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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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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PIDs

一般在学术研究环境中对于科研实体都会使用固定的数字标识符，来表示了一个实体相关数字对象，
唯一ID（Persistent identifiers ，PIDs ）是一个数字对象的可以长久使用的ID，它可以提供关于该
对象的信息，而不管对象发生了什么改变。唯一ID设计组织（或服务）将会提供一个服务请求（通
常是软件服务），根据需求，为一个对象创建唯一标识ID，可以用于各类系统之间的数据互操作。

PIDs是对各种类型数字对象的持久引用，通常是用于唯一命名对象的任何标签。如 URL 是PIDs的示
例，但也可以地址序列或主机名。但是 PIDs 可以做的不仅仅是唯一地命名一个对象。PIDs 的发明是
为了解决不断扩大的互联网所带来的挑战，互联网不断变化，难以维护数字对象的持久性记录。

PIDs是持久定位、识别和共享有关数字对象的信息而不会“腐化”的内容标签，因为 PIDs可能与描述
对象的一组元数据相关联，而不是与对象本身相关联。它们允许不同平台一致且明确地交换信息，
从而提供一种可靠的方式来跟踪、引用和重用。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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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PIDs

对于不同的数字对象，有不同的 PIDs系统，由不同的服务提供商运营，并由不同的研究学科使用。
我们最常区分两种 PIDs：对象（出版物、数据、软件等）的 PIDs 和人（例如研究人员）的 PIDs。

• 书籍上的 ISBN 编号

• 论文列表中的 DOI

• arXiv 上为预印本提供的标识符

• 个人主页中作者简介上的 ORCID iD。

以Common European Research Information Format standard（CERIF标准）为例，其中研究成果相
关的主要数据对象包括：

•人员

•机构（作为提供个人的所属单位信息，也可以作为合作机构等）

•出版物（各种类型的公开出版文献，如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图书和专利等）

•期刊会议（包括各种期刊评价指标和会议级别等）

•科研项目等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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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PIDs

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 (PIDs) 对于在科研对象、人员、社区和基础设施之间建立和维护
可靠和稳健的链接至关重要。在科学文献中获得可靠的引用，以及帮助研究人员验证科
学内容并在应有的地方给予确认，在这两种情况下，PIDs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PIDs消除了名称歧义并持续指向数字对象的位置。它们确保人们可以被明确地提及，
从而解决名称更改和常用名称的挑战（所谓的“John Smith”问题）。研究人员的整
个科研生涯和成果可以正确的被分配和积累。

如果没有 PIDs，常常会导致 HTTP 错误的“404”问题。它可以保证即使在几十年后，点
击一个对象的链接仍然可以解析出关于过去存在有用信息。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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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标识符PIDs的技术要求
遵循 ODIN 联盟的要求，受信任的 PIDs 必须：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7

是名称，而不是地址

Be a name, not an 
address

全球唯一

Be globally unique

有持久性，旨在超越任何
系统或（大多数）组织的

生命周期

Be persistent

可全局解析为 URI，支持
包括内容协商在内的所有

HTTP 范围

Be globally resolvable as 
a URI

通过持续承诺的组织和治
理流程进行管理

Be managed

附带描述其最相关属性的
元数据，包括一组最少的

通用元数据元素

Come with metadata

可互相链接

Be interlinkable

通过描述它们的元数据元
素与其他标识符实现互操

作关系

Be interoperable

可通过其元数据元素以及
所有其他可信任标识符进

行索引和搜索。

Be indexed and 
search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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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s for objects

Handle

• Handle 系统是自 1995 年以来使用的非商业标识符解析系统。它是一种通用的全球名称服务，可实现由国家研究计
划公司 (CNRI) 运营的安全名称解析。

• Handle标识符由标识“命名权限”的前缀和后缀组成，后缀表示对象的“本地名称”。 Handle 引用的对象的位置和描
述该对象的元数据分别存储在 Handle 系统中。服务器将元数据与句柄相关联，并在调用句柄服务时返回该元数据。
Example: hdl:2381/12775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ISBN)

• Example: ISBN 978-92-9083-543-1 (paperback), ISBN 978-92-9083-544-8 (PDF)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ISSN)

• Example: ISSN 2519-8068 (print), ISSN 2519-8076 (online)

Uniform Resource Name (URN)

• URN 系统被欧洲的主要国家图书馆广泛使用，因为书籍的 ISBN 是 URN 系统的一部分。通常，分配 URN 不涉及
许可成本，但 URN 注册机构需要建立分配和解析基础设施。但是，由于 URN 生态系统非常庞大，因此没有中央
治理和中央解析基础设施。

• Example: urn:isbn:0451450523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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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s for objects
档案资源密钥 Archival Resource Key (ARK)

•ARK 不是正式的标准，但所有 ARK 系统都遵循相同的结构（例如，它们都以'ark:'开头）和工作流程。也没有中央解析器。组织可
以注册成为名称分配机构编号 (NAAN) 并运行自己的 ARK 解析基础设施。该系统由加州数字图书馆与全球数十个 NAAN 通过组合
的 ARK/DOI 基础设施 EZID 运行。

•Example: ark:/13030/tf5p30086k

arXiv Identifier

•预印本的arXiv 开发了 PIDs ，包括主题分类信息，它允许 arXiv 现在每月处理超过 9999 次提交。。

•Example: arXiv:1207.7214

数字对象标识符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DOI 是跨学科的 PIDs 系统，是一套识别数字资源的机制，涵括的对象有视频、报告或书籍等等。它既有一套为资源命名的机制，也
有一套将识别号解析为具体地址的协议。

•DOI的体现形式主要包括：二维码、条形码、字符码、网络域名等，数字对象唯一性，是DOI的典型特征，也是数字时代的“身份证”
号码。

•Examples: 

•CERN Yellow report: 10.23731/CYRM-2019-007

•Dataset on Open Data Portal: 10.7483/OPENDATA.CMS.6O84.WLN8

•Software on Zenodo: 10.5281/zenodo.821635

•Research publication: 10.1016/j.physletb.2012.08.020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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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A DOI has three main parts:

•Proxy or DOI resolver service

•Prefix which is unique to the registrant or member

•Suffix, a unique identifier assigned locally by the registrant to an object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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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PIDs

中国的身份证号，或欧美的社会保障号（Social Security Number）

•美国的驾照号

•随申码

机构人事系统的工号（Staff Id in HR system），一般需要增加机构代码共同使用

•学工号、虚拟V卡

•校园统一账号（邮箱）

学者标识符（Author identifier）

• ORCID

• ISNI

• IdRef

• DAI

• iAuthor

• KID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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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研人员PIDs

arXiv Author Identifiers

•arXiv 力求准确识别档案中所有文章的所有作者并消除歧义。自 2005 年以来，arXiv 使用规范记录将用户帐户与预印本联系起来。自
2009 年以来，一旦用户在 arXiv 中发布其创作的文章以用于其他服务，就会提供公共作者标识符。 arXiv 允许用户将他们的 ORCID 
iD 与他们的 arXiv 规范记录相关联。

Google Scholar Profiles

•Google Scholar 提供作者简介页面，用于识别特定作者的出版物并消除歧义。用户可以创建自己的个人资料，以跟踪对其作品的引
用情况，并获得其他指标，

LinkedIn

•LinkedIn 使用个人资料页面的内部标识符来解决名称歧义问题。 ORCID iD 可以添加到 LinkedIn 个人资料中。

ORCID iD

•ORCID是一个开放源码、开放数据和基于社区驱动组织的WEB应用，为全球学者提供国际化、跨学科和多维度应用的永久唯一标识
符注册，并支持自动关联到研究学者成果批量服务，它主要目的是提供经过甄别处理的学者研究产出和成果的数据源。目前，越来
越多的基金提供者和出版商要求研究人员使用ORCID进行基金申请和关联成果出版。

ResearcherID

•Web of Science 提供自己的作者识别服务，以确保出版物在 Web of Science 馆藏中正确归属于作者。 ResearcherID 用于汇总出版物
并跟踪特定作者的引用。该标识符可用于 Publons 等服务。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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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 is 
a global,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

ORCID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13

Funding 
Agencies

Other 
Research 

Identifiers

Research 
& 

Scholarly 
Societies

Publishers / 
Manuscript 
Submission 

Systems

Repositories 
& More

Universities 
& Research 
institutions



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第

十

三

届

五

四

科

学

讨

论

会

2018.12.22

，

北

京

，

北

京

大

学

iAuthor

iAuthor帮助中国研究者创建一个永久的、
国际通用的科研身份证号（ORCID号），
用于区分同名研究者，解决作者识别问题。

并逐步与投稿系统和基金申请等科研工作
流进行集成，把各项学术活动自动联系起
来，确保研究工作可以被识别。

系统为研究者创建永久的个人学术主页，
提供丰富的简历描述及快速导入导出科研
成果功能，充分展示研究者的科研成果。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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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NI, International Standard Name Identifier

一种全球性识别系统，主要为了避免不同参与者使用相同人名或机构名称而造成混淆。

•它为作者或机构赋予公开的独特识别码。ISNI的使用者包括出版商、研究机构、制作人、表演者、艺术家、作家、发明人、研究人员等。

• ISNI号码由16位数字组成，最后一位数字是校验位，例如ISNI 1431 4632 3417 9283。

ISNI的产生背景是基于建设知识库的需求，而在各种知识库（例如谷歌学术、百度学术）的构建过程中，名称消歧是最为关键的工
作之一。

•要想解决名称混乱的问题，就要用有效手段解决名称唯一性问题，因此就要对个人、机构和成果按照标准化要求赋予唯一的名称。

•为了落实解决名称唯一性问题的标准化工作，国际标准化组织于2012年发布了关于ISNI的标准，即ISO 27729:2012。

ISNI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标准化体系，规定作者或机构在多个流通领域的统一身份号码，减少重复劳动并提高准确性。

•虽然ISNI和ORCID在包含的资料、服务内容和使用族群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两者的目标很相似，都是为了准确识别作者，使用统一身份认证手段解决“谁是
谁”的问题，因此它们在功能上有所重叠并互相竞争。ISNI可以用于命名个人和机构，而ORCID仅用于个人。

• ORCID与ISNI签署过合作协议备忘录，而且ORCID于2013年通过RingGold加入ISNI，成为ISNI的代理注册机构，在学术研究领域分配ISNI识别码。

• ORCID仍然拥有自己的独立业务，分配ORCID识别码。2014年1月，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开发一个软件ISNI2ORCID，允许作者把ISNI信息导入到ORCID系
统中。关于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竞争、合作或整合关系，学术界还有待观察。

ISNI在中国

•中国工程院国际工程科技知识中心是ISNI在中国的代理机构，服务于ISNI在中国的识别码分配和解析。ISNI标准具有唯一性、公开性和国际性。作者可以通过
使用ISNI识别码收集自己的学术信息，构建个人成果库。机构组织可以通过使用ISNI识别码构建专家知识库。基金资助组织和政府机关可以通过使用ISNI识别
码获取个人或机构的学术信息，用于各种评价和审核。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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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Knowledge ID）

KID为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分配的国内学者唯一标识符，旨在为国
内的专家学者分配唯一学者标识符，解决国内学者的姓名消歧问题。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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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s for grants (research awards)

研究支持的来源基金grants各不相同，一般包含性地用于“资助、赠款、捐赠、借调、贷款、
设施/设备的使用甚至众筹”。

由 Crossref 和包括 Wellcome Trust、JST、欧洲研究委员会（ERC）和 NIH 在内的几家资
助者领导的 Grant Identifier 计划于 2019 年推出了基金 ID 注册服务。资助单位现在可以在
Crossref 注册研究资助。本质上，DOI 用于该计划并分配给每笔授予的资助。一些组织正
在为 Wellcome Trust 和其他一些早期采用者资助组织试点实施这些 DOI。

我国的国家自然基金、社科基金编号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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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PIDs

GRID

•The Global Research Identifier Database (GRID) lists research organizations worldwide. Each organization is assigned a unique GRID ID and 
described by metadata such as a web page, the institution's type, geo-coordinates, and name variations of institutions. INSPIRE links the 
affiliations of authors on publications to GRID and ROR.

Ringgold

•ISNI has one agency dedicated to the specific curation of organization identities, Ringgold, which manages around 600,000 ISNIs linked to its 
own proprietary Ringgold Org ID.

•Ringold ID: 30531

ROR

•Crossref, DataCite and California Digital Library and Digital Science joined forces to create the Research Organization Registry (ROR). ROR 
was launched in January 2019 to meet the particular need of identifying affiliations on researchers’ publications. INSPIRE has already 
adopted ROR in their service and DataCite has integrated an affiliation identifier including support for ROR in the recent version of the 
DataCite Metadata Schema. ROR consolidates other identifiers currently in use (e.g. GRID, ISNI, Crossref Funder ID, Wikidata) at a coarser 
granularity.

国内教育部机构号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上海交通大学 1210000042500615X0

•学校代码

•10248 上海交通大学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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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Research Identifier Database (GRID)

全球研究标识符数据库 (GRID) 列出了全球的研究组织。每个组织都分配有唯一的
GRID ID，并由元数据（如网页、机构类型、地理坐标和机构名称变体）进行描述。

管理单位可以将成果链接到GRID和ROR的作者机构

• Release 2021-09-16

• grid.16821.3c

•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 China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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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ggold

ISNI 有一个专门管理组织身份的机构 Ringgold，它管理
着大约 600,000 个与自己专有的 Ringgold Org ID 相关联
的 ISNI。

Ringgold标识符是唯一的数字标识符，其目的是消除机构
组织的歧义。

Ringgold ID用于实施机构数据的治理并消除重复记录。

此唯一ID也是跨内部和外部系统连接记录的强大工具。

•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 Ringold ID： 12474

• ISNI ID： 0000 0004 0368 8293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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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rganization Registry (ROR)

Crossref、DataCite 和加州数字图书馆和数字科学联手创建了研究组织登记处 (Research Organization Registry ，
ROR)。 ROR 于 2019 年 1 月启动，以满足确定研究人员出版物隶属关系的特殊需求。 ROR 以更粗的粒度合并当
前使用的其他标识符（例如 GRID、ISNI、Crossref Funder ID、Wikidata）。

ROR提供了一组开放式工具，用于与ROR数据交互和集成ROR ID

•REST API

•Data dump

•OpenRefine reconciler

•Search UI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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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s for physical research components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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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物理学科的PIDs

自 2007 年以来实施的 International Geo Sample Number (IGSN)国际地理样本编号，主要用于地球科学。该计划是在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的，并使用handle系统（基于 DataCite 元数据方案）将唯一标识符分配给物
理样本、采样的样本特征、以及样本和子样本的集合（样本来源于来自现有样本）。

Research Resource Identifiers (RRIDs)资源信息研究资源标识符于 2014 年推出，提供有关生物医学文献中使用的研究资源（用
于产生研究结果的试剂、材料和工具）的信息。 RRID 的成功采用，现已在 120 多种期刊中使用，主要是由于期刊向作者介绍
了要求和说明。由于使用了 RRID，现在可以在 95% 的情况下识别使用的资源，而在没有 RRID 的情况下，这一比例为 50%。
为了使这些资源的管理更易于管理，开发了一种半自动管理工具来验证已发表论文中的 RRID：SciBot。

Distributed System of Scientific Collections (DiSSCo)科学馆藏分布式系统的基础于 2015 年奠定。 DiSSCo 是欧洲的一项措施，
旨在通过使用唯一标识符（数字馆藏和数字标本对象）使生物多样性数据更加FAIR 。

Persistent Identification of Instruments (PIDINST)仪器唯一标识符旨在为操作科学仪器设置 PIDs，以提供有助于将数据设置为
上下文的分析元数据。自 2017 年以来，研究数据联盟的 PIDINST 工作组成员一直在努力，主要是地球科学用例。 PIDINST 提
供元数据，例如仪器的名称、文本描述、仪器所在的机构、制造商和与仪器相关的其他实体/对象。 PIDINST 模式促进了仪器、
期刊文章、数据集和其他研究对象之间的链接。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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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唯一标识符的优势



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第

十

三

届

五

四

科

学

讨

论

会

2018.12.22

，

北

京

，

北

京

大

学

PIDs 对数字对象的作用：

•By identifying them uniquely and reliably. 唯一性和可靠性

可发现Discoverable

•By resolving to the specific object reliably and consistently, even if it moves to a new location.可靠且一致地解析特定对象

可访问Accessible

•By pointing directly to a particular version / to a specific state of an object. 直接指向特定版本/对象的特定状态

可使用Useable

•By exposing the provenance of objects, by connecting them and thus by improving accuracy and the flow of information.通
过揭示对象的来源，通过连接对象，从而提高准确性和信息流

可理解Intelligible

•By providing provenance and transparency, which makes objects trustworthy. 通过提供出处和透明度，使对象可信

互操作Interoperable

•By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specifically identified objects. 通过特定识别对象的互连网络

可评价Assessable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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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及时更新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26

对于大学老师来说，PIDs
的主要好处是提供科研成果
的可发现，并支持建立个人
学术成果档案。

• 例如，老师在学校的个人信息如果与
ORCID iD有链接，将会定期有的更
多学术成果可以明确分配到学者用户
成果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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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国的科技成果中心

对于全国的成果管理单位（CALIS/CHAIR）来说，主要的好处是
PIDs 的持久性和可信赖性。

• 推动学术成果的开放获取

• 促进学术成果的广泛应用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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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开放获取

PIDs 有助于数字化知识成果库符合资助机构的要求，因为要求
PIDs 符合 FAIR 原则和开放科学指南。

• Findability

• Accessibility

• Interoperability

• Reusability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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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s的知识网络

将研究的不同方面联系起
来，包括物理样本、人工
制品、仪器和试剂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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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学科交叉

为确保跨学科边界（例如考古
科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
环境科学、生命科学、法医学、
化学科学）的互操作性，具有
一定程度的共享元数据和 PID 
非常重要。

在共享元数据之外，可以提供
特定学科的信息和文档。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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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唯一标识符的应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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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

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是科研资源管理的重要工具，
但它们的使用也有益于社会应用

它们支持全球性、相互关联的开放科学，并确保研
究投资的收益可以长期有效的分配和收获

研究人员：形成成果，自由分享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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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个人PIDs的优势

ORCID 网站上的愿景声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一个支持 PIDs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一个所有参与研究、学术和创新的人都被独特地识别出来，并与他们跨学科、跨界、和跨
越时间的与他们的机构和资助单位互相连接'。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33

Meadows, A., L. Haak, L., & Brown, J. (2019). Persistent identifiers: the building blocks of the research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nsights, 32(1), 9. DOI: http://doi.org/10.1629/uksg.457

http://doi.org/10.1629/uksg.457


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第

十

三

届

五

四

科

学

讨

论

会

2018.12.22

，

北

京

，

北

京

大

学

对研究人员来说

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广泛采用PIDs将大大节省时间。《自然》杂志2016年的薪酬调查显示，平均而言，研究人员将超过四分
之一的时间用于管理任务，如数据存储（5%）、基金申请（10%）和“其他”（11%）。

研究人员不必花时间在越来越繁琐的管理任务上，比如在申请基金、提交稿件以及职称评审时在线填写表格，而只需授
权访问他们的ORCID记录，并实现与他们互动的各种研究信息系统的数据共享。

葡萄牙的国家基金资助机构Fundação para a Ciência e a Tecnologia在评估了通过减少行政费用可以节省的时间后，
将ORCID纳入了PTCRISync系统。

除了节省时间外，通过ORCID ID和ORCID记录上的其他标识符之间的系统到系统连接，数据错误风险也大大降低。Crossref的自动更新功能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在撰写本文时，它使用发布者在提交给Crossref的元数据中提供的信息，将近150万个DOI的论文直接推送到ORCID记录中（经用户许可）。
这些数据随后可用于全国科研管理系统；所有研究人员需要做的就是在向出版商提交他们的成果时使用他们的ORCID iD。

扩展PIDs的采用也将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到研究人员做出的多种多样的贡献。出版物的DOI已经是当前基于引用的评估系统的
核心，但DOI也越来越多地被分配到开放式同行评审，例如Crossref。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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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员

研究人员：发现和再利用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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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形成关联的论文、贡献
者、数据和机构单位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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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单位

需要确定和监测其资助的研究成果
的资助机构可以在其组织、基金和
研究人员标识符的帮助下更快、更
容易和更可靠地确定和监测研究成
果，所有这些标识符都可以连接到
DOI中的元数据以供发布。

• 资助影响力评估

• 项目管理（中期、结项与跟踪）

• 滚动资助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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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术成果库建设
根据OCLC 2018年调研报告，在
机构内部系统互操作性方面，大
多数受访者认为其研究信息系统
与机构人力资源系统和校园认证

系统互操作需求最高；

在不同机构系统之间，大多数的
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研究信息系统
进行互操作最大来源包括学术成
果元数据源和研究人员ID注册中

心。

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在评估人才
晋升和任期考核申请时，也可以
依赖PIDs将研究人员与其所属机
构（以前的职位、社会兼职、服
务）、基金和工作联系起来。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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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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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ID正在成为科学文献中事实上的研究人员标准，但其他标识符也有并在使用

机构组织标识符基本上还未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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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与出版单位

出版者：在出版过程中包含各类数据

研究信息系统和图书馆：提供（长期）数据访问

• 图书馆和出版商早就了解 PIDs 的价值，并且一直积极支持采用与推广中。

• 研究型大学内更多利益相关部门的更广泛支持将促进它们的采用，这反过来又会给研究人
员和机构带来好处。

• 鼓励机构领导查询其机构采用 ORCID 的状况，并鼓励研究人员广泛采用并融入大学系统，
包括但不限于 RIM 系统。

• 机构还可以在跟踪和支持新兴 PIDs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研究组织注册 (ROR)，这可以
帮助消除机构名称歧义以进行机构排名和基准测试。

• 今天出现了更多的 PIDs, 它们将有助于支持全球学术信息共享系统，并且为更多具有更多联
系的实体提供更多 PID 将为我们所有人提供更好的数据。

2021年11月21日基于科研实体唯一标识符的建设与应用机制研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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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举措

丰富资源内容，通过知识成果库KOR（knowledge output repositories）保
存和共享学校知识成果

统一数据管理,关注科研人员和学校的管理决策中通过系统可以解决的数据痛
点和难点

加强公共应用，有机融合于全校系统的交互，关注第三方系统需求

强化规范建设，高效率可持续服务

• 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加强国际论文作者署名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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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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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完整保存上交大学术产出
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利、学位论文、
专著、基金项目、报告、课件、数据集等

多维度传播展示各类主体
各类资源+机构+学者+团队+计量
学评价指标+各种分面

规范深度描述各类信息
资源描述元数据+计量学所需指标
+人物、机构、项目描述元数据

支持校内外各类数据需求
数据完整准确、标准API接口，服务
校内外相关部门和个人在成果管理
和学术评价过程中的数据需求

学校信息基础设施
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放科学
开放教育
开放创新
……

开放获取
（开放获取政策）

近期目标 长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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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研成果中心

作者注册与管理中心

机构ID注册中心

研究报告中心

研究数据中心

研究评价中心

学科交叉分析中心

基金管理与支持系统 Bryant, Rebecca, Anna Clements, Pablo de Castro, Joanne Cantrell, Annette Dortmund, Jan Fransen, Peggy Gallagher, and Michele Mennielli. 

2018. Practices and Patterns in Researc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Findings from a Global Survey. Dublin, OH: OCL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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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s在科研管理过程中无处不在，但目前仍以DOI及机构内人员ID为主；

PIDs是科研创新过程中数据质量保障、数据治理和数据互操作的基础；

需要建立一个全局的PIDs机制，实现机构间的科研数据融合和共用；

•人员、成果、机构等？

我国PIDs的不断应用，需要有适合中国不断发展的PIDs标准、规范、机制和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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