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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海外图书馆开放获取活动的特征与走向

郑雨霏袁 王 铮 *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西安 710127）

摘 要院 [目的 /意义]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全球信息资源建设与获取方式的改变，极大刺激了开放获取活动

的开展。观察疫情期间图书馆的开放获取动态有助把握后疫情时代信息资源建设的趋势。[方法 /过程]通过

网站调查，梳理与总结海外开放获取动态。[结果 / 结论]疫情期间，图书馆开放获取动态主要体现在资金投

入的大规模增加、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网络资源的开放与整合、线上资源服务的创新、各机构的合

作共建以及开放获取发展进程的加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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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has accelerated the changes in the way of infor-

mation resources construction and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has greatly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ac-

cess activities. To grasp the trend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construction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we observed the

open access development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Method/Process] Using website survey method to obtain

and analyze the overseas open access developments. [Results/Conclusion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the trend of

open access was mainly reflected in six aspects: the large-scale increase of capital investment,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network infrastructure, the opening and integration of network resources, the innovation of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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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期间图书馆开放获取的新内涵

自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袁 大量

实体公共设施由于防疫需要而关闭袁 传统的信息接入

点和获取渠道 渊如图书馆物理空间冤 受到影响曰 与此

同时袁 线下的信息交流尧 知识学习活动 渊如学校教学冤
也收到限制和削弱遥 上述这些因素反而极大地激发和

推动了图书馆界开放获取运动的开展遥
疫情期间全球范围内的开放获取运动已经超越了

其传统内涵袁 在范围上有所扩大袁 在内涵上持续深化遥
疫情之前的开放获取 渊Open Access冤 活动虽然仅仅不

到 20 年历史袁 但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模式特征袁 主要以

数字化的科研论文等学术内容为开放对象袁 图书馆界

在运动中成为主要推动者遥 而在疫情期间袁 开放获取

在保持原有特征的同时袁 开放的对象与范围迅速扩大袁
并且与开放教育资源 渊Open Education Resource冤尧 开

放数据 渊Open Data冤尧 开放政务 渊Open Government冤
等活动快速融汇袁 开放获取运动不仅有力强化了疫情

封闭期间的科研活动文献保障袁 而且切实支持了不同

层级学校教育活动的开展曰 图书馆在其中仍然担当了

主要倡导者尧 推动者和实施者角色袁 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袁 而除了图书馆之外袁 出版商尧 数据库商尧 高

等院校尧 新闻媒体等内容机构出于社会责任尧 应急管

理等不同因素袁 也都比以往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开放获

取中来遥 这些都使得疫情期间的开放获取运动涌现出

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袁 这些特点和趋势很可能会延续

到疫情常态化防控时期乃至后疫情时代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 疫情期间图书馆开放获取的内涵

与其说是扩大袁 不如说是更加贴近 野开放获取冶 的本

质遥 在疫情之前袁 开放获取对于图书馆来说仅是数字

资源建设与服务的手段之一遥 而在疫情期间袁 开放获

取基本上成为很多图书馆实现服务的核心方式和主流

方式遥 这不仅包括科研成果在内的各种数字资源免费尧
高效获取与传播袁 还涵盖了网络基础设施尧 物理网络

接入点的完善袁 以及在疫情期间维护知识公平尧 知识

公益性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遥
因此袁 关注疫情期间图书馆开放获取活动的特征

与走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遥 而海外特别是欧

美国家一方面是开放获取运动的重要阵地袁 另一方面

又是受此次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区域袁 这些地区在疫

情期间的开放获取活动学界应予以关注遥
目前袁 在海外实践领域袁 美国图书馆协会 渊ALA冤

在 2020 年 5 月对来自 50 个州的 3 800 多家图书馆进行

了主题为 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支持学生尧 教师和社区

服务的转变及未来工作发展冶 的调查袁 调查结果显示院
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报告说当前用户社群对实体图书

馆的访问是有限的袁 而对图书馆的数字内容尧 在线学

习和虚拟程序方面有着比以往更高的需求[1]遥 同时袁 因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反衬出开放获取模式

的益处袁 突显了以开放获取为代表的新型订阅模式的

重要性与必要性[2]曰 而在国内研究领域袁 也有研究关注

疫情期间开放获取活动的不同表现袁 如梳理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下国际科研成果开放共享的主要发展脉络[3]尧
探索如何建立快速高效的科研资源应急开放获取机

制[4]尧 探讨融合出版背景下科技期刊在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中的信息传播途径[5]遥 但是袁 当前已有研究仍缺乏对

于图书馆实践一线在疫情期间实施开放获取活动的系

统梳理与特征总结遥
在此背景下袁 本研究对自 2020 年 1 月疫情发生以

来海外相关图情组织机构发布的关于疫情的专题报道

及政策文件等动态信息进行了持续的跟踪与扫描袁 在

遵循相关性尧 权威性尧 信息量尧 信息新颖性标准并

兼顾地区或领域等标准的基础上袁 选取了国际图联

resource service, the cooperation and co-construction of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institutions, and the accelerat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access.

COVID-19; open access; development trends; library service; resourc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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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IFLA冤尧 美国图书馆协会 渊ALA冤尧 美国研究图书馆协

会 渊ARL冤尧 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协会 渊IMLS冤尧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 渊OCLC冤 等机构作为重点关注

对象袁 从其网站上提取并整理出疫情期间有关开放获

取建设与服务开展等相关信息袁 探索在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乃至后疫情时代全球开放获取资源的发展趋势与

特点遥
通过对相关文本的梳理与分析袁 本研究将疫情发

生以来开放获取的发展动态归纳为以下几方面院 ①开

放获取建设资金的大规模增加曰 ②开放获取网络基础

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曰 ③互联网资源的进一步开放与整

合曰 ④线上资源服务的创新曰 ⑤各部门机构的合作与

共建态势明显曰 ⑥开放获取发展进程的加速遥 本文将

基于这 6 个方面逐一进行介绍和评述遥

2 开放获取建设资金的大规模增加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袁 图书馆原本基于物理馆舍空

间尧 基于纸质文献的服务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中断袁 即

使在疫情发展后期有所恢复袁 也因场所和图书的消毒

工作而面临很大的成本压力[6]遥 面对这样的情况袁 网络

在线设施对于图书馆服务的提供与实现就显得尤为重

要遥 正如 IMLS 主任 Crosby Kemper 所说院 宽带接入和

数字服务的紧急扩展使人们能够获取到当今至关重要

的卫生尧 社区尧 政府和就业信息[7]遥 为减小各图书馆尧
用户之间的数字鸿沟袁 建设与扩充数字资源袁 使开放

获取成为可能袁 相关的建设资金必不可少遥
受疫情影响袁 世界各国图书馆通过减少接触尧 场

所限流甚至关闭实体图书馆等形式以达到防控疫情的

目的袁 原本依托图书馆物理馆舍形式而存在的纸质文

献资源的传播与利用受到限制遥 在此背景下袁 为继续

向广大图书馆用户提供文献资源服务尧 使用户在线上

也能获取需要的信息资源袁 数字资源建设资金的投入

显得尤为重要遥
对于数字资源的建设袁 图书馆在总结过往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继续创新袁 持续投资袁 以确保用户尧 研究

人员和学者即使面对像新冠肺炎这样的危机袁 也能进

行阅读尧 教学和突破性创新袁 具体的措施包括增加投

入用于特藏资料的数字化尧 获取和保存袁 以便此类资

源可以用于互联网流通与传播[8]曰 增加电子书与有声读

物的预算资金袁 最大限度实现线上用户的阅读需求[9]遥
在当前图书馆文献资源格局中袁 数字资源的地位已经

从非主流资源转变为主流资源 [10]遥 而在后疫情时代袁
数字资源建设将逐步成为图书馆的主流发展趋势遥 因

此袁 对于数字资源的建设资金投入会持续成为图书馆

资金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在扩大对数字资源建设资金的投入的同时袁 如何

使公众获取到这些数字资源也是图书馆亟需解决的问

题遥 数字鸿沟问题广泛存在与社会中袁 且网络基础设

施在不同地区也会受到经济发展尧 政策制定等的影响

而存在差距遥 在疫情期间袁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与

IMLS 合作袁 利用 叶新冠病毒援助尧 救济和经济安全法

案曳 渊CARES冤 提供的 5 000 万美元资金袁 用以帮助

解决疫情期间的数字鸿沟问题袁 努力扩大数字网络接

入袁 购买可接入互联网的设备袁 并向其社区提供技术

支持服务[11]遥 同时袁 针对在数据获取方面处于弱势的

人群与组织[12]袁 IMLS 也展开了针对性的资金援助遥 对

于相关政府政府提供的资金袁 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递

交申请书的方式申请获取袁 以在疫情期间开展相关服

务[13]遥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背景下袁 政府层面更加重视

数字资源与数字设施的建设袁 通过有关经济法案的确

立与资金获取制度的完善[14]袁 为以图书馆为代表的信

息机构提供扩充数字资源尧 减小数字鸿沟尧 建设互联

网设备尧 提供开放获取资源渠道的资金支持袁 并且图

书馆自身也将更多的建设资金投入到数字化资源的建

设中去遥

3 开放获取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

网络基础设施是开放获取的底层支撑遥 美国中小

学图书馆协会 渊AASL冤 收集了中小学图书馆关闭的信

息尧 中小学图书馆员的反应以及图书馆关闭对学生的

影响袁 结果显示尽管中小学的图书馆员一直忙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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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资源并提供虚拟援助袁 学生是否有渠道利用这些

技术仍然是一项挑战袁 这也突出反映了潜在的教育不

公平问题[15-18]遥 针对这样的现象袁 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疫情期间也受到了重视遥 疫情期间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工作的亮点在于院 ①图书馆 Wi-Fi 热点服务范围的

扩大曰 ②移动 Wi-Fi 与社区 Wi-Fi 的增加曰 ③电子设备

出借服务的优化遥
一些图书馆在其馆舍中强化了网络热点袁 可以让

用户从馆外接入网络曰 还有公共图书馆增加了 Wi-Fi

扩大器袁 以便家中无法上网的人可以开车到图书馆的

停车场袁 免费使用图书馆的网络连接袁 这样既保持了

社交距离袁 又确保了网络接入曰 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

堡图书馆将移动图书馆服务车作为 Wi-Fi 热点袁 分时

段把它们停在不同社区附近的便利地点袁 使得人们可

以方便使用热点袁 同时保持社交距离遥 类似网络基础

设施的建设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欢迎遥 自 2020 年 3 月中

旬以来袁 俄亥俄州凯霍加县公共图书馆通过停车场的

Wi-Fi 进行了近 3 万次网络讨论[19]遥 同时袁 图书馆也与

社区组织展开合作袁 在网络设备与服务缺失的地方开

展笔记本电脑等电子设备的外借服务[11]遥
各地图书馆通过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袁 如

Wi-Fi 热点的提供尧 笔记本电脑等上网设备的出借等袁
使得公众通过网络获取资源成为可能遥 这些举措打通

了信息物理设施的 野开放获取冶 与开放获取数字资源

的路径袁 使得开放获取资源能够被更多人触及袁 令正

处于攻坚阶段的开放获取活动凭借满足疫情产生的新

需求向前迈进[20]遥

4 互联网资源的进一步开放与整合

开放获取的实质是通过消除价格壁垒和许可壁垒袁
促进学术信息的免费获取和自由使用[21]遥 此次新冠肺

炎疫情揭示了目前学术交流系统仍无法满足科学数据

开放获取需求的现状袁 开放科学的重要性更加凸显[22]袁
开放获取获得了人们更大的关注与重视遥 在疫情期间袁
多元机构主体纷纷加入到开放获取的行列袁 持续释放

开放获取资源袁 并进一步塑造着图书馆所处的开放获

取环境遥
4.1 出版机构提供可免费获取的信息资源

在疫情发生后袁 许多出版商都逐渐认识到开放获

取有利于科学进步袁 对推动科学防治疾病是必要的遥
Elsevier尧 Wiley尧 Springer Nature尧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袁 以及其他数十家出版商和出版物开放了

COVID-19 研究的渠道[23-26]遥 叶连线曳 叶媒介曳 一类的

新闻杂志也开始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后不久袁 提供

无限制的免费阅读[27]遥 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认可了开

放获取的必要袁 对信息资源尤其是有关疫情研究的资

源进行开放袁 从源头为开放获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遥
4.2 专业组织加强合作与资源建设

各级各类的科研尧 教育等专业组织与机构袁 是受

开放存取政策影响并执行政策的主要机构袁 在疫情期

间袁 它们纷纷采取了支持开放获取的具体行动遥 其对

于开放获取所做出的努力主要包括院 ①与各个资源供

应商合作获取共享资源曰 ②积极呼吁政府及相关组织

开展开放获存行动曰 ③建设自身的共享资源与相关服

务遥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 渊OCLC冤 在疫情期间与全

球资源供应商们展开了积极合作袁 以确保 OCLC 可以

发现资源并对其进行编目袁 从而使用户可以对资源共

享服务进行持续访问[28]曰 学术数据科学联盟 渊ADSA冤
通过众包的形式对新冠病毒的数据科学资源进行收集尧
积累与拓展袁 并将自己建设 Moore-Sloan 数据科学环境

的经验扩展到其他机构[29]曰 IFLA 文献传递和资源共享

专业部门 渊IFLA DDR冤 与 Open Access Button 组织合

作袁 支持跨国界的资源共享袁 从而缓解因疫情造成的

数据传播障碍[30]曰 ARL尧 ACRL尧 Oberlin 等机构呼吁图

书资料供应商继续提供免费访问服务袁 并使订阅价格

在疫情期间保持稳定[31]遥 各类专业组织在疫情期间对

开放资源做出的种种努力袁 促使信息资源可以在网络

上实现跨国界尧 无障碍尧 共享尧 免费的交流与获取袁
加深相关行业人群对于开放共享的认识并提高他们对

于开放共享的认可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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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图书情报机构整合和共享资源

开放网络资源领域的先导者与引领者是各个研究

型图书馆遥 这些图书馆用户对于学术资源有着极大的

需求袁 也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图书情报机构建设与共

享数字资源遥
在疫情期间袁 HathiTrust 数字图书馆推出了一项紧

急临时访问服务袁 使成员图书馆的读者能够通过

HathiTrust 阅读与他们自己图书馆拥有的实物资料相对

应的数字资料[32]曰 许多研究图书馆在无法获取大量实

物馆藏的情况下袁 通过受控数字借阅 渊CDL冤 来确保

学术和研究的连续性[33]曰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的

数据科学和分析部门建设了疫情研究浏览工具袁 使用

户可以方便地访问经过整理的期刊论文集袁 并为用户

解析这些论文集袁 提供关键的分析特性 [34]曰 佐治亚大

学图书馆对其教职员工和学生提供了对印刷品和数字

资料的紧急扫描并上传网络袁 以确保教育和研究能够

持续下去[35]遥
通过与资源提供方的协商尧 解决版权问题尧 拓展

网上资源共享服务袁 图书馆实现对信息资源的整合与

共享遥

5 线上资源服务的创新

有调查显示袁 自疫情以来袁 图书馆的电子书借阅

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65%[19]遥 面对疫情袁 人们对于线

上资源的需求是空前的遥 图书馆在原先存在的线上服

务基础上积极创新袁 适应新的需求袁 提供了更多优质

的线上资源服务袁 其中表现最为显著的是线上教育活

动与线上阅读活动的创新遥
5.1 线上教育活动的创新

线上教育活动的提供与创新主要针对图书馆用户

和学生群体遥 活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院 ①对图书馆

用户使用数字资源的教育培训曰 ②对基数庞大的学生

提供线上教育服务遥

并非所有图书馆用户都会熟练使用数字化工具以

及图书馆提供的线上资源遥 针对这一问题袁 图书馆开

展了有关如何从线上获取资源的教育培训活动遥 如西

班牙韦斯卡图书馆针对读者制定了新的培训资料袁 帮

助他们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曰 巴格达大学中央图书馆

也提供了培训课程袁 帮助学生最大限度地使用数字化

工具[36]遥
通过数字资源获取培训袁 可以提升图书馆用户使

用数字化工具的能力袁 使其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到图

书馆与其他组织机构提供的线上资源曰 而针对学生推

出的线上教育服务与项目袁 可以保障学生在疫情期间

接受教育袁 并且通过创新袁 使得线上教育多元化尧 全

面化袁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袁 尽可能地减小疫情对其

学业上的影响遥
针对因为疫情无法进行线下学习的基数庞大的学

生群体袁 各地图书馆纷纷展开行动袁 提供了多种多样

的教学辅助活动遥 法国国家图书馆筹备了线上展览袁
建设了名为 野FANTASY冶 的趣味学习网站袁 学生可以

从中获取资源袁 探索知识袁 开拓思维 [37]曰 巴西的马里

斯塔社会学校图书馆与教职员工密切合作袁 通过相关

共享软件支持学生学习曰 野不丹农村教育和发展冶
渊READ Bhutan冤 项目针对父母和儿童制定了材料袁 努

力打造多种学习空间[36]遥 通过这些线上教育活动袁 提

升了学生线上学习的多样性与趣味性袁 并且令更多资

源可以为学生所获取遥
5.2 线上阅读服务的创新

图书馆作为阅读推广的主体袁 在疫情期间袁 通过

各种方式维持阅读推广活动袁 而活动形式从线上线下

相结合转变为以线上为主遥 同时袁 为吸引更多图书馆

用户投身阅读袁 众多图书馆纷纷创新其活动形式与内

容袁 以期吸引更多的读者尧 带给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遥
许多图书馆在解决版权问题的基础上袁 提供了大

量线上阅读的活动与服务遥 如美国红木城图书馆和澳

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图书馆推出了少数民族语种讲故事

服务曰 西班牙的 Vega la Camocha 公共图书馆举办了以

图书为主题的线上比赛曰 奥地利和克罗地亚图书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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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借阅服务扩展至所有人[36]遥
当图书馆基于实体文献的传统服务基本无法得以

开展时袁 图书馆在解决版权问题的基础上袁 积极尧 广

泛地开展线上阅读活动与服务袁 可以使读者可以通过

开放获取的方式在线上接触所需信息尧 资源与书籍袁
继续发挥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资源中心的价值袁 同时

让更多的用户认识到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资源的可能性遥

6 各部门机构的合作与共建态势明显

开放获取得以展开的重要保障就是学术界尧 出版

界尧 图书情报界等的合作袁 在疫情期间袁 合作与共建

的形式得以进一步发展遥
在疫情期间袁 不同机构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共建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种途径院 图书馆等信息组织与信息出

版机构的合作袁 以获得开放获取资源 [38]曰 图书情报组

织之间的合作与共建袁 以制定资源共享的相关规则条

例[39]曰 图书情报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袁 以获得

建设共享资源的资金以及许可[40]曰 研究型图书馆和学

术团体的合作袁 以共享各自可访问的出版物资源[41]等遥
通过这些途径袁 多元机构之间开展了广泛的合作

与共建袁 推动了疫情期间开放获取的发展遥 也正是因

为各部门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袁 使开放获取建设资

金得到保障尧 基础设施得以完善尧 信息资源得以储备尧
发展模式得以创新遥

7 开放获取发展进程的加速

在疫情中袁 图书馆对其所在的社区而言袁 其地位

不降反升遥 新冠肺炎疫情引起了人们对于可信的社区

信息尧 教育信息的迫切需求袁 而这也正是图书馆一直

以来重视提供的服务遥 面对实体场所的开放限制袁 各

图书馆和政府相关机构开展了对开放获取新模式尧 新

趋势的探讨袁 从而加速了开放获取进程袁 使之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了跨越式发展遥 对开放获取进行探讨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院 一是相关网络研讨会的召开曰 二是

各组织机构表现出的新理念与新行动遥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袁 传统的线下会议形式受到

限制袁 而关于开放获取的相关会议也通过网络会议的

形式召开遥 在 ARL 组织召开的网络研讨会中袁 涉及到

野开放访问的出版商和基于收入的出版社面临的挑战不

同吗冶 野迫切需要解决的开放科学 渊Open Science冤 问

题冶 等主题的交流[42]袁 从而对疫情期间遇到的开放获

取问题进行讨论与研究曰 IFLA 开展了 野图书馆员提供

开放街道地图和证据援助 COVID-19 证据收集冶 的网

络研讨会袁 指出图书馆应当成为疫情防控信息提供的

重要一员[43]遥
另外袁 一些图书情报机构与行业组织也基于疫情

期间开放获取发展形势做出行动袁 并报道自身对于开

放获取创新发展的看法与见解遥 ARL 在此前的一篇报

道中分析了研究型图书馆六大未来动向袁 明确应当减

少获取和使用信息的障碍袁 通过将学术文化转向开放

科学和开放教育袁 增加创造新知识的机会袁 尽可能将

为学术研究提供必要证据的记录数字化袁 以便全世界

共享和保存[7]曰 针对墨西哥在疫情期间通过的更为严格

的版权规定袁 IFLA 作出提醒并支持当地图书馆界的反

对行动[44]遥 而各组织机构也合作开展研究袁 针对特殊

情况尧 特殊人群等制定相应的规章与法案袁 确保开放

获取的顺利发展遥
通过对疫情期间开放获取动态的整理与分析袁 图

书情报机构与相关行业组织发现其中的新进展以及产

生的新问题袁 做出相应的研究与对策袁 推动了开放获

取发展进程的加快袁 为开放获取在后疫情时代的继续

发展扫除障碍遥

8 结 语

一直以来袁 欧美各国处于开放获取的发展前沿袁
无论是政府尧 科研管理机构袁 还是学术团体袁 都在积

极推动开放科学发展袁 通过科研政策法规和学术出版

创新袁 促进开放转型[45]遥 而疫情期间的开放获取内容

主要体现在政府官方报告尧 有关疫情的最新信息与研

究尧 出版机构公开的学术资源尧 各教育机构与组织公

开的教育资源等遥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信息资源获取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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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息产生源头到信息利用主体袁 开放获取在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获得了切实的发展遥
综合全文袁 疫情发生以来袁 图书馆开放获取的发

展动态特征大致体现在以下方面院 首先袁 在政府与机

构组织的共同努力下袁 开放获取资源与设备的建设资

金得到了大规模的增加曰 其次袁 图书馆尧 社区以及个

人的网络基础设施得以建设与完善曰 其三袁 出版机构尧
专业组织及图书情报机构等相关机构组织对网络资源

进行整合并提供不同程度的开放曰 其四袁 图书馆对线

上资源服务进行创新袁 提供更加多元尧 全面的线上资

源服务曰 其五袁 各部门机构在线上资源尧 服务尧 资金

等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与共建曰 其六袁 图书馆相关组

织机构对开放获取发展动向进行探讨袁 加速开放获取

的发展进程遥
基于此探讨对中国的启示院 首先袁 应当加大对网

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袁 不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袁 为开放

获取提供物质基础曰 其次袁 要广泛开展不同机构组织

之间的合作袁 通过资金尧 资源及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袁
推动开放获取的发展曰 第三袁 要及时了解海外开放获

取发展动态袁 引进与学习海外有关开放获取的先进理

念与具体实践经验袁 与海外组织机构展开沟通与合作曰
第四袁 要结合实际情况袁 抓住发展机遇袁 如在疫情的

发生发展中灵活变通袁 针对公众需求进行开放获取新

实践曰 第五袁 开放获取的发展要以用户为中心袁 要广

泛了解用户的需求袁 建设具有针对性的信息资源袁 开

展具有吸引力的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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