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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印本平台作为一种新型学术交流渠道，是指学

者自愿将尚未经同行评议、未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

研究成果（预印本），提前在互联网上予以发布并提

供开放共享的学术交流平台。2021 年，我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将“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

列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内容。预印本

平台是开放科学体系中的重要交流模式，可有效克服

以期刊为主要载体的传统学术交流体系的封闭性强、

渠道单一、时滞长、费用高、效率低等诸多弊端。加

快我国预印本平台建设，不仅是“构建国家科研论文

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的重要内容，更是促进科

技自主创新的迫切需要。

为此，笔者基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要面

向 2912 名自然科学学者的问卷调查 [1]，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中心面向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569 名学者 [2] 和

454 名期刊编辑的问卷调查①，以及对 arXiv、SSRN、

bioRxiv、chemRxiv、medRxiv、Research Square、China 

Xiv、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等

国内主流预印本平台的网络调研，系统梳理国内外预

印本平台的发展概况，分析加快国内预印本平台建设

的重要意义并提出相应的建设路径。

1. 国内外预印本平台发展概况

1.1   国外预印本平台发展概况

1991 年 8 月，Paul Ginsparg 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

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LANL）

开发了首个基于电子邮件的预印本平台 xxx.lanl.gov，

并于当月 14 日收到第一份提交的电子邮件。1998 年底，

xxx.lanl.gov 正式更名为 arXiv，并在后来成为全球影响

力最大的预印本平台。[3] 根据 arXiv 年度报告（2023），

目前 arXiv 总下载量 31 亿余次、总提交量 240 万余篇，

月活跃用户 500 余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阐释 Google

的 BERT 模型和 OpenAI 的 GPT3 模型的论文也是首

发于 arXiv。1994 年，社会科学研究网络平台（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SSRN） 由 Michael Jensen、

Wayne Marr 共 同 创 立。2016 年 5 月， 爱 思 唯 尔 于

2016 年 5 月从社会科学电子出版公司（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Inc.）手中收购了 SSRN。SSRN 在

发展早期主要致力于促进社会科学研究在全球范围内

的迅速传播，被收购之后开始面向更多领域扩展开放

研究网络。截至 2024 年 7 月 27 日，SSRN 已形成 30

多个科研网络，存档 65 个学科 179.2 万余位学者的

143 万余篇预印本。[4] 

arXiv、SSRN 建成之后，bioRxiv、F1000-Research、

ChemRxiv、Preprints、SocArXiv、Advance、medRxiv 等

国际主流预印本平台先后建成，广泛覆盖理学、工学、

农学、医学、管理学、经济学、艺术学、教育学等学

科门类，并对物理、数学、生物学、天文学和计算机

科学等领域学术交流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所存档

预印本的数量规模来看，arXiv、SSRN 的影响力最大，

数量已达百万级；其次是 bioRxiv、Research Square，

已分别存档预印本 20 余万篇。

1.2   国内预印本平台发展概况

与国际预印本平台建设和发展的现状相比，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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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印本平台建设起步相对较晚。2003 年，“奇迹文库”

（http：//www.qiji.cn）作为国内最早的中文预印本服务

系统建成。同年，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创建“中国科

技论文在线”。2004 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与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联合建设、推出中国预印本服

务系统。2016 年，为打造支撑国内外学术团体构建新

型学术交流体系的国家级预印本交流基础设施，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按照中国科学院部署，在中国科

学院科学传播局支持下建成 ChinaXiv 平台。ChinaXiv

涵盖天文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生态学等 36 个学

科领域，涉及中国生物工程预印本平台、中国语音乐

律预印本平台等 12 个预印本共建子库，《中国科学院

院刊》《生态学报》等 116 个合作期刊，对我国预印

本学术交流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然而，上述

4 个预印本平台中，奇迹文库已销声匿迹，中国预印

本服务系统已于 2023 年 4 月停止接收稿件与论文审核

发布服务 [5]，仅 ChinaXiv、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相对较

为活跃。其中，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已存档预印本 10.7

万篇，ChinaXiv 存档 3.7 万篇。两个平台的预印本存

档总量也仅仅相当于 arXiv 发文量的 6%。2024 年 4 月

25 日，中国人民大学牵头建设、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

料中心具体承建的我国首个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

（简称“哲社预印本”https：//zsyyb.cn）正式上线发布。

“哲社预印本”涵盖哲学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目前已

有 300 多家期刊加入合作共建。总体上，我国预印本

平台发展较慢，尚未为国内主流科研管理体系所接纳。

2. 加快我国预印本平台建设的意义

2.1   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需要

第一，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科技文献资源是科研

工作的基础。一旦科技文献资源被他国“卡脖子”，

就无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SCI 引文索引服务商科睿

唯安因俄乌战争关闭了对俄罗斯的数据库服务。根据

2022 年 9 月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报告，美国 28

个知名科学数据平台已对中国实行封锁，主要涉及医

疗健康、空间科学、生物安全和信息技术领域。[6] 预

印本平台是重要的科技文献资源库。加快国内预印本

平台建设，可降低对国外科技文献资源的依赖，提高

我国科技发展的自主性和安全性。第二，强化科技信

息安全。2022 年中国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 9.36 万篇，

占全球总量的 26.9%，居于世界首位。[7] 这为其他国家

掌握我国尖端科技的发展动向提供了直接或间接情报。

推进国内预印本平台建设，吸引最新科技成果在国内优

先发布，便于国家及时跟踪和监控涉密或敏感科技信息，

防止关键技术和核心数据外泄。

2.2   提高科技资源国家控制力的需要

第一，遏制科技资源的外流与浪费。高质量论文

优先在国外期刊发表，不仅导致大量科技文献资源外

流，而且导致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和人力浪费。据测算，

2022 年 SCI 收 录 中 国 学 者 的 英 文 论 文 累 计 78 万 余

篇，科研经费成本约 720 亿元，其中仅版面费便达到

数十亿元。[8] 而国内同行若想利用这些文献，又不得

不每年花费巨资购买国外科技文献数据库。而且，向

国外刊物投稿时，作者需要将论文翻译为外文；而国

内同行利用这些论文时又不得不将其翻译回中文。这

一来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推进

国内预印本平台建设，吸引学者将论文发布于祖国的

平台上，可以有效遏制科技资源外流。第二，遏制科

技文献资源的商业化垄断。西方科技文献数据库公司

垄断了世界范围内的科技文献资源及传播渠道，并不

断剥夺、挤压后发国家的科技发展。数据库公司对用

户、作者肆意收取巨额的订阅费、版面费。Elsevier、

Wiley、Springer 等国际学术出版“五巨头”垄断了全

球 50% 以上的学术出版市场。2023 年 Elsevier 科学、

技术和医学出版业务的净利润率高达约 38%，相比之

下，利润极高的苹果公司也只有 25% 左右。[9-10] 在国内，

近年来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因知网数据库订购价格连

年大幅上涨而宣告停用。[11] 预印本平台因其免费开放

共享、降低出版成本，可有效遏制科技文献资源的商

业化垄断。

2.3   促进知识传播与创新的需要

第一，加速研究成果交流与传播。在期刊上发表

论文，从投稿至正式出版需要 8 ～ 12 个月或更久。而

在预印本平台上发布论文，只需经基本审查，即可在

6 小时～ 7 个工作日内发布，这有利于及时响应重大

公共卫生或其他突发事件。在新冠肺炎第一例确诊病

例之后的 10 个月内，全球总共发表了 12.5 万篇新冠

相关论文，其中超过 3 万篇发布在 bioRxiv、medRxiv

等预印本平台上。[12]2024 年 7 月 3 日，由欧盟委员会

和欧洲研究理事会支持的 cOAlition S 发布《“迈向负

责任出版”：全球利益相关者调查结果》报告，指出

预印本对于提升研究的可访问性和可见性、提供新研

究的初步访问、提高透明度、加速传播等方面均起到

积极作用。[13] 建设国内预印本平台，加快研究成果交

流与传播，可加速我国科技创新与进步。第二，促进

多元协同的知识创新。预印本平台的开放评议功能允许

学者快速查看和动态评价新发布的研究成果，使作者尽

早获取反馈、及时修正完善研究。预印本平台允许保存

同一研究成果的多个历史版本，有助于首发权的溯源和

确权，也便于其他学者核查研究数据、方法与过程。预

印本平台还允许学者分享研究方案、调查数据、实验数

据、软件工具等不同类型的成果。这种不拘一格、开放

多元的学术交流氛围与知识共享文化，有利于促进学者

之间的思想碰撞，发现新的研究问题，寻找潜在的合作

伙伴，实现多元协同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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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支持青年学者快速成长的需要

我国社科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中初级职称

作者占比不足 19%，博士研究生作者独立署名占比不

足 4%。[14] 自科核心期刊动辄数千美元的版面费也限

制了青年学者的论文发表。青年学者“发表难”严重

抑制了青年学者的成长。而预印本平台没有版面数量

限制且不收取费用，可为青年学者提供充分的研究成

果发布机会。预印本平台同行审查机制的前期弱化和

后期开放，使青年学者能够更自由地探索和表达具有

原创性的观点；同时快捷地获得更广泛的同行反馈意

见，更好地完善研究成果。

3. 加快我国预印本平台建设的路径

3.1   健全预印本平台的制度规范

第一，建立预印本平台的国家认证制度。建议我

国制定预印本平台准入制度，明确预印本平台的资质

条件和审核流程。资质条件应包括平台的组织运营保

障、网络安全保护、数据安全保护、知识产权保护、

隐私保护、论文内容质量控制、科技伦理审查等方面

的制度和能力等。将获得认证的预印本平台纳入现有

科研管理体系，使其发布的内容符合正确的政治导向、

学术规范与科技伦理。第二，制定预印本发布与引用

标准规范。建议我国制定预印本发布与引用标准规范。

首先，建立预印本备案登记制度。要求预印本平台对

其发布的研究成果赋予数字对象唯一标识（DOI），

使预印本的点击、下载、阅读、评论等数据可追溯，

确保预印本可被证明、评价、使用。其次，制定预印

本引用标准。承认预印本被引用资格，同意学者在各

类论著、项目报告中引用预印本，明确其引用规范，

允许学者在各类论著中引用预印本。[15] 根据对人文社

科领域期刊编辑的调查，超过一半的期刊表示从未遇

到来稿引用预印本的情况，且仅有不到 30% 的期刊编

辑表示允许引用预印本①。

3.2   保护预印本著作权与科学发现优先权

第一，预印本发布与著作权认证相同步。面向自

然科学学者的调查表明，42.54% 的学者担心研究成果

被他人抄袭是阻碍其使用预印本平台的主要因素 [1]。我

国作品著作权确权途径主要是自愿登记、正式出版。这

两种传统途径在数字时代的科研领域，无法满足作者对

于快速、灵活确权的需求。因此，建议鼓励预印本平台

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等建立合作关系，推动预印本发布

与著作权认证同步进行，有效避免预印本发布与其著作

权确权之间的时滞带来的著作权风险。第二，承认预

印本的科学发现优先权。调查表明，自然科学领域中

60.69% 的学者使用预印本平台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研究

成果的首发权 [1]。通过预印本平台发布研究成果，可即

时公开加盖时间戳，克服传统期刊同行评审过程造成的

延迟，为科学发现优先权的认定提供确凿证据。近年来

许多期刊出版社已接受甚至鼓励预印本发布，而不再以

“侵犯期刊首发权”“重复发表”的目光来审视。建议

未来科研管理机构、科研评价机构在科研成果认定、评

价时，充分承认预印本的科学发现优先权。

3.3   将预印本纳入主流科研管理与评价体系

第一，鼓励由国家财政资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预

印本平台上首发。国家通过提前拨付研究资金调动高

校和科研院所的智力资源，资助开展基础性、原创性

研究和攻克普遍性应用科技问题科学研究，形成大量

研究成果。[16] 这些国家财政资助的研究成果应该造

福于全社会，尽可能开放共享。建议相关部门要求或

者鼓励由国家财政资助的各类科研项目的最终研究成

果首发于国内预印本平台，并将其作为结项鉴定的重

要指标之一。这也符合国家利益需要。第二，各类科

研基金允许将预印本列为项目研究成果。建议由国家

财政支持的科研基金立项审批、结项鉴定时允许学者

将在国内预印本平台发布的研究成果列为立项申请、

结项鉴定成果。欧洲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2023 年工作计划便允许基金申请者将预印本

作为科研成果列出。[17] 鉴于目前对预印本价值、影响

力的评价体系尚未健全，在将预印本列为项目研究成

果时，可要求项目负责人附上同行评议意见。第三，

在各类科研评价和奖励政策中给予预印本充分认可。科

研评价和奖励政策对学者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调查

表明，自然科学领域 47% 以上的学者担心预印本平台

发布的成果不能用于学术评价 [1]。建议各类科研管理机

构、科研评价机构将预印本作为一种研究成果纳入科研

评价、绩效考核、人才选拔、科研奖励等范围，从而提

升预印本在学界的认同度和影响力。

3.4   促进预印本平台与期刊协同发展

其一，鼓励期刊制定更友好的预印本政策。调查

表明，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71.15% 的学者希望期刊

愿意接收预印本投稿，63.29% 的学者希望预印本平台

能够帮助其推荐期刊发表 [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期

刊接受甚至鼓励作者先发布预印本再向期刊投稿。例

如，《图书情报工作》在收稿通知、录用通知中明确

鼓励并支持作者将所投稿文章优先发布于 ChinaXiv。

由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基金应要求其认定或资助的期

刊接受预印本平台推荐（或作者自己从预印本平台转

投过来）的稿件，允许作者在投稿中引用预印本。

其二，融合共建全流程学术传播与评价链条。学

界应改变传统的“同行评议—期刊出版”单一学术传

播渠道，形成一种新的全流程学术传播链条：绝大多

数论文先在预印本平台发布，经同行评议并修正完善

之后，部分论文获得期刊认可而正式出版，少数优秀

论文还可通过二次文献复印转载获得更高评价，形成

“预印发布—同行评议—期刊发表—复印转载”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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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传播与评价链条。

3.5   加强预印本平台组织和经费保障

第一，建立预印本平台组织与运营体系。国际主

流预印本平台的运营主体涵盖学术机构（如高校、科

研院所）、大型出版商、协会学会、非营利组织机构、

政府部门，以及科研合作网络和联盟等多种类型；在

吸收相应学科背景的专家代表组成顾问委员会的同时，

也吸纳各类型的研究机构、学术组织、基金会作为会

员单位，参与其组织与运营。综合考虑我国实际情况，

建议在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指导下，由权威机构牵头，

整合科研院所、高校、企业、期刊社、科研基金机构、

科研评价机构、学会协会等各方力量共建预印本平台。

牵头单位应该在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且拥有涉及

多学科的期刊矩阵、编辑队伍。第二，拓展预印本平

台建设的经费来源。对于公益性质的预印本平台来说，

拓展经费来源渠道是确保平台平稳持续运行的关键。一

是建议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划拨

专门项目或经费，对国内预印本平台择优资助；二是预

印本平台牵头和参建单位可自筹部分建设经费；三是吸

引、接受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公益捐赠；四是通过提供信

息咨询、增强出版、移动化传播等增值服务，适当收取

少量费用。例如，SSRN 作为爱思唯尔旗下重要平台，

除了运营方的直接投入，也通过付费期刊订阅、第三

方服务收费等方式进一步拓展了经费来源；bioRxiv 和

medRxiv 也得到其运营者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和陈·扎克

伯格基金会（CZI）的大力资助。

结语

预印本平台有利于加快学术传播、推动知识共享、

促进知识创新、减少重复研究、提高研究效率、扩大

学术影响，将在学术交流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是开放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应该采取有

效措施大力推进预印本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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