机器人：第12届实验机器人国际研
讨会

2013-08 工程 专著 非开放获取    308,924 

临床实践中的神经肌肉疾病 2013-10 医学 合著图书 非开放获取    281,056 

与热液系统相关的海底生物圈 2015-01 地球与环境科
学

专著 开放获取    275,563 

欧洲高等教育区 2015-10 人文、社会科学
与法律

合著图书 开放获取    261,629 

治疗后的脊柱成像：病例图谱 2013-11 医学 合著图书 非开放获取    261,384 

海洋人为垃圾 2015-06 生物医学与生
命科学

合著图书 开放获取    254,715 

使物联网成为可能：使用物联网架构参
考模型设计物联网解决方案

2013-10 计算机科学 专著 开放获取    246,761 

食品生物活性物质对健康的影响：体外和
离体模型

2015-04 生物医学与生
命科学

合著图书 开放获取    24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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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受访作者及资助机构 
作者和资助机构概况与方法学 
　　受访作者均在2012 ~ 2016年间在施普林格•自然出版过OA图书，并且具有广泛的学科
代表性。他们包括了个人作者、合著者与丛书编辑。此前他们平均出版过4本图书，经验最为丰
富者曾出版过7本书，有2位在施普林格•自然出版OA图书之前没有出过书。大多数作者此前
没有OA图书出版经验。

　　我们采访了5家科研资助机构。其中2家本身不是OA资助机构，而是通过分配部分预算
来支持OA出版物的机构或组织(欧洲国际移民、一体化和社会凝聚力（IMISCOE），Simula研
究实验室)。这些规模较小的资助机构专注于资助组织自身所关注领域的具体项目。我们访谈
的3家主要开放获取资助机构包括维康基金会、奥地利科学基金会（FWF）和欧洲研究理事会
（ERC），其资助内容涵盖了人文和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与医学等广泛学科。需要注意的
是，被选访谈的资助机构是资助OA图书出版的先锋，他们赞同开放获取的立场不能代表所有
的科研资助机构。

　　我们要求两组受访对象说明其选择开放获取出版的理由，以及关于开放获取图书影响力
的体验。对资助机构则增加了关于他们如何看待OA图书未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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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受访作者

作者/编辑 书名 出版时间 出版品牌

Thomas Elmqvist 《城市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挑战与机遇   一项全
球性评估》

2013 施普林格

Sönke Bartling, 
Sascha Friesike

《开放的科学：互联网如何改变研究、协作和学术出版的发展
指南》

2014 施普林格

Michael Worboys 《1850 ~ 2000年间英国和美国的真菌病：真菌病与现代化》 2013 帕尔格雷夫•
麦克米伦

Helen Louise Ackers 《医疗保健、节约型创新与专业人员：成本效益分析》 2017 帕尔格雷夫•
麦克米伦

Marie Louise Seeberg, 
Elżbieta M. Goździak

《有争议的童年：在移居中成长。移民、治理与身份》 2016 施普林格

Shanti Jagannathan 《发展中亚太地区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的技能培养》 2013 施普林格

Rebecca E. Lyons 《未来的学术著作》 2016  帕尔格雷夫•
麦克米伦

匿名 哲学 2014 施普林格

匿名 科学史 2015 帕尔格雷夫•
麦克米伦

匿名 经济领域的国家研究 2017 帕尔格雷夫•
麦克米伦

匿名 计算机科学 2016 施普林格

匿名 人工智能 2012 施普林格

表J：受访资助机构

资助机构 受访对象

欧洲国际移民、一体化和社会凝聚力（IMISCOE） Anna Triandafyllidou
Professor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研究实验室 Aslak Tveito
CEO

维康基金会 Hannah Hope
Open Research Co-ordinator

奥地利科学基金会（FWF） Falk Reckling
Head of Department 
Strategy – Policy, Evaluation, Analysis

欧洲研究理事会（ERC） Martin Stokhof
Member of the Scientific Council



附录5：作者调查问卷 
采访问题

作者基本情况
1.        以前您一共出版过多少本书？ 
2. 您曾在哪些出版社出过书？ 
3.   您在哪些领域出过书？ 
4.   这些书有多少本是开放获取的？ 
5.   具体每本OA图书的资助情况？

选择开放获取出版模式的原因
6. 您为何决定采用OA模式出书？ 
7. 通过出版OA图书，您希望实现哪些目标？ 
8. 您最看重开放获取的哪个方面？

对开放获取影响力的相关体验
9.  您出版开放获取图书收到了哪些成效？ 
10.   OA出版是否为您带来什么新的机会（例如新的研究项目）？ 在您最直接的社交网络以

外，是否有新的机会出现？
11.   是否有新的合作机会出现？
12.   您是否注意到您采用OA形式出版的图书，与其他采用传统模式出版的图书，在影响力

方面有何不同？
13.   您是否积极推广过您的OA图书？如有，具体是如何推广的？这与推广传统形式的图书

有区别吗？  
14.   出版过OA图书之后，您对于开放获取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如有，具体体现在哪些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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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 资助机构调查问卷
采访问题

资助机构基本情况
1.   截至目前，您所在机构共资助出版了多少本OA图书，包括施普林格•自然在内？
2.    这些OA图书涵盖哪些学科领域？ 
3.   还曾与哪些出版社合作过？ 
4.  你们是否也为非OA图书提供资金支持？

资助开放获取图书的原因
5.  您所在机构资助出版OA图书的原因是什么？ 
6.  通过资助OA图书，您希望实现哪些目标？ 
7.  对您所在的资助机构而言，最看重开放获取的哪个方面？

对开放获取影响力的相关体验
8.  您所在机构资助出版OA图书收到了哪些成效？ 
9.   您所在机构资助出版OA图书是否为自己带来了新的机会/合作/合作伙伴?
10.   您是否注意到出版OA图书与出版传统模式的图书在影响力上有何不同？
11.   您所在机构是否积极推广所资助的OA图书？如有，是如何推广的？这与推广传统模式

的图书有何不同？

开放获取图书的未来
12.   您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不赞同这一说法：“我希望看到我们朝一个新体系过渡，即所有

学术类图书（包括专著、汇编等）都能通过开放获取模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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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Claude Bradley (1969 – 2014)
Jean-Claude Bradley was a chemist and passionate proponent
of open science. Following an early career in patent driven
nanotechnology, Bradley came to believe that the work he
was doing wasn’t benefitting mankind in the way he had
hoped. At Drexel University, working on antimalarials, he
coined the term ‘Open Notebook Science’ for an approach
which aimed to make the details and raw scientific data of
every experiment done in the lab freely available within
hours of production. Bradley was founding Editor-in-Chief of
Chemistry Central Journal and a founding 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Cheminformatics. In 2007 he was awarded a Blue Obelisk
award for achievements in promoting open data, open source
and open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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