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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开放科学理念的发展，预印本模式正在深刻影响当代学术交流。本文应用文献分析与政策分析等

方法，调研国内外关于预印本认可的政策情况，为我国预印本认可政策发展提供参考。研究发现，预印本是国内外主

要学术交流平台的重要资源之一，构建预印本认可政策有利于促进高端学术平台的发展。笔者建议，我国要以“学术

优先权”认可为核心构建预印本认可政策体系；鼓励发展预印本社会性认可政策；授予国家高端学术交流平台预印本

认证资质；完善预印本认可相关知识产权政策；建立预印本行业认可与国家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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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印本指科研人员在完整的学术成果出版前预先

发布、共享其研究成果，通常表现为学术论文预印本、

研究报告预印本，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伴随网络信

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预印本传播速度大幅提升，交流范

围持续扩展。国际上高度重视预印本发展。预印本交流

平台已发展成为争夺科学话语权的重要阵地。众多学

术交流平台均将预印本视作重要的资源。调研发现，大

约70%的粒子物理论文首先将预印本发布在arXiv平台

上[1]，该平台已然成为物理学家的“一种生活方式”[2]。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全

球蔓延的背景下，预印本平台成为快速发布、交流科研

成果的重要工具。据统计，新冠疫情爆发初期，预印本

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占所有新型冠状病毒英文论文的

近40%[3]。《柳叶刀国际健康》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预

印本对新冠疫情爆发后的决策和话语产生了影响[4]。预

印本对于资源共享、发挥国家科技支柱效应具有重要

作用，对新的学术交流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作为科技创新大国，预印本平台的发展规模距

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预印本研究在国际交流

体系中的份额还有待提升。在发展规模上，国际预印本

交流平台arXiv目前已收录学术成果180余万篇[5]，2020
年下载量达18.9亿次，月活跃用户420万[6]；SSRN收录

了财经、会计、法律、经济、管理等55个学科超95万篇

科研成果[7]；专注于生物学的预印本平台bioRxiv收录

成果已超11万篇[8]。然而，目前我国主要的预印本平台

发展与庞大的科研需要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目前，我

国主要有中国科技论文在线（首发论文10万余篇[9]）、

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ChinaXiv（发布论文

1.4万余篇[10]）、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收录论文1.6万余

篇[11]），发展规模与国际影响力还需进一步提升。在国

际预印本平台中，我国的科研成果占比偏低。据统计，

bioRxiv平台发布的近8万篇预印本论文中，我国仅有

0.36万篇，占4.5%[12]。这与我国2009年起跃居SCI论文

发表数第二位形成鲜明对比。预印本发展不足，不利于

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科学话语权。

预印本在国内发展缓滞，认可度低是其重要原因[13]。

我国整体上对预印本发展的态度及政策尚不明晰，导

致科研人员发表、应用预印本成果意愿较低。本研究调

高端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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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国内外预印本认可和发展相关研究文献与政策规划，

分析我国预印本认可政策现状及发展需求，为构建符

合我国实际的预印本认可政策提供参考。

1  预印本发展及其研究进展

1.1  预印本平台的发展

预印本平台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其最初是为了

方便科学家彼此分享科学研究的手稿，而后伴随网络

通信技术普及，开放科学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国内早期

的预印本研究多是对国际知名预印本平台的评介，国内

外预印本平台的对比，以及针对预印本发展困境提出改

进策略。

早期研究比较关注预印本特征、预印本发布与共享

机制、预印本平台功能。在国际方面，集中分析了arXiv、
SSRN、bioRxiv、medRxiv、ChemRxiv等知名预印本平

台[1,14-15]。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最早的预印本平台

arXiv，其设立是为储存科学家之间交流论文手稿的电

子邮件，并允许互联网用户免费阅读[16]。2001年，arXiv
平台的运营、编辑和管理转移到康奈尔大学图书馆。

仅2021年3月的论文提交量已达1.7万篇[17]，成为涵盖物

理、数学、计算机科学、计量生物学、计量金融、统计

学、电子工程及系统科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全

球最大的预印本平台。1994年设立的SSRN最初主要关

注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自2017年被Elsevier收购后，其

发展模式不断创新，开始向更多重要领域扩展。

对国内预印本平台的介绍则主要集中在中国科技

论文在线、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ChinaXiv、
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奇迹文库。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是

经教育部批准，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在网络基

础设施及运营经费上具有明显优势[15]。ChinaXiv由中

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承担建设，提供一站式查询检

索及全文下载服务，并合作共建了多个预印本子库，包

括中国心理学预印本平台PsyChinaXiv、中国生物工程

预印本出版平台、ChinaXiv岩土力学预印本平台、中国

语音乐律预印本平台、中国图情档预印本平台（试用）、

贵州省学术预印本平台（试用）[18]。中国预印本服务系

统是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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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国内预印本服务子系统和国外预印

本门户（SINDAP）子系统两大部分[19]。中国预印本服务

系统收录有自然科学、医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工

程与技术科学、农业科学五大类别44个学科的论文[11]。

奇迹文库是国内最早的中文预印本平台，由个人创建和

维护，目前已停止运营[19]。

预印本平台虽然具有免费、快速发布科研成果等

优势，但论文在预印本平台中的发布往往未经过同行

评议，因此稿件质量良莠不齐，严重影响预印本平台的

声誉和科研人员的投稿意愿。大量学者、国际组织提

出了创新预印本发表系统，提升系统质量控制的新思

路。一是通过自组织同行评议或优化评议流程等方式，

推动预印本平台的良性运转[20-22]，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与巴西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IBICT）、
巴西科学编辑协会（ABEC）一起合作开发新兴研究者

信息（EmeRI）预印本资料库，通过期刊编辑收录文章

并对其科学性质进行事先评估，以确保收录文章的质

量[23]；二是通过强化发布者身份及内容审核来提升稿

件质量，如刘静羽等[24]提出以人工审核为主、机器审核

为辅来强化“上传者和作者的研究身份审核”“论文格

式完整性审核”“论文内容学术性和真实性审核”。

1.2  预印本对学术交流的影响

现今，预印本系统作为一种学术发表、共享、交流

机制，已成为科研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学者基

于开放科学背景，分析预印本平台对学术交流的影响及

价值作用，为推动预印本平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

参照。有研究指出，基于网络的科学知识生产活动呈现

出知识发表与学术评价的开放性、知识传播与科研合

作的广泛性、知识的协同创作与科学共同体的虚拟重

构、知识生产与知识增长的历时性等新特征[25]。当代科

学家需注重学习、利用网络资源，提升参与国际科技合

作与竞争的能力。网络时代，预印本平台推行的“先发

表，后投稿”或“不投稿，即发表”学术发布及共享机

制，已经成为传统学术期刊的有益及必要补充。有学者

以计算机学科中的人工智能领域为例，分析了arXiv预
印本数量、内容质量、被引用量、时效性优势、引用量分

流效应，并指出arXiv预印本已经成为学术文献资源建

设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26]。徐诺等[27]认为，科技期刊

应当积极应对预印本带来的挑战，并通过与预印本合

作来寻找优质稿源、缩短评审周期、创新评审方式、探

索开放获取模式。尤其是新冠疫情的爆发，亟需科研成

果迅速、广泛交流。研究表明，bioRXiv和MedXiv平台

的论文数量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快速增长[12]。大量国

开放科学视域下预印本认可政策研究孙异凡，陈一，蒋子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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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组织也在疫情期间积极推动预印本发展。如国际经

合组织（OECD）于新冠疫情爆发初期（2020年1月）推

动117个组织（包括期刊、资助机构、疾病控制中心等）

签署了共享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相关研究数据和结果

的声明，承诺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通过预印本服务器

提供研究结果[28]。

1.3  预印本发展与认可政策动向

政策是推动预印本发展的重要导向，学界目前对

预印本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预印本平台、科技期刊

及出版集团、科研资助机构的政策分析。在预印本平台

方面，有学者通过分析arXiv的用户认可机制、提交内

容管理机制，认为预印本政策定位的着力点在于与科

技期刊的有效互补[1,29]。在科技期刊及出版集团方面，

主要集中于对国际顶级期刊和出版巨头[1]，以及医学期

刊的预印本政策的研究[30]。在科研资助机构方面，主

要集中于欧美国家的重要科研基金、研究委员会的相

关政策[1]。

1.4  研究评论

从以上研究不难看出，预印本平台已经受到学界

持续关注，并形成与科技期刊相补充的运行机制。但同

时，预印本平台发展也面临质量控制困难、激励机制不

足等障碍，尤其我国在预印本平台的稿件数量、科研人

员的投稿意愿和利用率等方面，与国际水平还有较大

差距。调研显示，我国学者相较于其他预印本发表活跃

的国家，对预印本的接受程度显著偏低。这主要是由于

我国科研评价政策对预印本等网络学术资源的支持力

度偏弱，科研工作者发表预印本的动力不足[31]。在预印

本影响力持续提升的当下，我国预印本认可及激励机制

的缺位可能导致如下问题：第一，国内预印本平台发展

不足，难以快速应对和引领科学交流方式变革，影响科

研交流效率；第二，国内科研工作者对发表、应用预印

本成果的意愿偏低，可能导致科研成果发表延滞，丧失

了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不利于我国科学话语权构建。然

而，现有的预印本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主体对预

印本的态度及政策调研，缺少认可预印本成果、推动预

印本平台发展的系统性研究。因此，本研究从开放科学

视角，构建推动我国预印本发展的认可激励政策。

2  国内外预印本认可实践调研

2021年2月，李克强总理在与外国专家座谈会上强

调，“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应该坚守这样一个理念：科学

一定要合作和开放。”[32]我国已颁布的《科学数据管理

办法》《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管理办法》对完善

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体系、推动科研成果向社会开放共

享给予高度重视与顶层设计。然而，现阶段我国国家层

面以及科研资助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出版机构等的

预印本认可或管理政策尚不明晰。

在科研资助机构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基金项目

种类。其对成果的鉴定与评价中虽未明确规定科技成

果发表的载体，但主要依据专家评议、学术奖励情况，

以及发表论文被收录、引用情况等（参考《国家科技成

果鉴定办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管

理暂行规定》《关于加强和改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成果鉴定结项工作的意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

目成果鉴定中规定：正式出版专著类成果，或在SSCI、
A&HCI等国际索引期刊及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2
篇以上可以免于鉴定[33]。在高校及科研院所方面，我国

已有27所高校认可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但预印本成果在

职称评定、学术评奖以及科研资助等方面影响力较低，

整体认可程度有限[34]。在期刊及出版机构方面，国内的

学术出版领域尚未形成推动预印本发展的总体环境，

多数期刊及出版机构并未针对预印本发声，是否接受

预印本政策不明。ChinaXiv网站中列出了支持预印本

发表的19种合作期刊[10]，但数量仍相对有限，与国外知

名期刊及出版巨头纷纷表示支持预印本发展的整体环

境形成鲜明对比。

调研结果显示，预印本在我国科学共同体中受到

的关注还十分有限，其价值未得到充分认可，功能发挥

有限，各类主体并未积极参与预印本发展实践或政策

制定，未能集聚合力推动预印本平台发展。

认可政策影响作者预印本交流的积极性，也是推

动预印本发展的动力。综合国内外预印本认可实践来

看，预印本的认可政策主要有功能型认可、评价型认

可、权属型认可3类。

2.1  功能型认可

功能型认可主要指对预印本促进科研人员职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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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功能的认可，如学者职称评定、晋升评估、科研资助

申请、毕业资格认定等。目前来看，将预印本作为录用、

晋升评估、职称评定、毕业申请、学术简历的参照并非

是普遍做法[35]。但国际上已有部分大学开始逐步认可

科研人员的预印本成果[36]。在招聘录用方面，加州大学

旧金山分校生物工程与治疗科学系的教职职位招聘中

“鼓励使用已获取预印服务器DOI的出版物”；加州大

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分子、细胞和发育生物学部门2016
年的招聘中允许应聘者列举“已发表的手稿和预印

本”[36]。在任期或晋升方面，纽约大学医学院评定资格

政策中，预印本可作为学者的代表性成果，参与任命、

提升或任期评估[36]。

科研资助组织或机构对预印本的认可政策存在一

定差异。部分资助机构并未设立明确的预印本认可政

策，但认可并推动预印本发展正在成为国际主流。现

有的认可政策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同意申请人在

项目申请书、进展报告中引用预印本。如威康信托基金

会（Wellcome Trust）、英国癌症研究中心（CRUK）。

另一类是，接受预印本作为科研人员申请资助和结

题的依据。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 IH）、西蒙斯

基金会（Simons Foundat ion）、陈扎克伯格基金会

（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

（MRC）、欧洲研究理事会（ERC）等。该类科研资助

组织往往也允许申请人在申请书、结题报告中引用预印

本，如西蒙斯基金会承认预印本论文作为科研人员学

术简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申请人学术简历中的成果一

栏包括预印本类型[37]。NIH规定，6类材料可引用预印

本等中期研究成果，但须注明数字对象标识符、对象类

型、文档版本、发布时间，并提供了引用格式[38]。事实

上，不同的政策体现了科研资助方对于预印本的态度。

在引用非同行评议内容存在争议的学术界[39]，对引用预

印本行为的认可无疑是对其学术质量的一种承认，而将

其作为项目资助或结题的成果依据，更是对发布预印本

成果的极大鼓励，是对预印本作者科研能力的认可。

2.2  评价型认可

评价型认可主要指对预印本作为学术成果的质

量认可，如对预印本的引用、应用以及构建索引库等。

在预印本引用方面，发布预印本成果能够使科学研究

更快被发现。研究表明，发布在arXiv平台中的论文与

非arXiv论文相比，每年在Web of Science（WOS）、

Scopus和Google Scholar上均具有明显的引文优势；

前者具有更高的Altmetric覆盖率，并且在社交媒体上

的关注延迟更短[40]。针对bioRxiv研究亦发现，预印本

论文比非预印本论文拥有更高的Altmetr ic关注得分

和引用[41]。在商业数据库收录方面，WOS中的Current 
Contents Connect子集收录了经过评估的学术网站的

高级集合，预印本资源类型就被囊括其中。不少高校及

科研机构的图书馆也将预印本成果纳入馆藏资源建设

中，通过提供链接、购买相关服务等，方便用户获取预

印本资源。如香港大学图书馆整理了不同学科门类、不

同地区的45个预印本平台并持续更新[42]。乔治·华盛

顿大学的Himmelfarb健康科学图书馆（Himmelfarb 
Health Sciences Library）对预印本概念、资源查找、

发布指南进行了系统整理，方便师生获取和发表预印

本成果[43]。在预印本平台的销售情况方面，部分平台开

始尝试市场化运营以拓宽资助途径，并获得了一定程度

的认可。如最早的预印本平台arXiv就通过在各学术机

构、研究中心和政府图书馆中实行会员制来筹措部分

经费。2019年共有30个国家和地区的243家图书馆/机
构成为其会员[6]。

2.3  权属型认可 

权属型认可指对权利人享有预印本所有权的认可，

如对预印本著作权、学术优先权、学术首发权的承认。

在著作权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

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

果”。因此，同时满足具有独创性、能以某种有形形式

复制、是人类的“智力成果”3个要件，即构成受著作权

保护的作品。预印本虽未经过同行评议，但只要是作者

独立创作完成且表达体现了作者的选择和判断即构成

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其著作权人享有预印本作品的

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等相关权益[44]。科研人员在提

交预印本后，一般并不影响其原有的著作权归属。因预

印本平台通常仅为合理获取、存储、使用科研人员的研

究成果而获取作者授权，不要求作者在发布后转让其

著作权。但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已经发

表的作品，是指著作权人自行或者许可他人公之于众的

作品。预印本公开后，是否会影响作者的发表权，在法

律政策上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作为已公开的

开放科学视域下预印本认可政策研究孙异凡，陈一，蒋子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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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预印本的发表可能会影响科研人员的专利

申请。因此，目前预印本平台均建议科研人员在获批专

利后再公开其预印本手稿。

通常，科研人员在发布预印本成果后，会整理手稿

并寻求同行评议期刊的录用。但这一行为是否构成“一

稿多投”和“重复发表”，是否侵犯学术期刊首发权，

备受学界关注。目前来看，该问题仍存在一定争议，学

术期刊采取的政策也不尽相同，整体可分为三类。一

是认可预印本成果在期刊的首发权。如《自然》[45]《柳

叶刀》[46]《新英格兰医学杂志》[47]，以及Elsevier[48]、

Wiley[49]、Sage[50]等大型出版集团。二是在特定条件

下认可预印本成果在期刊的首发权。如A H A /A SA 
Journals要求，预印本若不被视为已出版作品，需符合

“未发布同行评议后的修改版本”“未在Medline、
PubMed中建立索引”等要求[51]。三是不承认预印本在

期刊的首发权。如《临床骨科及相关研究》《骨与关节

杂志》《骨科研究》《骨与关节外科杂志》发表联合声

明，拒绝接受预印本成果[52]。

在预印本成果的学术优先权认可方面，现有评价及

奖励体系并不排斥创新性预印本成果的优先地位。不少

主流奖项的评奖主要聚焦于科学研究的新颖性、创新

性本身，而非强调其成果的载体。评奖依据多仅注明科

研人员为相应领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并不列举重要成

果（如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俄罗斯数学家格

里高利·佩雷尔曼（Grigori Perelman）仅将其证明庞加

莱猜想的3篇论文发表在预印本平台arXiv，而没有投稿

至正式的学术期刊上，仍然获得了数学界最高奖项菲尔

兹奖，说明国际科学界对其学术优先权的承认[53]。

3  发展我国预印本认可政策的策略建议

开放科学强调科学研究过程及成果的开放共享，

是推动高效、透明学术交流的新型研究生态，这就要求

学术资源更加丰富、开放，学术交流更加快速、充分，

学术交流系统更加安全、可信。发展预印本认可政策、

规范我国预印本平台发展，能够扩大科研成果的交流

范围，提升科研成果的共享效率，是完善我国科技资源

共享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

我国是科研大国，也是科研成果外流最严重的

国家。有研究通过分析美国工程索引（EI）与Web of 
Science（WoS）十年数据认为，国内的科研评价体系的

导向以及发达国家的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吸引力偏弱是

导致我国科研成果外流的主要原因，改革评价体系及提

升国内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是扭转我国科研成果外流现

状的重要举措[54]。在改革评价体系方面，认可预印本成

果是夯实“破五唯”的重要“推进器”，使科研人员不再

被固定于传统的期刊评价指标中，而是通过网络共享，

使科研成果接受“集体智慧”的“评阅”。在提升国内期

刊的学术影响力方面，预印本平台是提升期刊国际影响

力的“加油站”。通过借鉴国际期刊与预印本合作的成

功经验，构建预印本平台与期刊合作的审稿、发表机制，

依托预印本抢先发表优质学术成果。一方面可以提升预

印本平台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有利于我国预印本平台与

学术期刊的国际交流互认。

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预印本平台的发展

带来了重要契机。作为提升知识交流与再生产效率的

重要途径，发展预印本平台对于我国构建新型科研生

态、掌握学术话语权等具有重要意义。成果认可和评价

是构建这一新型科研生态的关键，更是以高质量、创新

型成果提升学术话语权的根基。只有将预印本成果纳

入现有学术评价框架中，以更为完善、合理的科研评价

制度、成果认可制度引导科研人员以学术贡献、社会贡

献为己任，才能更好地鼓励其使用、发表、共享、传播

预印本。

3.1  以承认学术优先权为核心构建认可政策
体系

学术优先权认定始自对某种思想、观点、学说、实

验结果等确立知识产权、科学发现权的学术登记。传

统环境下，作者通过学术期刊、专著、专利等权威媒

介，对科研成果进行登记（如刊载），确立科研成果的

学术优先权。伴随网络时代学术生产、发布、交流模式

的深刻变革，网络学术成果的优先权开始得到承认。

然而，我国现有科研评价制度缺少对预印本等新型科

研成果载体的广泛认可。这将导致我国科研人员固守

在传统的学术登记渠道中，依托期刊、专著、发明等传

统方式获取学术优先权和学术影响力，甚至部分成果

可能在等待发表过程中丢失学术优先权。因此，应当以

承认预印本学术优先权为核心构建适合我国的预印本

认可政策体系。

（1）承认预印本的学术优先权。在学术登记开放

倾向日趋强化的背景下，科学成果的发布、交流速度加

快，预印本成果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90%的高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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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有每天浏览arXiv来获取最新信息的习惯，超过

半数的物理研究论文在正式发表之前都会发布在arXiv
上[55]。国际科研人员对预印本、自存储等网络登记模

式表现出的较大热情，正是网络时代科学家寻求科研

成果快速登记方式的重要体现。根据Rowlands等[56]对

近4 000名来自97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级研究者的调查研

究，许多作者都对自己的学术成果进行了自存储（个人

网页或者部门网站）。其中32%的被调查者已经进行了

自存储，53%的人考虑在未来进行自存储；21%的被调

查者将学术资料存储在机构仓储中，55%的人考虑在未

来将学术资料存储在机构仓储中。预印本发表模式事

实上是为科研成果加盖了网络公开的数字时间戳，已

经成为国际社会及学术界认证科研人员重大科学发现

的有力工具。承认预印本的学术优先权不仅有利于提升

我国科研人员发布预印本成果的热情，更能够推动我国

预印本平台发展，使其成为国内外学者科研成果自存储

的替代，吸引更多国际优秀学术成果在中国预印本平台

上首先发表。

（2）在学术评价和奖励系统中应认可优质的预印

本成果。目前在国家科技奖励体系中，并没有对预印本

的认可。其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必须得到重要学术

期刊的知名专家审稿人的认可。在“破五唯”背景下，尤

其是当现有技术预见的质量和效率不高、连续性和可

迭代性有待提升的情况下，建立符合我国的科学评估

体系尤为重要。预印本成果游离于评价和奖励系统之

外，有可能造成对重大科学发现的遗漏，不利于科学共

享交流和学术国际影响力的构建。因此，应当将极具创

新性的预印本成果纳入到现有的科学评价体系中，认

可其学术价值。

（3）在科研基金项目系统中应认可优质的预印本

成果。目前来说，我国基金项目结项对文献成果的认

定没有涉及预印本，而比较看重索引及其认定的重要

期刊。而国际上对预印本的态度显然更趋开放、包容。

2021年，欧洲研究委员会（ERC）发布最新工作计划，

首次明确禁止申请人在列举学术发表记录时提及期刊

影响因子，但允许基金申请者列出经同行评议的出版物

和预印本（起始资助申请人的数量限制为5个）。科研

基金项目政策对科研人员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而我

国科研政策环境、资助体系与国际存在一定差别，因此

构建符合我国科学界发展需求适切我国科学界发展的

预印本认可政策尤为重要。目前对预印本成果价值、影

响力高低的评价体系尚未健全，可考虑将预印本与传统

同行评议相结合，即认可预印本形式作为项目申请、结

题的依据，但该成果必须是通过领域专家的鉴定或由

专家推荐的具有重要社会贡献、学术贡献的高水平成

果，从而将优质的预印本成果纳入科研资助与验收的

管理框架中。

3.2  鼓励发展预印本社会性认可政策

预印本的社会性认可是指学术界和社会对科学研

究人员的预印本成果的认同和承认，如索引数据库对

预印本成果的收录以及职称评定对预印本的认可等。

在网络环境下，学术界普遍期待对网上发表的学术成

果的认定。调研显示，61.07%的研究者支持“国家、科

学社团、所在单位应制定政策，依据论文质量确定学

术价值，而不管其刊载形式如何”[34]。笔者认为应从以

下4个方面推动预印本的社会性认可，提升科研人员发

布、共享预印本成果的热情。

（1）允许预印本再发表至学术期刊。当前，国际众

多出版集团纷纷明确预印本政策，表明自身支持、接受

或拒绝预印本交流的态度。我国学术出版机构对此还

处在观望状态，预印本政策不明晰，阻碍了预印本交流

实践。应当促进我国出版机构出台较为明确的预印本

政策，并不强制要求其接受预印本出版，而应充分考虑

到期刊类别等特征，推动开放获取期刊率先明确支持

预印本出版。促进出版机构与预印本平台展开互信合

作，打通预印本平台与期刊开放出版的关联通道，通过

预印本平台与期刊投审稿系统、出版系统的互联，实行

优秀稿件向期刊出版的推送机制，实现预印本各版本

的链接，利用预印本平台开放评论功能，提升科研论文

影响力，帮助科研人员抢占学术首发权[12]。

（2）将优质预印本列入索引数据库。受我国评价体

系影响，58.72%的被调查者认为被SCI、SSCI、EI等国

际索引数据库检索，是其决定网上发表的非常重要或者

比较重要的因素，54.91%的人认为被CSSCI、CSCD或

其他国内索引数据库检索非常重要或者比较重要[34]。然

而，现有的索引库中，大多以学术期刊为主，并未收录

预印本成果，严重影响了我国学者发布预印本成果的热

情。应当逐步推动国内索引数据库收录优质预印本成

果，加速科研交流与传播。

（3）学术社团应优先实施引导认可。目前来看，预

印本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力、认可度还相对有限。而学

术社团被认为是提高学术交流成效的重要责任者，能

开放科学视域下预印本认可政策研究孙异凡，陈一，蒋子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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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在推动行业与学术界认可上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美国化学学会就积极推动预印本交流，一方面，发布明

确的预印本政策，允许预印本成果发表至美国化学学

会期刊；另一方面，推出国际预印本平台ChemRxiv，并
与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德国化学学会组建联盟，共同在

财政和战略上支持其发展，以捍卫领域内学术话语权。

然而，目前我国学会组织在推动预印本认可与发展上的

作用还未显现。应当鼓励学会组织创设预印本平台，并

给予经济、政策支持；推动重要学会组织在入会资格审

查、学术交流、行业协调中认可、应用预印本成果；推动

评奖组织、社会性评估机构将预印本成果作为评奖、评

级、评估的重要依据。通过学术社团制定的引导性政策

规范，鼓励、认可预印本发展，形成学术共同体广泛参

与预印本建设、积极认可预印本成果的良好氛围。

（4）在晋升评价中应认可预印本的学术价值。从

对国内高校、科研资助机构的管理政策调研结果来看，

预印本在职称评定、学术评奖以及科研资助等方面的认

可程度有限。一些系统、机构在职称评审等学术评价中

要求“发表过有一定水平的科学论文或出版过有价值

的著作、教科书”，在人事晋升制度中也多承认期刊、著

作、发明专利等传统出版载体，预印本成果往往并不作

为认定依据。然而，职称评定和人事晋升与科研人员切

身利益直接、硬性挂钩，具有鲜明的导向性。事实上，

国际上已有将预印本纳入科研人员晋升系统的先例。

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联邦大学研究院2020年1月起，鼓

励教职工使用预印本并将其纳入项目、工作计划、活动

报告中；纽约大学医学院评定资格政策中，规定预印本

可作为学者的代表性成果，参与任命、提升或任期评估
[36]。因此，应当将优质预印本成果作为国家行政性职称

评定的依据，推动科研人员发布、共享预印本成果。

3.3  授予国家高端学术交流平台认证资质

平台缺乏认证、可信度偏低是制约预印本平台发

展的瓶颈之一。与国际科学家普遍认可、应用预印本成

果不同，我国科研人员对未经同行评议的网络成果持

谨慎态度。69.71%的学者对于“在学术交流中没有同行

评议就难以保障学术交流质量”这一观点表示非常同

意或者比较同意[34]。缺少可信的质量控制和保证机制

是阻碍科研人员应用网络成果的关键因素。传统信息

交流模式下，期刊、专著等文献资料通过同行评审进行

了质量控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我国54.55%的学者将

“编辑质量”高低作为决定是否进行网上发表的重要

因素[34]。因此，要从根本上扭转我国预印本平台规模

小、分布零散、缺乏认可度和竞争力的现状，就必须构

建完善的国家认证制度和认可政策体系，并依托图书馆

构建多元、可信的科研成果发布及传播体系[57]。国家应

建立预印本平台认证制度，并对获得认可的平台给予一

定的政策支持。

（1）建立预印本平台的国家认证制度。明确预印本

平台所应具备的资质，如具有完备的内容审查机制、人

员认证机制、伦理审查机制，平台建设队伍需具备相应

学科背景和专业素养。对于已具备资质的平台发布国家

认证，推动国家预印本平台体系建设，并将已认证的预

印本平台纳入现有科研监管体系中，保障预印本成果的

学术质量，以及符合必要的学术规范。

（2）对获得认可的平台颁发出版许可证。机构、社

会与个人高度关注国家认可的出版物。针对高校科研人

员的调研显示，42.90%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曾使用过

预印本数据库，但投稿的科研人员仅占12.05%[25]。平台

缺乏出版许可，自然缺少稿源。有些平台为了提高来稿

率，不惜降低标准。因此，应当建立预印本成果的出版

许可制度、备案登记制度，允许已获认证的平台拥有出

版资格，对在平台中发布的预印本成果给予出版物刊号

和数字标识符，承认预印本的出版物地位。

（3）建立财政资助研究的法定交流平台。财政资

助研究是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拨款的方

式，在科学研究或技术开发等领域进行的经费投入。我

国财政资助研究规模庞大，成果丰富，是国家科技创新

基础性资源。财政资助的科学研究具有鲜明公益性。预

印本是促进我国财政资助研究成果被我国科研人员快

速广泛利用的有效途径。

（4）允许、鼓励获得认可的平台提供预印本增值

服务。学术资源再利用是推动学术交流、构建新型科

研生态的重要途经，应当允许对预印本内容的分析、挖

掘、再利用。同时也应注意，预印本是未经同行评议和

编辑排版的完整草稿，在科学性、完善度上与期刊论文

存在一定差距。对其宣传推广、增值再利用应当基于预

印本交流模式的独特功能定位和价值定位，使其成为

与正式出版期刊、著作并行的交流系统。

3.4  发展预印本知识产权认可政策

对网络学术交流中版权问题的担心是导致科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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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较少参与到网络信息资源发布与传播过程中的重要

因素。据调研，研究者中“赞成网络学术交流，担心版

权保护不严”的比例高达62.68%[34]。然而现有的知识

产权制度还难以认可、保护预印本成果。预印本作为网

络发布的原创性科研成果，与传统期刊、著作相比，涉

及的类型更丰富，知识产权保护的难度更大、成本更

高。应当在现有知识产权保护框架下，基于对网络预印

本成果的原创性认可，推动规范的预印本版权保护体系

构建，平衡好期刊、出版机构与预印本平台等不同利益

主体间的关系。

（1）以促进预印本的应用、再发表为核心。应当承

认预印本成果再发表是行使发表权的重要方式（本文中

的预印本成果再发表是指，已于预印本平台发布的成果

再发表于学术期刊、学术会议或出版专著等），具有与

《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同等发表权。应当承认预印本成

果是符合《著作权法》认定的作品，给予其与《著作权

法》同等的保护，作者自然享有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

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随意使用其预印本成果。

（2）协调多方利益主体关系。预印本系统中涉及

科研人员、预印本平台、数据库、学术期刊等多方利益

主体，对主体间利益的协调与平衡是构建高效的预印

本知识产权认可政策的关键。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开

放共享天然地存在一定对立，科研人员共享预印本成

果的同时也面临再发表至学术期刊前成果被窃取的风

险。在国际方面，已有学术期刊和出版集团制定防窃取

政策，在一段时期内拒绝接收与已发布的预印本成果高

度类似的科研论文。但如何界定高度类似、如何保护科

研人员的知识产权均面临巨大挑战。应当在现有法律

基础上，认可预印本的著作权及相关权益，并对其合理

利用的界限给予清晰界定。

（3）推动法律框架的国际协同。在国际社会积极

推动开放科学的背景下，承认或保障科研人员在学术成

果正式出版之外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发表权已成为国

际潮流。德国《著作权与邻接权法》（Act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规定，在科研人员将公共资助科研

成果出版权转让至出版商的12个月后，仍拥有将成果在

线发表的合法权利。芬兰开放科学和行动计划提出：为

更好地服务于数字化研究的需要，赋予研究人员在开放

获取存储库中进行自存储的权利[58]。推动我国科学交流

体系的国际化发展必须构建相应的法律框架体系，推动

其与国际通用协议、规范相协同。

3.5  建立预印本行业认可与国家质量标准

学术质量是影响科研人员应用相应成果的重要因

素。在传统环境下，学术期刊、著作采用同行评议来进

行质量控制，应用被引率来进行质量评估。但在网络环

境下，预印本推行的先发表后大众评议的新型开放评议

模式，缺少了传统权威质量控制。社会对预印本成果质

量的担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预印本的使用、重用。基

于此，应当建立质量标准体系来对平台发布成果进行

质量管控，保证预印本论文可追溯性、数据可靠性、信

息准确性，进一步提升科学开放的透明度[59]。

（1）建立预印本质量认可标准。我国目前已颁

布多个科技期刊相关标准，如《科技期刊编排格式》

（GB/T 3179-92）、《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

行为界定》（CY/T 174-2019）等，但对于预印本等网络

学术成果的规范和标准还较为缺乏。加之对科研成果

发布资质管控缺位，极可能导致低质量预印本成果混

入其中，严重影响我国预印本平台的形象和声誉，甚至

引发公众对学术成果的误读，削弱科学研究的权威性。

因此，应当明确预印本的编制规则，明确预印本成果的

质量红线。平台应当承担一定的预印本质量监管职责和

义务，规范预印本成果的审查、发布，构建预印本平台

中优胜劣汰的良性生态。

（2）完善学术引用标准。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学术

引用是不可避免的。不规范的学术引用不仅给正常的学

术交流活动造成了障碍，而且容易引起剽窃等学术不端

行为。我国现有的学术规范文件对网络环境下的引用问

题还关注较少。而美国NIH和《自然》期刊均较早制定

了预印本引用标准，并在其官网提供范例。与之相比，

我国的学术引用规范还比较粗略，我国国家标准《信息

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对于

电子文献的规定比较简略，没有考虑到网络资源的类型

多样性和复杂性，亦难以满足预印本多次修改和再正

式刊发所带来的不同版本的引用问题。我国学术界需要

借鉴国外对学术引用著录的详细规定，改进有关的学术

引用规范。

（3）完善元数据标准。构建汇集不同学科的预印

本平台必然会涉及不同结构、不同类型的信息资源。要

构建与现有标准相衔接的预印本元数据标准，支持将

不同格式的元数据汇集在同一个平台中，向不同的学

科、不同信息需求的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用户的

多样化需求。

开放科学视域下预印本认可政策研究孙异凡，陈一，蒋子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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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是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要途径。预印本具有快捷

性与新颖性等特性，必将成为高端交流平台资源的重

要组成部分，为构建高端交流平台做出贡献。发展预印

本需要更多的科研工作者参与、推动，而认可预印本成

果是激励科研人员的关键。权威公正、科学规范的认

可政策是预印本系统发展的基础，也有利于推进预印

本学术交流。预印本认可政策体系的完善需要政府、高

校、出版机构、科研人员、学术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

协同努力。在分析国内外预印本认可政策的基础上，提

出的相应政策建议，可为我国构建预印本认可政策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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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cognition Policy of Prepri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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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science concepts, the preprint model is profoundly affecting contemporary academic exchanges. Applying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policy analysis method,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 domestic and foreign preprint recognition policie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eprint recognition policies in China. This study finds that preprints are essential resources of major academic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The establishment of preprint recognition policies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emium academic platform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Build a preprint recognition policy system, which centeres on acknowledging preprint authors’ academic priority; Encourage social recognition of 
preprint; Grant preprint certification qualifications for national premium academic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Enhance 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ies 
for preprints; Establish preprint profession recognition and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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