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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社会科学

图书情报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 2023 年度学术年会综述

2023 年 12 月 8 日至 11 日，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 2023 年度学术年会在重庆召开。本届年

会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进理论创新

与实践探索，推动社会科学图书情报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为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作出新贡献”，来自全国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各地图书馆的学会代表 60 余人参加

了会议。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承办、重庆师范大学协

办。会议得到了学会会刊《情报资料工作》和《文献与数据学报》的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王胜，重庆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孟东方，中国社会科

学情报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王岚出席年会开幕式并致辞。王胜副

局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希望社会科学图书情报界以本次会议

为契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

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积极贡献。孟东方校长指出，本届年会紧扣“担负新的文化使

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题，探讨新的文化使命下图书情报工作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战略，

交流理论新进展、实践新探索和技术新应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王岚理事长强调，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在引领社会科学图书情报领域学术发展、促进学术交流以及加

快推进中国特色图书情报理论与实践创新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聚集了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一流专家学者，每年年会上的学术报

告专家云集，精彩纷呈，彰显了学会在学术研究、人才聚拢上的雄厚实力。本届年会邀请了 14

位专家围绕学界业界最新研究与实践进展进行学术报告，报告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图书情报机构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

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路育松做了题为《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

特性，创新发展新时代图书情报工作》的报告，她主要结合中国历史研究院收藏的代表性文物，

围绕如何深刻把握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做了深入细致的学术性阐述，她同时指出，在以中国式



11911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社会科学图书情报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 2023 年度学术年会综述［J］. 文献与数据学报，2023，5（4）：118-120.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社会科学图书情报工作承担着重要职责。要推动新时

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图书情报工作责任重大。她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要以更高的政治

站位、更宽广的视野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符合我们时代需要的更丰厚的图书信息资源，特别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图书情报事业产生深刻影响，本届年会围绕新技术

环境下图书情报学理论探索与技术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理工大学信

息管理学院院长曹树金在题为《生成式 AI 赋能信息分析的测试与展望》的报告中介绍了生成式

AI 的背景以及开展生成式 AI 赋能信息分析的应用测试情况，分析了生成式 AI 赋能信息分析的

优势、局限性和未来趋势，对生成式 AI 赋能信息分析做了价值审视与展望。学会副秘书长、中

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韦景竹在题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鲜活载体：公共文化云平台活动及资源

发现》的报告中介绍了文化云活动服务实践与资源发现需求、公共文化活动服务的概念要素及其

特征，开展的文化云活动资源发现服务现状调研情况，面向智慧服务的活动资源发现趋势及路

径。学会理事、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马海群在题为《数智情报学构想》的报告中介绍了

数智环境对情报学的影响及因应，阐述了数智情报学的显性化与倡导，探讨了数智情报学构建的

逻辑思路。他指出，数智时代已经到来，数智情报学 - 中国情报学的当代图景已经呈现，呼吁

学界同仁为构建数智情报学多做贡献。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师范大学大数据科学研究院院长王曰

芬在题为《场景式情报服务及其发展路径研究》的报告中阐述了场景式服务及其对科技情报服务

转型的影响，探讨了场景式情报服务体系的构建和促进场景式情报服务发展的路径。学会副秘书

长、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信息技术支持中心副主任刘耀在题为《面向社科领域的业务模型构

建平台》的报告中认为业务模型构建平台的未来在于拓展使用领域，要加快代码生成方面的研

究，强化智能体的自适应能力，要强化各类业务模型的构建，特别是需求模型的自动构建，要扩

大使用范围，吸纳个体及机构用户，推动以 PAAS 为主的服务模式。

当前，我国正处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进行业务变革与实践创新，以更好

地发挥图书情报机构在文化传承与发展方面的作用，引起高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以及信息资源

管理教学单位的广泛思考。在高校图书馆创新实践方面，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图书馆党委书

记郑清文在题为《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图书馆信息素质培育的机制与路径》的报告中探讨了高校

图书馆信息素质培育机制和培育路径，为高校图书馆信息素质培育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重要参

考。学会理事、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窦天芳在题为《数据赋能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与探

索》的报告中以清华大学图书馆为例，介绍了数据赋能高校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图书

馆数据资源建设与应用实践，提出了提升数据管理能力的若干建议。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彭

林在题为《坚持藏用结合，服务文化传承》的报告中回顾了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七十年来的发展

历程，特别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 2010 年到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他表示，重

庆师范大学图书馆要立足当下，答初心之问，赴使命之约，实现藏书布局大调整，扩大服务空

间。在专业图书馆的创新实践方面，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文献中心建设部主任

赵以安在题为《加快建设公益性国家学术平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进展》的报告

中介绍了近年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建设进展和宝贵经验。他表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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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心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探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传

播平台和公益性服务平台的建设发展模式，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我国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

播，以高质量学术信息资源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精神文化需求，讲好中国故事。在信息资源管理

教学单位的创新实践方面，学会常务理事、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朱庆华在题为《习近平文

化思想引领下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以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为例》的报告中介绍了南

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在文化传承视角下采取的一系列创新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品质的学术期刊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

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学术期刊平台建设与图书情报工作的关系非常密切，关

于期刊平台建设与评价等相关问题引起图书情报学界业界的广泛关注。学会理事、中国科学院文

献情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主任初景利在题为《预印本与预印

本平台的价值》的报告中分析了预印本与预印本平台的定位和价值，介绍了国内外预印本平台的

建设情况和业内专家的认识，呼吁学界关注和支持预印本平台发展。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人民

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总编辑高自龙在题为《文化传承发展：期刊的作用与作为——以〈情报资料工

作〉杂志为例》的报告中介绍了杂志在主题宣传、思想指导、聚焦前沿、创新引领、策划活动、

学界共建方面的创新举措和成熟经验。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期刊

与成果评价研究室主任苏金燕在题为《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现状与发展》的报告中介绍了人

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基本情况，回顾了数字时代评价指标的演化过程，探讨了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评价发展趋势。

会议闭幕式上，王岚理事长为本届年会做了精彩回顾和总结。他指出，本届年会聚焦

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报告专家紧紧围绕会

议主题，从不同视角探讨我国社会科学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内容丰富多彩，交

流富有成效，达到预期效果。此外，会上还通报了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九届七次常务理事通讯

会议关于理事调整的有关情况。

（执笔人：孔青青 赵以安 赵慧 王岚 解放 赵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