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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印本学术交流模式演化历程与我国发展对策
研究

方　 卿　 郑　 昂　 曾建勋

摘　 要　 科学交流载体的演变、开放获取运动的推动及学术出版模式的创新,使预印本逐步成为备受关注的科学

交流模式。 在相关主体的联合推进下,学术界逐渐接受和认可预印本的学术交流价值。 本文梳理了预印本学术

交流模式演化历程,将预印本学术交流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小型学术团体驱动的探索实验期(1990 年前)、学科

与技术驱动的初创时期(1991—2012 年)、多主体驱动的极速扩张时期( 2013—2019 年)和疫情影响下的加速发

展时期(2020 年至今)。 从平台类型、出版融合、技术创新、学术社区团体、成果认可和运营经费等方面出发,总结

归纳预印本学术交流模式的发展特征,并对我国预印本学术交流体系的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①加强预印本著作

权认可,保障预印本首发权认定;②促进预印本和期刊协同发展,形成统一的开放学术出版流程;③构建预印本论

文开放评议机制,化解“以刊评文”难题;④营造预印本学术交流氛围,培育中国预印本文化;⑤开放互联形成集

群效应,提升预印本平台的国际影响力。 图 1。 参考文献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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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哈依洛夫将科学交流的过程归纳为九项

基本活动,并将其概括为正式交流过程和非正

式交流过程,其中预印本被视为非正式的学术

交流模式之一。 根据米哈依洛夫对科学交流模

式的定义[1] ,预印本学术交流模式可以总结为

学者自愿在预印本服务器或平台上发布、阅读

和评议论文手稿,实现学术成果的开放共享,加
快同行间的交流。 预印本学术交流模式有其特

定优势,如允许作者便捷地公开成果,相比于学

术期刊出版周期更快;能够确定科研发现的优

先权,获得更多的同行反馈,避免出版歧视;科
研人员使用预印本不受正式发表方式的时间

限制[2] 。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开放获取运动的不断推

进,预印本学术交流模式不断适应科学交流的

新需求,在学术界的偏见与否定中发展起来。
首先,期刊数据库、开放期刊的兴起推动学术出

版的不断革新,数字形态的在线出版物成为学

术交流的主流载体,科研人员越来越熟悉在线

交流方式。 其次,虽然科学交流模式向着更加

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论文发表总量在不断增

加,但对于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科研人员来说,
发表论文的难度反而增大。 在 2005—2015 年的

11 年间,Nature 的平均评议时间从 85 天增加至

150 天,PLoS
 

ONE 从 37 天增加至 125 天[3] ,与
1980 年代相比,青年学者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同行评议论文的时间延长了 1. 3 年[4] 。 因此,
学术界更加渴望即时开放共享、平等拥有学术

话语权的科学交流模式。 发展中的预印本服务

抓住了传统科学交流模式在发表决定权和传播

速度方面的痛点,有效发挥互联网平台及时发

表、快速共享的优势,与期刊出版优势互补,构
建新型学术社区与学术生态,正在实现公共利

益的最大化。 Science 周刊将预印本平台 bioRxiv
评选为 2017 年度十大“科技突破”之一,国际科

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STM)2018 年度报告

指出预印本是学术交流结构的最大变革[5] 。
本文聚焦于预印本学术交流模式的演化历

程,梳理预印本学术交流生态中各要素共同发

展、持续互动、相互制衡与推进的演进脉络,探
寻预印本学术交流模式的时代特征和发展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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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印本学术交流模式演化历程

预印本学术交流模式的演化受到技术进

步、学术观念转变、参与主体变化等多重因素影

响。 国内外多位学者对预印本学术交流的发展

阶段进行了划分,根据 Puebla、Abdill、徐丽芳等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6-9] 可知,1961 年信息交换

小组的建立、 1991 年 arXiv 平台的横空出世、
2013 年 bioRxiv 等大量预印本平台的出现以及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是预印本学术交流发展的

重要时间节点。 本文参考以上时间节点对预印

本学术交流模式的演化历程进行概述。

1. 1　 小型学术团体驱动的探索实验期(1990年前)
在前互联网时代,预印本学术交流模式一

直存在于小型学术团体内的信息交换小组中。
早在 1630 年,伦敦的科学家们就以兴趣为导向

建立交流小组,在家中进行非正式的学术交流,
安排专门的小组成员记录交流内容,并向组内

所有成员公开,被学界视为最早的信息交换小

组[10] 。 20 世纪初,一些学术团体或机构图书馆

开始负责收集和分发记录有特定学科知识的文

档[11] ,并使用“预印本”(preprint)来表示这些非

正式出版的手稿。 1921 年,美国化学学会的石

油化学部开始流通预印本[12] 。
1961 年生物学家 Albritton 和 Green 提议建

立内部文献交流小组,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资助下成立了

“信息交换小组” ( Information
 

Exchange
 

Group,
IEG)。 该小组由相同研究领域或有共同兴趣的

科学家组成,组员可以将自己尚未完全成型、未
经同行评议的学术成果通过复印和邮件的方式

分享给小组其他成员[13] 。 IEG 组织者认为,与
此前出现的信息交换小组不同,IEG 整理出所有

的信息交换内容,形成完整的预印本列表。 在

IEG 成立的 5 年时间里,超过 3
 

600 名科研人员

加入 IEG 并产生 2
 

500 多篇文献。 IEG 虽然形

成了一定规模,却遭到 Nature 和 Science 期刊编

辑的反对,他们认为 IEG 运营成本高昂,且绕过

对手稿的结构化审查,导致传播的文章质量参

差不齐。 鉴于此,13 家生物化学领域知名期刊

决定不再发表经 IEG 分享过的学术成果[13] 。 由

于学术期刊的限制和不断增长的流通成本,IEG
在成立 5 年后被关闭。

然而,基于预印本开展科学交流的理念开

始萌发,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团体也开始在 IEG
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预印本学术交流机制。 1962
年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Stanford

 

Linear
 

Accel-
erator

 

Center,SLAC)开始收集当时高能物理领域

的预印本论文,并将其编入图书馆目录。 美国

原子能委员会建立和 IEG 相似的“物理信息交

换小组” ( Physics
 

Information
 

Exchange, PIE )。
与 IEG 不同,PIE 要求成员将文献先提交至图书

馆,以方便对手稿进行统一管理;为了解决成本

问题,PIE 用提供预印本清单的方式来代替 IEG
直接提供全部预印本手稿的方式,当读者对某

一预印本论文感兴趣时再要求作者提供文章的

全部内容,从而大幅降低了印刷成本。 1969 年,
SLAC 建立“粒子和场预印本” ( Preprint

 

in
 

Parti-
cles

 

and
 

Field,PPF),PPF 同样通过每周分享预

印本清单的方式交换预印本信息;为了应对学

术界对预印本的偏见,PPF 特别设立名为“ Anti-
Preprints”的专题列表,列出被期刊发表的预印

本论文,以此证明预印本论文与期刊论文具有

相同的质量[14] 。
在此阶段,预印本属于学术团体内部具有

实验性质的学术交流形式,是科研人员在有限

范围内尝试绕过期刊出版进行的非正式学术交

流。 预印本学术交流大部分依托“信息交换小

组”来开展,对于其他学科和非交叉学科具有强

烈的排他性。 这种“信息交换”不仅是指文本的

互换,还代表着学者可以平等地表达学术立场、
交换学术观点,而不受传统学术出版的任何束

缚。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此时的预印本手稿

在传播速度、范围和成本上受到极大限制,并未

被学术界广泛接受。 米哈依洛夫认为当时的预

印本学术交流的作用非常有限,被夸大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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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1] ;Ziman 认为将“交换预印本” 这一自发产

生的交流形式在研究机构内推行是绝对错误

的[15] 。 由于当时的学者是基于纸质载体进行预

印本学术交流的,预印本并未能体现出传播速

度上的优势,仅作为传统正式科学交流模式的

创新方式而存在。

1. 2　 学科与技术驱动的初创时期(1991—2012年)
以网络为渠道进行电子预印本交流是预印

本平台正式诞生的重要标志。 1989 年,物理学

家 Joanne
 

Cohn 开始使用电子邮件分享弦理论

主题的电子预印本,促进了预印本从纸本形式

向网络电子形式的转变。 但随着预印本电子

邮件列表不断增加,通过电子邮件来存储和分

享预印本已经无法满足逐年增加的预印本交

流需求。 于是,1991 年 8 月美国物理学家 Paul
 

Ginsparg 提出预印本列表自动化的想法,并为

预印本论文创建邮箱存储库,1993 年存储库移

至万维网,arXiv 由此诞生,奠定了以网络为媒

介的预印本学术交流模式的基础。 Ginsparg 还

提出 Overlay 期刊的概念,其实质是按专题对开

放获取期刊或预印本论文的标题与网址进行

汇编[16] ,而后成为预印本论文集成、整合的一

种形式。
在此阶段,物理学、数学、生物医学一直是

预印本学术交流发展的领跑学科,人文社科领

域也开始尝试进行预印本学术交流。 1991 年德

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主办数学物理预印本档

案库,1994 年 Jensen 等构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预印本平台 SSR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
work)。 此时,出版商对于预印本的态度开始变

得矛盾,一些出版商打破对预印本的偏见,尝试

建立预印本平台,而另一些出版商依旧对预印

本持有怀疑态度。 1999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NIH
时任院长 Harold

 

Varmus 提议为生物医学领域设

立预印本平台 ClinMed
 

Netprints,并由 BMJ 出版

集团运营。 但由于 ClinMed
 

Netprints 运营效果

不佳, 加 之 BMJ 经 营 战 略 的 调 整, 2005 年

ClinMed
 

Netprints 被关闭。 2007 年 Nature 出版

集团建立自己的预印本网站 Nature
 

Proceedings,
然而在 2012 年,已有 2

 

000 余篇论文手稿的 Na-
ture

 

Proceedings 宣布停止接受投稿,原因是无门

槛的来稿与 Nature 品牌不符。
21 世纪初是我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期。

到 2002 年底,国内已有超过 2
 

000 种期刊实现

“期刊上网” [17] ,互联网迅速成为学术成果传

播的重要媒介。 我国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建设预

印本平台,2003 年是我国预印本平台发展元

年,由中国科学家、教育工作者、研究工作者联

合发起并成立的非营利性电子文库———奇迹文

库是国内最早的预印本平台[18] 。 奇迹文库的

活动经费大部分来自个人捐赠,网站日常运营

由管理团队和义务编辑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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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
brary,NSTL)联合建设的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

开始运行。
借助互联网载体,这一阶段的预印本学术

交流突破空间限制,流通成本大幅下降,开始进

行集成化、电子化、网络化建设,奠定了以互联

网为载体的基本形式,更多类型的主体尝试建

设预印本平台。 在这一时期,预印本学术交流

是学术团体借助互联网等新兴通信技术在正式

学术交流之外尝试建立的新的交流系统,是对

传统学术出版的挑战。 出版商在此阶段也尝试

开展预印本服务,但效果甚微。 在技术驱动下,
作为适应互联网快速、分布式特点的交流模式,
预印本论文快速发布、立刻共享的特性进一步

彰显,同时预印本平台大多围绕特定的学科开

展服务,预印本学术交流模式鲜明的学科属性

被保留了下来。

1. 3　 多主体驱动的极速扩张时期(2013—2019年)
2013 年以来,非营利学术组织、出版商开始

广泛地参与预印本平台建设,还出现专业的预

印本推进团体,使预印本平台数量和规模极速

扩张。 bioRxiv、ChemRxiv、medRxiv 是非营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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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组织建立预印本平台的成功典范。 2013
年,冷泉港实验室(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
ry,CSHL)建立生命科学预印本平台 bioRxiv。 由

于冷泉港实验室经营着 5 种高影响因子、声誉

良好的期刊,bioRxiv 在建立之时就与知名期刊

建立合作关系,迅速成为生命科学领域重要的

学术交流渠道。 2017 年,美国化学学会、英国皇

家化学学会和德国化学学会与 Figshare 存储库

合作,共同推出 ChemRxiv,而后中国化学学会和

日本化学学会相继加入。 2019 年 6 月,CSHL、
BMJ 出版集团和耶鲁大学三方联合运营的 me-
dRxiv 正式上线,成为医学领域科研人员开放交

流的新平台。
其间,出版商意图拉回流向预印本的作者

群,通过参与预印本平台建设,建立预印本平台

和期刊出版间的互动渠道,延伸出版服务的产

业链,增加服务性收入。 出版商将预印本看作

一项延伸出版环节的服务,逐渐形成“平台+期

刊”的联动出版模式。 2013 年 4 月,开放出版商

PeerJ 率先推出预印本平台 PeerJ
 

Preprints,实现

预印本的发布与开放评议; MDPI 建立 Pre-
prints. org,提供非营利性预印本发布服务;2016
年 Elsevier 收购预印本平台 SSRN,投至 Elsevier
旗下期刊的论文可以在 SSRN 平台实现正式出

版前的预先发布;Springer
 

Nature 与预印本平台

Research
 

Square 合作开发 In
 

Review 服务,提交

至 Research
 

Square 的预印本论文可以一键投稿

至 Springer
 

Nature 旗下所有开放获取期刊,作者

可以在 Research
 

Square 上查看论文的审稿和编

辑进度,并接受其他科研人员的公开评议;PLoS
和 CSHL 宣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推出论文手稿

自动发布至 bioRxiv 和 medRxiv 的功能;Emerald
 

Publishing 与 F1000 合作开发开放出版平台 Em-
erald

 

Open
 

Research,投稿至 Emerald
 

Open
 

Re-
search 的论文在 F1000 平台上接受公开评议,作
为审稿意见的重要参考。

在此阶段,预印本学术交流相关的推进组

织、服务和基础设施也相继建立和完善。 2016
年,生命科学领域的出版商、研究机构代表和知

名科学家等利益攸关方自发召开“生物科学和

出版促进会” ( Accelerating
 

Science
 

and
 

Publica-
tion

 

in
 

Biology,ASAPbio),对预印本发展进行探

讨。 会后 ASAPbio 发展成为一个协调和支持生

物科学预印本学术交流发展的非营利性组织。
美国开放科学中心 ( Center

 

of
 

Open
 

Science,
COS)将预印本作为开放科学的基本途径之一,
为世界各地集资建设预印本平台的基层学术团

体、志愿者提供可重复使用的预印本基础设施

服务[19] 。 在这一时期,中国科学院作为推动预

印本发展的重要主体加入国内预印本平台建设

之中,2016 年建立了 ChinaXiv①,开展面向期刊、
学协会等多主体的合作。 但我国主导预印本平

台建设的主体类型与国际相比较为单一,依旧

以研究机构为主。
在出版商、学协会、研究机构等多主体的推

动下,预印本平台得到快速发展。 期刊、出版商

对预印本的态度从极力反对转至加入建设阵

营,使得预印本论文发布与期刊论文发表有机

结合,甚至成为论文发表的一项服务。 学术界

对预印本论文的接纳程度大幅提升,学协会也

在积极推进预印本学术交流的建设,预印本学

术交流迎来了接入传统正式科学交流模式的

契机。

1. 4　 疫情影响下的加速发展时期(2020年至今)
预印本平台作为论文快速发表的渠道,在

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疫情爆发后,传
统期刊等正式科学交流模式无法完全适应快

速、应急的科学交流需求和论文快速发布需求,
众多医学、生命科学领域的预印本平台在此阶

段建立或崛起。 据统计,疫情爆发后的半年内,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新英格兰

医学杂志》,NEJM)每月收到约 2
 

000 篇 COVID-
19 的相关论文,但 NEJM 每月只能发表 40 篇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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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文章,导致大量新冠肺炎相关研究未能即

时在期刊上发表。 而成立于 2019 年的 medRx-
iv,在疫情爆发后迅速成为公认的新冠肺炎研究

重要交流平台。 根据 Dimensions 数据平台估算,
2020 年全球有 1 / 10 的预印本论文都与新冠肺

炎有关,近 1 / 4 的预印本论文发布在 medRxiv;
而发布在 medRxiv 上的全部预印本论文中,超过

2 / 3 与新冠肺炎有关[20] 。 疫情爆发后的 10 个

月内,全球共发表约 12. 5 万篇论文,其中有 3
万多篇是预印本论文;而在疫情爆发后的 4 个

月内,预印本论文数量就已经占论文发表总数

(包括 同 行 评 议 论 文 和 预 印 本 论 文 ) 的

35% [21] 。 在国内, ChinaXiv 和 2020 年中国医

学科学院建立的 biomedRxiv 也迅速推出新冠

肺炎专题;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搭建了“优秀科

研成果优先出版平台” ,开通“优先出版流程”
专用投稿通道,作者向该杂志投稿时可选择是

否快速发布[22] 。
学术界对于预印本学术交流的关注度提

升,专门的预印本平台目录也开始建设。 2022
年,法国开放科学交流中心和开放获取知识库

联盟宣布合作推出开放获取预印本存储库目录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Preprint
 

Repositories,
DOAPR) ①,将所有预印本平台相关信息汇集到

数据库列表中,帮助用户根据需要选择最合适

的平台,并对预印本生态系统进行概览,囊括其

管理方式、功能信息以及开放科学标准的相关

服务[23] 。 2023 年,WoS 数据库、EI 索引等权威

数据库和索引开始收录预印本资源,越来越多

的搜索引擎、学术数据库将预印本纳入资源建

设的范畴之中。 疫情的爆发使得科研人员快速

共享学术成果的意愿更加强烈,而预印本恰逢

其时地满足了学术界快速无障碍发表与共享的

需求,预印本在科学交流生态中的地位大大

提升。

2　 预印本学术交流模式发展特征

2. 1　 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建设,推动专业性平台

发展

预印本学术交流模式最初由小型学术团体

发起,而后专业的研究组织和学协会推进学科

型预印本平台的发展。 出版商的介入使得预印

本平台逐步发展成为多学科或全学科的学术交

流平台,与旗下各学科期刊形成良好的合作。
一些政府部门或国家 / 地区级的研究机构开始

建设面向国家或地区的预印本平台。 如今,科
学家志愿者也加入推动预印本发展的行列,使
得预印本平台更加开放包容,专业性和跨学科

性同步增加。 出现了针对小众领域的预印本平

台,如针对最优性理论及其概念相关研究的

Rutgers
 

Optimality
 

Archive②、针对线粒体生理学

和生物能量学的 MitoFit
 

Preprints
 

Archive③,都是

小众研究方向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 各类型主

体不断参与预印本平台的建设,形成了官方和

民间组织共同推动预印本学术交流发展的

局面。
DOAPR 不仅收录各学科具有一定文献规

模的预印本平台,并对预印本平台的类型进行

细致、专业的分类和定义,其统计结果能够反映

当前全球发展较为成熟的预印本平台的基本情

况。 截至 2023 年,DOAPR 收录预印本平台 91
个,包括我国 ChinaXiv 平台。 其中,全学科预印

本平台占比约 34%,专业学科预印本平台占比

约 66%。 专业学科预印本平台数量多于全学科

预印本平台的现象,体现了预印本学术交流模

式发展之初业已形成的学科特性,与预印本学

术交流模式专注于专业领域交流的发展理念息

息相关。 DOAPR 统计的全球预印本建设主体中

有学术机构 28 个、出版商 15 家、资助机构及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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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机构 15 个、非营利性学术团体 14 家、学会 8
家,此外还有科技企业、政府机构、志愿者等多

种主体也参与了预印本的建设,主体类型更加

丰富和平衡,表明有更多力量愿意支持预印本

学术交流。

2. 2　 与期刊出版过程结合,预印本服务逐步接

入正式科学交流系统

米哈依洛夫在提出科学交流模式时,将预

印本学术交流看作是非正式交流模式之一,游
离于正式科学交流过程之外。 预印本学术交流

模式的发展历程是从非正式科学交流逐步融入

正式科学交流的过程。 对于传统学术交流模式

而言,预印本学术交流具有挑战性和颠覆性。
在预印本学术交流发展初期,出版商遵循着传

统出版的价值观,认为经过少数权威专家评议

后发表的科学交流模式是不容置疑的,对预印

本学术交流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 2010 年

后,学术出版行业竞争愈发激烈,全球科研人员

呼唤开放获取的意识愈发强烈,出版商也需要

顺应民众呼声,提供更快、更公开的出版服务,
提高核心竞争力。 基于此,出版商不再着眼于

期刊与预印本之间的竞争,而是开展两者之间

的合作,加强预印本和期刊出版间的衔接。 作

者在发布预印本后可直接投稿至期刊实现正式

出版,形成包含手稿存储与管理、开放同行评

议、语言润色与一键投稿等服务的预印本快速

发表绿色通道,实现出版价值的转型升级。 预

印本开始与出版过程交融,接入正式科学交流

过程中。
遵循预印本“先发表,后评议”的出版模式,

出现了以 F1000 为代表的出版服务,以及 bioRx-
iv 等平台与出版商一起推出的“一键传输” 服

务[24] 。 更激进的开放期刊,如 eLife,宣布采取

“先发表,再评议”的政策,只审查和发表已经在

预印本平台上发布的论文,并公开所有同行评

议报告。 出版巨头也接连推出预印本服务,加
快了预印本融入学术出版的进程。 在自然科学

和医学 科 学 领 域, 五 大 出 版 机 构 ( Elsevier、

Springer
 

Nature、 Wiley-Blackwell、 Taylor
 

&
 

Fran-
cis、美国化学学会) 的出版份额不断增长,从

1973 年的 20%增长到 2013 年的 53% [25] ,而五

大出版机构目前已全部涉足预印本服务。 学术

出版愈发呈现出马太效应,少数出版商占据了

大部分的出版内容份额,而出版巨头相继开展

预印本建设和服务,并将预印本与出版服务相

结合,预印本成为学术出版的前端环节和版本

迭代的补充方式,有望在更大范围内真正融入

学术出版,提升出版附加值。 我国也开展了预

印本与出版相结合的实践,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推行预印本交流机制,探索“平台+期刊”联动出

版模式;ChinaXiv 与 167 种期刊合作,为期刊建

设预印本存储库,提供论文预出版服务,开辟了

预印本与期刊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2. 3　 融入开放学术生态,提升预印本论文互操

作性和被发现几率

在开放获取的环境下,学术资源更加互联

互通,为了提升预印本的全球读者可见度、科研

人员参与度,被更多知名索引、搜索引擎收录,
需要统一规范预印本的元数据标准,让预印本

能够更好地融入开放互联的学术生态中。 OR-
CID、DOI 和出版发布平台成为新学术出版范式

的“三元素” [26] ,目前大部分的预印本平台通过

给论文分配 DOI,保障了论文的唯一性、持久性

和兼容性;通过 ORCID 关联作者信息,实现作者

的身份认证。 预印本平台还在提升文献发现、
实现多维语义关联方面积极拓展。 arXiv 通过

API 链接语义搜索引擎 Semantic
 

Scholar、DBLP
数据库,实现作者信息的关联;通过书目浏览器

Bibliographic
 

Explorer,实现引证文献和参考文献

的排序与过滤;使用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工具 Lit-
maps 绘制文献知识图谱;引入 Altmetric,使得预

印本成为替代计量中的重要指标。
预印本虽然不是传统数字图书馆和文献数

据库的馆藏资源,但逐步成为重要的开放数字

资源,被更多数据库和平台收录;预印本学术交

流不再仅局限于预印本平台上,已经扩展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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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数据库、搜索引擎等更广阔的平台上,提升

了预印本论文被发现的几率。 PMC 于 2020 年

开始收录预印本,可以对 PubMed 索引的预印本

进行集成检索[27] 。 统计各数据库、搜索引擎收

录预印本平台资源的情况,如图
 

1 所示,Google
 

Scholar 收录 46 个预印本平台资源,是收录预印

本平台数量最多的学术搜索引擎,开放平台

SHARE①、搜索引擎 Microsoft
 

Academic② 等也收

录较多预印本平台资源。 可以看出,学术搜索

引擎、开放仓储对于预印本的态度较为开放包

容。 此外,WoS 数据库开始对预印本论文进行

元数据加工,与数据库中已发布的期刊论文进

行关联,实现版本间的链接,arXiv、bioRxiv 等多

个预印本平台被纳入知名数据库资源建设的范

畴,使得预印本资源的地位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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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据库 /学术搜索引擎收录预印本平台的数量

2. 4　 依托学术社群,提升预印本学术交流效果

随着互联网和开放获取运动的发展,预印

本平台开始利用网络搭建虚拟的学术社区,通
过论坛等社交媒体提升学术交流的及时性和普

及性,更加彰显预印本自由、包容的开放交流生

态。 ASAPbio 等预印本学术交流团体推动召开

国际性预印本发展研讨会、招募预印本评议专

家[28] 等,逐渐形成了发布、审核、阅读、评论等贯

穿预印本学术交流全局的路径,使得预印本学

术交流模式不仅局限于论文的发布,还形成了

审核、开放评议、论文发现与推荐等一系列科学

交流过程。
学术社群自发组建了独立于预印本平台之

外的第三方开放同行评议平台,实现预印本论

文的开放评议。 目前,预印本平台开放评议有

以 Review
 

Commons 为代表的平台主导型评议模

式、以 PREreview 为代表的科学共同体倡导和推

动的评议模式[29] ;此外,出版后同行评议平台

PubPeer 和 Peer
 

Community
 

In、众包预印本评论

平台 Outbreak
 

Science
 

都具有预印本开放评议功

能,帮助预印本平台实现论文发布、评议、推荐、
发表过程的开放、透明,既加快了学术成果的传

播,又保证了内容质量,激发了学术社群的活

力,加强了正式与非正式学术交流系统的有效

互动。 学术社群围绕预印本研究亮点 ( high-
lights)开展快速、专业的学术交流。 研究亮点是

作者提炼出论文精髓的短篇摘要, 起源于

Elsevier 旗下期刊在投稿时要求作者提交的论文

概述,由于简明扼要且利于论文被更好发现的

特点,研究亮点被拓展应用到预印本推荐平台。
一些推进团队拟定专题,在各大预印本平台挑

选最相关、高质量的预印本稿件,并撰写或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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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撰写研究亮点对预印本进行介绍,帮助科

研人员挖掘高质量预印本,建立当前研究工作

与研究领域内同行快速联系的渠道。 2018 年非

营利性出版机构 The
 

Company
 

of
 

Biologists 创办

预印本学术交流社区 preLights①,在 preLights 上

用户可以筛选感兴趣的生物学领域预印本论文

并为其撰写研究亮点,分享预印本作者、读者、
平台建设者的经验和见解。 美国微生物学会旗

下著名开放获取期刊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细胞的分子生物学》,MBoC) 推出 MBoC
预印本亮点,帮助学术共同体发现细胞生物学

预印本论文[30] 。

2. 5　 科研评价多样化,对预印本成果的认可程

度提升

《关于科研评价的旧金山宣言》倡导科研评

价不要过度依赖期刊指标,我国也兴起破除科

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改革倾向,全球

科研评价标准呈现多样化趋势,预印本在科研

评价、人才考核方面有望发挥更大作用。 国际

知名资助机构相继宣布预印本政策,允许或鼓

励使用预印本作为资助申请的研究成果。 法国

国家环境研究联盟和法国健康与科学国家联盟

发布声明,在招聘和晋升的场景下支持预印本

论文作为学术成果,对科研人员进行评价[31] ;美
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和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院宣布,在招聘过程中将承认预印本成果的

有效性;NIH 自 2017 年 5 月 25 日起,在项目申

请和研究报告中可以引用公开发布的预印本论

文;西蒙斯基金会、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威康

信托基金会、欧洲研究理事会也陆续宣布积极

支持预印本学术交流,陈·扎克伯格基金会甚

至要求受资助者在论文提交给期刊的同时发布

预印本论文。
在大学与科研机构中,预印本论文成为雇

用和晋升过程中的评价因素。 美国加州大学旧

金山分校、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德州大学奥

斯汀分校和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等都将

预印本视作有效的应聘条件;美国纽约大学医

学院规定预印本论文可作为学者的代表性成

果,参与任命、提升或任期评价;美国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宣布教师的预印本论文纳入网上教

师成果数据库,鼓励使用预印本进行学术交流;
法国 18 所高校将经过第三方开放同行评议平台

PCI 评议过的预印本论文视作博士学位毕业条

件,等同于期刊正式发表的论文[32] 。

2. 6　 开放科学资助不平衡,发展中国家难以形

成稳定的运营模式

预印本平台支出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维护、
系统维护等软硬件设备支出和人工费用。 与通

过收取论文处理费用或提供增值服务来收回成

本的期刊出版方式不同,预印本服务提供的是

学术成果开放、免费的服务。 虽然部分出版商

开始寻求通过免费使用预印本平台来提供增值

服务,但是对于公益性预印本平台来说,很难找

到可靠的变现方法来维持平台运行。 不同地区

的预印本平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在资金

支持力度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 Rieger 认为目

前“尚无任何成熟的模式可以确保预印本服务

的财务稳定性” [33] 。
发展较为成熟的预印本平台大多依靠基金

会支持来维持运营,同时通过广告创收、降低人

工成本来平衡资金运作。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基金会对于预印本平台的支持力度较大,能够

较好地实现平台的长期运营,如陈·扎克伯格

基金会为 ASAPbio、bioRxiv 和 medRxiv 提供资金

支持;arXiv 的经费主要是由康奈尔大学图书馆

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同时各学术机构

自愿根据下载量交纳费用。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通过机构和个人捐助、自筹等方式筹集运营经

费,设置网页广告位增加收入,补贴平台运行

经费[34] 。
相较于正式出版的期刊而言,预印本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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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较低的学术交流模式。 因此,一些身处发展

中国家的科学家自愿成为预印本学术交流的志

愿者,他们自发寻求资金资助,借助 COS 开放科

学框架等基础设施平台搭建面向本国的预印本

平台,如印度尼西亚的 INA-Rxiv、面向阿拉伯语

的 ArabiXiv、非洲的 AfricArxiv 与印度的 IndiaRx-
iv,都是由世界各地志愿者筹集资金、组织运营

的。 部分预印本平台面临募资困难的问题,甚
至出现由于服务费上涨而不得不关闭服务器的

局面,如印度尼西亚的 INA-Rxiv 平台在筹集资

金未果后被关闭。

3　 我国预印本学术交流体系发展对策

我国预印本学术交流起步相对较早,始于

国内互联网蓬勃发展之初,却并未形成浓厚的

预印本学术交流氛围。 目前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发布预印本总量达 10. 5 万篇,ChinaXiv 达 3 万

篇,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达 1. 5 万篇,相比于预

印本总量超过 210 万篇的 arXiv 和建立仅 7 年总

量就接近 20 万篇的 bioRxiv 来说,我国预印本平

台的规模和发展速度都有很大差距。 据“我国

科研人员对预印本平台的认知与使用研究”的

调研[35] ,我国科研人员不使用预印本平台的主

要顾虑是“预印本平台发布的成果不能用于学

术评价”(占比 47. 25%)、“担心研究成果无法在

期刊正式发表”(占比 42. 93%)、“担心研究成果

被他人抄袭或剽窃”(占比 42. 54%)。 这说明我

国学术评价仍以科研成果发表期刊的质量为考

核标准,期刊对于预印本的态度和发表政策不

明朗,科研人员对于预印本学术成果的首发权

认可不坚定。
尽管我国的预印本平台在期刊合作、政策

推进、子平台构建等方面进行了尝试,但与国际

上较为成功的预印本平台相比,在预印本社区

建设、学术交流文化培育、平台效应提升等方面

还有很大发展空间,需要从提升科研人员发布

预印本论文意愿方面保障预印本首发权认定,
降低科研人员对预印本论文被抄袭而无法维权

的顾虑;招募志愿评议专家,构建预印本开放同

行评议机制;营造预印本学术交流环境,培育中

国预印本文化,提升预印本学术交流地位,以吸

引学者在国内预印本平台上发布论文,形成本

土的预印本学术交流模式。

3. 1　 加强预印本著作权认可,保障预印本首发

权认定

预印本论文属于科学研究的原创性作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

条的规定,原创性的预印本享有著作权。 我国

目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著作权确权,一是

根据我国实行的著作权资源登记制度,作者进

行著作权自愿登记,二是通过作品的正式出版

作为著作权确权的证据[36] 。 而作为非正式出版

的预印本论文,在确权方面存在隐患。 由于对

预印本著作权的保护效力尚缺乏信心,学者在

预印本手稿发布、分享以及期刊投稿时会出现

对预印本版权问题的顾虑,担心发表预印本论

文后被抄袭而得不到权益保障。 因此,在对预

印本平台进行资质认定的基础上,应对预印本

论文颁发电子收录证书,对不同版本的预印本

进行确权,保护预印本成果的首发权和著作权;
保证预印本论文中的原创图、表、摘要等单独受

著作权保护;同时完善相关授权体系,厘清著作

权开放许可与知识共享协议的关系,确立权益

管理制度,保证开放许可协议内容的同一性与

持续性,将知识共享协议纳入著作权开放许可

制度的调整范围,推进著作权法中对于预印本

版权问题的补充和完善[37] 。
在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无论是国家

间,还是科研机构间都存在科研竞争。 科学发

现的优先权关系到科学家的学术声望,关系到

对科学发现的实际贡献的认可,关系到科研机

构或团体的声誉和软实力,关系到科研成果的

版权归属[38] 。 1969 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提

出“英杰芬格规则”,规定期刊仅接受未公开发

表的论文,这一规则被大多数期刊采用,以确保

其刊载内容的独创性与新颖性。 随着科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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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不断变化,“英杰芬格规则”正逐步被打

破,越来越多的期刊开始接受预印本手稿,期刊

的首发让步于预印本的发布。 我国需要顺应开

放科学发展潮流,发挥预印本快速发表的优势,
制定相关政策认定预印本的首发权,将预印本

论文作为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进行考核,提升

预印本著作权在科学共同体的认可程度。 同

时,处理好预印本首发权和期刊论文原创性要

求间的关系,引导期刊通过预印本首发确认论

文的原创性。

3. 2　 促进预印本和期刊协同发展,形成统一的

开放学术出版流程

有学者认为预印本短期内无法撼动期刊在

学术交流中的地位,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并行的

学术成果发布方式,或是期刊出版的有益补

充[39] 。 时至今日,国际预印本平台与开放期刊

已经形成了协同发展的模式,预印本交流生态

的形成离不开出版商、期刊的支持和参与,预印

本平台也成为期刊投稿服务平台和稿源获取的

重要渠道。
与预印本论文发布相比,期刊发表是国内

学者更为熟悉的学术交流模式,预印本学术交

流需要主动融入期刊出版流程,将期刊作为重

要的参与主体纳入预印本学术交流体系中,才
能更易被国内学者接受,降低作者对于预印本

论文无法被期刊录用的担忧。 应加强预印本平

台与期刊合作,实现预印本发布与期刊发表之

间的有效衔接,扩大预印本平台功能,使预印本

平台成为论文发布与投稿的渠道,形成高质量

预印本论文一键推荐、一键投稿功能,提升预印

本论文的期刊发表率,以此提升预印本平台的

知名度和使用频率。
国内期刊以非营利性为主,期刊论文的开

放主要是通过出版后编辑部在自建网站上公

开,或是通过期刊开放平台进行统一开放,影响

力和及时性有待提升。 应鼓励国内期刊与预印

本平台合作,为期刊提供开放获取的路径,提升

期刊开放出版能力,利用预印本的开放性带动

国内学术期刊的开放出版,共同建立开放的学

术生态。 为此,应研究和制定统一的期刊预印

本政策,提升期刊对预印本论文的接纳程度,通
过预印本发布实现期刊录用定稿论文的优先出

版,实现出版后的版本更新,提升开放出版的整

体质量和效率,有效解决期刊出版时滞问题。
这样,不仅能达成出版结果的开放,还能实现论

文投稿、出版评议、论文修改、出版后论文评价

等出版流程的全面开放,由此形成更加透明、快
速的开放出版模式。

3. 3　 构建预印本论文开放评议机制,化解“以
刊评文”难题

目前,在我国科研评价体系中“以刊评文”
现象严重,导致国内学者执着于科研成果的期

刊发表,而国内尚未形成预印本与期刊的良好

互动,学者对于预印本的认可更是难以提升。
只有创造多元化的发表模式,构建良好的预印

本学术交流体系,建立公开、透明的论文同行评

议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破唯”,化解“以刊评文”
难题。 知名预印本平台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

PRC(Publish-Review -Curate) 发表后评议的新

型出版模式[40] ,借助评价、转发、引用以及社交

媒体数据等多重指标提供多种评价参考,提升

论文评价的公正性和透明性[41] ,适应开放的知

识生产和传播过程,值得借鉴。 我国应该借助

预印本学术交流体系形成的先发表后开放评议

的模式,构建科研论文开放评议体系,延长论文

评价的环节,通过开放评议机制实现论文发表

前与发表后全过程评议,减少科研评价对于期

刊影响因子和期刊等级的过度依赖,将关注点

转移至科研成果的质量上。
我国期刊和预印本平台在论文开放评议方

面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如《心理学报》 《重庆高教

研究》等期刊在发表论文的同时匿名公开审稿

意见;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建立了论文打分机制

和评论渠道,但用户参与预印本同行评议的积

极性较弱[42] 。 对此,应该构建开放同行评议机

制,一方面通过认证机制对专家资质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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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考核,提升专家的同行评议素质和职业操守,
提高评议专家的学术评判能力,激励专家进行

预印本评议;另一方面,鼓励学协会构建第三方

开放同行评议平台,成为预印本平台的有益补

充,提升预印本评议质量。

3. 4　 营造预印本学术交流环境,培育中国预印

本文化

Elsevier 在 2022 年 4 月发布的《科研未来之

路》报告显示,全球 67%的受访科研人员认为预

印本具有高效性和开放性,是一种有价值的科

研交流方式;在受访的中国科研人员中,认同这

一观点的比例更是高达 80% [43] 。 根据 WoS 数

据库的统计,截至 2023 年,中国学者在 arXiv 上

的发文总量位居全球第二①,这表明国内学者对

于预印本学术交流方式有较强的认同感。 然而

由于预印本尚未很好地融入我国现行科研评价

中,不少学者仅在国际知名预印本平台上发布、
浏览和评议预印本手稿,尚未意识到本土预印

本在我国自身的学术交流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国内学者选择平台发布预印本时出现“外热内

冷”的现象,如在 2020—2022 年间,中科院平均

每年在 arXiv 上提交预印本手稿 5
 

188 篇,清华

大学提交 2
 

650 篇、北京大学提交 2
 

246 篇[44] ,
而 2022 年国内的 ChinaXiv 预印本总发文量仅

为 2
 

163 篇,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为 2
 

712 篇。
国内学者有着较高的预印本学术素养,但由于

国内平台尚未形成浓厚的学术交流环境,国内

学者更愿意融入国外知名平台形成的预印本文

化中进行成果传播、评议交流,因此,亟须培育

中国预印本文化,吸引学者在国内预印本平台

上进行学术交流。
国际上经历了 70 多年的发展,生命科学和

物理学领域才形成了如今的预印本文化,由此

可见预印本文化的培育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

成的。 因此,培育中国预印本文化需要建立长

期发展战略,持续推进国内预印本学术交流。
首先,要增强国内预印本文化自信,建立我国优

势学科和特色学科的中英文预印本平台,利用

学科优势与特色吸引全球学者在我国预印本平

台上发布文章,形成开放包容又充满特色的预

印本文化;吸纳权威专家加入国内预印本平台

的论文发布、评议等交流中,通过名人效应带动

预印本文化发展。 其次,要逐渐培养学者在国

内预印本平台发布、评议、浏览的习惯,产生持

久的用户黏性,不断优化预印本平台的功能、服
务和运行机制,满足学者所需的预印本发布功

能。 再次,发动学协会、学术团体,建立预印本

学术交流社区,形成国内预印本学术交流生态,
营造预印本学术交流环境。 最后,要积极融入

国际预印本学术交流体系,推进我国预印本文

化输出,积极参与国际预印本学术交流研讨会,
宣传优秀的中国预印本文化案例,提升我国预

印本文化的传播力。

3. 5　 开放互联形成集群效应,提升预印本平台

的国际影响力

目前,我国预印本平台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较低, 仅有 ChinaXiv 一个平台被 DOAPR 和

ASAPbio 预印本列表收录。 预印本学术交流模

式是一个多主体、多层次、开放互联的系统,仅
靠建设主体一方的力量是无法推进发展的,需
要细化学科,形成集群,并通过合作聚集力量,
提升影响力。 学协会、出版商等预印本建设主

体都在不断尝试拓宽预印本平台合作和建设的

思路,使预印本平台不再独立、分散,从而形成

层次鲜明、 相互关联的集群。 如 2017 年被

Elsevier 收购后的 SSRN,不再固守人文和社会科

学领域,积极面向更多重要领域扩展开放研究

网络,建立了 69 个科研网络;arXiv 建设不同学

科的子平台,包括数学、物理等多个检索子平

台。 在我国,ChinaXiv 与其他机构合作共建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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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子库,至 2023 年建设了中国心理学预印本平

台 PsyChinaXiv 等 12 个子平台。
为了促进我国预印本平台“走出去”,拥抱更

加开放互联的学术生态,对内需要通过国内平台

和主体间的合作形成集群效应,一方面加强预印

本平台间的合作,建立预印本联盟,实现预印本

资源的集中检索与发现,通过集群效应聚集更多

学者加入预印本学术交流;另一方面利用学科分

类框架和学术组织架构,构建不同学科、不同领

域的预印本平台体系,针对科研热点,合作构建

预印本专题页面,吸引学者阅读与发表论文,发
挥预印本快速发布的优势。 对外通过国际合作

提升学术影响力和知名度,一方面加强预印本平

台建设,吸引和支持更多学术志愿团体在预印本

平台上开展新型预印本服务,与国际知名索引、
搜索引擎进行合作,提升国内预印本论文被发现

几率;另一方面增强预印本国际合作,建立中英

文双语预印本平台,吸引国际学者进行投稿,吸
纳国际优质稿源,提升国际影响力。

4　 结语

在开放获取不断深化发展、科学交流模式

需要重塑的背景下,预印本的发文规模、平台数

量正在快速增长。 预印本在诞生之时就秉持着

“交换”“共享”的理念,电子预印本的出现为开

放获取运动提供了实验平台和案例,成为学术

共同体所认同的开放获取成功路径之一。 在学

术共同体的推动下,预印本服务通过技术提升、
社群文化构建,与正式学术交流模式不断融合、
协同发展,成为国际上备受瞩目的学术交流模

式。 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平台发展的成功经验,
保障预印本的首发权认定,推进定稿论文预印

本优先发布,构建预印本开放评议机制,强化作

者的预印本学术交流素养,通过合作凝聚平台

实力,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预印本学术交流模

式,推动我国科学交流的繁荣发展和科研评价

的创新优化。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构建研究”
(编号:22ATQ006)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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