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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利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和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两个数据库对我国引用Ｅ－ｐｒｉｎｔ资源

的数量、时间、频次，主要来源站点及其学科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考察我国对Ｅ－ｐｒｉｎｔ资源的利用情况以及Ｅ－ｐｒｉｎｔ资源

在我国学术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文章还对国内外主要 Ｅ－ｐｒｉｎｔ站点进行了比较，并结合 Ｅ－ｐｒｉｎｔ的交流特征和模式，提出了

促进我国Ｅ－ｐｒｉｎｔ资源建设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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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面对瞬息万变的知识和信息，如何使科学工

作者能在一定范围内合理、高效地共享学术信息

资源，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以科技领域

为例，传统的印刷型科技期刊历史悠久，在印刷型

科技期刊上发表科技论文一直以来是科技工作者

普遍选择的科技论文共享方式。科技会议录、科技

图书、科技报纸以及由某些核心科学家牵头组织

的 “看不见的学院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ｃｏｌｌｅｇｅ）”也是科技成
果共享的重要方式。但传统环境下科技论文发表

与共享长期存在发表周期过长、发行范围受限、运

作费用较高等问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采用电子
预印本 （Ｅ－ｐｒｉｎｔ）的方式与学术界同行进行交流
逐渐成为一种潮流。Ｅ－ｐｒｉｎｔ具有开放性强、复制
成本低、传播速度快、媒体多样化、检索利用方便

等特点。它的出现，加速了学术交流的步伐，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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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传统的期刊出版发行系统存在的问题。本文将

利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和中文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 （ＣＳＳＣＩ）两个数据库对我国学术期刊引
用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的情况进行实证分析，考察 Ｅ－
ｐｒｉｎｔ在我国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国内
主要Ｅ－ｐｒｉｎｔ站点的建设情况与发展策略。

２数据来源和处理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和中文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 （ＣＳＳＣＩ）两个数据库分别收录我国自然
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引文索引。因此本文

利用这两个数据库作为数据源，抽取论文引用Ｅ－
ｐｒｉｎｔ资源的数据并进行分析。Ｅ－ｐｒｉｎｔ资源分布在
各Ｅ－ｐｒｉｎｔ服务器上，ＵＲＬ没有统一的特征，因此
要保证检全率很困难。但大部分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的
ＵＲＬ中含有“ｅｐｒｉｎｔ”、“ｐｒｅｐｒｉｎｔ”或 “ｅ－ｐｒｉｎｔ”，另外
有些作者标引参考文献时会用上述单词表明引用

的是Ｅ－ｐｒｉｎｔ文献，所以利用“ｅｐｒｉｎｔ”和“ｅ－ｐｒｉｎｔ”
进行被引文献检索，能够检索到大部分 Ｅ－ｐｒｉｎｔ
被引文献。另外，再按照网站的域名特征，逐个检

索知名 Ｅ－ｐｒｉｎｔ站点的被引资源。这样数据即使
不全，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表１列出了中外知名
的Ｅ－ｐｒｉｎｔ网站。

分别在两个数据库中检索被引来源含有

“ｅｐｒｉｎｔ”、“ｅ－ｐｒｉｎｔ”、“ｐｒｅｐｒｉｎｔ”或各知名Ｅ－ｐｒｉｎｔ
网站的域名特征 （如ａｒｘｉｖ可以作为ａｒｘｉｖ．ｏｒｇ的域
名特征），并下载数据。数据下载后，还需要进行必

要的处理。首先要去除重复记录和非 Ｅ－ｐｒｉｎｔ资
源。另外由于ＣＳＣＤ只提供ｔｘｔ和ｈｔｍｌ格式的数据
下载，而ＣＳＳＣＩ只提供ｔｘｔ格式的下载，所以还需
要将数据转换成表格格式，以便分析。关于引文的

发表时间和被引时间等数据项也需要自行提取。

３数据分析

３．１被引数量分析
ＣＳＣＤ中检索到被引 Ｅ－ｐｒｉｎｔ文献 ４２０４篇，

总被引 ４３２１次；ＣＳＳＣＩ中检索到被引用 Ｅ－ｐｒｉｎｔ
文献１２０２篇，总被引１３７５次。表２列出了２００５年
到２００８年我国引用Ｅ－ｐｒｉｎｔ文献的篇数和次数。

数据表明，我国自然科学领域从１９９５年开始
引用Ｅ－ｐｒｉｎｔ资源，而社会科学领域从２０００年才
开始，晚了５年，并且无论是总数量还是各年度数
量，社会科学领域的引用数量都低于自然科学领

域。笔者在 ＳＣＩ与 ＳＳＣＩ两个库中利用主要 Ｅ－
ｐｒｉｎｔ站点的域名特征进行检索，发现存在相同现
象。这主要与Ｅ－ｐｒｉｎｔ的发展历史和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的学科特点有关。Ｅ－ｐｒｉｎｔ起源于自然科学
领域，并且得到较快的发展，但在社会科学领域的

发展缓慢，因此自然科学领域的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就
多于社会科学领域，相应的被引用量也较多。另

外，由于学科特点的差异，自然学科的学术引用也

多于社会学科。根据对各学科学术交流行为的统

计数据显示，自然科学领域的期刊年被引次数变

化值高于社会科学领域，但累计增长率却低于社

会科学领域，这就说明自然科学领域期刊文献的

被引数量高于社会科学领域 犤１－２犦。类推可知，自然

科学领域的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被引数量也应高于社会
科学领域。

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Ｅ－
ｐｒｉｎｔ资源被引量都呈递增趋势，说明其被利用率
和关注度越来越高，学术价值越来越大。Ｅ－ｐｒｉｎｔ
作为可免费使用的非正式网络学术交流平台，凭

借其能与期刊、图书等进行正式交流，与学术会

议、学位论文等进行非正式交流，与学术论坛、博

客等网络进行学术交流，具有相互联系、有机统一

的优点 犤３犦，正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有利于促

进我国学术发展。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Ｅ－ｐｒｉｎｔ

表１中外知名Ｅ－ｐｒｉｎｔ网站

类型

学科 Ｅ－ｐｒｉｎｔ

机构 Ｅ－ｐｒｉｎｔ

期刊 Ｅ－ｐｒｉｎｔ

专类 Ｅ－ｐｒｉｎｔ

网站名称

ａｒＸｉｖ．ｏｒｇ， ｌａｎｌ， ＡＫＴ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ｃｈｉｖ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ｅｔＰｒｉｎｔｓ，Ｃｏｇｐｒｉｎｔｓ，ＣＰＳ，ＣｒｙｔｏｌｏｇｙｅＰｒｉｎｔ

Ａｒｃｈｉｖｅ，ＤｏＩＳ，Ｅ－ＢｉｏＳｃｉ，Ｅ－ＬＩＳ，Ｅ－ｐｒｉｎｔＮｅｔ

ｗｏｒｋ，ＰｈｉｌＳｉｃ，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ＰＥｃ，ＳＳ

Ｒ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ｉｔｅＢａｓｅ，奇迹文库，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中国预

印本服务系统构

ＡＮＵＥ－Ｐｒｉｎｔｓ，ＣＥＲ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ｅｐｒｉｎｔｓ＠

ｉｉｓｃ，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Ｇｏ８，ＨｏｆＰｒｉｎｔｓ，Ｏｐ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Ｐｒｉｎｔｓ，ＳＨＥＲＰＡ

ＢＢＳＯｎｌｉｎｅ

ＮＤＬＴＤ

·实践探讨·曹兰芳等：电子预印本文献被引用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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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我国引用Ｅ－ｐｒｉｎｔ文献的篇数和次数

ＣＳＣＤ

（篇数 ／次数）

１／１

２／２

１２／１２

１４／１４

１１／１１

３３／３６

４２／４２

４７６／４８２

４９７／４９８

４７８／４８１

４８０／４８８

５５８／５６７

５７２／５９２

１０５４／１０７８

ＣＳＳＣＩ

（篇数 ／次数）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９／９

５／５

１９／２１

４２／４２

６１／６３

１８５／１９４

２５５／２７１

３３２／３４２

４２１／４２８

总计

（篇数 ／次数）

１／１

２／２

１２／１２

１４／１４

１１／１１

４２／４５

４７／４７

４９５／５０３

５３９／５４０

５３９／５４０

６６５／６８２

８１３／８３８

９０４／９３４

１４７５／１５０６

年份（年）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表３Ｅ－ｐｒｉｎｔ资源在我国被引时差

ＣＳＣＤ

ＣＳＳＣＩ

当年被引数量

２６６篇

１９５篇

当年被引比率

６．７３％

１８．５５％

引用时差众数

１年

１年

引用时差平均数

４．１９年

２．３９年

资源被引量逐年上升，但绝对数量仍然很小。

ＣＳＣＤ目前已累积含有引文近１７００万条犤４犦，而关于

Ｅ－ｐｒｉｎｔ的仅４２０４条。说明我国学术界对Ｅ－ｐｒｉｎｔ
的利用率还是非常低的，这应该与 Ｅ－ｐｒｉｎｔ文献
没有质量保证和在我国的宣传力度不够有关。

３．２被引时间分析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是由作者以自存档方式提交的

电子文献，只需进行简单审稿，用时非常短，再加

上网络传播的快速性，Ｅ－ｐｒｉｎｔ文献从产生到被引
用的时间差较短。表 ３列出了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在我
国被引用的时差情况。由数据可知，Ｅ－ｐｒｉｎｔ资源
在一年内即被引用的数量最多，这要远远快于期

刊文献。有的期刊从审稿到正式发表就需要近一

年的时间，甚至更多。另外，从对比表中数据可知，

社会科学领域的引用速度快于自然科学领域。这

应与两种科学的特征有关。自然科学领域的实验

具有可重复性，且实验周期较长，因此对文献、数

据的检验周期较长。而社会科学领域对实验的要

求不及自然科学高，因此文献被引用的速度较

快。

３．３被引频次分析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正被越来越多地引用，但绝大

部分都仅被引用一次。数据表明，Ｅ－ｐｒｉｎｔ在自然
科学领域被引频次为１的文献占总量的９７．８６％，
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占９５．５４％。最高被引频次分
别为４和５。较低的被引频次说明了Ｅ－ｐｒｉｎｔ资源
的质量不高，而且未能引起我国学术界的足够重

视，在学术交流中发挥的作用有限。Ｅ－ｐｒｉｎｔ可以
弥补传统出版商主导的学术交流方式的不足，但

学术评审方面的缺失或不足使其质量得不到保

证，因此很少出现高被引文献。另外，网络学术交

流虽然日渐受到欢迎，但传统的学术交流模式及

交流体系是根深蒂固的，要想立即改变还相当困

难。

３．４主要站点分析
３．４．１国外主要站点
ＣＳＣＤ中检索到的 ４２０４篇文献中有 １４４０篇

来自ａｒｘｉｖ．ｏｒｇ，占总数的３４．２５％，大于其他所有
站点数据量之和。其次数量较多的站点是 ＣＥＲ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２４７篇）、Ｃｒｙｔｏｌｏｇｙ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ｃｈｉｖｅ
（１６２篇）、ＳＳＲ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５６篇）和ｌａｎｌ（１３１篇）。
ＣＳＳＣＩ中检索到的 １２０２篇文献中有 ４８７篇来自
ＳＳＲ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占总数的４０．５２％。其次数量较多
的站点是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 （１７７篇），ＲｅＰＥｃ
（９１篇），Ｅ－ＬＩＳ（５５篇）和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５１
篇）。可见我国引用的Ｅ－ｐｒｉｎｔ资源主要还是来自
国外，特别是 ａｒｘｉｖ．ｏｒｇ和 ＳＳＲ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两个站
点。

ａｒｘｉｖ．ｏｒｇ是世界第一个，也是目前规模和影
响力最大的Ｅ－ｐｒｉｎｔ站点。主要收录物理学数学、
非线性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定量生物学等５个学
科的Ｅ－ｐｒｉｎｔ资源。该系统对学术质量严格控制，

图 １我国引用 Ｅ－ｐｒｉｎｔ文献的篇数和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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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０４年１月开始逐步建立审核机制，要求不活
跃的研究者在提交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时要得到该领域
活跃研究者的认可，这与学术期刊的同行评审制

度类似，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所收录的 Ｅ－ｐｒｉｎｔ
资源的学术质量。而且文献量大、更新速度快，检

索功能强大，因此深受自然科学相关领域学者的

喜爱，被引用数量自然也较多。

ＳＳＲ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是由社会科学电子出版有限公
司（ＳＳＥＰ）创建的Ｅ－ｐｒｉｎｔ站点，主要收录财政金
融、会计、法律、经济学和管理学方面的摘要、论

文、个人主页和工作论文。它与期刊和研究机构合

作，让它们为其提供论文预印本和工作论文的摘

要，并设置摘要数据库供用户查询。我国社会科学

学者引用这个站点的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最多，说明我
国在财政金融、会计、法律、经济学和管理学方面

的研究比较多，学术交流氛围较好。

从引文主要来源站点的学科类型可知，我国

对Ｅ－ｐｒｉｎｔ资源关注较多的学科领域为：物理学、
数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图书情报学、经济

学、管理学等。而其他很多学科领域则较少或根本

没有重视Ｅ－ｐｒｉｎｔ。
３．４．２国内主要站点
国内三个主要 Ｅ－ｐｒｉｎｔ站点是奇迹文库、中

国科技论文在线和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奇迹文

库是国内最早的中文预印本系统，也是目前国内

知名 Ｅ－ｐｒｉｎｔ站点中唯一由个人创建和维护的。
奇迹文库对资源只进行简单的审核牞没有任何形
式的审稿机制，只要内容完整、不违反基本科学原

理的资源都可以存入其中。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是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的科技论文网站。该系

统注重论文的学术质量，成立了由３５名中国科学
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提供

学术指导，主要负责审查、编辑和发表上传最新的

论文，采取“先公开、后评审”的方式。中国预印本

服务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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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内首家集国内 Ｅ－
ｐｒｉｎｔ文献上下载和国外 Ｅ－ｐｒｉｎｔ文献下载两项功
能于一体的 Ｅ－ｐｒｉｎｔ网站，不对文章进行学术审
核犤５犦。

表 ４为国内三大 Ｅ－ｐｒｉｎｔ网站被引情况。数
据显示，我国自然科学领域引用国内 Ｅ－ｐｒｉｎｔ资

源很少，而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则相对好得多，引

用国内资源２５８篇，占总量的１／５。总的说来，我国
学术界利用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时，国外资源占绝大多
数，自然科学领域几乎全是国外资源。这说明我国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建设水平较低，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
域，还需要大力加强。

再对比这 ３个站点：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被
引量最多，奇迹文库最少，说明中国预印本服务系

统建设相对最好，而奇迹文库最差。中国预印本服

务系统不进行学术审核，由作者自由提交文稿，而

且能进行一站式检索并提供个性化服务，允许注

册用户进行个性定制；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由政府

机构创建，采取作者自愿提交和行政干预相结合

的方式收集资源，并且实行学术评审，在一定程度

上保证了数量和质量，但不足之处是网站界面设

计不够友好，内容多且比较零乱，不利于用户使

用；奇迹文库由个人创建和维护，经费支持不足，

因此规模较小，数量上得不到保证，因而发展相对

较弱。

对比国内３个站点，再结合国外优秀站点 牗如
ａｒｘｉｖ．ｏｒｇ和ＳＳＲ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牘的成功经验可知，加强
我国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建设主要可以从保证数量、提
高质量、扩大宣传和优化界面四个方面入手。吸引

作者投稿，有了数量保证才能够吸引读者；同时还

要采取控制措施，提高资源质量，否则同样难以吸

引读者。但数量与质量难以兼顾，所以实际建设中

需要掌握一个度，将二者的平衡维持在一定水平

之上。除了数量和质量的保证，我国还需要着力扩

大宣传，Ｅ－ｐｒｉｎｔ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学术交流
方式，对促进学术进步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我国

目前很多学者对这类资源并不重视，很多人甚至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 Ｅ－ｐｒｉｎｔ，因此宣传也是发展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的重要策略。最后需要优化界面，分
类得当、一站式检索、界面清新有助于读者快速、

高效地利用Ｅ－ｐｒｉｎｔ资源。
关于提高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数量和保证质量，可

表 ４国内三大Ｅ－ｐｒｉｎｔ网站被引情况

数据库

ＣＳＣＤ

ＣＳＳＣＩ

奇迹文库

（篇）

０

３０

中国科技论文

在线（篇）

１

５１

中国预印本

服务系统（篇）

５

１７７

总计（篇）

６

２５８

·实践探讨·曹兰芳等：电子预印本文献被引用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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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的交流模式与特征方面考虑。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由作者自愿上传，不受学术评审的限
制，读者可免费获得相关资源并对其内容进行评

价，还可以与作者进行交流。省掉学术评审环节是

提高学术交流速度的重要措施，但也是导致 Ｅ－
ｐｒｉｎｔ质量得不到保证的根源。对于这种情况，可以
参照ａｒｘｉｖ．ｏｒｇ的做法，要求不活跃的研究者在提
交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时需得到该领域活跃研究者的认
可，这既是一种可保证质量的评审制度，又是一种

可提高数量的激励措施，激励研究者提供更多的

资源，以成为活跃研究者牞从而提高自己在本站的
地位，并参与学术评审。Ｅ－ｐｒｉｎｔ作为一种非正式
学术交流方式，应具备扩大交流范围的功能，同时

为进一步保证质量和提高数量，可在ａｒｘｉｖ．ｏｒｇ采
用的方式上进一步改进，即所有用户均可对已有

资源进行学术评价 （包括打分和评语），但权重不

同，活跃研究者具有最高的权重，提交过资源但不

够活跃的研究者具有次高权重，而未提交过资源

的普通用户的权重最低。学术评审后质量最高的

资源放在显眼的地方，以便读者获取和利用。网站

还可以提供重要性排序功能，重要性可由评价的

分值乘以权重得出。

４ 结 语

Ｅ－ｐｒｉｎｔ这种非正式交流方式正被越来越多
的人接受并利用，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

Ｅ－ｐｒｉｎｔ不受期刊评审的限制，能够加快学术交流
的速度，促进我国学术发展。但也因为同样的原

因，其质量得不到保证，所以少有高被引文献。因

此，在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建设中需要采取一定措施来
保证质量，可以采用先公开后大众评审的方式，并

对各领域评分最高的资源进行标识。网络传播中

的马太效应可促进大众评审后的高质量资源的广

泛利用。ａｒｘｉｖ．ｏｒｇ、ＳＳＲ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和ＣＥＲＮ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是我国学者利用较多的Ｅ－ｐｒｉｎｔ资源，
而国内的资源则较少被利用。也就是说牞我国的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建设还处于较低水平牞因此建设高质
量的 Ｅ－ｐｒｉｎｔ资源是当前促进我国学术进步的一

个重要途径。借鉴国外优秀Ｅ－ｐｒｉｎｔ成功的经验牞
并结合我国国情，设计出一套标准，在保证数量的

基础上控制好质量，建设出国内高质量的Ｅ－ｐｒｉｎｔ
资源。因为 Ｅ－ｐｒｉｎｔ是作者自存档的学术交流方
式，所以越多人参与则效用越大，对学术进步的贡

献也就越大。而我国很多人到目前为止还并不了

解 Ｅ－ｐｒｉｎｔ的概念和重要意义，加大宣传很有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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