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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地理特色产品、地

理传统产品）生态地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案例”通知 

 

《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编辑部 

（2021年 1月 25 日） 

中国是世界上地理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也是具有独特地理传统的国家。为推动、促进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科学融合，进一步落实国家生态地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战略和优质地理产品（即三地产品，包括地理标志、地理特色、地理传统产品）（以下简称

“优质地理产品”）落地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将联合中

国地理学会大数据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协联合国咨商信息通信技术专业委员会等单位启动

“优质地理产品”生态地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案例（以下简称“优质地理产品生境案例”）

网计划。《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编辑部决定在“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

中设立“优质地理产品生态地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案例”专栏，现征集案例通知如下。 

1 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地理标志、地理特色、地理传统产品）生态地理环境 

“优质地理产品即三地产品”是指“地理标志产品”、“地理特色产品”、“地理传统产品”

的总称。 

“地理标志产品”是指经国家主管部门（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予以命名

的产品。该产品具有特定自然和人文地理影响特征，具有特定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地

理标志产品是得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知识产权保护产品。 

“地理特色产品”是指在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条件下出产的地域独有的产品。该产品

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影响特征，具有特定的产品质量特征，地理特色产品是地理

名称加产品名称命名，经注册商标或其他途径保护知识产权。 

“地理传统产品”是指在独特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条件下，经过长期地理传承产生的产品。

该产品具有独特的发展历史和地理传承传统，具有特定的物理和文化特征，地理传统产品是

地理名称加产品名称命名，经注册商标或其他途径保护知识产权。 

“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生态地理环境”是指提供“三地产品”赖以生存、生长和成产

品的自然、人文和社会地理环境，“三地产品”生态地理环境通常与“三地产品”相关的地

理位置、各种自然、人文地理要素密切相关，包括气候、水文、地质、地形、地貌、土壤、

生物、人口、社会经济、民俗传统等。不同的产品对生态地理环境要素的要求侧重点不同。 

2 “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生态地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案例”征集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案例可以申请或被推荐“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生态地理环境保护

与可持续发展案例”： 

（1）产品符合“三地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地理特色产品、地理传统产品）”中的任意一

项或多项要求； 

（2）产品落地，即该产品的产地具有连片或分散的地理区域； 

（3）有该产品在该地理区域经营的单位（公司或合作社）； 

（4）有科研单位或高等院校专家、学者与该经营单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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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该经营单位、合作的专家、学者在近三年之内没有诚信或学术不端行为。 

3 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生态地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案例标识 

经申请或被推荐、并通过同行专家评审通过的案例可作为“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

生境案例”。该案例将获得四项标识： 

（1）地理数据标识：在《全球变化数据仓储电子杂志（中英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地理学会联合主办、中国科学院主管）上正式出版“优质地理产品

（三地产品）生态地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案例实体数据集”、内容表达格式为数字化

的栅格、矢量、表格、图片、音响、视频等，数据集出版包括光盘出版和网络数字化方式。

数据集具有唯一国际标识、中国科技资源标识。 

（2）地理知识标识：在《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中国地理学会联合主办、中国科学院主管）上正式出版“优质地理产品（三地

产品）”生态地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案例”科学知识，内容表达格式为文本 World、

PDF、XML 等。数据论文的出版与实体数据集的出版相对应。数据论文的出版包括纸质印

刷出版和网络数字化出版，数据论文具有唯一国际标识、中国科技资源标识。 

（3）地理范围标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

落地地理范围标定案例的中国地理科技资源唯一标识。 

（4）地理样品标识：将“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生境案例”标本和标准样品纳入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建立美丽中国生态地理环境标准样品库中，每一个案例一个

标准样品集，每个案例标准样品集具有唯一的中国科技资源标识。 

4 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生境案例网 

被批准的“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生态地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案例”均将

被纳入到“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生境案例网”中。 

5 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生境标准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将联合中国地理学会大数据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协联合国

咨商信息通信技术专业委员会以及“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生态地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案例”单位，共同推动“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生态地理环境”标准的建立与推广

工作。 

6 “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生境案例”申报材料 

为简便申报、被推荐和评审过程，“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生境案例”采取案例初审上

报和案例评审材料上报二个阶段。 

6.1案例申报承诺 

“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生境案例”申报首先需做出以下四项承诺： 

（1） 对上报的材料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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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规、符合国际和国内规定的科学伦理、保护个人隐私

和遵循相关科学研究项目的相关政策规定； 

(3) 保证上报材料的真实性，即没有任何作假数据（部分或全部，包括数据产生过程） 

（4）案例数据和数据论文一经出版，案例作者对该成果具有署名权；同时，作者同意

将该数据著作权中的编辑权、不同介质复制权、印刷权、依注册中数据公开范围内的数

据散发权、网络传播权、多语种翻译权等著作权和上述权力的转让权与出版者《全球变

化数据学报（中英文）》编辑部共同所有，各自可以独立、自由行使这些权利；该作品

的出版权由《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编辑部独家所有。 

6.2 初审上报材料 

“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地理特色产品、地理传统产品）”生态地理环

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案例申报采取网上申报方式，申报网址：

http://geodoi.ac.cn/WebCn/tongzhi.aspx 

6.3 案例评审 

“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生境案例”初审通过后，《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编

辑部将根据国内外出版界的规范和要求，通知申报者提交数据集和数据论文进行评审，编辑

部对上报案例材料组织同行专家评审，并进行三审、三校流程出版和标识。案例出版后，按

照国家出版规定，没有特殊情况将永久保持网上共享。 特殊情况是指出版内容经查实存在

不端行为后撤稿。一般情况下，“优质地理产品（三地产品）”生态地理环境是一个相对稳

定、但是动态的环境，因此，出版时标注年份。为确保出版信息为案例提供科学依据和传播

资源，建议案例根据需要适时更新数据，利于用户对产品和产品生境的信赖，出版系统为案

例数据更新提供技术支持和便利。 

7 数据共享政策 

（1）浏览用户：“数据”以最便利的方式通过互联网系统免费向全社会开放，用户免费浏

览、免费下载； 

（2）最终用户：最终用户使用“数据”需要按照引用格式在参考文献或适当的位置标注数

据来源； 

（3）增值用户：增值服务用户或以任何形式散发和传播（包括通过计算机服务器）“数据”

的用户需要与《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编辑部签署书面协议，获得许可； 

（4）汇编用户：摘取“数据”中的部分记录创作新数据的作者需要遵循 10%引用原则，即

从本数据集中摘取的数据记录少于新数据集总记录量的 10%，同时需要对摘取的数据记录标

注数据来源。 

8 出版费用 

（1）案例申报初审免费 

（2）初审通过后，纳入到入网案例在《全球变化数据仓储电子杂志（中英文）》出版实体

数据集数据量在 1GB 以下（压缩后，视频不压缩）收取数据评审费和出版费 7200 元，数据

量超过 1GB（压缩后，视频不压缩）收取数据评审费和出版费 9200元。 

（3）在《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出版的数据论文收取评审费中英文各 300 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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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费每页 400元，彩页每页增加 600元。 

（4）《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封面图案以同期论文和数据集为依据设置，封面图

案不收取费用，编辑部奖励该图案关联的论文和数据集作者 50元。 

（5）地理数据标识、地理知识标识、地理区域标识、地理样品标识免费 

（6）出版费的减免 

（6-1）来自最不发达国家或地区数据集作者免收出版费； 

（6-2）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35岁以下数据集作者免收出版费； 

（6-3）来自世界各国 65岁以上数据集作者免收出版费； 

（6-4）其他特殊情况可以申请、经批准减免出版费。 

（7）出版费的财务管理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财务资产处负责“地理优质产品（三地产品）生境案例”

出版费用财务管理。 

 

联系信息： 

《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编辑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 11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邮编：100101 

电话：010-64889805 

Email：geodb@igsnrr.ac.cn 

 

附：《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编辑部简介 

《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编辑部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学术

期刊中心，负责“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中英文）”的研发和运维，该系统由《全

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和《全球变化数据仓储电子杂志（中英文）》二个刊物和“全

球变化科学数据与知识枢纽（信息系统）”组成。二个刊物主办单位均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中国地理学会，主管单位为中国科学院。“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

统（中英文）”于 2014年 6月开通，该出版系统网址：http://www.geodoi.ac.cn。《全球

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于 2017 年 3 月正式创刊，是中国科协学术期刊“卓越计划”试

点期刊群刊，被 CSCD检索；《全球变化数据仓储电子杂志（中英文）》于 2014 年 6月预出

版，2020 年 6 月正式创刊，是中国科协学术期刊“卓越计划”高起点新刊，被 DCI 检索；

二个刊均为《我国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地理资源领域地球科学数据出版领域 T1类刊。

“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中英文）”于 2016年被国际科学理事会（ISC）批准为

世界数据中心（世界数据系统正式成员）、同年被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批准为中国地球观测

数据出版分中心，2019 年被科技部批准为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数据出版分中心，2018

年获得联合国世界信息峰会奖、中国数字化出版博览会创新项目、中国大数据博览会创新项

mailto:geodb@igsnrr.ac.cn
http://www.geodoi.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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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