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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寄语

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增设交叉科学部，2021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增设

“交叉学科”门类。随着学科分化与融合的不断加剧，交叉学科在科学突破和创新中的作用越来

越凸显。据统计，最近25年交叉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比例已接近一半（49.07%）。实际上，图书

情报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与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数学、语言

学、咨询学、科学学、决策学等密切相关，具备跨学科的性质，颇具“交叉学科”的门类特征。

图书情报学科主要研究信息的产生、收集、组织、存储、检索、揭示、传播、转换和使用

等知识利用问题。一方面着眼于文献对象的描述和利用，将知识组织、语义关联、情报计算等

理论与方法融入到信息保障、文化传承、科学交流、数字人文、决策支撑之中；另一方面致力

于将算法、逻辑、数学等应用于文献信息的管理，将知识图谱、时序演化、神经网络、关联挖

掘等应用于不同领域大数据的处理和开发，使其成为智慧化数据。继而，为创新群体和社会大

众提供信息服务和决策支撑。

图书情报学科不是多门学科知识的简单堆积和拼凑，而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

之间相关理论、观念和方法的“有机融合”，强调综合运用计算思维、协同思维、跨学科思维

和关联思维，形成学科间协调互动解决问题的工具、平台和方法。针对社会需求和重大问题，

寻找学科新的增长点，对信息资源进行知识组织，对文本数据进行分析，形成支持决策的智能

解决方案；提炼出图书情报学科的核心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构建学科的话语体系。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势不可挡，图书情报学科作

为“交叉学科”门类，需要坚守初心本色，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探索新的发展路径，结合

研究对象的知识集成特点，突破单一学科的限制，增加学科之间的交流，融合不同学科的研究

范式，避免学科封闭和自我垄断，尝试突破以学科界限为基础的学术管理制度、人才培养模式

和学科组织范式，建立起跨界、开放和共享的运行机制，提升学科解决实践问题的活力，增强

业界、社会公众的认同度，为图书情报事业发展提供更好的生态和平台。

重视图书情报的“交叉学科”门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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