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图联开放获取声明发布十周年： 

呼吁行动 

对科研成果和出版物充分且及时的免费获取可确保每个人，包括

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公民、科学家和公众，都拥有应对社会问题、

环境问题和全球问题所需的数据、证据和知识。开放获取通过打破付

费墙和拓宽全球范围的跨学科获取途径，有效推动了科研朝着全面获

取的方向发展。开放获取的目标是让全球范围内的科研成果能长期被

获取和发现，而不仅仅是在危机时期。 

国际图联在 2011 年声明中对“ 开放获取” 进行了定义，这也是

对《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先导计划》（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BOAI）中定义 1的认可。国际图联认识到学术研究的开放分布需要加

大对边缘化研究群体的包容，并通过一系列模式、语言和出版手段积

极推动书目多样性以提供支持。 

2022 年声明回顾了为实现 2011 年国际图联提出的愿景所采取的

一系列行动，并确定了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新领域。图书馆为促进开

放获取作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图书馆在支持

出版公平和包容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为作为出版倡议的基础设

施提供服务，指导作者以开放获取的方式出版其作品等。 

 
2 “开放获取”是指某文献在互联网公共领域里可以被免费获取，允许任何用户阅读、下载、拷贝、传递、

打印、检索、超级链接该文献，并为之建立索引，用作软件的输入数据或其他任何合法用途。用户在使用

该文献时不受财力、法律或技术的限制，只需在过去式保持文献的完整性，对其复制和传递的唯一限制，

或者说版权的唯一作用是使作者有权控制其作品被准确接受和引用。 
https://www.budapestopenaccessinitiative.org/boai15-1 



如同《国际图联关于图书馆和知识自由的声明》( IFLA’s statement 

on libraries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1999）2中所述，在错误信息和

虚假信息已经成为分享事实和信息重大障碍的今天，开放获取使人们

能够实现《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条中“ 通过任何媒介和不分国界地

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的权利。 

开放获取支持能够为公众提供信息、扩大政策改革论据基础的高

质量研究，提供可以帮助做出有关日常、医学、农业及其它方面决策

的信息。开放获取还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了重大贡献，包括目标

16.10，该目标旨在“ 根据国家立法和国际协议，确保公众获得各种

信息，保障基本自由” 。此外，开放获取应被视为解决“ 信息贫困”

的一种手段，这种贫困表现为信息技能方面的差距，以及“ 进一步体

现在缺乏基本信息和信息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上。” 3开放获取确保了

信息获取的公平公正，这是信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遵循包容和平等的原则，包括尊重土著知识和他们的认知方式、

提倡区域参与和语言多元化，开放获取将会更有成效。开放获取以尊

重 FAIR 原则的政策和基础设施为基础，以确保科学研究是可查找、

可访问、可互操作和可重复使用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开放获取也是更大的开放科学 4运动的一部分，

并对推动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开放科学寻求扩大对科学研究过程

中各个阶段信息的获取。因此，开放获取不仅关系到信息获取的公平

 
2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1424 
3 Britz, J. J. (2004). To Know or not to Know: A Moral Reflection on Information Poverty.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30(3), 192–204. https://doi.org/10.1177/0165551504044666 
4 在某些地区，包括“开放研究”和“开放科学”在内的其他术语的使用更加普遍 



性，还关系到是否能公平和包容地参与到全球科研和学术交流系统中。

对技能、基础设施和网络连接的投资，对于保证每个人都具备获取信

息所需的技能以及科研成果能够被子孙后代发现并保存下来至关重

要。 

开放获取运动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现在需要的是采取紧急行动，

而不是停留在空谈阶段。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健康、经济和社会危机

表明了所有的研究学科都对开放获取有着迫切的需求，但阻碍开放获

取的障碍仍然存在。 

 

迄今为止，国际图联已采取了以下行动： 

 向国际组织宣传推广开放获取理念。国际图联与联合国、世界银

行和其他机构合作，以推动政府间组织采用开放获取政策 5；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国际图联和全球图书馆界关注的主要领

域。在国际图联的倡导下，全民识字和信息获取（包括开放获取

和其他形式的获取）被纳入目标 16.1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

推进开放获取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该平台超越了政府信息的范

畴，考虑了其他各种类型信息的影响； 

 国际图联将其会议论文以及一些出版物转变为开放获取模式。 

 

国际图联及其成员还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通过国际图联信息获取自由和言论自由咨询委员会（Advisory 

 
5 国际图联关于政府间组织开放获取的声明（IFLA Statement on Open Access in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2019) https://repository.ifla.org/handle/123456789/1207 



Committee on Freedom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的工作、向联合国提交意见书和开展国家宣传等形式，

提高人们对开放获取作为一种基本权利，以及它如何促进知识自

由和言论自由的认识； 

 在国际层面倡导以下内容：有利于研究人员及其机构的所有权保

留、宽松的实践许可，体现开放获取政策的可持续商业模式、公

众角色、社会中可信赖的知识、书目的多样性以及在高度受限的

预算环境中实现开放获取的多重途径等，从而保证图书馆及其用

户能获得公平的结果； 

 与其他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和合作联盟，利用现有的宣传机会推进

这些立场的传播，表明开放获取与其他问题的一致性，包括信息

贫困、媒体和信息素养、开放政府、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知

识产权改革； 

 团结合作以促进对支持开放获取的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投资； 

 以身作则，2022年完成国际图联出版物向开放获取模式的转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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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或者在国际图联与德古意特出版社（de Gruyter）重新谈判下次合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