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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领域的发展都存在学界与业界、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学科理论源于实

践，并指导业务工作，业务实践基于学科理论，并丰富学科体系内涵。当前，在图书情报领域似

乎存在两个阵营，一个是以信息管理学院（系）为代表的学院派，另一个是以图书馆情报所为代

表的馆所派，学院派侧重图书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信息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注重体系化的

学科建设；馆所派侧重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情报研究与决策支撑工作，注重实用性的手段建

设。这两个阵营间似乎“各不相干、互不相容”，图书情报学科研究追求“全、新、优”，较少

关注图书馆情报所的实际需求，而图书馆情报所的业务则强调对实践问题的解决，比较少地关注

图书情报的理论方法，结果，导致学院派与馆所派相互脱节，形成两张皮，致使图书情报学科边

界不清，文献信息业务范畴模糊。

图书情报领域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环境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给业态带来的冲击，又有数字资源形态和用户行为变化给图书情报领域带来的颠覆性变革影

响；既有面对出版传媒、文献情报、数据文件、智能计算等知识内容行业不断跨界融合，使得人

才培养方向定位变得模糊，不知为谁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又有教师沿袭从书本到书本

的研究，为了评职称而做研究，过分追捧新概念、新术语，缺乏对实践问题与需求的感知，以至

于“犁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家的田”，即使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也无法指导实际工作；还有很

多馆所工作人员没有接受过图书情报专业训练，按部就班，安于现状，疏于变革，沉沦于重复

性、事务性、简单性工作，对学术研究的关注不够，轻视业务的专业性，缺乏对专业问题进行研

究的能力和动力。

要打破图书情报领域的这种壁垒，填补理论与实践中的鸿沟，需要重新审视图书情报学

科方向和业务定位，增强学科的应用属性，强化业务的基准规范，推进学科研究与业务实践的

融会贯通、交叉融合与开放创新。一方面，学科建设需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注重应用

场景的构建，把论文写在科技信息交流平台上，融入文献信息服务之中，推动图书情报业务实

践不断变革与超越，这才是最终检验学科理论效用所在；另一方面，业务实践需要把握图书情

报工作发展规律，锚定业务范畴和目标，遵循业务流程和标准规范、凝练算法和方法，在实践

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丰富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同时，要推动图书情报领域学

术生态联盟的形成，一方面要将馆所作为图书情报教育的实习基地，将业务经验与困惑带入课

堂之中，推进专业人才的共同培养，崇尚专业热爱、职业精神与学有所用；另一方面加强教师

与馆员的交流互访，创建联合实验室，提倡教师在馆所兼职或进行客座研究，鼓励馆员讲学讲

课，寻求共同的研究选题与研究计划，致力于解决领域重大关切，释放文化传承与知识传播价

值，发挥“耳目、尖兵、参谋”作用，形成“文献库”“信息库”“知识库”与“思想库”的

学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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