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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系统梳理 ２０１９ 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沙龙 ３９ 位参会青年学者关于一级学科核心知识的

观点，即为人类提供记录、保存、组织、检索、获取、分析与开发利用各行业各领域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思想、方法及

技术，专注于信息资源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教育与研究。 论文归纳青年学者提出的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包括：
一级学科地位总体不高，一级学科存在认同危机，一级学科与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矛盾突出；提出可能的发展方

向：凝练学科内涵，拓展学科外延；传承核心知识，创新理论体系；强化实践导向，紧跟国家战略。 与会者表示，身
为青年学者，应主动承担延续学科命脉、探索学科未来的责任。 图 ３。
关键词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　 核心知识　 发展方向

分类号　 Ｇ２５０

Ｃｏｒ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Ｙｏｕ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Ｓａｌｏｎ ２０１９

Ｗｒｉｔｅｒ： ＹＡＮ Ｈ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ｒ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ｒｔｙ⁃ｎｉｎｅ ｙｏｕ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９ Ｎｅｗ Ｙｅａｒ Ｓａｌ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ｒｅｃｏｒ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ｒｔ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ｏｔｅｓ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ｓｕｍｓ ｕｐ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ｙｏｕ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ｗｈｏｓ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ｎｏｔ ｖｅｒｙ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ｅｙ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ｄｅｎ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ｂｏｒｄｅｒ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ｕ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Ｙｏｕ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ｐｕ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 ３ ｆｉｇ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ｒ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１２１

通信作者：闫慧， Ｅｍａｉｌ： ｈｙａｎｐｋｕ ＠ １６３． ｃｏｍ， ＯＲＣＩＤ：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２ － ３６４９ － １６０１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ＹＡＮ Ｈｕｉ，Ｅｍａｉｌ： ｈｙａｎｐｋｕ＠ １６３．ｃｏｍ ， ＯＲＣＩＤ： 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６４９－１６０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五卷　 第二三九期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２３９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１９ 年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青年学者沙龙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
自国内 ３４ 所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

３９ 位青年学者参加会议。 围绕“学科传承与未

来展望”主题，每位参会青年学者均发言并参与

研讨。 本文系统梳理参会青年学者对一级学科

核心知识、发展中的问题及未来方向的观点，形
成这部分青年学者理解一级学科的整体视野。

１　 图情档青年学者沙龙概况

本次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沙龙的

设想和灵感，来源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情

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成立的学科发展报告

课题组对国内学科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实地调

研。 课题组经多处实地调研发现，图书情报与

档案管理领域青年学者缺少一级学科层面的交

流平台，三个主要的二级学科———图书馆学、情
报学和档案学的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停

留在个人层面和极小范围，这一现状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一级学科有生力量的成长与视野，对
于一级学科的可持续与健康发展有负面影响。

此次学术沙龙汇聚了全国 ２０ 个省和直辖市

的 ３４ 家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机构的青年学

者，来源省市包括：北京、江苏、天津、湖北、广

东、河南、吉林、辽宁、陕西、上海、福建、广西、河
北、黑龙江、湖南、山东、山西、四川、云南和重

庆。 参会学者覆盖大部分地区和绝大部分大学

创办的图情档教育机构，比较有代表性。
参会学者中，目前服务专业为图书馆学的

１２ 人（ ３０ ７７％），情报学 １６ 人（ ４１ ０３％），档案

学 ８ 人（２０ ５１％），信息资源管理 ３ 人（７ ６９％）。
其中，图书馆学专业学者的最高学位分别来自

以下专业：图书馆学（１０ 人）、情报学（１ 人）和信

息学（１ 人）；情报学专业学者的最高学位分别来

自于以下专业：情报学 （ １１ 人）、图书馆学 （ １
人）、信息学（１ 人）、信息资源管理（１ 人）、科学

技术史（１ 人）、科学学与科技管理（１ 人）；档案

学专业学者的最高学位专业均为档案学；信息

资源管理专业学者的最高学位分别来自于以下

专业：管理科学与工程（１ 人）、市场营销（１ 人）
和知识管理（１ 人）。

参会学者的最高学位专业和目前服务专业

的关系如图 １ 所示，图上半部分带“专”字的专业

图 １　 参会学者博士专业与所服务专业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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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目前服务专业；图下半部分带“博”字的专

业为最高学位专业。 总体来看，情报学专业和

信息资源管理专业的参会学者跨学科背景更丰

富，图书馆学和档案学专业的数据显示学科延

续性更强。 这些专业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本次沙龙中出现的核心知识和发展方向的

观点。
尽管此次学术沙龙的参会学者只是全国图

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中的一小部分，但考虑

到其广泛的地区和高校来源、多元化的专业背

景等特征，这部分青年学者对学科核心知识与

发展趋势的认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助于学

界同行理解青年学者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对于

凝练一级学科内核、寻找发展方向也有积极的

参考价值。

２　 图情档一级学科核心知识的归纳

３９ 位青年学者在此次沙龙上发表的核心知

识的观点中的全部关键词可归纳为以下类别。
特别说明，某一个关键词在一位学者对学科核

心知识的表述中出现一次或多次均算作 １ 次，
每个词最多出现 ３９ 次。

（１）数据：采集、理解、处理、分析、管理、监
管和素养，这些关键词出现 ８ 次，其中数据管理

２ 次，其他关键词为 １ 次。
（２）信息：采集、记录、保存、加工、组织、检

索、查询、搜寻、获取、行为、开发与利用、服务、
传播、分析、计量、经济、咨询、信息资源管理，共
出现 ８８ 次。 信息组织出现次数最多，为 １７ 次；
信息检索出现 １４ 次，信息分析 １０ 次，信息开发

或信息利用 ９ 次，信息服务 ９ 次，信息计量 ６ 次，
信息保存（存储）６ 次，信息采集 ３ 次，信息搜寻、
信息获取、信息行为、信息传播、信息咨询各出

现 ２ 次，其他词出现次数均为 １。
（３）知识：管理、组织、检索、治理，共出现 ６

次。 知识组织与知识管理出现次数为 ２ 次。
（４） 档案：保护、修护、素养，共出现 ４ 次。

其中档案保护出现 ２ 次。
（ ５ ） 链 条： 数 据—信 息—知 识—智 慧 的

ＤＩＫＷ 链条出现 ５ 次；数据—信息—知识—情

报—决策的 ＤＩＫＩＤ 链条出现 １ 次，共出现 ６ 次。
（６）承载核心知识的其他要素：信息技术出

现 ３ 次、用户 ２ 次，社会结构、文献、古籍、信息系

统分别出现 １ 次。
图 ２ 是上述关键词生成的可视化词语云图。

图 ２　 核心知识关键词分布：基于词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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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上理解，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二级学科学

者对一级学科核心知识的认识中，信息组织、信
息检索、信息服务、信息开发与利用、信息分析、
信息计量、信息保存出现频次相对较多，能典型

地反映青年学者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核心知

识的认知。 但从青年学者的数量上来说，对核

心知识的表述单纯进行出现频次统计不具有完

全意义，并不能百分之百支撑核心知识的表述。
从青年学者提及的核心知识关键词丰富度

的角度来分析，数据的管理、信息的管理、知识

的管理与治理、 档 案 的 保 护、 文 献 的 管 理、
ＤＩＫＩＷ 或 ＤＩＫＩＤ 链条，以及 ＤＩＫＡ 之外的其他

核心要素（用户、技术、社会结构等） 构成了整

个核心知识的视图，如图 ３ 所示。 从数据的管

理流程来看，从数据素养开始，到数据采集、理
解与处理、再到数据分析和监管，构成该维度的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的核心知识表述，但当使

用数据作为出发点时，作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一级学科应该考虑与数据管理、数据科学的

关系。

图 ３　 核心知识关键词分布：基于核心要素的关系图

　 　 从信息角度来界定核心知识成为参会青年

学者的优选策略。 信息的采集和记录是管理信

息的起点；常见的信息加工环节是经过保存或

保管环节后，对信息进行分类组织、建立检索系

统，来实现有效查询，为用户提供搜寻渠道和支

持，并通过制度、机制和政策设计，保障用户最

终能够有效获取各类信息。 信息在用户实现有

效查询与获取之后，进入（再次）开发与利用环

节。 信息分析、信息计量、信息咨询、信息传播、
信息的经济性开发与利用等环节构成信息服务

的核心工作。 上述流程可以统一到信息资源管

理的范畴内，这也是三个主要二级学科对人类

知识体系与实践活动的核心贡献。
两类链条表述分别为从数据到信息、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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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再到智慧（ＤＩＫＷ），以及从数据到信息、到知

识、再到情报与决策（ ＤＩＫＩＤ），这是传统情报领

域经常使用的表述方式，是对数据、信息、知识

与情报等核心话语之间关系的基本判断。 数

据、信息和知识作为在此次沙龙中出现较为频

繁的术语，也代表着青年学者从前辈继承下来

的二级学科核心知识点要素，可以成为一级学

科进一步融合的基础架构。
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的二级学科经典导

论知识体系入手，无论是图书馆学基础知识对

信息或知识的组织与检索的强调，抑或是图书

馆情报学将信息的有效查询与获取作为核心知

识点的定位，或者是情报学导论中信息源、情报

组织、情报检索、情报技术、用户服务等知识要

点，还是档案实体管理中档案的价值鉴定、收

集、整理、保管、登记与统计等，档案信息资源开

发与利用中的档案检索、编研和利用等要素，我
们都能找到三个主要二级学科核心知识的共同

点，那就是为人类提供记录、保存、组织、检索、
获取、分析与开发利用各行业各领域数据、信息

和知识的思想、方法及技术，专注于信息资源全

生命周期管理的教育与研究，从内容、技术、系
统、用户、社会、政策、文化传承等多个角度创造

最大程度的信息福祉。

３　 图情档一级学科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

参会学者提出的一级学科发展中面临的问

题归纳如下。
第一，一级学科地位总体不高。 面临不同

学科的竞争、不同类型的学校发展生态，图书情

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在国内高校遇到了如下不得

不认真思考并回应的问题：学科地位参差不齐

但总体不高；部分学位点被教育部撤销或者学

校自行撤销，撤销现象在理工类院校尤其明显；
部分学位点经过院系合并调整陷入与其他学科

的生存竞争中，如计算机、公共管理、管理科学

与工程、社会学等；现存学科在校内生存压力

巨大。

第二，一级学科存在认同危机。 图书情报

与档案管理学科长期以来存在话语碎片化、内
生力不足的问题，而且图书馆学与档案学的坚

守和情报学话语的飘移并存，使得二级学科之

间的融合甚至是简单并存的难度增大，直至出

现了一级学科自我消解危机。 另外，学科边界

弱化，研究问题泛化现象严重，“万金油”的定位

等问题值得警惕，根源可能在于一级学科的使

命与目标模糊，内部开放性不足，传统图书情报

与档案管理职业的可替代性较强。 当然部分参

会学者认为积极的学科认同不是没有，而是来

得太晚，不足以完全支撑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也有青年学者认为学科认同过于乐观，与实际

出入较大。
第三，一级学科与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矛

盾突出。 学生对一级学科冷门的认知与学科承

载的时代使命、信息社会对学科的旺盛需求之

间暂时存在矛盾；学生就业和科研的高水平与

专业的低认同度之间不相兼容；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业界对优秀学生的需求与专业教育之间

的矛盾依然突出；一级学科课程体系与实际需

求之间的冲突较为明显；高考招生改革方向与

一级学科吸引力之间的冲突已经显现；研究领

域热得太热，冷得太冷，学术研究中的功利化倾

向值得关注。
为最大程度上回应和解决上述这些问题，

青年学者对一级学科的未来发展提出以下

建议。
第一，凝练学科内涵，拓展学科外延。 从学

术共同体的角度加强学科内核建设，进一步基

于三个主要二级学科凝聚核心知识，提炼一级

学科理论内核，推进二级学科之间进一步融合，
优化一级学科发展平台，部分参会的青年学者

建议修改一级学科名称为信息资源管理或信息

管理。 一级学科应该以自信和开放的心态开展

跨学科交流，主动地、有序地扩展学科边界，比
如与数据科学等新兴学科融合发展，比如与具

体行业或领域相结合，拓展学科生存领地，这些

具体行业或领域包括：科学、文化、商业、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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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国防、医药健康、大数据、人工智能、数据

安全等。
第二，传承核心知识，创新理论体系。 与会

青年学者认为，需要继承传统知识体系中有利

于二级学科融合的知识点，坚持二级学科的独

特知识体系，在解决特定文化和信息机构问题

的理论与方法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二级

学科的理论建设道路，以融合和集成的战略思

路增加学科理论自信，建立学科自省长效机制，
实现特色发展。 处理好坚守传统与紧跟潮流的

关系，在兼顾传统与创新的基础上，努力构建有

影响力的理论，主动参与跨学科对话平台，增加

一级学科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建立和升级适

合大数据时代和未来更多新技术形态的信息资

源管理知识体系。
第三，强化实践导向，紧跟国家战略。 在国

家重大发展战略、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体系中，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应扮演更加重要的角

色。 通过灵活多样、不断革新的人才培养方式，
为社会输送更符合需求、专业认同感更高的人

才，创新信息问题的发现与解决方法、信息工作

方法论、信息领域政策咨询体系，拓宽图书情报

与档案管理核心思想、方法与技术的应用场景，
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和实践价值。

所有与会学者表示，身为青年学者，应主动

肩负延续学科命脉、探索学科未来的重担。 图

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等二级学科的青年学

者追求更高水平的合作和交流，推进学术共同

体的建设。
此次青年学者沙龙经过认真讨论，形成“学

术共同体倡议”（后附）。

致谢：２０１９ 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沙龙感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学科评议组第一召集人冯惠玲教授、第二召集人陈传夫教授、秘书张斌教授等成员，以及中国人民

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刘越男教授、徐拥军教授等的大力支持。

声明：本文中有关一级学科核心知识、发展问题及方向的学术观点是此次青年沙龙三十九位学

者立场的汇总。 执笔人的贡献仅在于对其观点进行编码、可视化和分类。 如有不妥之处，欢迎同行

参与讨论。 三十九位参会青年学者是：陈昊琳（东北师范大学）、陈慧（华中师范大学）、陈忆金（华

南师范大学）、陈则谦（河北大学）、董伟（天津大学）、樊振佳（南开大学）、高大伟（郑州航空工业管

理学院）、韩涛（中国科学院大学）、何琳（南京农业大学）、洪秋兰（福建师范大学）、黄崑（北京师范

大学）、加小双（中国人民大学）、李倩（山西大学）、李卓卓（苏州大学）、刘畅（北京大学）、刘宇（云南

大学）、牛力（中国人民大学）、裴雷（南京大学）、钱明辉（中国人民大学）、任越（黑龙江大学）、谭必

勇（山东大学）、陶俊（西北大学）、完颜邓邓（湘潭大学）、王平（郑州大学）、王贤文（大连理工大学）、
王铮（西北大学）、吴丹（武汉大学）、肖鹏（中山大学）、徐辛酉（广西民族大学）、闫慧（中国人民大

学）、翟羽佳（天津师范大学）、张鹏翼（北京大学）、张卫东（吉林大学）、张文亮（辽宁师范大学）、张
晓娟（西南大学）、张衍（上海大学）、赵星（华东师范大学）、赵宇翔（南京理工大学）和周文泓（四川

大学）。

闫　 慧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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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２０１９ 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沙龙

学术共同体倡议

　 　 中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１２０５）一级学科的发展壮大是图书馆学（１２０５０１）、情报学（１２０５０２）、

档案学（１２０５０３）等二级学科相互支持、共同拼搏的结果，是在变革与考验中凝结成的牢固学术共同

体。 开放竞争带来的学科危机感推动三十九位青年学者于二零一八岁末相聚中国人民大学，探讨

一级学科核心知识，展望学科未来发展走向。 与会学者以青年之激扬无畏发出如下三点倡议。

第一，不忘使命，砥砺前行。 青年学者应牢固树立学术共同体意识，坚持为人类提供记录、保

存、组织、检索、获取、分析与开发利用各行业各领域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思想、方法及技术的使命，

专注于信息资源全生命周期管理教育与研究的同时，主动承担国家文化传承与创新重任，强化社会

服务，推动社会创新。

第二，精诚合作，守正拓新。 青年学者肩负延续学科命脉、探索学科未来的责任。 图书馆学、情

报学与档案学的青年学者应如坚固的三角，鼎足而立，休戚与共，勠力同心，坚持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学科已有核心知识的传承发展，坚持以科学化范式引领学科发展，自信地、积极地拓展新兴领域，

不断丰富学科内涵，夯实学科发展土壤。

第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青年学者一致认为，为强化学术共同体，应该以务实进取的精神持

续提升学科影响，呼吁更多的青年学者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学科向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方向发展。 与

会青年学者共同发起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交流平台，欢迎更多有识之士加入，携手共创美

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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