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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

Platform introduction

预印本（Preprint）平台是指学者将尚未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研究成果，自愿预先在互

联网上发布并免费开放共享的学术交流与传播平台。预印本平台有利于确认首发权、推动知识

共享，减少重复研究、促进知识创新，加快知识传播、扩大学术影响，有助于克服以期刊为主

要载体的传统学术交流体系封闭性强、渠道单一、时滞长、费用高、效率低等弊端，已成为学

术交流的新模式，是学术资源信息平台发展的方向。

全球首个预印本平台于 1991 年问世。随着开放科学的快速推进，国际上预印本平台发展
迅速，在学术交流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自然》杂志评选 2017 年全球十大科学突

认识预印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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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印本平台 VS 期刊出版

预印本平台 期刊出版

差异

功能定位 支持学术成果快速发布 实现学术成果正式出版

发表速度 一般 3-7 个工作日发布 一般 3-12 个月发表

成果形式 论文、研究报告、调研数据、案例、
教案等 主要为论文

评议模式 不经严格同行评议
大范围、开放性同行评议

经过严格同行评议
小范围、封闭性同行评议

收费模式 属于公益性平台，对作者和读者
完全免费

收取订阅费，部分期刊收取审稿费
或版面费

协同

论文在预印本平台预先发布，再在期刊上发表，不属于重复发表

预印本平台可向期刊推荐稿件，期刊可自主从平台遴选稿件

期刊可通过预印本平台扩大稿源、发现作者、获取更大范围同行评议信息

研究成果 期刊
预印本平台随时 推荐

简化审核 同行评议

破中的第 6项即为以预印本平台 bioRxiv 为标志的生物学科预印本交流的兴起。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全球共有预印本平台 90 个以上，最具影响力的主要有 arXiv、bioRxiv、medRxiv、
ChemRxiv 等。arXiv 是国际上最大的预印本平台，已发布超过 150 个国家、1万个科研机构
的学者提交的 240 多万份论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Google 的 BERT 模型和 OpenAI 的 GPT3
模型也首发于此。
作为一种新型学术交流方式，预印本平台是对传统学术交流模式的革新而非替代。开

放科学时代，预印本平台与期刊出版相得益彰、互利共生、协同发展，共同打造学术交流
新生态。

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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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PSSXiv，简称“哲社预印

本”）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牵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

心具体承建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数字创

新平台（简称“学术世界”）的子平台，是国内哲学社会

科学领域首家全学科覆盖的预印本平台。

“哲社预印本”是一个快速发布研究成果的园地，连

接作者、读者、期刊的纽带。

平台宗旨：学者共创，快速发布，开放共享，高效传播。

服务对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成员，包括

作者、读者、期刊、学术机构、相关实践部门等。

服务内容：成果审核、预印发布、首发存证、开放评阅、

在线交流、荐稿选稿、复印转载、全媒体传播等。

主要特色：

◎..全流程、全链条学术交流与传播

◎..机器智能检测 +人工审核

◎..基于区块链、科创链技术的可信存证、存取

◎..平台、期刊、作者三方有效协同和衔接

◎..全方位满足作者、读者、期刊、机构等多角色的使

用需求

认识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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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论文、研究报告、
调研数据、案例、

教案等 )

转投期刊.
( 修订后的论文可以
提交期刊审稿 )

开放获取.
( 在哲社预印本公
开发布的成果，供
用户访问 )

平台审核发布.
( 确保稿件符合正
确的政治导向和基
本的学术规范 )

修订成果.
( 作者根据专家意
见对稿件进行必
要的修订 )

提交预印本.
( 作者将稿件提
交到哲社预印本
PSSXiv)

正式发表.
( 通过期刊审稿的论
文在期刊正式发表 )

同行评议.
( 公开发布后，同行专
家可对稿件进行评议，
提供意见和建议 )

投

..平台流程

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

4



对科学研究的价值 

◎..促进研究成果快速发布，加快学术传播

◎..促进学术文献免费获取，实现资源共享

◎..促进科研人员交流互动，推动知识共创

◎..促进学术评价客观全面，助力学人提升

◎..促进科研生态良性发展，赋能知识创新

对作者的价值

◎..首发确权：及时快速发布研究成果，保障优秀科研成果首发权

◎..完善手稿：快速获得同行评议意见，帮助进一步修改完善成果

◎..提升影响：加快研究成果开放传播，提升成果和作者的影响力

◎..促进交流：融入新型学术交流社区，促进研究成果共享与合作

◎..助力发表：预印本与期刊直接对接，加速学术论文的发表传播

◎..成果完整：持续更新成果迭代版本，永久保存成果定稿全过程

对读者的价值.

◎..快速获取：免费获取最新学术成果，提高科学研究广度和深度

◎..赋能创新：提供大量学习研究资料，助力研究和创新能力提升

◎..融入社群：第一时间了解科研进展，捕捉动态并参与开放评议

◎..拓展信源：获取前沿原创重要信息，培育素养并激发创新灵感

对期刊的价值.

◎..相互促进：优秀成果推荐期刊发表，与期刊衔接融通协同发展

◎..扩大影响：加快成果传播增加引用，提升论文和期刊的影响力

◎..增加稿源：融入并拓展期刊稿源池，有利于遴选所需优秀稿件

◎..辅助评价：预印本平台下载与评论，可辅助判断意向论文质量

◎..技术支持：编辑出版软件技术服务，助力期刊数字化转型升级

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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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与信息变更

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操作指南
Operation guide

期刊用户通过手机号进行注册。注册并登录平台后，到“个人中心”—
“我的个人信息”，选择“合作期刊管理人员”并在“申请理由栏”填写
期刊名称，点“保存”后，待平台审核。平台审核通过后（审核通过信息
将发至期刊用户的邮箱），即可进入“期刊管理”界面进行操作。“期刊
管理人员”再次登录时，可以点击右上角“期刊编辑工作站”直接进入“期
刊管理”界面进行相关操作。

02
期刊用户

注册

用户基本信息变更：请到“个人中心”中的“我的个人信息”进行修改。
更改注册邮箱：请与管理员联系，将您变更前后的邮箱发送到 yuyin@

ruc.edu.cn，或直接登录“学术世界”主平台 (网址 :https://xueshushijie.
cn)，自行更改后即可在“哲社预印本”子平台同步。
更改绑定手机号：在“我的个人信息”中输入您的新手机号，获取短

信验证码输入验证即可。

03
用户信息

变更

个人用户通过手机号进行注册。
注册并登录平台后，可到“个人中心”
补充完整个人信息，以便获得个人身
份认证。
特别说明：“哲社预印本”是“学

术世界”的子平台之一，只需注册 /登
录一次，便可以访问 3个平台：“学术
世界”主平台、“哲社预印本”子平台
和“哲社主文献”子平台。

01
个人用户
注册及身

份认证

“学术世界”平台注册页面截图

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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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账号、密码、验证码等登录后即可进行研究成果浏览、检索、下载、收藏、

评论等。

“哲社预印本”登录页面截图

平台的使用与操作

当用户需要提交研究成果时，身份自动转化为作者用户，依据“2. 作者用户”流

程进行操作。

·作者用户登录

作者用户登录方式与普通用户一致，但作者用户需要在“个人中心”补充邮箱信息，

以便平台能及时与作者就投稿事宜进行联系。

·稿件提交

作者可通过“哲社预印本”便捷上传研究成果手稿，快速发布并自主选择国际通行

的开放许可协议进行分享；预印本发布后，平台支持作者持续更新成果的版本和投稿状

态，方便作者完整保留和呈现科学研究全过程；作者可向平台提请专家评阅，由平台管

理员根据稿件情况，邀请学界同行在平台上进行同行评议，实现开放、透明的学术交流；

平台可为作者提供“哲社预印本”首发证明。

   普通用户

   作者用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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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页

稿件提交

确认个人信息

上传稿件

版权确认与
许可声明

稿件作者
信息确认

稿件描述
信息确认

稿件状态确认

提交审核

稿件发布

投稿流程：

一般在3-7个工作日完成审核发布。作者可进入“个人中心”查看有关信息；可以“邀

请专家评阅”，平台审核通过后将通过邮件向专家发出邀请；还可以点击“首发证明下

载”，获取“哲社预印本”《研究成果发布存证》。

·注册 / 登录

·点击网页上端“稿件提交”导航条进入

·姓名、机构、Email、地址 ( 确保信息真实有效 )

·明确“您是本作品的作者”或者“您是本作品作者的授权代理人”等事项

·稿件格式：pdf、doc、docx 格式
·上传稿件
·上传学术身份识别材料 ( 可选项，主要用于了解您的学术信息，建议上传 )
·上传相关稿件附件 ( 可选项，以 rar、zip 压缩包形式 )

·多个作者的，请仔细阅读填写提示，注意作者与作者单位的对应
·代理上传他人作品的，请手动填写作者姓名

·确认稿件的基本信息
     (“英文”为可选项。也可点击“翻译”按钮，系统将提供对“标题”“摘

要”“关键词”的自动英译供您参考 )

·在预览页，可再次确认稿件基本信息，如有错误，可返回上一页修改
·稿件状态选择 : 有“未投稿”“已投稿期刊”“已在期刊出版”等选项

选择“未投稿”选项，可直接投稿给平台的合作期刊

·点击“提交审核”后，稿件即已提交成功
·平台将及时组织稿件的质检及审核工作，稿件通过审核后即在平台正

式发布；同时作者也会收到邮件提醒

·稿件在平台发布后，作者还可对稿件进行修改并形成新版本再次提交
·未曾投稿期刊的论文可通过“一键转投”功能直接投稿给平台合作期刊

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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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修改、版本更新

在“个人中心”—“已发布稿件”中找到需要修改的稿件，点击“查看”“修改”“更新”

按钮进行相应操作：

点击“查看”，可查看全文。

点击“修改”，只可修改稿件的DOI，以及学科分类；不会形成新的稿件版本。

点击“更新”，可以对稿件信息、正文内容等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再次提交后将形成稿件

新的版本——V2版本，多次修改则以此类推，形成多个版本。

·成果评议

成果经过平台初步审核发布后，开放获取评议渠道，评议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开放评议，

二是邀请专家评阅。

开放评议：无需邀请。所有用户登录平台后，均可对自己感兴趣的成果进行评论。作者在

“个人中心”—“我的评论”中可查看与自己成果相关的评论信息。

专家评阅：需要作者发出邀请。凡未在期刊正式出版过的成果，作者可以邀请专家评阅，

平台审核通过后将通过邮件向专家发出邀请。作者在“个人中心”—“专家评阅”中可查看专

家评阅内容。

·投稿到期刊

未在期刊正式发表过的论文，可选择以下二种方式投稿到期刊：

方式一：在论文提交流程中，可在论文信息预览页面下的“稿件状态”中选择“未投稿”

选项后，在“意向投稿期刊”中选择意向期刊，之后再提交审核。

方式二：在“个人中心”—“已发布稿件”中的“投稿”列项下，可选择“联系期刊”和

“投稿期刊”进行论文投稿。

9



菜单 功能

待提交稿件 用户待提交的稿件，以及已提交但平台尚未审核发布的稿件

已发布稿件 已通过平台审核的稿件；可进行查看、修改、更新操作

期刊邀请 平台合作期刊对用户论文的邀稿信息

专家评阅 平台审稿专家对用户稿件的评阅信息

我的笔记 用户浏览平台时对感兴趣的稿件所做的笔记记录

我的评论 用户对他人成果的评论，以及他人对用户成果的评论

我的收藏 用户收藏的稿件列表

我的浏览 用户浏览的稿件列表

我的下载 用户下载的稿件列表

我的定制推送 平台根据用户设置的主题词，通过邮箱定时推送相关领域的文章

我的个人信息 显示个人基本信息，可进行修改完善

·期刊用户登录

期刊用户输入账号、密码、验证码等登录后可以进行论文提交、浏览、检索、互动等，同

时可进入“期刊编辑工作站”进行期刊管理工作，包括期刊信息著录和完善、单篇提交、批量

提交、期刊选稿及上传数据包等服务。

·期刊约稿流程

“哲社预印本”实现了与期刊、作者的有效协同和衔接。期刊与平台签订合作共建备忘录

后，即表示可以接受作者通过“哲社预印本”投稿或平台推荐论文。作者可以将已发布的预印

本论文一键转投至平台的合作期刊；期刊可以将已录用但尚未正式刊发的论文上传至“哲社预

印本”发布，以增加引用；期刊编辑不仅可以对有意向的预印本论文发起约稿，与作者直接交

流，还可以充分利用平台上的专家资源，开展论文评阅，提升期刊的审稿效率和质量。

期刊可以在平台建立属于自己的期刊管理模块，管理 1本或多本期刊。

   期刊用户3

·个人中心

详细记录用户本人在“哲社预印本”的相关操作。

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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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台签订
合作共建备忘录

登录平台择优选稿
查看同行评议

在平台建立自己的
期刊管理账户 向作者约稿哲社预印本

PSSXiv期刊

登录平台上传作者文章
(可单篇或多篇上传)

通过审稿后在期刊
正式发表

期刊

·期刊管理模块

详细记录期刊用户在“哲社预印本”的相关操作。

期刊用户提交论文有三种方式：

单篇提交：对单篇论文进行提交。

批量提交：在期刊管理模块的“批量提交”中下载“Excel 模板”，按选项完整填写需提

交的多篇论文信息，批量提交的论文为 pdf、doc、docx 格式，文件名称需与 Excel 元数据中

的名称完全对应，然后进行批量提交操作。

数据包提交：将期刊大批量的论文以数据包的形式直接提交到平台 ( 如能导出提交论文基

本信息 Excel 表，请一并提交 )。

菜单 功能

期刊信息 对期刊基本信息进行修改保存

单篇提交 对单篇论文进行操作，可选择“保存”或直接“上传”

批量提交 对多篇论文进行批量操作，可选择“保存”或直接“上传”

数据包提交 对大批量论文进行打包上传

待上传论文 对论文提交中选择“保存”的论文进行上传、编辑和删除

已上传论文 已上传、待平台审核的论文

已发布论文 已通过平台审核、在平台正式发布的论文

被拒稿论文 未通过平台审核的论文

期刊可选论文 可查看平台发布的全部未正式出版论文，期刊可择优选稿

已投本刊论文 查看作者意向投稿论文；及时给作者回复

期刊约稿流程如下：

11



问题解答

可以直接引用“哲社预印本”（PSSXiv）.ID 号。

推荐引用格式示例：熊春兰 .(2024). 人文社会科学集刊现象研究 .哲学

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 .[PSSXiv:202401.00162]。

已提交的稿件无论尚处在审核状态还是已在平台发布，均需要联系平

台管理员才能撤销。

首先，确认文件格式是否符合规定的几种格式；其次，检查网络连接

是否正常，网络环境是否良好；再次，换用其他浏览器上传稿件，防

止某些浏览器拒绝请求操作；最后，以上检查操作之后，如果仍无法

上传稿件，请将详细情况发送到邮箱 (yuyin@ruc.edu.cn)，我们将及

时处理。

认真检查稿件政治导向是否正确，内容是否合规合法，是否存在严重

的重复性研究或抄袭、剽窃等问题。之后再次提交，等待审核。

对完善平台功能与服务的建议、使用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用户可以通

过平台首页“问题反馈”告知，也可以通过邮件反馈，联系邮箱：

yuyin@ruc.edu.cn。

如何引用哲学社
会科学预印本平
台的稿件？

如何撤销已提交
的稿件？

稿件无法上传如
何处理？

稿件审核被拒如
何处理？

如何反馈意见？

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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