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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网络技术

的广泛应用，Open Acces，出版模式在国际科学界和
出版界的影响日趋广泛，并受到越来越多的政府机

构、专业性学会、学术出版者、图书馆及检索系统等

的高度关注;Open Access一词在有关图书馆学及学
术出版研究论文中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目前，

Open Acces，在中文文献中或者直接以原文的形式
出现，或者被译作开放存取、开放获取、开放共享、开

放访问、开放近取、开放阅览，等等[[1-31。鉴于国内对

Open Access的关注和研究日增，相关论文也越来越

多，因此，对Open Access一词的中文译名进行探
讨、规范是非常有必要的。

    Open Access一词首先广泛应用于信息领域，

1995年Keller指出:所谓Open Access，不仅是指网
络物理连接的建立，而且还意味着要保证这些连接

易于使用、收费合理，并能提供一整套基本的信息资

源;更为重要的是，网络的使用不应仅局限于信息的

被动连接，相反，这一环境应是开放、分散和易于漫

游的。即使是最为基本的连接，也应使用户既可成为

信源，又可成为信宿。场nch对于网络信息环境语境
中的Access有更为直接的论述，即:Access不仅指

通过网络与信息资源提供商相连，而且还指人们成

功地查找、检索和利用各种计算机系统中所含信息

的能力[[a10

    目前在学术领域被广泛接受的关于Open Ac-
cess的含义基于三次重要会议[51:布达佩斯开放存取

倡议(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BOAI)['1、关于
开放存取出版的柏斯达声明 (Bethesda Statement on

Open Access Publishing, BSOAP)I、关于自然科学与
人文科学资源的开放存取的柏林宣言(Berlin Decla-

ration on Ope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and Humanities)[。三者的表述方式虽不尽相同，但
本质内容大体一致，以BOAI为例，它认为，Open
Access意味着用户通过因特网可以免费阅读、下载、

复制、传播、打印和检索论文的全文，或者对论文的

全文进行链接、为论文建立索引、将论文作为素材编

人软件，或者对论文进行任何其他出于合法目的的

使用，而不受经济、法律和技术方面的任何限制，除

非网络本身造成数据获取的障碍。对复制和传播的

惟一约束，以及版权在此所起的惟一作用是，应该保

证作者拥有保护其作品完整性的权利，并要求他人

在使用作者的作品时以适当的方式表示致谢并注明

引用出处。

    目前，OA出版形式大致可分为两类[6-101.

    (1 )OA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 OAJ )，即基
于OA出版模式的期刊，OAJ既可能是新创办的电

子版期刊，也可能是由已有的传统期刊转变而来。

    (2)开放存档(Open repositories and archives),
即研究机构或作者本人将未曾发表或已经在传统期

刊中发表过的论文作为开放式的电子档案储存。

    从上述有关“Open Access”术语的源起及其含
义可以看出，"Open Access”译作“开放存取”要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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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83年以前的相关英文

书刊中，大概尚无agostic之词。它
是英国M.L.H.格林(M.L.H.Green)
教授据其与M.布鲁克哈特(M.

Brookhart)教授对碳和氢的过渡

金属键的研究与发现，于1983年

提出的一个具有原创性思维的新

词[‘]。

    基于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较

早地接触到了这个新造的英文专

词，并了解到它已被世界上相关学

术界普遍地公认。更基于一个巧合

性的学术性机缘R，使我们在1997

年萌发了提出一个对应中文译名

的设想。我们沿该新词提出人的

意境思路及科学思维范畴，首次

提出了与之对应的中文译名—

“元结”。因为这也是首次提出，未

敢擅专，应广泛征求专家意见，还

考虑到此词与高分子配位催化聚

合反应较为密切的关系，我们于

1997年把译作“元结”的意见首

先送请《高分子通报》发表，同时

向本领域的一些专家求证[[21，其后

他译法更为贴切。这是因为“共享”、“阅览”等译法在

词义上对Access反映不够准确;“获取”、“访问”、

“近取”等译法则不能全面地表述“Open Access”的

含义，即Open Acces，出版方式不仅包括用户可以
自由获取的OA期刊，而且还包括作者自由存储的

“开放存档”。

    此外，在图书馆学及情报科学领域，access一词

译成“存取”已约定俗成，在计算机科学领域，access

也译为“存取，，[11]0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作者认为“开放存取”一词

不仅符合“Open Access”的原义，而且无须给access
赋予新的中文译词，以免在以后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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