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自然與人文科學知識的開放存取的柏林宣言 

引言 

無論從實際還是經濟的角度來看，互聯網都已徹底改變了科學知識和文化遺產的傳播，它為今日

全球性、交互式展示包括文化遺產在內的人類知識，同時也為保證世界範圍的開放存取這些知識提供

了首次機會。 

 
作為本宣言的簽署者，我們感到有責任去應對互聯網這一日益重要的知識傳媒對我們的挑戰。十

分顯然，其發展結果將大大改變科學出版的性質，而且還會導致現有的科學質量保障體系發生嬗變。 

 
根據布達佩斯開放存取倡議（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歐洲文化遺產在線憲章（ECHO- 

Charter）和貝塞斯達開放存取出版宣言（Bethesda Statement on Open Access Publishing）的精神，我們

起草了這份柏林宣言，旨在推動互聯網，將它作為一個全球科學知識的基地和人類反思的一個重要工

具，並旨在提出供決策者、研究機構、資助機構、圖書館、檔案館和博物館考慮的各種必要措施。 

 

 

 

目標 
 

倘若信息不能廣泛而又便利地為社會公眾所用，我們傳播知識的任務便只完成了一半。除了傳統

的方式，還要益發促進遵照開放存取范式來利用互聯網傳播知識的新的可能性。我們將開放存取（Open 

Access）定義為人類知識和文化遺產的綜合資源，這一點業已得到科學界的贊同。 

 

為了實現全球開放展示知識的想望, 未來的網絡應該具有可持續性、交互性和透明度，而內容和

軟件工具則應能開放存取並相互兼容。 

 

 

 

關於開放存取出版物的定義 
 

創建有價值的開放存取，有一個理想的前提，即每一位科學知識的作者以及每一位文化遺產的管

理者都要全身心的投入和積極配合。開放存取的出版物包括原創科研成果、原始數據和元數據、原始

資料、圖片和圖像材料的數字表達以及多媒體學術材料。 

 

 

 

 

 

 

 

 



開放存取必頇滿足兩個條件： 

 

1.        只要正確標明作者的身份，這些出版物的作者和權利人便賦予所有利用人在全球範圍免費

存取這些出版物的、但不可撤回的權利，許可其以任何數字媒體的形式並出於合理的目的，複

製、利用、發行、轉讓和公開再現其作品，製作和發行經過改編的作品（未來科學界也會如今

日所為，為正確標明作者身份並合理利用這些出版物，繼續制定相應的機制），同時許可其打

印少量份數供個人使用。 

2.        一個完整的版本包括作品以及所有的附加材料和上面提及的許可之副本，並以適當的標準

電子格式存儲在至少一個在線文檔中（因此獲得出版），該在線文檔將使用適當的技術標準（如

開放文檔(Open Archive)所定義的標準），由一個學術機構、學術團體、政府機構或某個常設

的機構支持和維護，這些機構力求能使開放存取、無限制傳播、互用性和長期存檔成為現實。 

 

 

支持向電子開放存取範式的轉變 
 

我們的機構致力於進一步發展新的開放存取範式，為的是最大限度地惠及科學和造福社會。因此，

為了促進這項事業，我們有意 

     

· 鼓勵我們的研究人員和獎學金生依據開放存取範式的原則來出版他們的論著。 

· 鼓勵文化遺產管理者通過互聯網提供他們的資源來促進開放存取。 

· 逐漸研究出開放存取出版物和連線期刊的評估方法和途徑，以便使質量保障標準和優良的科學

實踐標準得以維繫。 

    · 提倡開放存取出版物在晉級和任期業務評審中得到承認。 

    · 提倡對在開發開放存取的基礎設施過程中所做貢獻的內在價值予以承認，這些貢獻包括軟件工

具開發、內容提供、元數據生成或者個人論文的出版。 

 
我們認識到，知識的傳播在向開放存取的轉化過程將受到法律和金融方面的制約。為了便於更好

地利用和存取，我們的組織致力於尋求各種解決方案，以期現存法律和金融制度更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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