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第２９卷　 第１１期

１０７８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８，２９（１１）：１０７８－１０８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ｊｓｔｐ．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推动我国学术信息资源开放获取的政策体系研究”（１２ＣＴＱ００８）。
作者简介：丁献峰（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２８０６－６９２８），博士研究生，馆员，Ｅ－ｍａｉｌ：ｄｉｎｇｘｆ＠ ｓｎｎｕ．ｅｄｕ．ｃｎ；吴　 菁，硕士，馆员。
通信作者：张新鹤（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９７３－１４１Ｘ），博士，副教授，Ｅ－ｍａｉｌ：ｘｉｎｈｅｌｏｖｅ＠ １２６．ｃｏｍ。

我国学术期刊开放获取政策现状及制定策略研究
■丁献峰１，３）　 张新鹤２）　 吴　 菁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６ １３

修回日期：２０１８ ０８ ２２

１）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６２０号　 ７１０１９９
２）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郭杜教育科技产业区学府大道１号　 ７１０１２７
３）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省西安市西沣路兴隆段２６６号　 ７１０１２６

摘　 要　 【目的】为我国学术期刊开放获取（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ＯＡ）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方法】使用网络调查法和案例分析法，
调研国内外学术期刊ＯＡ政策现状，分析国内政策的不足及国外政策的经验。【结果】国内学术期刊ＯＡ政策存在政策不健
全、政策分散、政策简单等问题；国外学术期刊在版权许可、质量控制、费用、自存储等方面已构建较完备的ＯＡ政策体系。
【结论】从建立合作参与的政策模式、完善的政策体系和评估与修订机制三个方面为制定我国学术期刊ＯＡ政策提出建议。
关键词　 开放获取；开放获取期刊；开放获取政策
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４６ ／ ｃｊｓｔｐ．２０１８０６１３０５２３

　 　 开放获取［１］（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ＯＡ）指的是文献可
以通过公共互联网免费获取，即允许任何用户阅读、
下载、复制、传播、打印和检索论文的全文，或者对论
文的全文进链接，为论文建立索引，将论文作为素材
编入教材，或者对论文进行任何其他出于合法目的
的使用，而不受经济、法律和技术方面的任何限制，
除非网络本身造成数据获取的障碍。李武［２］认为
目前ＯＡ最主要的实现途径是ＯＡ知识库和ＯＡ期
刊。不少科研人员将ＯＡ期刊称为实现ＯＡ的“金
色之路”，把论文的预印本或后印本存储在相应知
识库中的形式称为ＯＡ的“绿色之路”。随着ＯＡ运
动的广泛开展，作为ＯＡ“金色之路”的ＯＡ期刊的规
模和数量也在稳步增长。据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ＤＯＡＪ）统计［３］，截至２０１８年８月２
日，ＤＯＡＪ收录１２８个国家１１８８２种ＯＡ期刊，其中
可以搜索到文章的期刊有８６１５种，约３２２４１９７篇
ＯＡ论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４］本
着公益、开放、协同和权威的原则，收录精品学术期
刊１０００多种，论文超过４８５万篇，同时收录超过１０１
万位学者和２．１万家研究机构的相关信息。国内外
ＯＡ运动的迅速发展表明ＯＡ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学
术交流方式，并逐渐为国家、科研单位、出版集团及
个人研究者所认同。

ＯＡ运动的迅速发展离不开ＯＡ政策的支持与
指导。笔者通过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目
前关于ＯＡ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刘文云
等［５－７］分别从国外ＯＡ政策的实践、国家层面政策进
展和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政策入手探讨了国际上关
于ＯＡ政策的实施情况；张晓林等［８－１０］分别从我国
ＯＡ政策与机制、公共资助学术期刊ＯＡ规则和我国
公共资助研究成果ＯＡ政策制定方法等方面对我国
ＯＡ政策进行了研究；张磊等［１１－１３］从我国机构知识
库ＯＡ政策及体系等进行了研究；王涵等［１４］对国家
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图书馆官方网站进行调研分
析，深入研究了我国ＯＡ政策体系。综上所述，目前
国内对ＯＡ的研究侧重于对国外ＯＡ运动的介绍、国
内科技期刊及人文社科某一领域期刊ＯＡ现状的介
绍以及国内外ＯＡ研究现状及使用平台的比较分析
等，对ＯＡ政策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关于我国ＯＡ
期刊的政策鲜有涉猎。为了进一步丰富我国关于ＯＡ
政策体系的研究内容，本文选取了国内外具有代表性
的ＯＡ期刊，调研其ＯＡ政策实施情况，为我国ＯＡ期
刊制定科学的ＯＡ政策提供建议与参考。
１　 国内社会科学领域核心期刊ＯＡ现状及政策

为了便于开展研究，笔者选择了我国社会科学



丁献峰，张新鹤，吴　 菁．我国学术期刊开放获取政策现状及制定策略研究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ｊｓｔｐ．ｃｎ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８，２９（１１）　 １０７９　

领域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ＳＳＣＩ）
收录期刊作为调查对象。ＣＳＳＣＩ遵循文献计量学规
律，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２７００
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
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样本期刊，目前收录包括法
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２５大
类的５３３种学术期刊，在社会科学领域有较高的权
威性和代表性。通过调研这些期刊的ＯＡ情况及
ＯＡ政策，了解目前我国ＯＡ期刊政策制定及实施现
状。调研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５日至１０月１５日。
１．１　 调研前期准备工作

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对所要调研的５３３种核
心期刊进行网上在线调研，主要调研期刊是否为
ＯＡ期刊，以及ＯＡ期刊的政策制定情况。为了进一
步细化调研结果，在调研时将ＯＡ期刊细分为完全
ＯＡ期刊、部分ＯＡ期刊和延时ＯＡ期刊。完全ＯＡ
期刊是指那些论文一经发表就可以为读者提供免费
阅读全文服务的期刊，一般采取对作者收取论文出
版费用来弥补期刊出版成本的方式或出版基金资助
的方式发行；部分ＯＡ期刊是不少出版机构在传统
出版与ＯＡ出版之间采取的折中做法，在此模式中，

由作者选择是否将科研论文ＯＡ，如果作者选择了
ＯＡ，则支付出版费用，读者就可以免费阅读这篇论
文，所以又称为复合ＯＡ期刊；延时ＯＡ期刊是指期
刊出版后并不能立即提供免费阅读，过一段时间后
可免费阅读其全文，一般是对期刊以往内容实施全
面免费阅读的期刊。调研发现，大部分期刊网站运
行良好，可以通过网站了解所要调研的内容；少部分
期刊在第一次调研时无法打开网站链接或网站正在
维护，无法获取调研的内容，后经过多次访问，最终
获取所需的调研内容。
１．２　 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的ＯＡ和政策制定情况

由表１可知：（１）在所调研的５３３种期刊中，ＯＡ
期刊为１３５种，占全部期刊的２５％，非ＯＡ期刊为３９８
种，占全部期刊的７５％，说明ＯＡ期刊占整体期刊的
比例比较低，传统保守型期刊占的比例比较高，ＯＡ期
刊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认知程度还不高，发展速度
还不尽如人意；（２）ＯＡ期刊中，完全ＯＡ期刊有９６
种，占全部ＯＡ期刊的７１％，部分ＯＡ期刊有７种，占
全部ＯＡ期刊的５％，延时ＯＡ期刊有３２种，占全部
ＯＡ期刊的２４％。７１％的ＯＡ期刊选择完全开放，说
明在支持ＯＡ的期刊中，期刊管理层的ＯＡ意识比
较强重视学术资源的免费获取、快速交流和广泛传

表１　 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的ＯＡ和政策制定情况
ＣＳＳＣＩ收录期刊
所属学科

ＯＡ期刊数量／种
完全ＯＡ期刊 部分ＯＡ期刊 延时ＯＡ期刊 有政策 无政策 非ＯＡ期刊数量／种

管理学 ９ １ ０ ０ １０ １９
马克思主义 ３ ０ １ １ ３ １２
哲学 １ ０ ０ ０ １ １１
宗教学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语言学 ０ ０ ２ ０ ２ ２１
外国文学 ０ ０ １ ０ １ ５
中国文学 １ ０ ０ ０ １ ５
艺术学 ０ １ ０ ０ １ ２０
历史学 １ ０ １ ０ ２ ２４
考古学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经济学 １５ ０ ５ ０ ２０ ５３
政治学 ８ ０ ５ ０ １３ １９
法学 ４ １ ２ １ ６ １４
社会学 ２ ０ １ ０ ３ ８

民族学与文化学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４
新闻学与传播学 ４ ０ ０ ０ ４ １１
图书情报与文献学 ５ １ ５ ３ ８ ９

教育学 ４ ２ ３ １ ８ ２７
体育学 ５ ０ １ ０ ６ ４
统计学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心理学 ４ ０ ２ ０ ６ １

综合性社科 ５ ０ １ ２ ４ ４４
人文、经济地理 １ ０ ０ ０ １ ６
环境科学 ２ ０ ０ ０ ２ ３

高校综合性学报 ２２ １ ２ ４ ２１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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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３）在政策制定方面，１３５种ＯＡ期刊中，１２３种
（９１％）ＯＡ期刊缺乏相关政策，１２种（９％）ＯＡ期刊
有相关ＯＡ说明或相关政策，说明目前我国开放期
刊的Ｏ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比较差，多数期刊虽然
已经成为ＯＡ期刊，但没有对应的ＯＡ政策，我国科
技期刊创办者对政策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待提高。
１．３　 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中ＯＡ期刊的ＯＡ政策内容

分析
　 　 从表２可以看出，在具有ＯＡ政策的１２种ＯＡ
期刊中，主要的ＯＡ政策有４种，即是否申明该刊为
ＯＡ期刊、关于版权的声明、关于缴纳评审费与版面
费的费用政策和审稿方式。（１）在申明是否为ＯＡ
期刊政策上，《红旗文稿》《大学图书馆学报》等７种
期刊在网站上有申明，明确该刊为ＯＡ期刊，读者可
以免费下载、阅读使用该刊内容。（２）在版权的界
定上，《国家图书馆学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等６
种期刊有明确的版权政策，除《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科版）》声明“本刊面向非商业用途的开放阅读！
请尊重作者的署名权”等政策外，其他５种期刊都
提出“本刊与部分知名网站、期刊数据库和其他网
络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作者投稿也视为授权本刊
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合
并一次性给付，如作者对著作权有保留，请在来稿时
声明，本刊将另作处理”。（３）在费用政策上，除《红
旗文稿》和《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没有注明
相关的费用政策外，其他如《华东政治大学学报》
《国家图书馆学刊》等９种期刊不收取版面费，其中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３种期刊还有稿
酬，《大学图书馆学报》则对非项目资助论文不收版
面费，有项目资助的论文收０ ～ １０００元不等的版面
费。（４）在期刊的质量控制上，除《红旗文稿》和《国
家图书馆学刊》在网站上没有明确的质量控制政策
外，其他期刊都采取多轮同行专家匿名评审的方式
对所刊发的文章进行质量控制。

表２　 ＯＡ期刊的ＯＡ政策
期刊名称 ＯＡ期刊声明版权政策 费用政策（审稿费、版面费） 质量控制政策
红旗文稿 有 无 无政策 无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无 有 不收取审稿费、版面费 三轮审稿和双向匿名专家评审制
大学图书馆学报 有 无 ０～１０００元（非项目资助论文不收版面费，

有项目资助的论文收） 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
国家图书馆学刊 无 有 不收取审稿费、版面费 无
图书情报知识 无 无 不收取作者任何费用 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有 有 不收取版面费 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
北京社会科学 无 无 不收取作者任何费用 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
开放时代 有 无 不收取作者任何费用 双向匿名专家评审制度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有 有 有稿酬 三审制和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无 有 有稿酬 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有 有 有稿酬 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有 无 无政策 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

　 　 从以上数据分析可知，我国ＯＡ期刊的ＯＡ政
策存在以下问题。（１）政策分散，缺乏统一的政策
模块。绝大多数ＯＡ期刊没有明确的ＯＡ模块，期
刊的ＯＡ政策分散在期刊网站的不同板块，不利于
使用者遵守ＯＡ期刊制定的相关政策及维护期刊自
身的权益，也不利于ＯＡ期刊的传播与推广。（２）政
策不专，缺乏针对性。大多数ＯＡ期刊政策内容不
专，政策的制定缺乏针对性，尤其是在部分ＯＡ期刊
和延时ＯＡ期刊中，除了ＯＡ期刊声明外，大多数政
策是期刊在ＯＡ期刊转型前制定的政策，在转型为
ＯＡ期刊后并没有针对转型后的ＯＡ期刊制定专门
的ＯＡ政策，从而制约了ＯＡ期刊的发展。（３）政策
简单，缺乏完整性。从ＯＡ政策的角度来看，我国
ＯＡ期刊已有的４类政策中，没有一项政策是所有

１２种ＯＡ期刊都有的；从学术期刊的角度来看，除
了《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安徽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制定了
已知的４个方面的政策，其他ＯＡ期刊中的政策都
不完整。另外，作为ＯＡ期刊重要组成部分的自存
储政策，在所调研的所有ＯＡ期刊中都没有说明。
（４）政策意识差，缺乏指导性。在所调研的ＯＡ期刊
中，完全ＯＡ期刊居多，占全部ＯＡ期刊的７１％，但
制定ＯＡ期刊政策的期刊仅占全部ＯＡ期刊的９％。
说明我国ＯＡ期刊的开放意识与ＯＡ政策制定不匹
配，ＯＡ政策的缺失使得科研群体不能正确认识期
刊的ＯＡ发展现状，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学术资源，
这必然影响这些期刊推动学术交流和创新目标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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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国外部分期刊ＯＡ政策的制定现状
为了进一步推动国内ＯＡ期刊政策的发展，笔

者对国外部分ＯＡ期刊的ＯＡ政策内容进行了调
研，选取了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Ｗｉｌｅｙ等在全球有影响
力的出版社作为调查对象，通过分析上述出版社
ＯＡ政策的制定情况，总结ＯＡ期刊政策在国外的发
展状况，并希望对我国ＯＡ期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提供帮助（表３）。

从调查结果看，国外部分著名出版机构的ＯＡ期
刊的ＯＡ政策有以下特点。（１）具有完整的政策体
系，如ＯＡ期刊的版权政策、审稿及录用政策、费用政
策、使用许可政策以及自存储政策。在版权方面，除
剑桥大学出版社（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ＣＵＰ）
外，其余几个出版社发表的文章版权均归作者所有；
费用政策方面，申请ＯＡ出版的作者要缴纳数额不等
的费用以资助ＯＡ出版；在文章质量控制方面，除牛
津大学出版社（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ＯＵＰ）和ＣＵＰ

外其他全部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对将要发表的文章
进行质量控制；在使用许可政策中，全部出版机构都
遵守ＣＣ－ＢＹ政策。此外，每一个出版机构根据自身
出版社的要求制定了如ＣＣ－ＢＹ－ＮＣ或ＣＣ－ＢＹ－ＮＤ
等政策；在自存储政策方面，各出版机构都制定了相
应的自存储政策。ＢｉｏＭ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ＭＣ）、ＰＬｏ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和ＯＵＰ四个出版社都允许作者在遵守ＣＣ－
ＢＹ协议的条件下进行自存储；其他出版社针对手稿、
录用稿和最终出版稿三种版本的文章制定了不同的
自存储政策。（２）各出版社在网站上有专门的ＯＡ期
刊板块，在网站的显著位置有关于ＯＡ内容的详细信
息，如ＯＡ的介绍、目前该出版社采取的ＯＡ模式，是
完全ＯＡ还是复合ＯＡ，以及ＯＡ政策等内容。在ＯＡ
方式的选择上，除了以ＯＡ为经营方式的ＢＭＣ和
ＰＬｏＳ两个出版社外，其他出版商复合ＯＡ的期刊数量
大于完全ＯＡ的期刊数量，说明国外的出版商尽管已
经认同以ＯＡ的方式促进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但目前
ＯＡ运动的发展还处于过渡期。

表３　 国外部分期刊ＯＡ政策的制定情况［１５－２２］

出版机构 完全ＯＡ期
刊数量／种

复合ＯＡ期
刊数量／种

相关政策
版权许可政策质量控制政策费用政策 使用许可政策 自存储政策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５５１ １６００＋ 作者 同行评议 ＄５００～＄５０００
ＣＣ－ＢＹ；ＣＣ－ＢＹ－
ＮＣ － ＮＤ；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ｕｓｅｒ ｌｉｃｅｎｓｅ

针对草稿、录用稿和最终出版稿
有不同的自存储政策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２４ ０ 作者 同行评议 ０～＄３０００
ＣＣ－ＢＹ；ＣＣ－ＢＹ－
ＮＣ

遵守ＣＣ－ＢＹ协议下自存储，允
许将最终版本存储到其他平台

Ｗｉｌｅｙ ６８ １３００＋ 作者 同行评议 ０～＄３０００
ＣＣ－ＢＹ；ＣＣ－ＢＹ－
ＮＣ；ＣＣ－ＢＹ－ＮＣ－
ＮＤ

针对草稿、录用稿和最终出版稿
有不同的自存储政策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８２ ２３００＋ 作者 同行评议 ０～＄２９５０
ＣＣ－ＢＹ；ＣＣ－ＢＹ－
ＮＣ；ＣＣ－ＢＹ－ＮＣ－
ＮＤ

允许作者自存储录用手稿并存
储到其他平台

ＯＵＰ ４２ １２０＋ 作者 无 ０～ ￡２５００
ＣＣ－ＢＹ；ＣＣ－ＢＹ－
ＮＣ；ＣＣ－ＢＹ－ＮＣ－
ＮＤ

允许作者自存储出版版本并存
储到其他平台，需包含原始版本
链接

ＣＵＰ １８ ８０ 无 无 ０～＄２７００
ＣＣ－ＢＹ；ＣＣ－ＢＹ－
ＮＣ－ＳＡ；ＣＣ－ＢＹ－
ＮＣ－ＮＤ

允许作者自存储录用手稿并存
储到其他平台

ＢＭＣ ３０５ ０ 作者 同行评议 ０～＄２７７０ ＣＣ－ＢＹ
遵守ＣＣ－ＢＹ协议下自存储，允
许将最终版本存储到其他平台

ＰＬｏＳ ８ ０ 作者 同行评议
＄１３５０
＄２２５０
＄２９００

ＣＣ－ＢＹ
遵守ＣＣ－ＢＹ协议下自存储，允
许将最终版本存储到其他平台

３　 推进我国学术期刊ＯＡ政策制定的建议
３．１　 建立多方合作参与的政策制定模式
３．１．１　 政府引导式的宏观指导政策

政府制定的宏观指导政策能够保障ＯＡ运动的

顺利进行，其政策主要包括了开放对象、开放时间、
资金支持、评价体系和国际合作等。其政策内容可
以为我国ＯＡ期刊制定ＯＡ政策提供指导与参考。
目前我国ＯＡ期刊的数量较少、发展缓慢，应充分发
挥政府部门在ＯＡ运动中的角色与作用，出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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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引导、鼓励并支持出版社向ＯＡ期刊转型，以促
进ＯＡ期刊的发展。
３．１．２　 出版社积极配合的实践政策

作为ＯＡ运动“金色之路”的ＯＡ期刊是ＯＡ运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期刊出版社应提高ＯＡ意识，充
分认识到ＯＡ运动在繁荣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积极配合制定科学的ＯＡ期刊政策。目前，我国多
数期刊在向ＯＡ期刊转型过程中缺少ＯＡ政策的指
导，随着ＯＡ运动的开展，各期刊出版社在转型的同
时，应积极配合制定ＯＡ政策，明确规定出版社、科
研人员和使用者的权利和义务，避免学术资源的滥
用和非法传播与使用，从而促进ＯＡ政策体系的完
善，从实践上推动我国ＯＡ期刊的发展。
３．１．３　 科研人员主动参与的个性化政策

科研人员是科研创新的主体，是科研成果的创
造者和所有者，为了推动学术的传播与交流，科研人
员应树立ＯＡ理念，积极参与到ＯＡ期刊政策的制
定中，在政策中体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如在提交
科研成果时，允许作者对其作品保有ＯＡ的权利；在
出版科研成果时，作者有权利选择是否以ＯＡ的模
式出版其作品，或者选择哪种ＯＡ方式出版自己的
作品等；科研人员在使用ＯＡ作品时应尊重作者的
知识产权，合理使用开放的学术成果。以这些个性
化政策作为补充，不断完善我国ＯＡ期刊政策。
３．２　 建立完善的ＯＡ期刊政策体系
３．２．１　 设置明确的ＯＡ内容板块

ＯＡ运动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指导，从国外著
名期刊出版社调研情况可以看出，国外期刊出版机
构在其网站的显著位置有明确的ＯＡ板块和ＯＡ政
策。因此，我国学术期刊可以参考国外实践经验，在
期刊网站的显著位置提供ＯＡ期刊的ＯＡ板块，在
板块中加入ＯＡ的介绍、ＯＡ期刊的介绍，以及本刊
选择的是哪种类型的ＯＡ模式等内容，并在该板块
中融入完整的ＯＡ政策体系，让读者充分了解ＯＡ
的发展现状，从而通过政策的指引，推动ＯＡ运动的
实践。
３．２．２　 重视ＯＡ期刊质量控制政策

期刊质量是期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现
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下，期刊的影响因子是衡量一本
期刊优劣的指标。ＯＡ期刊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是作
者付费，期刊出版的发行模式，为了避免期刊成为某
些以功利性为目的的人或机构制造学术垃圾的工
具，ＯＡ期刊必须制定相关政策来控制ＯＡ期刊的质

量，如国外的同行评议政策和国内的同行评审、两轮
匿名评审制等，其目的均是增加学术论文质量控制
的规范化，提高控制的科学性，从而保证ＯＡ期刊的
质量。
３．２．３　 完善ＯＡ期刊版权保护政策

从调查结果看，有政策的ＯＡ期刊中有一半期
刊制定了相关的版权保护政策，除《西安交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声明“本刊面向非商业用途的
开放阅读！请尊重作者的署名权”外，其他期刊都
没有明确的网络传播和使用许可协议政策。由于
ＯＡ期刊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获取，因此为了保护
期刊及作者的权益，必须明确作品的版权归属及相
关使用许可政策。具体可以参考国外出版商的做
法，如在遵守ＣＣ－ＢＹ、ＣＣ－ＢＹ－ＮＣ－ＮＤ等协议的前
提下免费下载、禁止演绎、非商业使用等。
３．２．４　 明确ＯＡ期刊费用政策

ＯＡ期刊的出版是作者付费、读者免费使用的
发行模式，从调研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ＯＡ
期刊多数已不再收取版面费，也没有明确要求收取
ＯＡ的额外费用，个别期刊还会给稿费。随着ＯＡ期
刊的发展，这一收费模式必然会发生变化，目前国外
期刊出版社普遍的做法是收取文章处理费并在缴纳
数额不等的开放出版费之后将作者的论文进行公开
出版。因此，我国采纳作者付费、读者免费的出版方
式，各出版社应制定明确的费用结构政策，通过政策
引导广大科研工作者加入到ＯＡ期刊的阵营中，鼓
励他们通过发表ＯＡ期刊论文来传播学术成果。
３．２．５　 制定ＯＡ期刊自存储政策

调研发现，目前我国ＯＡ期刊在自存储政策方
面还是一片空白。随着国家对ＯＡ政策的逐步完善
和ＯＡ运动的进一步发展，ＯＡ期刊平台和机构知识
库的数量也在稳步上升。２０１４年，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分别发布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关于受资助项目科研论文实行ＯＡ的政
策声明》和《中国科学院关于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发
表的论文实行ＯＡ的政策声明》，要求得到公共资助
的科研论文把论文最终审定稿存储到相应知识库
中，在论文发表后１２个月内实行ＯＡ［２３］。国家ＯＡ
政策的发布要求ＯＡ期刊制定相应自存储政策，具
体可参照国外ＯＡ期刊的政策，如是否允许作者将
其作品存储到除期刊以外的其他平台，以及存储和
使用什么样的版本等，以促进ＯＡ的发展。
３．３　 建立科学的政策评估与修订机制

随着社会和ＯＡ运动的发展，势必会导致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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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与当前发展需求不一致，因此需要对既定的
政策进行定期评估、修订与完善，以保证政策的即时
性和有效性，进而推进ＯＡ运动的发展。国外ＯＡ
政策多数都规定了政策运行评估期，即运行多长时
间以后就要对政策进行系统的评估，决定是否需要
调整或者继续实施下去［２４］。如美国杜克大学ＯＡ
政策评估期为３年，麻省理工学院ＯＡ政策的评估
期为５年，评估结果和运行报告应向教师委员会等
投票产生该政策的组织进行汇报。为了充分发挥政
策的指导作用，就必须建立科学的定期评估与修订
机制，以确保政策与当前发展需求的一致性。
４　 结语

作为ＯＡ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ＯＡ期刊政策的
制定与完善直接关系到ＯＡ运动的推动与发展。从
上述调查可以看出，我国ＯＡ期刊与调研的几个国
外著名出版机构的ＯＡ期刊相比，无论是从政策内
容、还是政策体系上都还比较薄弱，有比较大的差
距，国外著名出版机构在ＯＡ介绍、ＯＡ期刊政策制
定以及ＯＡ平台的运行等方面都有相对完善的政策
体系。ＯＡ运动的开展离不开政策的指导。在开
放、共享和全球互联的“互联网＋”时代，期刊从业人
员应该加大对ＯＡ期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力度，做
到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从政策上有法可依，从而促进
我国ＯＡ运动的突破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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