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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出版社开放获取出版及转换案例研究与启示

□陈娟∗

　　摘要　２０１８年以来,欧洲、北美等地区相继开启了开放获取转换协议制定战略研究,我国作

为开放出版大国,开展开放获取出版及转换案例研究,对于完善学术出版公共资金支出政策、提

高公共利益参与博弈和制衡能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剑桥期刊 DRAA 集团采购方案»
虽然已经提供阅读和出版模式,然而目前仅有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参与了转换.研究剑桥大

学出版社的开放获取出版进展、转换案例,结合我国高校图书馆订阅费、出版费等数据,定量测算

不同转换政策下的转换成本,可以为国内同行制定转换路径提供参考.详细缜密的科研论文调

查是达成开放获取转换协议的基础,开放获取资源的质量审查、支付流程的优化、知识组织和揭

示等工作都是未来高校图书馆在资源建设转型和变革中需要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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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开放获取(OpenAccess,OA)引发了学术出版

收入和商业模式的变革,对学术信息生产、传播、服
务、消费等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献订阅费

和文章处理费(ArticleProcessingCharge,APC)的
“双重收费”问题在国际上引发广泛关注,支付给学

术期刊出版商的费用从订阅费转换为出版费的开放

获取转换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开放获取转换是

学术机构与出版商之间通过签署开放获取出版或转

换协议(TransformativeAgreement,TA),将订阅

和开放出版合并为一项联合费用,以控制学术出版

成本,体现出商业出版与开放获取出版逐步融合的

趋势[１].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１日,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

会发布了“开放获取２０２０”倡议,２０１８年９月４日,
在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研究理事会的支持下,开放获

取科研资助联盟(cOAlitionS)启动,并发起开放获

取S计划(PlanS,以下简称“S计划”)[２].上述项目

为大型出版社开放获取出版以及在欧洲国家签订大

量开放获取转换协议奠定了重要基础.赵昆华、黄敏

聪、郁林羲、赵艳、陈新兰、戴星、孙海燕、田晓迪等学

者着重对 Elsevier、SpringerNature、Wiley、Taylor &
Francis、Sage等商业出版社在欧美各国的开放获取政

策与实践进行了分析[３－１０],对于学会等非营利性出

版社开放获取转换案例,国内尚无全面系统的介绍.
剑桥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事业部执行董事曼迪希

尔(MandyHill)谈到剑桥大学出版社开放研究路线

图首要目标是２０２５年将学术期刊所有研究性内容

转换为完全开放获取[１１],在论文收费效率和标准

(EfficiencyandStandardsforArticleCharges,ESＧ
AC)网站,剑桥大学出版社已登记的开放获取转换

协议达４３份①,位列各个出版社之首.截至２０２２年

１０月,中国大陆地区开放出版转换实践主要包括: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牛津大学出版社于

２０２０年５月签订开放出版转换协议;中国科学院文

献情报中心、清华大学分别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０２１年

底与美国计算机学会签订开放出版转换协议;上海

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先后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０２２年７
月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签订开放出版转换协议;中国

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于２０２２年３月与英国微生物

１６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ies

∗

①

陈娟,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３Ｇ４１３３Ｇ４９５８,邮箱:chenjuan＠xmu．edu．cn.

ESAC已登记协议下载地址:https://esacＧinitiative．org/about/transformativeＧagreements/agreementＧregistry/.



2023

年
第1

期

学会签订开放出版转换协议;２０２１年开始,中国高

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igitalResourcesAcＧ
quisitionAlliance,DRAA)与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

签订多年的阅读和出版集团采购方案.因此,笔者

尝试对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开放获

取出版及转换案例进行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测
算转换成本,以期为DRAA及国内高校图书馆提供

借鉴和参考.

２　剑桥大学出版社开放获取出版进展

剑桥大学出版社目前已出版４００多种学术期

刊:４０多种金色开放获取(GoldOA)期刊以自然科

学类为主(占比约８０％),３４０多种混合型(Hybrid
OA)期刊以人文社科类为主(占比约７０％),近２０
种非 OA 期刊以人文社科类为主(占比约８５％).
剑桥期刊被 WebofScience(指 WebofScience核心

集,包括 SCIＧE、SSCI、A&HCI)收录比例近８２％,

２０２１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文章３．８万篇,其中开

放获取文章比例近３２％,与 WebofScience收录期

刊文章开放获取比例基本一致.鉴于全面搜集剑桥

大学出版社开放获取出版情况存在较大困难,且高质

量期刊开放获取出版情况对于科研机构更具有参考

价值,因此以 WebofScience收录情况作为剑桥大学

出版社开放获取出版的主要参考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WebofScience收录剑桥大学

出版社出版文章超过２１．６１万篇,其中出版后即时

开放获取的论文(含金色、金色－混合、免费阅读)比

例接近２５％,２０２１年出版的开放获取文章比例达

３６２７％.其中,累计发表文章超过１０００篇的国家

和地区有４０个,本文按通讯单位发文数量从高到低

挑选前７位,为了进一步了解亚洲情况,同时选择排

名相对靠后的日本(排名１２)和新加坡(排名３７),共
计９个案例加以对比,结果如表１所示.其中,美国

发文总数排名第一,但１１年开放获取文章总体比例

仅为６．８４％,２０２１年达１５．６％,近５年平均增长率

１４．１７％;德国开放获取文章总体比例、近５年平均

增长率均排名第一,２０２１年开放获取文章比例接近

５０％;英国和日本开放获取文章总体比例相近,但英

国近５年开放获取出版增速高于日本,其２０２１年开

放获取出版比例达４２．６６％(仅次于德国);新加坡近

５年开放获取出版增速接近２５％,２０２１年 OA 文章

比例已经超过３０％.从 OA 文章质量和学术影响

力来看,除了德国,美国、英国、加拿大、中国等各国

发表的 OA文章篇均被引次数均高于非 OA文章.
从涉及学科和研究领域来看,以上９个国家的

开放获取文章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学、
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初级卫生保健、精神病学、公
共/环境学和职业健康、传染性疾病、营养学、生物物

理学、物理地理学、地球科学、光学等领域.

３　剑桥大学出版社开放获取转换案例研究

３．１　总体情况

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官方公布数据,截至２０２２
年４月,剑桥大学出版社已经与全球２３００多个机构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９个代表性国家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发文被 WebofScience收录情况

国家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 篇均被引次数 ２０２１年

文章数(篇) OA比例(％) OA文章 非OA文章 文章数(篇) OA比例(％)

近５年平均

增长率(％)

美国 ６１３３１ ６．８４ １１．２４ ７．４３ ６７７７ １５．６０ ２５．５６

英国 ２９７７７ １５．８６ １０．４５ ６．４６ ３７０４ ４２．６６ ３４．９９

加拿大 １０７６６ ８．５５ １１．２４ ６．９８ １１３３ １３．６８ １１．８６

中国 ８６５０ １３．９８ １１．６８ ９．６３ １２７２ ２０．９１ １５．１２

澳大利亚 ８１０８ １３．２６ １５．９８ １０．２１ ８７８ １７．２０ ７．５０

德国 ６８０８ １７．４５ ７．８６ ８．７１ ８３４ ４８．６８ ４８．８５

法国 ５２９０ ８．３２ １１．６５ ８．９４ ５４５ １５．４１ １７．９３

日本 ３０６３ １５．７０ ８．３７ ６．３９ ３８３ ３０．５５ １９．８６

新加坡 １２３３ １２．７３ １０．７０ ８．６９ １５４ ３０．５２ ２４．０４

注:以 WebofScience通讯地址为标准,只统计了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地区,未包括中国台湾地区.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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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了阅读和出版转换协议①.在欧洲、中东、非洲

等地区,剑桥大学出版社与３７个国家和地区的７００
多个机构签订了开放获取转换阅读和出版协议.在

北美,剑桥大学出版社与美国１６家联盟２７９家机构

签订了开放获取转换阅读和出版协议.在亚洲,剑
桥大学出版社与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台湾地区)、
印度、韩国、日本、新加坡的１００个机构签订了开放

获取转换阅读和出版协议,其中,仅有新加坡国立大

学、印度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以机构

为单位签订协议,其他机构均通过国家级联盟进行

谈判实现转换.

３．２　ESAC网站登记的转换案例

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剑桥大学出版社在ESAC网

站注册公开的开放获取转换协议位列出版社之首,
相关协议达４３份,具体如表２所示,涉及转换文章

８８８６篇/年,ESAC 登 记 转 换 协 议 文 章 覆 盖 率 超

过７０％②.
从ESAC登记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开放获取转换

协议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欧洲在协议数量、协议

期转换文章数量等方面均遥遥领先(协议数占比超

过４０％,文章数量占比超过７０％),北美地区次之

(协议数量约占１１％,文章数量占比约２０％),亚洲

表２　ESAC登记剑桥大学出版社开放获取转换协议分布

国家/地区 联盟/学协会 协议数
年转换文

章数(篇)

协议期转换

文章数(篇)
百分比(％)

欧洲

英国 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英国卫生安全局 ２ ２０１１ ８０１１

德国 德国学术联盟、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数字图书馆 ３ １１６０ ３４８０

荷兰 荷兰大学联合会 ２ ６６０ ２２４０

意大利 意大利国立和非国立大学协会 １ ４４０ １３２０

瑞典 瑞典Bibsam 联盟 １ ２４０ ７２０

爱尔兰 爱尔兰数字图书馆联盟 １ １３３ ６６５

瑞士 瑞士学术图书馆联盟 １ １３０ ３９０

挪威 挪威教育信息化中心 １ １００ ３００

西班牙
加利西亚大学系统校际联盟、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巴塞罗

那公立大学
３ １０３ ２８３

希腊 希腊学术图书馆联盟 １ ７０ ２１０

奥地利 奥利地学术图书馆联盟 １ ６３ １８９

波兰 波兰华沙大学联盟 １ １２５ １２５

６８．５８

北美

加拿大 加拿大研究知识网络 １ ９００ ２７００

美国
加州大学数字图书馆、十大学术联盟、爱荷华州立大学、洛斯阿拉莫

斯国家实验室
４ ８６５ ２５９５

２０．２５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员理事会 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８２

中东
以色列 以色列数字信息服务中心 １ ３１０ ８００

土耳其 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大学图书馆联盟 １ １５０ １５０
３．６３

亚洲
日本 日本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源联盟联合体 １ ６０ １８０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八校图书馆联盟 １ ４２ １２６
１．１７

非洲 南非 南非国家图书馆和信息联合会 １ ９８ ２９４ １．１３

其他国家和地区 １４ ２２６ ３７２ １．４２

合计 ４３ ８８８６ ２６１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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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开放获取转换具体实施案例较

少,还处于起步、尝试、观望阶段.从签订协议单位

来看,目前签订的转换协议以大学、图书馆、信息中

心、学科中心为主体,通过国家级、区域级、学科级联

盟谈判,实现利益最大化.欧洲以国家级联盟为主

进行转换,美国转换案例则以区域联盟为主,甚至单

个机构直接进行转换.

３．３　阅读和出版转换典型案例

ESAC网站登记的标准化信息涵盖协议主体、

协议原文链接地址、协议期限、国家、发文规模、成本

及可持续评估、费用结构、开放获取出版或转换覆盖

范围、知识产权、文章类型、订阅成本、永久访问权、
工作流程评估等内容.然而实际中,各单位登记的

信息不够完整,尤其是成本及可持续评估中的费用

结构、年度涨幅等信息缺失,仅少部分公开了协议原

文.笔者从提供信息较为完整的登记协议中挑选８
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供同行参考,其基础数据

和成本费用具体情况如表３所示.
表３　剑桥大学出版社阅读和出版转换典型案例

联盟
基础数据 成本费用

年发文(篇) 协议期(年) 机构 价格及涨幅 出版费占比

英国联合

信息系统

委员会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１１７

１００％转换:２０２１年费用＝(２０２０年订阅费＋２０１８年支付

APC费用)∗(１＋１％)

５０％比例转换:２０２１年费用＝(２０２０年订阅费＋２０１８年支

付 APC费用∗５０％)∗(１＋１％)

固定比例转换:２０２１年费用＝(２０２０年订阅费＋２０１８年支

付 APC费用∗约定百分比)∗(１＋１％)

２０２０年订阅费＝２０１９年订阅费∗(１＋２．９％)

２０２２年涨幅:１％,２０２３年涨幅:１．７５％,２０２４年涨幅:２．５％

２０２１年:４５％

２０２２年:５５％

２０２３年:６５％

２０２４年:７５％

荷兰大学

联合会

２６０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２０

２０１７年价格:３８．１４万英镑

２０１８年涨幅:８％

２０１９年涨幅:８％
允许协议之外其他大学、学院或研究机构在协议期内以固定

２５００英镑/年费用加入

４００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３２

２０２１年价格:荷兰大学联合会(１４家机构)５４．７３万英镑(含

额外支付出版费２．５３万英镑)、皇家科学院(１７家机构)２．１８
万英镑、荷兰生物多样性中心６７２２美元(订阅费)年涨幅４％

低于５０％

瑞士学术图

书馆联盟
１３０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１２

２０２１年价格:３７．６４万英镑

年涨幅:２％

２０２１年:１４％

２０２２年:１８％

２０２３年:２２％

爱尔兰数字

图书馆联盟
１３３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１０

２０２１年价格:２２．５３万欧元

年涨幅:２．５％

首年出 版 费 占 比 １７％,之

后通过书面确定

加拿大研究

知识网络
９００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５２

２０２２年价格:１９６．３２万美元(含额外支付出版费４．７７万美元)

年涨幅１％
订阅费完全向出版费转换

美国加州

大学数字

图书馆

４５０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１０
协议价格与上年度支付的订阅费和文章处理费基本持平

低涨幅

２０１９年:６０％

２０２０年:６５％

２０２１年:７０％

２０２２年:７５％

美国十大

学术联盟
３５５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１０

协议价格基本不超过往年费用

低涨幅
５０％—８０％

美国爱荷华

州立大学
４０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１

２０２０年价格:９．９２万美元

年涨幅:５％

２０２０年:３５％
２０２１年:４０％
２０２２年:４５％

注:表中各联盟与剑桥大学出版社转换协议信息均来源于登记地址:https://esacＧinitiative．org/about/transformativeＧagreements/agreementＧreg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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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签订协议成本费用来看,相比传统订阅协议,
多数开放获取转换协议总体保持较低幅度增长,相
比“大宗交易”近年的持续高涨幅政策,在成本上更

加可持续.如表４所示①,在已公布价格、年涨幅的

转换案例中,荷兰大学联合会、爱尔兰数字图书馆实

施转换中资金节约率较高,仅需支付其学术成果完

全向开放获取转换所需 APC总额７０％左右的费用,
即可同时访问出版社订阅内容;加拿大研究知识网

络协议费用与其完全开放获取出版费用基本持平;
表４　开放获取转换协议价格比较分析

单位:万英镑

联盟/机构
发文

篇数

协议

总价

机构

数

机构

均价

完全OA的

APC费用

节约率

(％)

涨幅

(％)

荷兰大学联合会 ４００ ５７．５８ ３２ １．８０ ７９．４０ ２７．４８ ４

瑞士学术图书馆联盟 １３０ ３７．６４ １２ ３．１４ ２５．８１ ４５．８６ ２

爱尔兰数字图书馆联盟 １３３ １９．３８ １０ １．９４ ２６．４０ ２６．６１ ２．５

加拿大研究知识网络 ９００１７０．８０ ５２ ３．２８ １７８．６５ ４．３９ １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 ４０ ９．０６ １ ９．０６ ７．９４ １４．１３ ５

瑞士学术图书馆联盟、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除了支

付１００％转换的 APC费用外,还需支付一定比例的

订阅费;荷兰大学联合会、爱尔兰数字图书馆联盟单

家机构平均协议价格相对较低(低于２万英镑),美
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价格最高,超过９万英镑.

　　笔者分别以协议年涨幅、出版费占比为横、纵坐

标绘制二维象限图②,如图１所示:英国联合信息系

统委员会、加拿大研究知识网络、美国加州大学数字

图书馆、美国十大学术联盟位于第I象限,上述机构

在发文规模和参与机构数量上均占有较大优势,转
换方案相对灵活多样,实施的转换协议对应着低涨

幅、高转换率,在成本支出上属于较为理想的转换模

式,然而在期刊覆盖范围③和免费开放获取出版或

转换文章数量④上亦有相应限制;瑞士学术图书馆

联盟、爱尔兰数字图书馆联盟均位于第IV 象限,二
者发文规模、参与机构数量较为相似,且均对应着低

涨幅、低转换率,在成本支出上较为可持续,然而出

版费占比均不到２０％,开放获取转换幅度较小;荷
兰大学联合会、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处于第III象限,

图１　剑桥大学出版社开放获取转换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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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协议价格除了加拿大研究知识网络联盟采用２０２２年数据,其他均采用２０２１年数据并根据当前汇率进行了换算;完全 OA 的 APC费

用＝发文规模∗１９８５英镑(出版社 APC平均定价);节约率＝１－协议价格/完全 OA的 APC费用.
由于８个案例最低涨幅为１％,最高为８％,因此以３．５％为横坐标轴原点;完全转换下出版费占比１００％,因此以中间值５０％作为纵坐

标原点;即年涨幅低于３．５％为低涨幅,出版费占比高于５０％对应着高转换率.此处统一使用２０２２年数据,无法获得的以２０２１年数据或近３
年平均值为准.

加州大学数字图书馆、加拿大研究知识网络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签订协议明确规定部分期刊未包括在内.
英国联系信息系统委员会规定:参与１００％转换方案的成员馆免费开放获取出版或转换文章数量不受限制,当开放获取出版或转换文

章总数超过参团成员近年科研成果产出１２．５％以上,将触发出版社对协议次年价格重新评审机制,参与５０％转换及固定比例转换方案的成员

馆免费开放获取出版或转换的文章数量将受相应比例的限制,但其２０％免费额度可延续至下一个自然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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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高涨幅、低转换率,且在发文数量①、版权许可

方面②均有限制,整体来看并非最佳的转换模式.

４　我国大陆地区高校阅读与出版转换成本测算

４．１　订阅费

中国大陆地区高校用户主要通过 DRAA 引进

国外数字资源,２０２１年以来 DRAA 与剑桥大学出

版社首次达成了阅读和出版、纯阅读两种不同模式

的集团采购方案.通过向出版社调研发现:阅读与

出版模式方案下,各参团成员馆总费用在上年度订

阅费用基础上涨８％,出版费占３０％,各馆根据支付

的出版费和平均 APC定价折算享有一定数量的免

费开放获取出版额度;纯阅读模式下,享有１％低涨

幅政策;方案到期后,用户可重新选择订购模式,同
时上一方案周期未使用的免费额度可延续至该方案

周期使用.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分别于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年先后参与了转换,２０２１年 DRAA 集团剑桥

期刊６０家用户订阅费近１１０万英镑.

４．２　出版费

通过在 WebofScience检索剑桥大学出版社发

表的文章,下载原始数据并匹配通讯地址,根据发文

数量高低,笔者列出排名前１５的中国大陆地区高

校,如表５所示.吉林大学开放获取文章比例最高,
达２７．８５％,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次之,而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开放获

取文章比例较低,不足５％;四川大学、北京大学近

１０年支付的开放获取文章处理费位居榜首,均超过

１０万美元.结合文章所在期刊影响因子可以看出,
相比非 OA文章,绝大多数机构发表在剑桥大学出

版社的 OA文章学术影响力和质量更具优势.

２０２１年 WebofScience收录的中国大陆地区

高校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表文章约９６５篇,其中开

放获取文章１８９篇,比例近２０％,支付开放获取出

版费５５．６７万美元,折合约４５．６７万英镑,为２０２１年

表５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中国大陆地区高校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表论文被 WebofScience收录情况(排名前１５)

序号 机构
文章数

(篇)
OA比例

(％)

已支付APC(美元) 平均影响因子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 OA 非OA

１ 北京大学 ２４６ １３．４１ １９８８５ １０６１８０ ５．１６ ３．３６

２ 浙江大学 ２１８ ９．１７ ２２７８５ ６４９１４ ３．９３ ２．７４

３ 上海交通大学 ２０８ １０．１０ ８４３６ ６６４２６ ４．６１ ３．４７

４ 中山大学 １５６ １７．３１ １７４００ ７９６５９ ３．８４ ２．８３

５ 清华大学 １５５ ２．５８ ６１３８ １０８９３ ５．２０ ３．０７

６ 四川大学 １４３ ２５．１７ ４９４２５ １１９０６０ ４．８３ ２．７６

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１２９ ４．６５ ０ １９５３０ ３．２４ ３．９１

８ 复旦大学 １２１ １９．８３ ８５７０ ７６７３９ ３．１１ ２．７９

９ 南京大学 １１１ １１．７１ ７１７０ ２８２００ ２．８３ ２．２９

１０ 武汉大学 １０８ ２６．８５ １５９３４ ７７７１８ ３．３０ ２．０８

１１ 华中科技大学 ９５ ２３．１６ ２２７８５ ７０９３８ ３．２７ ２．９３

１２ 南京农业大学 ８４ ２．３８ ０ ６５１０ ３．９７ ３．３３

１３ 北京师范大学 ８２ １５．８５ ３２５５ ２７３０５ ３．３６ ２．７１

１４ 吉林大学 ７９ ２７．８５ ２３２２０ ４７１３０ ２．８２ ２．４６

１５ 山东大学 ７８ ２６．９２ １６２７５ ６８３５５ ３．２５ 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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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荷兰大学联合会成员每年可免费开放获取出版或转换文章共１５００篇,皇家科学院相应额度为３０篇,对于超出额度之外前１０篇论文

APC享受３５％优惠,第１０—２０篇论文 APC享受３０％优惠,第２０篇及以上论文 APC享受２５％优惠,而荷兰生物多样性中心仅提供订阅,不享

受免费出版或转换额度.爱荷华州立大学以历史年均发表４０篇文章为基础,设置免费开放获取出版或转换文章上限,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２年分别为

３８、４０和４３,并为超过上限的文章 APC提供３０％优惠;免费开放获取出版或转换文章上限当年有效,当年发表的文章转换必须在自然年内完

成转换.
荷兰大学联合会在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协议要求作者强制遵循CC－BY知识共享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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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A集团剑桥期刊订阅总费用的４０％.

４．３　转换成本测算

通过调研得知,出版社在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新的协

议期将纯阅读模式涨幅上调至２％,笔者根据现有

用户参与转换情况测算剑桥期刊 DRAA 集团２０２３

年度纯订阅模式费用、阅读和出版模式费用、集团总

费用、涨幅等数据,具体如表６所示.
此外,根据集团用户参与转换情况,结合订阅费

占比测算DRAA集团２０２３年度免费开放获取出版

或转换文章数量,具体如表７所示.

表６　２０２３年度剑桥期刊DRAA集团费用测算

集团用户参

与转换比例

纯阅读模式(涨幅２％) 阅读和出版模式(涨幅８％)

用户数 费用(万英镑) 用户数 费用(万英镑)

集团费用

(万英镑)
涨幅(％)

２０％ ４８ ９０．６６ １２ ２４ １１４．６６ ３．２

３０％ ４２ ７９．３３ １８ ３６ １１５．３２ ３．８

４０％ ３６ ６７．９９ ２４ ４８ １１５．９９ ４．４

５０％ ３０ ５６．６６ ３０ ５９．９９ １１６．６６ ５．０

６０％ ２４ ４５．３３ ３６ ７１．９９ １１７．３２ ５．６

７０％ １８ ３４．００ ４２ ８３．９９ １１７．９９ ６．２

８０％ １２ ２２．６６ ４８ ９５．９９ １１８．６５ ６．８

９０％ ６ １１．３３ ５４ １０７．９９ １１９．３２ ７．４

１００％ ０ ０．００ ６０ １１９．９９ １１９．９９ ８．０

表７　２０２３年度剑桥期刊DRAA集团免费开放获取出版/转换额度测算

免费开放获取出版

或转换文章数量

订阅费占比

７０％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０％

集团

用户

参与

转换

比例

２０％ ３６ ４８ ６０ ７３ ８５ ９７ １０９ １２１

３０％ ５４ ７３ ９１ １０９ １２７ １４５ １６３ １８１

４０％ ７３ ９７ １２１ １４５ １６９ １９３ ２１８ ２４２

５０％ ９１ １２１ １５１ １８１ ２１２ ２４２ ２７２ ３０２

６０％ １０９ １４５ １８１ ２１８ ２５４ ２９０ ３２６ ３６３

７０％ １２７ １６９ ２１２ ２５４ ２９６ ３３９ ３８１ ４２３

８０％ １４５ １９３ ２４２ ２９０ ３３９ ３８７ ４３５ ４８４

９０％ １６３ ２１８ ２７２ ３２６ ３８１ ４３５ ４９０ ５４４

１００％ １８１ ２４２ ３０２ ３６３ ４２３ ４８４ ５４４ ６０４

　　通过调研得知,出版社在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的协议

期将 DRAA 剑桥期刊库阅读与出版方案的出版费

占比上调至４０％.因此,笔者以此为基础,制定三

种方案供参考:整体涨幅３．２％(低涨幅),根据发文

数量高低,建议２０％左右用户选择签订阅读和出版

转换协议,集团免费出版额度将达４８篇,即 APC整

体优惠２０．８％①;整体涨幅５％(高涨幅),根据发文

数量高低,建议５０％左右用户选择阅读和出版模

式,集团免费出版额度将达１２１篇,APC整体优惠

约３７．２３％;整体涨幅８％(超高涨幅),即 DRAA 代

表６０家用户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签订阅读和出版转

换协议,免费额度将达 ２４２ 篇,APC 整体优惠达

６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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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通过匹配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 DRAA剑桥６０家用户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表被 WebofScience收录文章共计１２１４篇,因此以 DRAA
现有用户平均每年发表４００篇为参考,此外,出版社对于选择阅读与出版模式的用户,在其免费 OA发文额度使用完毕之后,来自该成员的通讯

作者可享受 APC的１０％优惠,因此:APC整体优惠幅度＝１－(４００－集团免费出版额度)∗０．９/４００,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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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思考和启示

５．１　我 国 实 施 开 放 获 取 转 换 面 临 的 主 要 困 境 和

挑战

受经济发展水平、购买力等因素影响,数据库订

阅价格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一定差异,然而我国

科研人员所需支付的文章处理费与国际水平持平,
外加开放获取发展进程中大量“掠夺性”期刊产生的

恶劣影响,国内对开放获取转换实施的必要性、可行

性尚未形成共识.此外,受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

影响,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经费缩减,外汇汇率波动

导致实际购买力进一步下降,转换所需增加的经费

预算对于国内多数图书馆存在一定困难.即使是经

费预算较为充足的图书馆,也还要考虑科研管理部

门和科研人员对开放获取出版及转换的态度、馆员

投入及其应对新型资源建设模式的专业知识能力等

开放获取转换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一方面,国内

对开放获取理念的持续性宣传和相关活动的开展还

不够系统和深入,相关部门尚未制定相应政策和措

施,因此由图书馆协调利用科研项目中的出版经费、
统筹管理开放获取出版 APC 费用存在较大困难.
另一方面,国内开放获取转换实践刚刚起步,国外开

放获取出版转换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并不可直接套

用,DRAA谈判团队及各图书馆对发文、开放获取

出版、APC支付等基础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利用能力

还比较弱,在制定转换策略、统筹和争取出版经费、
开放获取出版管理等方面的经验还稍显不足,开放

获取 转 换 实 施 面 临 着 挑 战.笔 者 进 一 步 分 析

DRAA剑桥期刊６０家用户近３年在剑桥大学出版

社发文被 WebofScience收录情况,发现其中６所

高校平均年发文量在２０篇以上(含),１１所高校年

均发文量在１０(含)至２０篇之间,９所高校年均发文

量在５(含)至１０篇之间,剩余高校年均发文量在５
篇以下.笔者针对上述各类型高校抽样调查发现,
由于出版社提供免费转换文章数量有限,发文较多

的高校对如何公平分配和有效管理免费额度存在一

定顾虑,甚至担心分配分歧给图书馆带来负面影响,
而发文较少、订阅费较高的高校则缺乏转换动机.

５．２　国外开放获取转换案例对我国的借鉴和思考

从国外开放获取转换案例可以看出,以国家为

主导的图书馆联盟与出版商进行转换协议谈判的优

势明显,单打独斗在争取自身利益上空间较小.欧

洲、北美等国家级、区域级、学科级联盟所能争取的

权益也不尽相同,出版社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转换政

策的一致性、公平性、透明性还有待提高.DRAA
在我国高校图书馆联合引进国外数据库活动中一直

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未来可利用其优势联合

部分高校向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有

关部门在开放获取出版政策和经费上争取支持.

DRAA开放获取工作组可以继续关注国外图书馆

联盟转换进展,借鉴其在开放获取中的谈判指导原

则、使用工具包、实践指南等,开展由 FTE、下载量

等订阅模式向基于开放获取出版模式的成本转换定

量研究,为DRAA制定整体转换方案、优化内部分配

策略提供参考和依据.通过对比国外开放获取转换

案例,笔者认为剑桥大学出版社面向中国大陆地区制

定的开放获取转换政策对应着高涨幅、低转换率、免
费发文数量限制等不利因素,并非最佳转换模式.从

转换成本来看,DRAA剑桥期刊用户每年发文规模与

荷兰大学联合会不相上下,然而 DRAA剑桥期刊现

有订阅费已经大大超过荷兰大学联合会转换协议价

格,用户数量与加拿大研究知识网络接近(发文规模

仅为其一半),然而DRAA剑桥期刊现有订阅费、出版

费总和与加拿大研究知识网络转换协议价格基本持

平(年涨幅高达８％,加拿大研究知识网络年涨幅仅

１％),且DRAA集团成员免费额度严格根据出版费和

APC定价计算.从出版费占比来看,DRAA 剑桥期

刊最新转换方案中出版费占比仅４０％(低转换率),且
在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方案期内未做任何调整.

从国外转换案例来看,文献订购费转换为开放

出版经费是实现学术论文全面开放获取的可行措

施[１２],但也可能带来新的出版壁垒,从而导致高收

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科研差距进一步加

大[１３].在现有方案体系下,即使 DRAA 代表所有

用户完成了转换,平均每篇超过７００英磅的 APC费

用①对于我国部分科研人员而言仍然存在一定困

难.因此,在前期基础数据搜集和参与转换意向调

研的基础上,从涨幅、出版费占比、开放获取出版限

制、出版服务、合同开放性(如允许非 DRAA 期刊用

户加入阅读和出版转换等)等方面向出版商争取权

益,是解决我国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出版转换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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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剑桥大学出版社公布的２０２３年 APC平均定价(２０４５英镑/篇)为基础,超高涨幅(８％)方案下,整体优惠达６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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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思路.此外,积极向国外出版社呼吁更加透

明、合理地进行 APC定价,大力推动本土开放获取

期刊高质量发展,引导我国学术出版体系向商业化、
国际化转型,参与国际开放出版规则制定,是推动我

国开放获取出版进程的重要途径.随着全球越来越

多开放获取转换协议的签订,订阅费向出版费转化,
图书情报机构在国家整体信息资源建设、科研机构

信息资源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必将面对着转型和

变革[１４].详细缜密的科研论文调查是开放获取转

换协议达成的关键,开放获取资源的质量审查、支付

流程的优化、知识组织和揭示等工作都是未来高校

图书馆在资源建设转型和变革中需要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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