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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学数据管理和共享需求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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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为全面了解上海科学数据资源现状，以及不同利益主体对上海科学数据管理与共

享政策的需求。[ 方法 / 过程 ] 从数据治理视角，遵循信息资源全生命周期规律，设计问卷内容，面向

各利益相关者开展调研。[ 结果 / 结论 ] 总结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各阶段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特点，

提出上海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政策建议。

关键词：科学数据；数据共享；数据全生命周期；科学数据政策

中图分类号：G35；TP391

Demand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and Sharing in Shanghai

PU Lina  YIN Xiao  XIE Wenxian

The Administration Center of Shanghai R&D Public Service Platforms, Shanghai 20003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Significanc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cientific data resources in Shanghai and the 
needs of stakeholders for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and sharing policies in Shanghai. [Methods/Process] The author designs the 
survey questionnaire for various stakehol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governance, following the law of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Result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dem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each stage of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scientific data, and put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on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and sharing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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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学数据作为重要的科技战略资源，其

开放共享是更大限度挖掘和发挥科学数据价

值的重要方式之一。科学数据共享的本质是

让数据资源能够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有效

配置 [1]，伴随着信息化技术的进步，科学数

据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多学科领域的交叉融

合、多主体参与和大规模协作的特点，科学

数据的治理和开放共享制度的制订需要更加

重视和协调科学数据各利益主体的权责关系，

以更好细分确认数据的价值 [2-4]。与此同时，

科学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全生命周期 [5]，具

有不同阶段和利益主体特点 [6,7]，因此科学数

据共享和管理政策的制定，还应结合科学数

据全生命周期特征，充分考虑多元利益相关

者的权益，作出合适的制度安排。

我国在 2018 年 3 月发布了首个国家层面的

《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国办发﹝ 2018﹞ 17号），

随后，十余个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中科院积

极响应，并出台实施细则。上海是全国较早启

动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工作的省市，早在 2002 年

就建设“一网两库”，推进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对推动上海市研发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科研组织方式发生了重要变

革，对科学数据资源管理、共享、利用的目标

和需求有了新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特征。本研

究立足上海市科学数据工作现状，深入调研科

学数据管理与利用主体，全面了解掌握新形势

下研发活动对于科学数据的现实需求，总结梳

理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中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

和问题，为上海落实国家《科学数据管理办法》，

推进科学数据更高效的管理与利用提供参考。

1　科学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需求

分析框架

科学数据管理是科学数据高效利用的重

要基础，科学数据共享是科学数据高效利用

的重要方式。国内外学者根据科学数据资源

特征和管理实践提出了数据全生命周期理论，

并提出了一些经典的科学数据管理全生命周

期模型 [8-10]，可以看到，在科学数据管理的过

程中，数据采集、数据保存、数据利用等是

核心环节 [7]，同时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需要

采用不同的管理策略 [11-13]。

科学数据共享本质上就是不同角色围绕科

学数据这一资源，从满足数据用户需求出发，

利用各种方式实现科学数据从数据提供者到数

据用户对于其拥有和使用权利的让渡，达到科

学数据资源满足科研活动需求的状态 [14]。由于，

科学数据生产和利用的跨区域、跨部门、跨学

科的大协作，参与主体的规模和类型越来越多

元，科学数据共享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数据提

供者和数据用户，还包括研究人员、研究机构、

数据中心、用户、资助者、出版者等 [15-17]，共

享和管理政策的制定更聚焦到这些多利益相关

者之间权益的确认和平衡。

为深入了解上海市科学数据管理利用需求，

本研究基于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理论和利益相

关者理论 [18-23]，构建了科学数据管理与开放共

享需求分析框架（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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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科学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需求分析框架

在获取相关需求的过程中，重点抓住科学

数据全生命周期中采集与获取、汇交与保存、

共享与利用等重要阶段，以这些阶段的主要利

益相关者对科学数据共享和管理政策制定的需

求和诉求为目标，针对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中涉

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设计了面向科研人员（数

据使用者和利用者）、数据中心管理人员（传

播者）、期刊编辑管理人员（出版者和传播者）、

政府管理人员（管理者和组织者）的调研内容，

主要包括：

（1）科学数据采集和获取的方式、途径、

可能遇到的困难等。

（2）当前从事工作的科学数据保存与管理

现状、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原因。

（3）对科学数据共享及现状的态度，包括：

是否从其他途径获得过科学数据、是否向其他

人提供过科学数据，以及对科学数据共享的动

机、态度和意愿。

（4）对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政策的认知、

态度与需求，包括：是否赞成制定科学数据共

享政策，对政策的担心、顾虑，以及建议政策

应包含的内容等。

（5）对科学数据管理平台、科学数据中心

（库）布局建设的认识、需求和建议。

2　科学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需求

调研

本研究面向上海市科研人员、数据中心管

理人员、期刊编辑管理人员、政府管理人员开

展问卷调查，为保障问卷调研的有效性，对重

点关注的调研单位开展了预调研，并根据预调

研情况完善问卷，通过上海科技、上海市研发

公共服务平台的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发

放了问卷，开展了较为广泛的调查。本次问卷

调查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28 日—2019 年 4 月 27

日，收回有效问卷 571 份。

从问卷回收情况来看，上海科学数据生产、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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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参与主体呈现出多样化特征，高校、科

研院所和医院最多，接近一半的调研对象来自

高校，其次是科研院所（23.1%）和医院（9.3%），

同时各类企业也积极参与到科学数据的应用中，

成为不容小觑的重要力量。

从具体调研对象来看，以26~40岁（含40岁）

青年人员为主，其中科研院所这一年龄段的比

例最高（76.5%），其次是医院（70%），企业

（65.2%），高校（59.1%）。这一年龄阶段的

从业者，有活力、有拼搏的动力，也积累了相

当的科研 / 管理经验，是承担和推动科学数据

工作的重要力量。

从调研对象的学科分布来看，工学、理学、

医学最多，而管理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等

人文学科参与较少，这与各学科产生、利用科

学数据的关联程度基本吻合，自然科学和工程

学科是大规模产生、利用科学数据的主要学科。

从调研对象的工作性质看，主要从事科研

（85.9%），教学（22.2%）和管理（22.4%）工作，

受访者身兼多职的情况比较普遍，其中医院和

高校最为显著，科研院所和企业受访者的岗位

设置则较为固定（详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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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科研 管理 其他

图 2  单位性质与调研对象工作性质

从调研对象身份来看，本次调查主要包括七

类人员：教师、学生、研究人员、图书管理员、

实验人员、科研管理人员、医生等。其中，占比

较多的人员是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

总体而言，从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利益相

关者年龄、学科、工作性质分析，上海开展科

学数据生产和应用的机构中，科研院所基础要

更好，集聚了更专业的从业人员、从业人员普

遍比较年轻，形成了更有活力的有生力量，而

且科研院所的科研活动主要集中在科学数据普

及推动较好的自然科学领域，也更容易积累和

推进科学数据的使用。同时，科研院所更专业

DEMAND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CIENTIFIC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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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细分的组织管理方式使明确的数据管理岗

位设置成为可能，更有利于科学数据管理工作

的专业化、规范化。

3　上海市科学数据管理与开放共

享需求分析

3.1　科学数据采集获取

目前科研人员生产数据的方式多种多样，

主要有收集后加工处理（65.9%），人工采集

（61.2%），仪器设备自动采集（54.9%）几种方式，

而且科研人员通常采用多种方式生产数据。从

采集方式来看，主要以机构 / 课题组自主生产为

主（占 77.7%），科学数据由公开渠道免费获得

的也占有较大比例（占 47.8%），进而导致目前

科学研究中使用的数据主要通过小范围的共享

来实现，科学数据共享的意识需进一步提升。

不同学科领域的科研人员收集获取科学数

据的主要方式有所不同，工学、理学获取方式

更为多样化，以机构 / 课题组自主产生、公开

渠道免费获得数据为主；医学、农学以机构 /

课题组自主产生为主；管理学以公开渠道免费

获得数据为主（详见图 3）。

图 3  不同学科领域获取数据的方式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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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获取数据过程中的主要困难包括：

数据质量参差不齐（63.9%），没有统一的科学

数据平台（50.9%），数据收集成本或获取成本

太高（48.9%），公开发表文献中找不到原始数

据（47.8%）等（详见图 4），这与数据中心管

理人员认为数据获取描述中数据质量及控制方

式（完整性、准确性）是科研人员获取数据时

最重要的参考标准（详见图 5）的观点不谋而合。

进一步调查研究发现，高校、科研院所、

医院认为数据获取的最大困难是数据质量参差

不齐，而企业认为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统一的科

学数据平台。究其原因，高校、科研院所、医

院以科研为主，科研合作对象较为固定，获取

的科学数据的领域相对较集中，在长期积累过

程中形成了一批领域科学数据中心，而企业需

要通过数据共享获得技术研发新动态，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和项目落地 [1]，需要的数据所涉及

的领域更加交叉综合，没有明确的合作对象，

但目前能满足跨学科、多领域需求的数据发现

平台目前还较为缺乏。

63.9%

50.9%

48.9%

47.8%

35.9%

16.6%

12.8%

2.0%

数据质量参差不齐

没有统一的科学数据平台

数据收集成本或获取成本太 高

公开发表文献中找不到原始数据

同行较忌讳透露最新科学数据

同行未妥善保存以往数据

所需数据涉及隐私或国家机密

其他

图 4  科学数据获取的主要困难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数据揭示与组织方式

数据获取方式

数据检索和查询方式

数据更新情况

数据质量及控制方式
（完整性、准确性）

非常重要 比较重要 一般重要 不太重要 不重要

 图 5  数据获取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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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科学数据汇交保存   

从数据存储方式来看，首先上海科研人员

科学数据存储的方式分散，汇交到统一公共平

台的还较少，主要是存储在自己 / 团队的计算

机中（89.5%）；其次是U盘或移动硬盘（57.4%），

图 6 可以看出目前科研人员主要采取的存储方

式较为分散，存在数据丢失的隐患，进一步调

研发现近一半的科研人员发生过科学数据的丢

失情况。从丢失数据的科研人员年龄分布来看，

26~40 岁（含 40 岁）数据丢失的比例最高，

同时这一年龄段也是科研高产出的年龄段，数

据的丢失会对科研人员持续的科研活动产生不

利影响，增加重复科研的可能性。从数据丢失

的方式来看，发现造成数据丢失的主要原因是

存储设备故障（占比 75.6%），其次是误操作

或误删除（占比 48.8%），第三是计算机病毒

（25.9%）。

0.4%

0.7%

1.8%

6.5%

13.7%

14.6%

16.4%

21.1%

30.7%

57.4%

89.5%

其他

不保存，用完后直接删除

提交到公共研究资助机构

提交到本校图书馆(包括机构知识库)

提交到数据存储库(网络数据平台)

云盘

作为补充材料提交给期刊出版机构

记录在纸质笔记本

按照项目要求，上交给项目委托单位

U盘或移动硬盘

保存在自己/团队的计算机中

图 6  科学数据存储方式

在数据保存的期限方面，55.8% 的科研人

员会将数据保存 5 年以上，27.6% 的科研人员

会将数据保存 3-5 年。从机构视角，92% 的医

院科研人员会将科学数据保存 3 年以上，70%

的医院科研人员保存期限达到 5 年以上；高校、

科研院所、企业的数据保存 3 年以上的均超过

80%。由此可以看出，各主体对于科学数据长

期保存的需求较为强烈。

从数据保存的规模来看，上海科学数据存储

较为分散，数据规模较小，目前上海课题组 / 个

人每年产生的原始数据总量主要以 Gb 级（41%）

的为主，其次是 500Mb-1Gb（22.9%），再次

是 Tb 级（占 15.5%）。工学、理学、医学是产

生科学数据较多的领域，且其 TB 级的数据总

量占本领域的比例均达到了 20% 左右，超过了

平均水平。在医学领域，超过 70% 的科研人员

会将数据保存 5 年以上。从机构来看，各机构

还是以 GB 级的数据存储总量为主，TB 级数据

总量最多的主体依次是企业（21.7%）、科研院

所（18.5%）。

从数据备份情况来看，科研人员和期刊编

辑人员对于数据备份有较强的意识和需求（详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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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7 和图 8），87.7% 的科研人员会对科研活

动中产生和收集的数据进行备份，尤其以高校

的科研人员意识最强，达到 92.3%；进一步对备

份方式调研，发现首选备份到课题组 / 个人备份

设施（占62.4%），其次是定期磁带的备份方式（占

30.9%）。期刊方提供的科学数据库是目前科研

人员存取科学数据的主要方式之一 [24]。期刊编

辑人员首推将论文数据递交至学科领域内的专

业数据中心（占比 71.1%），其次是政府管理部

门或资助机构建立的数据平台（占比 55.6%）。

备份
87.7%

不备份
12.3%

62.40%

30.90%

24%

4.60%

备
份

的
方

式

课题组/个人备份设施

定期磁带

网络数据

远程镜像

图 7  科研人员数据备份情况及备份方式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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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递

交
平

台

非常需要
27.5%

需要
15.7%

有时需要
45.1%

不需要
7.8%

不确定
3.9%

学科领域内的专业数据中心
71.10%

政府管理部门或资助机构建立的数据平台
55.60%

编辑部自建的数据存储平台
44%

公益性数据存储中心
28.90%

商业公司建立的科学数据平台
13.3%

图 8  期刊编辑人员认为集成发现的必要性和对集成发现平台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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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数据建设主体来看，科研院所和企

业的科学数据库建设已超 30%，高校、医院的

数据库建设率虽只有 15% 左右，但这些机构都

充分认识到科学数据库的重要作用，绝大多数

已在积极筹建科学数据库。

3.3　科学数据共享利用

从科学数据共享意愿来看，上海科研人员

具有很强的科学数据共享与利用的意愿（详见

图 9），94.8% 的科研人员愿意或者征得同意

后愿意共享数据。从机构视角，医院的科研人

员共享意愿最为强烈，达到了 98%，其次是

科研院所（95.2%），不愿意共享的主要原因

是出于数据安全、隐私、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考

虑，以及希望后续进行数据价值挖掘等，可以

看出，数据权益保护是科研人员共享数据的重

要前提。

愿意
14.1%

征得同意后愿意80.7%

不愿意
5.2%

图 9   科学数据共享意愿

从科学数据政策需求来看，各机构的科研

人员、数据中心管理人员最关心的政策内容一

致，体现了对各自数据权益的充分确权和保障

的重视（详见图 10），包括：明确各个利益

相关方职责（科研人员 82.3%，数据中心管理

人员 87.5%），科研数据的归属权（科研人员

78.3%，数据中心管理人员 83.9%），知识产权

以及科研数据的共享方式和范围的确认（科研

人员 71.5%，数据中心管理人员 85.78%）。其

中，高校更关注利益平衡和数据权属问题，这

与高校科研人员是科学数据的主要创建者，希

望通过明确共享权利义务获得合理的回报相关；

科研院所、企业、医院更希望通过政策制订明

确科学数据的共享方式和范围。

从科学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来看，建设

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科学数据中心是各利益

相关者共同的需求（详见图 11 和图 12），科

研人员、数据中心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都

认为数据管理和数据存储功能是科学数据中心

最基础、最重要的功能，且对数据安全保护的

需求最为突出。各主体都认为查找与获取是数

据库最重要、基础的服务，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科研人员对数据价值交换和共享具有较强需求，

企业和医院的科研人员则更需要数据分析等增

值服务。

在科学数据共享载体选择方面，不同利益

主体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科研人员较多

选择自己信任的人进行共享，各主体选择课题

组内部的数据库最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更多选

择学科领域公共数据库，企业和医院优先选择

本机构的数据库 ( 详见图 13)。由此可以看出，

可信任的、权威的、公益的共享载体是各类主

体的共性需求，通过此共享载体认证认可的数

据，科研人员才愿意放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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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益相相关关方方的的

职职责责

科科研研数数据据的的

归归属属权权和和知知

识识产产权权

科科研研数数据据的的

共共享享方方式式和和

范范围围

科科研研数数据据共共

享享的的权权利利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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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科研研管管理理者者

要要为为科科研研数数

据据管管理理与与保保

存存提提供供设设施施

和和服服务务支支持持

项项目目开开始始前前

要要制制定定数数据据

管管理理与与保保存存

计计划划

科科研研数数据据保保

存存的的方方式式与与

周周期期

在在项项目目验验收收

或或检检查查时时增增

加加对对数数据据管管

理理与与保保存存的的

考考核核

强强调调科科学学数数

据据安安全全保保护护

规规定定科科技技计计

划划项项目目产产生生

数数据据的的管管理理

方方式式

其其他他

科科研研人人员员 82.3%           78.3%            71.5%          70.4%          67.0%            61.2%          58.7%          50.0%           47.3%           46.2%           0.7%

数数据据中中心心管管理理人人员员 87.50%          83.90%        85.70%        73.20%        73.20%          78.60%         71.40%        66.10%          60.70%        64.30%         1.80%

图 10  科学数据政策应包含的内容

数据管理、
数据存储

发布、共享
数据

保证数据安
全和长期保

存

分析解释数
据、导出数

据

数据管理权
限清晰

数据访问控
制

实现数据和
研究成果的

关联

数据输入、
数据翻译、
数据检验

实时了解数
据的被使用

情况

具有类似期
刊论文引文
的评价功能

对数据进行
再开发、重

用数据

收集数据、
获取和创造

元数据
其他

科研人员 87.7% 70.9% 67.9% 64.6% 64.3% 59.4% 58.5% 58.5% 54.9% 53.8% 52.9% 46.6% 0.4%
数据中心管理人员 96.40% 76.80% 76.80% 76.80% 73.20% 67.90% 71.40% 78.60% 60.70% 60.70% 64.30% 55.40% 1.80%
政府工作人员 88.90% 66.70% 66.70% 72.20% 44.40% 66.70% 72.20% 66.70% 55.60% 33.30% 55.60% 50.00% 0.00%

图 11  不同利益相关者对科学数据共享利用平台功能的选择

从图 14 可以看出，各利益主体对于数据中

心建设功能需求各有侧重，基础性的功能包括

数据浏览、查询、下载和复制功能（94.6%），

其次是数据调用和分析服务（85.7%）以及数据

保存、检索、统计服务（82.1%）。

通过调研发现，当前上海科学数据管理与

共享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但是与各类主体和

个人强烈的共享意愿和强劲的数据需求相比，

与对数据多元价值更深挖掘的要求相比，也

存在一些需要不断提升的空间。从科学数据

本身来看，其产生量逐年增大，参与主体更

加多元复杂，但存储备份方式较为分散，数

据安全得不到根本保障；公益、专业、安全

的汇交平台缺乏，难以提供数据可信度和安

全的有效支撑，尚未形成科学数据的开放共

享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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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数据中心对于数据保存相关的重要性指标评价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高校                      科研院所                    企业                           医院

课题组内部的数据库

本机构的数据库

学科领域公共数据仓储

区域内综合性科学数据中心

图 13  科研人员共享载体的选择

94.60%

85.70%

62.50%

76.80%

82.10%

53.60%

数据浏览、查询、下载和复制服务

数据调用、分析服务

数据定制服务

数据知识产权保护服务

数据保存、检索、统计服务培训

数据产品开发服务

图 14  科学数据中心建设的重点

4　上海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对策

建议

通过对上海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现状的调

研，我们发现上海各类主体对科学数据支撑科

学研究已有较深刻的认识，需求非常强烈，已

形成在各自机构和小范围的数据存储、共享使

用的局面，为上海制定全市层面的科学数据共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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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和管理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需要看到

数据的生产和存储还很分散，数据安全和权益

保障缺乏，规范的数据价值确认规则缺失，极

大制约了上海科学数据价值的更好发挥。鉴于

此，建议在政策制订中强化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科学数据共治的体系化安排。重

视构建多元主体对话共谋机制，以更好激发利

益相关主体推动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强化政策保护和规范数据利益相关者

权责；系统布局基础设施（制度、标准、技术、

平台载体），倡导数据管理计划，鼓励数据出版，

组织数据竞赛，鼓励各类利益相关主体先行先

试推进开放共享。

（2）充分重视科学数据的经济社会价值。

科学数据作为价值最高的新型生产要素，其经

济和社会的多维价值将不断放大，建议以目标

为导向，打破科技、经济、社会领域边界，促

进数据流动和重构，使其成为创新生产方式、

重构生产关系、提升生产能级的重要要素。

（3）加强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在数

据采集获取阶段，应重视数据质量保障问题，

建立统一标准，强化主体责任，从源头上指导

数据生产单位建立科学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在

数据保存汇交阶段，要指导主体筑牢数据安全

意识，确保数据得到完整和安全的保存；在数

据共享利用阶段，应规范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目

录建设，鼓励采用在线下载、离线共享、定制

服务等多种形式的共享方式，推动数据使用便

利化，保障科学数据使用的可持续发展。

（4）加强科学数据统一集成发现平台的建

设。科学数据发现作为科学数据管理和价值提

升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数据共享的第一步也是

最重要的一步，也是各类主体呼吁强烈的需求，

应加强布局建设具有公益性、可信度、专业化

的集成发现平台，作为共享枢纽，链接各类科

学数据主体和数据库，推动科学数据的使用和

开放共享。

（5）大力推进科学数据中心建设。应充分

发挥科学数据中心在领域内的专业作用，调动

其开放共享的积极性，建议依托具有优势资源、

已有较好基础的机构建设上海市级科学数据中

心，授权先行形式，探索一套本领域可推广使

用的科学数据管理和开放共享实践经验，形成

可以借鉴参考的模式，以实践示范推动政策的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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