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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为时间切入点，发现疫情不仅加速了科学走向预印本、预印本走向社会的进程，

也展露了预印本平台在伦理规范与把关机制、论文内容质量以及运营与发展模式上存在的可能困境。本文认为预

印本适度延迟公开、提高平台透明性与行业规范的制定有助于预印本平台免受质量把关不严与学术不端的诘问，

其未来发展应当协调与期刊的关系，建立快速出版机制并变革科学出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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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预印本平台的

发展思考*

* 本研究得到2022年合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项目“合肥市加强科学普及增强市民科学素养对策研究”（编号：HFSKQN202240）资助。

2019年底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文简称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人民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变

化的同时，也加速了学术出版模式的变迁。一批预印本

平台利用高效的运营机制与快速的出版流程，加快了

学术界的知识传播与对话。例如，bioRxiv的快速发表

机制打破了传统期刊审稿模式，以更迅速的知识传递

方式建立话语体系，占据重要的出版与发行阵地[1]。可

以说，预印本平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传播中发挥

了前所未有的作用[2]。

长期以来，有关预印本对科学传播生态的负面影

响，包括缺乏严格的同行评议[3]、存在学术诚信问题[4]

等一直是预印本发展至今备受诟病之处。新冠肺炎疫

情下国内外医学期刊广泛采纳数字外包式同行评议的

数字预印本，加速了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版与传播[5-6]，

使得新冠肺炎疫情与预印本间的互动关系受到高度关

注。有关电子化预印本平台中新冠肺炎主题文章的撤

稿率[7]、新冠肺炎相关文献的公共卫生风险构成可能

性[8]、预印本质量品控与用户体验[9]以及媒体使用和报

道预印本[10-11]的研究与讨论，都表明学术界对预印本平

台在非常态化社会中的担忧。本文将新冠肺炎疫情视

为凸显预印本平台功能价值、显露预印本平台建设不足

的“催化剂”，并围绕两个层面展开研究：一是分析外

部环境中预印本社会关系的变化，包括科学与预印本

之间的关系、预印本与社会的关系；二是分析预印本平

台内部环境的变化，如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暴露了预印本

平台发展的不足之处，并基于此讨论预印本平台发展的

可能路径与优化策略。

1  疫情影响下的预印本平台角色凸显

1.1  科学加速走向预印本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预印本成为全球科研人员发

表科研成果、进行科学交流的重要平台，典型的表现为

发表在预印本平台上论文数量的激增与预印本发表时

滞的缩短。尽管研究人员使用电子化预印本平台进行科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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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果交流已有30多年的历史，但在此前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中，预印本平台的使用率并不高。在埃博拉和

寨卡疫情中，虽然资助者和机构明确提倡学术界将出

版前的数据予以共享，但只有不到5%的文章在正式发

表前以预印本形式发布[12]。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在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的前10个月内（2020年1月1日至10月
31日），预印本平台托管了近25%（30 260份预印本）的

相关科学研究成果[13]。

与此同时，相较于与新冠肺炎无关的研究发现，发

表在预印本平台上的新冠肺炎相关文章的出版时间有

明显缩短（约36天）[8]。总体而言，在疫情刺激之下，预

印本在数量与占比上均表现出明显的增长。新冠肺炎

疫情重构了预印本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不仅科学走向

预印本的进程正在提速，预印本对于科学出版与科学

传播的贡献也在不断加大。

1.2  预印本加速走向社会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快速传播科学发现的重要

性，也使得预印本快速进入了媒体与公众的视野。

疫情早期的预印本发布后，公众与媒体对于新冠

肺炎相关信息的搜索兴趣明显上升，进一步的统计结

果证实了Twitter活动趋势与预印本和出版活动之间存

在很强的相关性[14]，可见疫情期间的媒体、公众与预印

本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互动关系。对于公众而言，获取信

息是个体降低自身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社交媒体的

便利性加速了公众检索新冠肺炎相关信息的频率。对

于媒体而言，满足公众对于信息的渴求是媒体重要的

社会职能，在疫情期间及时传播有关新冠肺炎的信息

至关重要。而预印本平台内在的开放性允许预印本在以

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快速传播，预印本作为科学

家科学研究产物呈现的具体形式，在重要性、时效性与

接近性等层面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因此，在新冠肺炎

疫情的结构性社会风险下，预印本成为连接公众与媒体

之间的重要桥梁。

预印本走向社会至少存在以下路径：一是媒体将预

印本作为信息来源，向公众报道科学家最新的研究成

果；二是部分具有一定科学素养与媒介素养的人群，将

预印本研究结论作为信息共享给社会公众；三是在预

印本成为一种信息来源之后，少数人提出质疑，认为预

印本是未经学术共同体认可的研究，不应作为一种确定

的结果进行传播，由此快速提升了预印本在学术界与公

共领域的知晓度。

2  疫情刺激下的预印本平台问题显露

2.1  伦理规范与把关机制亟待完善

在科学研究日益精细化的当下，科学优先权的确立

无疑对学术身份的确认、学术地位的奠定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确立包含公开（disclosure）
与确认（validation）[15]两个过程。在传统期刊的出版

模式下，论文的发表意味着“公开”与“确认”同时完

成，而预印本平台将这一过程进行划分，科学成果被公

开披露的时间，从“期刊发表日”提前到“发布预印本

日”[16]。在科学研究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下，预印本成

为引发学术不端的新载体。

部分研究人员为争夺科学发现优先权，有可能利

用预印本出版机制做出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例如：拥

有大科学装置的机构或研究者，利用对实验设备在某

种程度上的垄断进行一些实验并发表探索性成果；通

过在预印本平台上找到一些研究线索，调整研究变量、

对象、方法后进行研究并发表；“论文工厂”大量生产

文章，并利用自身资源进行快速发表以谋求经济利益

等。而这些或许具有一定创新性、结构完整但质量有待

提高的文章，可以不受传统出版流程的限制，抢夺科学

发现优先权确立的时间[17]。尽管这些研究没有在真正

意义上获得科学共同体的“确认”，但在科学渐进式发

展的大背景下，通过发表阶段性研究成果，便可轻易在

特定领域建立知识追踪图谱，从而获取部分的科学发

现优先权。

缺乏严格规范的撤稿机制也可能引发学术不端问

题。传统的科学出版生态建立了完善的投稿、同行评议、

引用与撤稿机制，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ICMJE）和国际出

版道德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COPE）
对期刊更正与撤稿进行了严格详细的规定，涵盖撤稿流

程、撤稿原因、稿件审核、撤稿声明格式、声明登载和链

接方法等[18]。当前，以bioRxiv和medRxiv为代表的预印

本平台并未成为COPE的机构会员，SSRN与preprints.
org对其预印服务器上的预印本也没有明确的撤稿道德

规范。有学者发现一小批预印本甚至在没有适当理由的

情况下被悄悄撤回，且无法找到原始的公共文件[19]。规

范化的撤稿机制缺乏，不仅暴露了预印本出版环节的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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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与管理方面的不足，并且，正式期刊论文引用此类已

撤稿但“不透明”的预印本，还可能进一步引发“欺诈

性科学”的扩散，有损于科学的严谨性与学术期刊的权

威性。

此外，在预印本平台发布论文的作者，其身份并不

一定符合科学出版的核心假设，即撰写稿件者为有资

格的科学家。预印本平台的开放性容易引发一些所谓

“民间科学家”的加入，而在预印本平台不断被鼓励使

用、公开披露的预印本允许被引用的大背景之下，非正

式科学家的“入场”将对科学研究产生巨大干扰。早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一位名叫Kira Smith的学

者，于2020年在figshare、Authorrea和SSRN等8个平台

上累计发表了28篇预印本，而这位“天才学者”此前的

ORCID（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记录

中，仅有一篇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文章[20]。这28篇文章中

不乏不同语种间互译的版本，出现一稿多投甚至一稿多

用的情况。可见在预印本出版模式中，虚构作者、伪造

所属机构等不端行为可能更有机可乘。

在开放科学与促进学术交流的实践之中，预印本平

台机制设计存在一定的学术不端隐患，并且已经有人尝

试从现存机制的漏洞中牟利。这反映出预印本平台在把

关机制设计与伦理道德规制方面存在不足，在竞争、绩

效考核与科学发现优先权争夺的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之

下，预印本平台有可能成为学术不端的另一场域。

 

2.2  论文内容质量与社会积极影响有待提高

现阶段，对预印本平台最尖锐的批评主要针对其

质量把控问题。既往的研究表明，30%左右的bioRxiv 
文章未正式出版，且发表在bioRxiv上的预印本仅有

3%~9%的比例能够在头部期刊上出版[21]。这表明高质

量的预印本占比并不高，且仍有相当比例的预印本最终

无法见刊。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刺激下，部分低质量预印本对

社会稳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2020年1月3日，

印度理工学院库苏马生物科学学院（Kusuma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of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与印度新德里大学阿查里亚·纳伦德拉·德夫学院

（Acharya Narendra Dev College of Delhi University）
的研究人员在bioRxiv上公开了一篇预印本，文章称HIV
与SARS-CoV-2之间存在相似性，霎时，有关病毒来源、

基因工程改造与生物武器的消息在互联网中大肆传

播。尽管后来有学者发文驳斥了其核心观点[22]，该预印

本受到广泛质疑并最终撤稿，但其造成的社会影响，需

要科学家、科学传播者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进行辟

谣并纠正公众的错误认知。

知名撤销论文数据库Retraction Watch Database
中新冠肺炎撤稿文章清单（Ret racted coronavi r us
（COVID-19）papers）显示，预印本平台累计撤稿43
篇，占比17.6%，主要集中在medRxiv（24篇）、SSRN（8
篇）与bioRxiv（7篇）等平台，就连《柳叶刀》的预印本

Preprints with The Lancet也无法避免[23]。

随着预印本平台的兴起和预印本数量的激增，预

计低质量预印本的数量将有所增加，出现的频率也可

能更高。在后疫情时代，科学与预印本、预印本与社会

之间的互动将不断加深，如何提高研究的总体质量，进

一步发挥预印本平台作用并积极作用于社会发展值得

预印本平台思考。

2.3  运营与发展模式尚待优化

研究者Haseeb Irfanullah认为，预印本平台之于同

行评议期刊起到了“补充”而非“代替”作用[24]，这也是

目前学术界对于预印本平台与传统期刊关系的基本态

度，预印本平台至少在两个维度上无法替代甚至无法撼

动传统期刊的地位。

在业务模式层面，预印本平台或将沦为传统学术

期刊的附属品。尽管研究人员可能出于各种考虑将研

究成果公布在预印本平台上，但学者仍旧遵循传统的

投稿流程，将成果投给传统学术期刊，以论文见刊成为

“学术出版物”为最终目的。可见，无论出于何种目的，

预印本平台都被视为中介而发挥其工具价值，在学术出

版流程的变革层面，并未产生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在经营层面，预印本平台对传统学术期刊的冲击

微乎其微。就当前局势而言，预印本平台对于科学传播

与科学交流速度的影响，并未波及到出版领域，学术期

刊、出版商的经营模式与营收在预印本出现后也没有受

到严重影响。

反观预印本平台自身，由于经营不善或市场竞争

等原因陷入运营危机。目前，一些小型的预印本平台

正面临关停的危机，开放科学中心（Center for Open 
Science，COS）目前托管了26个预印本平台服务器，

2018年12月起，COS通知各数据库管理人员，他们将

以1 000美元为基准收取运营费用，并依据数据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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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数量进行分级收费。在经营危机面前，INA-Rxiv
已决定关闭其服务器，其他预印本平台如IndiaRxiv、
AfricArxiv、ArabiXiv同样面临资金募集困难、运营模

式亟待转变的问题。

另外，一些大型的预印本平台同样陷入运营危机

或面临类似困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生物领域的

代表性预印本平台PeerJ Preprints出于对成本、运营费

用的核查与考虑，宣布正式停止预印本发布。作为开放

科学领域先驱的arXiv，其2020年年报财务显示其计划

在2020年6月—2021年7月获取约242万美元的预算，但

实际上arXiv在这期间仅仅得到了102.61万美元的资金

支持，资金缺口高达约58%[25]。

从全球的预印本平台发展趋势来看，意识到预印

本平台重大价值的出版商正在介入这一体系，并试图占

据一席之地。例如，《柳叶刀》在SSRN上开辟了预印本

专区Preprints with The Lancet，作为医学领域的头部

期刊，背靠权威声誉、强大的学术资源以及不俗的经济

实力，以Preprints with The Lancet为代表的出版商对

预印本出版领域的介入，有可能进一步压缩传统预印本

平台的发展空间。随着知识服务体系的不断发展，当前

预印本平台的经费体量恐怕无法支撑日趋多元化、精细

化以及优质的知识服务体验。因此，预印本平台尚不成

熟的商业运营模式与竞争劣势将阻碍其未来的发展。

3  后疫情时代预印本平台的发展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不仅加速了预印本平台学术

价值的实现，也加速显现了预印本平台建设与发展的不

足。后疫情时代预印本平台需要考虑如何在解决自身发

展缺陷的同时，保持、扩大自身影响力，并在学术界占

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包括如何在发表时效与文章质量

之间做出平衡，如何维持平台长期的运营发展，避免成

为传统学术出版的附庸并挖掘自身的价值维度。

3.1  适度延迟公开，提高平台透明度

预印本平台在追求科学研究发表的时效性时，在一

定程度上牺牲了科学研究的严谨性[26]。刊载门槛的降

低与预印本平台相对宽松的公开政策，使得一些质量

不高的文章得以通过审查并公之于众。预印本之于学术

界，如新闻之于社会公众，将新闻界的透明性[27]原则运

用到科学社会学领域，预印本平台“公开的透明性”[28]

维度应当被挖掘。将质量把控流程“透明化”与“可视

化”，可以成为质量把关与控制的替代性方案。

首先，对文章进行量化评级并打分，针对文章选题

的新颖性、研究的规范性、内容的完整性、研究的科学

性与结论的可靠性等不同维度进行评价。一些存在研

究缺陷的文章容易被科技新闻工作者或自媒体组织进

行加工后传播，对社会造成扰动并有损于学术界的权

威与公信。审稿人员与研究者对于研究成果的量化评

价，有助于以媒体为代表的多方人员对预印本有清晰的

学术价值认知，避免其因专业知识的缺乏而盲目传播

学术研究中的阶段性成果。

其次，重点将审稿意见与预印本的量化评分完全

公开，尤其是评审意见对于科学新闻记者判断科学发

现的严谨性大有裨益。目前“公开制”已有一定的实践

基础，生物学领域开放获取期刊eLife实行“先发表，再

评审”的政策[29]，即将所有同行评议报告进行公开。这

一措施在保障预印本快速公开的同时，将预印本质量

的把控过程公开化，对于适应开放获取环境中的预印

本的发布与出版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适度的延迟公开有助于对预印本进一步实

施审查与质量把控。笔者认为，预印本从提交至公开的

时间在2天至若干天内并无本质差异，对科学发现优先

权的获取也不构成实质性威胁。预印本至少应当在获得

一位审稿专家的意见后，将预印本、审稿意见与评分同

时公开。

以过程管理的前台化、研究质量的可视化以及适

当的延迟公开代替对文章质量的严格管控，以更为详

细、简单明了的信息“告知”文章的质量高低，以全景

敞视主义式的机制设计，将文章发布者置于一种权威

性注视之下，倒逼其进行“自我监禁”[30]。公开的机制

设计，还能够将审稿意见作为一种公开信息，接受学术

共同体的审视，有助于降低审稿态度不公正、压制创新

性论文、利用或剽窃学术成果、同行评议造假[31]等不当

行为出现的风险。

3.2  出台行业规范，规制学术不端

随着预印本平台广泛地被使用、预印本体量的快

速膨胀，讨论如何正确、规范地引用预印本，比是否引

用预印本更具有实践意义。新冠肺炎疫情下预印本平台

在电子化公开、撤稿与期刊认可政策等方面的缺陷表

明，亟需建立一种供大多数或主流预印本平台共同遵守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预印本平台的发展思考陈登航，郭延龙，王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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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制度。

由COPE制定并建立关于预印本出版过程的道德

规范或为可行策略。一方面，对于COPE而言，引领学

术出版中的道德风尚、建立健康的出版生态是COPE建
立的初衷，预印本平台作为出版过程的三个阶段（出版

前、同行评议、出版后同行评议）之一，理应纳入COPE
道德规范的规制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对于预印本平台

而言，许多预印本最终流向的同行评议后的COPE成员

期刊，遵守一致的道德政策不仅有助于减轻科学论文

规范性审查过程中的工作量，更重要的是，遵守被学术

界公认的行为准则，对于降低期刊的预印本认可政策门

槛、提高预印本使用率与影响力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

在预印本伦理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可以参照现

行的《学术出版透明与最佳行为准则》（Principles of 
Transparency and Best Practice in Scholarly Publishing），
根据预印本的特性进行针对性的设计与开发，并鼓励与

引导预印本成为COPE成员。对于预印本平台与COPE乃
至整个学术界而言，这都是一个值得努力尝试的方向。

3.3  变革出版流程，建立快速发表机制

随着预印本平台知晓度、认可度的提升以及越来越

多研究者的加入，未来预印本平台将成为大量学术研

究人员以及学术研究成果的集聚平台。预印本可以借此

整合作者、论文、审稿专家、学术期刊等多方资源，达成

与学术期刊的合作，寻求多方利益诉求的平衡点，推动

学术论文出版流程变革，并建立预印本之于科学出版、

科学交流的独特性价值。

首先，组建独立的审稿专家团队。长期以来，学术

期刊审稿周期长阻碍了学术交流的效率与学术期刊竞

争力的提升，组建独立、快速的审稿专家团队有望成

为预印本的转型发力方向。从实践来看，审稿专家团

队的建立与快速发表之间已取得了一些合作经验与成

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出版机构自发联合并发

布了“关于快速评审倡议的网络公开信”（COVID-19 
Publishers Open Letter of Intent – Rapid Review）[32]，

2 000多名科研人员登记成为快速评审的审稿人，通过

快速审稿并提交审稿报告，为新冠病毒的相关研究提供

“快车道”，加快了同行评议的速度。“快速评审”兼具

独立与快速两大特征，与预印本平台的第三方属性、快

速响应的核心价值点不谋而合，面临发展瓶颈的预印本

可以将其视为功能转向契机，组建审稿专家团队，并建

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形成稳定开放的队伍，鼓励专家进

行快速评审。在未来，预印本平台或可建立记录和激励

审稿的审稿认证系统和独立的第三方审稿平台系统[33]，

改进学术期刊审稿流程。

其次，建立协作关系。基于小同行的亲缘性，预印

本与专业领域的头部期刊之间具有建立合作关系的先

天优势，将预印本与审稿意见向期刊评审转移是未来预

印本转型的重要方向。当前bioRxiv在与期刊合作方面

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其B2J（Biorxiv to Journals）模

式可以将论文手稿与元数据向245种期刊直接传送。将

预印本与评审意见同时向期刊转移，可以有效减少规范

性审查与期刊评审时的重复劳动，缩短学术论文的审稿

周期。在有一定实践基础后，预印本平台可吸引专业领

域的其他期刊加入，建立垂直领域的合作关系网络。

最后，变革出版流程。学术论文与期刊之间的双向

匹配无法高度吻合的缺陷，导致研究人员大量不必要

的时间浪费[34]，预印本平台作为连接作者资源与期刊资

源的中介，有望实现这一功能并建立快速发表机制。在

快速发表机制运行早期，论文与评审专家的匹配、论文

与学术期刊的匹配，主要由人工进行。迈向成熟的预印

本快速发表机制，可以引入机器智能，将学术论文的审

稿专家匹配、学术期刊推荐的部分工作交由机器代劳。

快速发表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建立预印本平台积

存的大量学术“供应”（研究者与论文），与大量“需

求”（学术期刊群）间的连接关系，智能匹配系统的加

入将进一步提高论文审稿效率、高质量学术交流的速

度、差异性研究成果与差异化期刊之间的匹配速度。由

此，预印本平台将强化其作为学术中转站的价值，促进

科学成果的快速交流与发表，以预印本评审推动学术

出版效率的提升。

4  结语

预印本平台当前面临的发展障碍，是其平台属性内

含的固有缺点与发展中暴露的使用缺陷的集合，新冠肺

炎疫情的出现强化了预印本与科学、预印本与公众之

间的连接，也加速显现了其发展的不足之处。

随着学术出版与科学传播进入后疫情时代与全球

性开放科学时期，预印本平台应当面向未来，重新界定

自身在学术出版领域的定位。针对当前困境，预印本平

台当优先解决自身现存的建设与运营问题，而后放眼未

来，对长期发展与战略规划进行重新设计与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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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印本平台的建立与发展均迟滞于国外，目

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当前的重要发展节点上，国内预

印本平台应当优先布局，并介入国际科学出版领域。目

前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创立的ChinaXiv有一定

的知名度；由我国创建的预印本平台Deep Science正以

“预印本+开放同行评议+精准打分”的服务模式改变

国际科学出版与传播的格局；我国主办的英文学术期

刊数量与质量也在不断提高[35]。国内科技期刊出版业

务在体制优势之下，实施统筹与重塑可操作性更强，更

应当立足本土，结合实际并面向未来，挖掘预印本平台

新发展模式与新价值维度，为国际科学出版与交流贡

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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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VID-19 pandemic as a point in time and finds that the pandemic not only accelerates the process of science towards 
preprints and preprints towards society, but also reveals the potential dilemmas of preprint platforms in terms of academic misconduct, research quality to 
be improved,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ubordination to academic journals.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a moderate delay in disclosure, increased transparency of 
pub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norms can help protect it from lax quality control and academic misconduct. In the future, preprint platforms 
should coordinate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journals, establish rapid publication mechanisms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scientific publish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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