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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科研数据
管理服务的实施与思考+

口王丹丹

摘要 基于亲身参与、观察和反思，从服务动力营造、合作网络构建、服务能力建设和服务推

进特色四个方面梳理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工作思路、具体步骤、关键技术以

及推广措施；对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开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总结，借

鉴其他大学的最佳实践提出了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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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言

20世纪后期以来，学术界发起了一系列旨在克

服传统科学弊端的学术运动，凸显“自由、开放、合作、

共享”的理念，与传统科学文化的封闭性形成鲜明对

比，学术界称之为开放科学运动。它是将科学研究、

科研数据开放给包括专业和业余科研人员在内的所

有人的一场运动。随着全球科技合作的日益广泛，以

及各国科技创新组织的相互渗透，开放科学被越来越

多地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开放数据和科研数据管理在

世界范围内被高度重视。一方面，以美国自然科学基

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英国研究委

员会(Research Councils UK)为代表的各国主要科研

资助机构，出台有关研究数据的强制性要求或建

议[1j。另一方面，以《自然》(M￡“愆)、美国科学公共
图书馆(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为代表的学术出版

商也相继提出开放数据的要求[2]。

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Iogical

University)是新加坡乃至亚洲的学术重镇。2017年，

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南洋理工大学排第11名，为

亚洲第1名[3]。科研诚信是科学研究得以有效进行

的基本保障，科学研究的价值和利益极大程度上取决

于研究是否诚信。在南洋理工大学看来，诚信和负责

任的研究是科研活动的基础，是建立同行之间、资助

者和科研合作者之间信任关系的必要条件。2012年

6月，南洋理工大学颁布了科研诚信政策，要求其科研

人员在追求卓越研究的同时，保证所有的研究工作坚

守最高诚信标准和道德准则[4]。考虑开放科学发展

的需要，重视科研数据的质量和管理已成为新时期保

证科研诚信的重要环节，欧盟启用的新版《欧洲科研

诚信行为准则》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点[5]。和世界其他

研究型大学一样，南洋理工大学也认识到有效的科研

数据管理(Research Data Management)是科研诚信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设

立“数据馆员”岗位，组建科研数据管理工作组，将科

研数据管理服务作为新的业务方向开始规划。

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笔者有幸在南洋理工

大学图书馆的学术交流部学习交流一年，期间全面

参与其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团队的工作。因此，以南

洋理工大学图书馆实施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实践为

例，基于第一手经验产生的观察和反思，对南洋理工

大学开展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实践进行全面梳理、

总结和思考，以供国内高校图书馆借鉴和参考。

2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的科研数据管理服务

2．1 服务概况

2014年4月，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学术交流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科学科研数据的管理服务研究”(项目编号；18BTQ07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王丹丹，()RCID：0000—000卜9214—4906，邮箱：wangdan43080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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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数据管理团队(共3名馆员，最初只有2位，

2016年新增1位)。团队成员通过在线学习、实地

考察以及阅读文献等方式，快速了解科研数据管理

的最新趋势和最佳实践，并构思南洋理工大学的科

研数据管理服务[6]。图书馆在推动大学出台科研数

据政策方面，发挥了积极地引领和推动作用。2016

年4月，南洋理工大学通过了科研数据政策，成为新

加坡第一个要求科研人员提交数据管理计划(Data

Management P【an)的机构。所有获得资助的科研

项目的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都必须在科

研信息管理系统(Researc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中创建并提交数据管理计划，

否则无法使用科研经费。

为配合这一工作，图书馆设计了数据管理计划

模板和科研数据管理指南，并于2016年5月份开始

举办数据管理计划写作工作坊，开始时工作坊只开

放给受邀的学院，后来向全校开放，每月一次，每次

两小时。通过校园通讯、社交媒体、电子邮件列表等

方式宣传推广这一工作坊，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

校园部门主管。工作坊整合了讲授、讨论和实践练

习环节，同时收集参与者的注册信息和反馈意见。

培训内容由数据管理团队的成员共同设计，动态更

新。三位成员轮流作为培训师，以数据管理计划模

板的10个问题为主线，向参与者介绍科研数据管理

的基本知识，并通过一系列动手练习，让参与者同步

完成自己的数据管理计划。其他两位成员辅助答

疑，介绍在科研信息管理系统中撰写、提交数据管理

计划的流程、介绍相关帮助材料和使用方法，以及基

于哈佛大学的Dataverse软件开发的数据知识库

DR—NTU(Data)的功能。Dataverse是哈佛大学定

量社会科学研究所(Harvard Institute for Quantita—

tive Social Science)开发的一个开源的研究数据知

识库软件；Dataverse支持科研人员分享、保存、引

用、探索和分析研究数据；除了科研人员外，

Dataverse还可供数据作者、出版商、数据发布者和

附属机构使用。作为一个数据出版平台，它专注于

出版数据，但同时也更加强调引用数据。北京大学

和复旦大学也是基于Dataverse软件开发了各自的

开放科研数据平台[7][81。

截至2017年8月底，南洋理工大学科研信息管

理系统系统中提交的数据管理计划有755份，工作

68

坊培训298人。DR—NTU(Data)也已通过测试，于

2017年8月投人使用。为了扩大DR—NTU(Data)

的知名度，科研数据管理团队与校长办公室经过多

次协商，于2017年11月8日，由南洋理工大学校长

在整个大学和社会层面正式宣布DR—NTU(Data)

的启用。

2．2服务构建

2．2．1 服务动力营造

评价科研人员的研究数据管理需求，建立数据

知识库保存和出版科研数据，开展数据管理计划专

题培训，实施围绕数据管理计划的咨询服务以及将

支持数据管理计划撰写的辅助工具等嵌人本地环境

是目前大学提供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一些主要形

式。只有少数大学提供比较全面的科研数据管理服

务方式，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根据资助周期，提供

面向资助前和资助完成后的支持服务凹]。就服务动

力而言，除了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推动外，来自同行

的压力也是动力。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数字图书

馆联盟和Duraspace共同成立的数字科学(E—

Science)研究院，介绍前瞻性观点并为学术研究型图

书馆用户提供数字化研究以及科研数据保存管理的

机构层面的支持[1⋯。埃默里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和

密歇根大学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发展都与其加入数

字科学研究院密不可分。

与美国和英国不同，新加坡没有国家层面的开

放数据政策，科研资助机构也没有出台数据管理的

要求。鉴于此，南洋理工大学的数据管理团队将推

动大学科研数据政策的制定作为首要任务。2016

年4月通过的科研数据政策要求，所有获得资助的

科研项目都必须包括数据管理计划，记录项目产生

的数据如何管理、使用以及共享的意图。每个新项

目开始时，都必须通过科研信息管理系统系统提交

数据管理计划。项目负责人对项目研究期间产生的

数据进行管理，负责在科研信息管理系统上提交数

据管理计划，并当研究项目发生实质性变化时更新

数据管理计划。政策规定除非科研管理部门的负责

人给予特别许可，否则所有科研数据必须存储在大

学能够获取和控制的设施、设备或虚拟空间中。所

有与项目有关的数据，在出版或者项目完成后必须

保留至少10年的时间。其中，用于建立和验证研究

结果的最终数据必须存放在DR—NTU(Data)或公

¨019年瓣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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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加坡大学的科研数据管理提议框架

·机撺转丽鼓撼致策

l政繁 ·科研费助机构的要求
I与tt ·其他相关政策

科研项目启动之前 科研项目进行之中 科研项目完成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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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南洋理工大学已经存在且正在开展相关工作的领域 I：：I南洋理工大学未来准备进一步探索的领域2。lM’1

图1 南洋理工大学数据管理团队提出的科研数据管理框架

认的开放存取知识库中。如果是后者，还必须提供

URL链接和数据集的获取方法[11I。基于政策要

求，南洋理工大学数据管理团队将数据管理计划支

持服务和开发推广DR—NTU(Data)作为服务推进

工作的切入点和主要方向。

很多大学选择以帮助科研人员撰写数据管理计

划作为服务切人点。一方面，在科研人员努力完成

数据管理计划时能够获得直接解决问题的建议，认

识到服务的价值并积极在自己的部门内部主动宣传

图书馆的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另一方面，馆员也因为

这一过程更好地了解机构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以

及科研人员的数据实践，有利于形成新的学科见解，

由此产生滚雪球效应[1 2|。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以

科学数据政策为依据，以数据管理计划支持服务为

切入点，在推动整个校园数据管理意识方面取得了

长足进展。

2．2．2合作网络构建

图书馆虽然在机构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开展中发

挥引领作用，但服务涉及问题的复杂性远超出了图

书馆独立解决的范围，图书馆需要与利益相关群体

合作来实现服务的有效开展和可持续发展，高层的

支持和强有力的监管也是关键因素。美国的康奈尔

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澳大利亚的格里菲斯大学、莫纳什大

学等高校的研究数据管理服务都是基于整个大学层

面的合作和倡议而得以发展的[13_“]。大学科研管

画

理部门、信息技术部门、科研诚信部门是图书馆经常

合作的伙伴。

在南洋理工大学，为获得高层支持，促进大学层

面友好地开展关于数据管理的对话，图书馆数据管理

团队提出了科研数据管理框架，如图1，作为推进科研

数据管理寻求支持工作的思路。框架的基础是科研

项目启动之前、进行之中和完成之后可能发生的数据

管理活动。框架的顶部是政策，表达大学对科研人员

数据管理的期望以及良好的数据管理的理由，也代表

了大学对科研人员提供必要数据管理支持的承诺。

技术和服务基础设施(框架的基础层)表示与科研项

目“之前”、“之中”或“之后”最相关的活动及其相应的

支持服务。其中的实线框是南洋理工大学目前已经

在开展的服务，而虚线框表示未来可以考虑的潜在服

务领域。该框架的通过，有助于将科研数据管理置于

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管理层的议程之中。 譬

团队认为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设计与整体提盖

供，需要大学专业服务部门之间人员和流程的合作，愚

应该通过高层管理者的支持，与科研管理部门、信息删

技术部门、科研诚信部门、法律和秘书处等重要管理

部门进行密切合作，利用彼此优势，整合并优化研究大

数据管理服务流程。为了使合作过程更加顺畅，在图第

书馆的建议下，南洋理工大学成立了科研数据管理指同

导委员会(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steering com一鼍

mittee)，该委员会包含来自图书馆、科研诚信部、研翟
究战略与协调部、信息技术部和科研管理部，共5个茹

1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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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8位成员，并于2017年6月召开了第一届会

议。同时计划除了上述几个部门外，再吸纳来自工

学、科学、商学、文学、李光前医学院和国立教育学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的代表各1名，成

立南洋理工大学科研数据管理常务委员会，这为具

有不同级别、资历、学科背景的人员，就科研数据管

理的具体问题和实施提供实用、可行的建议创造了

条件。与此同时，科研数据管理团队使用英国数字

监管中心(Digital Curation Center)的科研基础设施

自评价框架[1刀评估南洋理工大学科研数据管理支

持现状，确定未来重点发展方向，与相关部门讨论合

作事宜，以及相关工作流程的整合与优化问题。

2．2．3服务能力建设

服务开展需要具有特定技能或知识的专业馆

员，图书馆通过设置新岗位，如博士后(埃默里大学、

密歇根州和宾州州立大学)、数字人文馆员(宾夕法

尼亚州立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生命科学和工程数

据服务馆员(伊利诺伊大学)、数据管理专家(埃默里

大学)和科学数据管理总监(密歇根大学、伊利诺伊

大学、伯克利大学)等，引进人才专注于科研数据管

理服务；或者在现有工作职责中增加科研数据管理

服务的内容，对馆员进行培训。普渡大学图书馆创

建了数字监管档案工具(Data Curation Profile

TOOI)，帮助馆员积极参与到科研人员管理数据的工

作中[18。，并引导馆员利用他们先前的参考咨询和信

息素养教育技能，开展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口旷20。。

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使用科研数据管理专项经

费(单独预算、独立支配)，支持团队成员进行在线课

程学习(如Library Juice Academy开发的为期四周

的数据管理在线课程Ⅲ3)；积极参加与数据管理有

关的海外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确保馆员了解新发

展、新模式。从2014年3月至今，团队成员先后参

加了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一香槟分校图书馆、信息

科学研究生院以及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资讯科技学系

联合举办的数据监管工作坊[221；DCC第11届和12

届国际数字监管会议[2朝；哈佛大学数字社会科学研

究所组织的2016年Dataverse社区会议[z们；香港大

学教育学院资讯科技学系与伊利诺伊大学信息科学

学院(iSch001)联合举办的“数据驱动奖学金秋季研

究所”(Data—Driven Scholarship Autumn Institu—

te)[25|。并且组织团队成员到普渡大学和北京大学

图书馆进行实地考察学习。同时，发布数据管理职

位广告，招聘新成员[2 6】。

7()

南洋理工大学的数据管理团队还特别重视对图

书馆中其他馆员的培训，希望借助学科馆员的联络

能力，发现可以进行潜在合作的科研人员，并宣传图

书馆的科研数据管理服务。2017年3月邀请DCC

的工作人员到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对馆员开展了

2天的科研数据管理培训；6月数据管理团队又对馆

员开展了Dataverse平台的培训，并借此机会邀请其

他馆员帮助发现潜在的数据贡献者。此外，基于项

目合作的方法，邀请其他部门的馆员基于兴趣参加

科研数据管理常规会议。常规会议(原来每半月一

次，后来改为每月一次)定期总结科研数据管理服务

工作的进展和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方便项目团

队成员及时了解进展情况，并集思广益为服务的发

展献言献策。此外，每次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文档

以及其规范的存储与共享机制，也为新成员快速了

解机构的科研数据管理状况，积累了重要素材。

2．2．4服务推进特色

在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推进方面，南洋理工大学

的数据管理团队在以下两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一是服务流程优化。首先，将数据管理计划的

提交与科研人员的科研信息管理系统账户整合，在尽

可能减轻科研人员工作量的同时(能够从科研信息管

理系统中自动抽取信息到数据管理计划中)，确保科

研人员通过撰写数据管理计划，第一时间了解学校的

数据政策，了解数据管理的相关知识，建立数据管理

意识。其次，自2011年8月南洋理工大学公布开放

获取强制性要求以来，图书馆的机构知识库团队(负

责DR—NTU相关工作)已经建立起一套相对成熟的

工作流程，考虑到开放数据与开放获取的密切联系，

数据管理团队与机构知识库团队通过多次沟通，考虑

与出版物一起收集科研数据，设计DR—NTU(Data)收

集数据的最优工作流程，并联合开展宣传推广活动

(如2017年的开放获取周活动)。第三，考虑到数据

管理计划、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资助申请、电子实验室笔记本(E1ectronic La—

boratory NotebOOk)的交叉关系，数据管理团队召集上

述系统的相关负责部门一起理顺关系，将工作流程的

整合和优化提上议事日程。第四，正在考虑引入

Piwik、PlumX等网站的统计分析插件，用于计量DR’

NTU(Data)的使用情况。

二是服务宣传与外联活动。首先是在机构层

面，组织了一系列面向整个大学科研人员的宣讲活

动[253；与利益相关部门联系，介绍DR—NTU(Data)，

¨。19年躲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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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iNTU等科研人员经常使用的网页中嵌入DR—

NTU(Data)的链接，提高曝光率；利用图书馆博客

和馆员个人的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账

户宣传科研数据管理服务；与学科馆员合作、借助数

据管理计划写作工作坊等多种渠道，招募DR—NTU

(Data)的使用先驱，组织试点项目。通过面对面的

多次深入访谈，了解使用先驱的数据特点与管理实

践，帮助他们建立Dataverse，完善元数据以及出版

数据等。邀请几位使用先驱在面向全校的公开宣讲

环节(2017年开放获取周的公开研讨会[28])从各自

学科的角度，分享数据共享的经验体会，希望借助用

户的声音宣传图书馆的科研数据管理服务；此外，在

与DR—NTU(Data)使用先驱访谈的过程中，也征集

其对DR—NTU(Data)组织数据的层级架构的意见，

与使用先驱合作完成一些参考实例，计划推广给其

他学院或研究中心做参考。其次，在国家层面，召集

来自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新加

坡国立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以及新加坡科技设计

大学等机构的图书馆员，共同成立了新加坡科研数

据管理工作组，这使南洋理工大学能够与新加坡其

他高校和科研资助机构一起工作，分享彼此的进展

和经验教训，讨论新加坡科研数据管理的推进问题。

目前南洋理工大学的数据管理团队就所提出的科研

数据管理框架在新加坡大学的应用和推广问题，申

请了新加坡教育部的项目资助，希望通过项目深入

研究南洋理工大学科研数据管理框架的适用性问

题，并推广给新加坡更多的大学使用。

最后，在国际层面，积极参加数据管理领域重量

级的国际会议，如国际数字监管会议(InternationaI

Digital Curation Conference)，在会议上向国际同行

展示南洋理工大学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开展情况，

发出南洋理工大学的声音；分别在OpenDOAR和

Re3data．org中注册了DR—NTU(Data)，同时将南洋

理工大学科研数据管理网站和DR—NTU(Data)的

URL提交给谷歌，以使南洋理工大学的科研数据管

理能够被及时索引和发现。此外，在2018年的工作

计划中，南洋理工大学科研数据管理团队已将推进

DR—NTU(Data)通过数据认可印章(Data Seal Ap—

proval)的评估认证、成为可信赖的数据知识库，作

为一项工作重点。

推进，得益于其高瞻远瞩的战略规划、稳扎稳打的实

践行动、规范有序的工作机制以及积极学习和开放

合作的工作态度。在服务推进的过程中，在与多方

相关利益群体合作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切实的体会。

3．1 认识科研数据管理涉及问题的复杂性

短短三年时间，南洋理工大学科研数据管理服

务从无到有，取得了显著成绩。图书馆担负起科研

数据管理服务工作的主体责任，在吸纳国外成功经

验的基础上，创新与实践，建立和发展科研数据管理

服务体系，实现新时期图书馆服务的突破。但是，在

机构层面管理科研数据，需要解决包括技术和法律

问题在内的多样且复杂的问题，总结如图2。首先，

就数据管理而言，从科研人员处收集数据，是单独收

集还是和出版物一起进行?Open Journal System

(https：／／openjournalsystems．com／)正在开发OJS

Dataverse插件和数据存储API(http：／／projects．

iq．harvard．edu／ojs—dvn)，允许作者通过现有的管理

界面提交其论文和数据集，而底层数据可无缝存人

数据知识库，如哈佛大学的Dataverse。南洋理工大

学的开放数据和开放获取进行流程整合，怎么做，谁

来负责，数据收集起来之后是否需要检查数据格式、

元数据、数据许可等?谁负责检查?尚在讨论中。

其次，在数据管理工作中，数据的版权和许可也是一

个非常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必须具有明确的

版权声明和数据许可才能共享数据。一个方法是每

个科研项目都明确定义与数据所有权相关的条款和

条件。或者，当数据托管在数据知识库上时，作为前

提条件，对每个数据集的关于版权声明的所有权和

允许的使用情形进行明确定义。是否要求项目负责

人与参与生成数据的每个人都签署版权协议，是否

要求项目负责人为数据建立其版权所有权证明，以

避免机构数据共享存在的潜在风险?如果要求，谁

负责这块工作?都需要进一步讨论。

3 基于南洋理工大学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实践的思考

综上，南洋理工大学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有效
图2机构开展科研数据管理需要解决的三个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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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如何激发科研人员改变现有实践，积极接

纳共享数据的思想，更有效的管理科研数据还刚刚

开始探索。制定明确的数据管理政策显然是第一关

键步骤，但仅有政策是不够的，确保科研人员实际接

受并遵守此政策同样重要。南洋理工大学是一所综

合性大学，除了四大学院以外，还有许多自主机构和

研究中心。关于数据管理具体方式的任何共识只能

在个别学科层面达成，而不是整个大学层面。例如，

哪些特定类型的数据可重用，存储哪些内容，放弃哪

些内容，只有具体学科的科研人员才能决定的，施加

一套法规似乎不可行。按照南洋理工大学的科研数

据管理框架，将数据管理划分为项目开展前、项目完

成后及项目期间三个不同的阶段，是否可以考虑按

照三个阶段，来进一步细化规则。比如每个科研项

目在项目实际开始之前制定数据管理计划。在科研

项目进行期间，所有数据都需要安全存储。更具体

地说，是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可用性以及保密性(如

果有要求)。科研项目完成后，科研人员必须确保所

有适合重用的数据集至少保存10年。在此期间，数

据需要根据FAIR数据原则进行管理。科研人员将

其数据与相关的元数据、所有其他数据文档(这些文

档是重用数据必需的文档)以及分析这些数据所需

的软件工具一起进行监管。在政策总体目标的指导

下，可以考虑将这些目标转化为具体学院和研究机

构一级的指南或规则。

3．2 与利益相关群体开展有意义的合作

从服务对象的角度看，科研人员的研究过程复

杂，具有多样性，存在大量学科和子学科研究文化，

数据管理缺乏共同的语言和普遍的做法。从服务提

供者的角度看，伴随着服务在科研数据管理领域的

延伸，并不总是有与这些服务匹配的人财物资源；虽

然服务提供者正在进行能力建设，但对数据管理技

譬能和能力的认识尚未达成一致[z9|。机构推进科研

善数据管理服务的实践已经证明，有效开展合作是快

忍速解决难题推进服务开展的关键因素[3⋯。
朋 有的大学基于某一项具体的科研数据管理服务来

构建合作网络。如北卡罗纳州立大学图书馆开展了基

大于团队的数据管理计划评阅服务。吸纳来自图书馆不

癸同部门的具有不同技能和专业知识的馆员，以快速和

尉有效地为科研人员撰写满足资助机构要求的数据管理

毫计划提供支持。同时通过共同承担、馆员交换和邀请
翟学科馆员参与数据管理计划评阅过程等方式为参与人

茹员提供分享最佳实践、互相学习的机会，形成更广泛的
1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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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整个校园的研究支持网络。此外，通过评阅真正

的数据管理计划，使馆员快速获取第一手经验，发现自

己知识和技能的差距，并建立起与大学其他学院和部

门管理者之间的联系网络和服务团队[31]。然而，基于

数据管理计划开展与科研人员的合作有一定的局限

性。因为只有获得资助的科研人员才有撰写数据管理

计划的需求，需要研究数据管理相关服务。而这一群

体，只是整个大学科研数据管理潜在服务对象中的一

个很小的群体，若只关注这一领域，会造成忽视校园里

大多数服务对象的后果。

也有大学基于科研数据管理倡议构建机构内的

利益相关群体的全面合作网络。如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由图书馆和信息技术部门联合启动数据管理

计划，展示出一种利益相关群体开展全面深度合作

的新模式[3 2。。它的成功，首先来自该校对教学科研

支持前沿技术的关注而形成的共同理解和合作的兴

趣。其次，认识到合作代表着一种新的工作方式，需

要参与的组织进行组织结构的相应调整，在参与的

过程中做出贡献并分担成本。第三，认识到学科数

据管理实践的差异，精心设计提升数据管理相关人

员服务能力的培训内容和流程，并引入基于队列学

习模型的新理念，开展个性化培训，为提供差异化服

务做好准备；认识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存在面向

具体学科领域提供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专业知识，

但这些知识分布在不同的部门。计划进一步考虑与

安全和活跃的数据管理相关的附加服务的可能性，

开展与其他校园组织的合作。

南洋理工大学数据管理团队有积极开放的心态

和强烈的合作意识，而且已经初步建立起合作网络。

但是在明确合作对象之后，确定合作契机、建构合作

关系以及评价合作效果都需要进一步思考。只有当

利益相关群体的合作从基本的、表层的合作，走向深

层的相互依赖、共担成本和风险以及共享利益的合

作，才能确保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质量、影响力以及

可持续发展。

3．3提供科研人员真正认可价值的科研数据管理

服务

数据管理政策的成功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可以促进接受这些数据管理指南的辅助活动。

DR—NTU(Data)的推出，创造了与科研人员深度合

作的机会。相关研究表明，缺乏时间、不确定数据管

理带来的益处以及不愿意改变目前的工作实践是科

研人员愿意了解并接纳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主要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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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大多数科研人员认为数据管理最大的受益者是

数据的使用者，对数据生产者而言带来的价值极

小[2引。惠康基金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1％的

科研人员至少公开一部分数据，但是其中41％的科

研人员都认为没有看到实际益处[3引。对许多科研

人员而言，新的数据政策意味着更多的工作。这为

图书馆提供了两个合作机会：1)实际的科研数据管

理培训过程中，馆员和科研人员共同获得所需技能；

2)馆员扩大宣传他们的服务，通过口碑带来其他潜

在的合作者。数据管理团队需要积极与大学所有利

益相关方接触，将一般原则与本地实施流程结合起

来，制定具体的数据管理协议。

图书馆需要做的是确定哪些地方可以做最好的

事情，但需要注意的是“好不好”是由科研人员评价

的，那些不适合科研人员需求的“解决方案”不是真

正的解决方案。为此，需要图书馆员深入了解整个

机构的科研文化，熟悉用户及其需求；寻找方法来简

化流程，而不会使流程复杂化；带来解决方案，而不

是新问题。莱顿大学的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在这一方

面值得借鉴。莱顿大学的科研数据政策规定科研人

员有义务将其数据存储在受信任的数字知识库中。

但是了解到科研人员往往缺乏选择数据管理设施的

技能和知识，为了确保科研人员进行合理选择，图书

馆设计开发了“数据管理服务目录”，如图3。开发

“数据管理服务目录”的想法来自全球研究数据知识

库注册系统re3data．org。目前，re3data．org只提供

数据知识库的登记注册，没有说明这些知识库是侧

重于哪一种特定类型的服务或科学数据的生命周期

的哪一个特定阶段的详细信息。鉴于此，莱顿大学

基于资助机构和出版商的科研数据要求，开发了一

个广泛的描述模型。使用该描述模型，系统化收集

各种数据知识库的信息，根据知识库为不同类型的

数据提供支持的程度，以及数据监管领域的各种活

动，进行比较。然后，以目录的形式提供各种数据知

识库详细却一目了然的信息，使莱顿大学的科研人

员在规划数据管理和数据存储时，很容易做出深思

熟虑的选择L3引。

图3中绿色“√”表示服务满足所有要求，橙色

“?”表示服务部分满足某些要求，红色“×”意味着服

务不满足任何要求。代码“B”“D”和“A”分别代表

项目的三个阶段“Before”“During”和“After”。通

过浏览该目录，科研人员可以轻松找到具有具体特

点的服务信息。这有助于提升科研人员的服务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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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莱顿大学数据管理服务目录u5J

度，使其发自内心地认可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价值。

在南洋理工大学研究数据管理服务的推进过程

中，数据管理团队深刻感受到了科研数据管理涉及

问题的复杂性，不仅不同学院的科研人员在数据管

理意识、管理实践和服务需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

且同一学院内部不同系的科研人员的数据管理意

识、管理实践和服务需求也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机

构内的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对科研数据管理的认识

也存在较大差异。虽然短短的三年，南洋理工大学

在推进整个机构科研数据管理服务方面做了很多工

作，也成效显著，但仍属于起步阶段，面临着很多挑

战。下一阶段科研数据管理团队考虑进一步深入了

解不同学科情景下的数据管理需求，开展针对不同

学科的科研数据管理服务。鉴于美国、英国等国家

的大学已经出现了一些最佳实践，团队会进一步追

踪这些最佳实践，以确保南洋理工大学的科研数据

管理服务设计能体现最新的国际最佳实践；同时结

合南洋理工大学的科研环境和特点，设计适合南洋

理工大学机构情景的科研数据管理服务，体现服务

的特色。总之，科研数据管理服务任重而道远，期待

图书馆界同仁通过更好地交流与合作，共同探讨科

研数据管理服务的最佳实践路径。

致谢：特别感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信息、知识龛
与图书馆服务部，高级助理主任吴淑妮女士，没有她函
提供的各种学习和交流机会，我不可能从各个方面音

深入了解南洋理工大学研究数据管理服务的开展情雠

况；特别感谢高级图书馆员钟伟耀先生，对数据馆员宇
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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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资料的梳理与总结；感谢他们对论文内容严谨

性所提出的中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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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the ideas，specific steps，key technologies and promo—
tion measures of Nanyang TechnologicaI University’s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service were summar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ce motiVation，cooperation network construction，service capacity building and

service promotion characteristics．Som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data management services

were analyzed，then some thoughtswere givenaccording to the best practices of other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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