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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them e of the 48 th F ID Genera l Conference is“Info r2
m ation globalisa t ion in a netw o rk info rm at ion society”. D u ring the confer2
ence, there w ere 5 session s w ith their sub them es such as“R egional per2
spect ives in info rm at ion secto r”, “M ission s of info rm at ion w o rkers”,

“Comm ercia l and indu stria l info rm at ion”and“Impacts in netw o rk info r2
m ation societ ies”. T here are great d ifferences betw een papers from devel2
oped coun tries and less2developed coun tries. M o st peop le believe that in2
fo rm at ion globalisa t ion in a netw o rk info rm at ion society w ill becom e a re2
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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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NUM BER　G350

　　国际信息与文献联合会 (F ID: In terna2
t ional Federa t ion Fo r Info rm at ion and Docu2
m en tat ion) 第 48 届大会暨学术年会于 1997

年 10 月 20～ 25 日在奥地利格拉兹市会议中

心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是“网络信息社会中

的信息全球化”。另外, 它还担负着庆祝于

1895 年成立的 F ID 100 周年的任务。笔者有

幸随中国科技信息代表团参加了此次盛会,

并发表了论文。现就掌握的一些有关 F ID 的

近况和此次 F ID 会议及学术研讨会予以简

介, 并就学术报告作简要评析, 期望对信息界

的学术同仁有所借鉴。

1　F ID 近况[1 ]

F ID 创立于 1895 年, 原称“国际书目学

会”, 后称“国际文献学会”、“国际文献联合

会”, 现称“国际信息与文献联合会”。

现在的 F ID 是在一个国际范围中领导

着有关信息产品、系统和方法的开发、生产、

研究和利用的组织和个人的专业联合会。其

中所指的个人和组织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

信息管理。

F ID 现在倡导一个观念:“信息是一种关

系生死存亡的资源”。“信息在国际、国家、组织

等各个层次上都是一种必要的资源。而且, 这种

资源使我们有权在国家经济和工商领域增强竞

争力, 推动科学技术的国际转移; 发展和改进任

何区域的生活质量; 增加决策者正确决策的可

能性; 刺激教育规划和终生学习; 它涉足信息社

会的所有领域, 艺术和人文领域等等”。

F ID 的成员构成了从事信息、知识和通信

领域的许多团体和专业人员的桥梁和网络。现

在 F ID 在世界 93 个国家或地区有 600 多个成

员。F ID 坚信依靠不同成员间的新的协作和联

合必将创造出许多令人惊喜的机会, 它将有益

于全体 F ID 成员。它的会员资格范围包括: 国

家会员、国际组织会员、机构会员、公司会员、个

人会员和赞助会员。F ID 鼓励所有会员参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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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F ID 的 15 个专门委员会和特别兴趣小组的

活动。这些专门委员会和特别兴趣小组是: 5 个

地区委员会 (F ID öCAO 亚洲太平洋地区委员

会, F ID öCLA 拉丁美洲地区委员会, F ID ö

NAN E 北部非洲和近东地区委员会, F ID ö

RO E 欧洲地区组织, F ID öG IIS 全球信息基础

设施和信息高速公路促进组织) ; 7 个专业委员

会(F ID öCR 用于知识组织的分类专业委员会,

F ID öET 教育与培训专业委员会, F ID öII 产业

信息专业委员会, F ID öIP 信息政策与规划专业

委员会, F ID öIP I 智力产权专业委员会, F ID ö

F I 信息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 F ID öSD 社会科

学信息和文献专业委员会) ; 8 个特别兴趣小组

(F ID öA RM 档案和记录管理小组, F ID öBF I

银行、金融和保险信息小组, F ID öE I 环境信息

小组, F ID öE IS 行政信息系统小组, F ID öIPA

公共管理信息小组, F ID öM IP 现代信息人员的

任务、职责和发展小组, F ID öO E 组织优势小

组, F ID öSCRM 安全控制和风险管理小组)。

会员加入特别兴趣小组和专业委员会不受名额

限制。每个专门委员会和特别兴趣小组都关注

着信息领域不同方面的态势。另外, 会员还可分

别参加 6 个地区委员会的工作。

F ID 通过举办教育和培训、大会和研讨

会, 出版刊物等出版物和设立研究和推广项

目, 以及建立国际网络等开展了多方面的卓

有成效的工作。

另外, F ID 还辟有知识论坛。其目标是集

合 F ID 个人会员、专业委员会、特别兴趣小

组及其它工作小组的专家成为一个系统, 以

便建造一个知识库, 给 F ID 会员以帮助, 使

F ID 最终形成一个国际信息联盟。它的目的

是: 呈现给专业信息联合体和信息用户以相

关信息; 为信息联盟成员和信息用户提供新

的服务; 利用 F ID 范围内的专家扩大网络和

蓄积; 在现有的和新的活动中增加成员的联

系; 在 F ID 联盟内部增进交流的质量和访

问; 增加个人的能力和物理网络的使用; 为会

员交流提供一个基础设施; 集成会员间的力

量。从 F ID 的组织结构和发展目标可以看出

其活动内容和范围都突破了原有的文献领

域, 其作用在日益强化。

2　F ID 第 48 届大会学术研讨会简

述[2 ]

第 48 届 F ID 大会暨学术年会的前 3 天

是大会前的专题学术研讨会。“网络信息社会

中的信息全球化”是这次会议的主题。F ID 希

望通过这一主题使我们清晰网络社会的不同

层面。F ID 努力使自身成为清晰下述观点的主

要促进因素。即不同的信息、知识和通讯领域

的协同以及公共、私人和学术部门的协同对未

来的繁荣与和平是极其重要的。在信息社会发

展中私人个体也被认为是一个主要的力量。

由于网络影响着全球各个地区的社会各

个层面, 所以会议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兴趣。

新兴的信息高速公路与物理基础设施引起了

诸如民主、自由、博爱、和平等的论争。它不仅

影响着我们做生意和其他事务的方式, 而且

影响着遍布世界的所有个体。对信息人员的

影响更是巨大的。信息人员需要从部门思维

方式走向协同方式。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在不

断变化的环境中从职业计划者转变成职业战

略家。会议研讨内容包括了许多今天进入信

息社会的关键元素的论题和主题。范围包括

网络及其访问, 信息高速公路和基础设施, 基

于知识的时代的质量问题、信息科学、智力所

有权、终生学习和远程教育等, 对包括中小企

业在内的工商业的影响、环境及其在信息人

员方面的冲击等。这些内容体现在下面的学

术研讨和报告会中。

2. 1　由 F ID öET 教育与培训专业委员会组

织召开了一个题为“电子网络环境下的工作

和学习”研讨会。探讨了适应真正的网络化环

境下工作和学习必要的学习策略和柔性技能

的职业挑战, 以及应付这一挑战的教育与培

训方式。指出了现代信息人员的教育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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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会议认为现代信息人员的教育与培训

问题已不仅是适应技术, 而且应是本质地理

解信息和知识在当今社会中的流动。认为重

点是寻求对作为机会资源的信息的管理, 以

加强使诸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增殖

的能力的教育与培训。

2. 2　由 F ID öBF I 银行、金融和保险特别兴

趣小组和 SLA 欧洲分委员会组织召开了一

个题为“金融信息全球化”的研讨会。集中讨

论了新近剧变的金融形势下信息服务的任

务: 未来信息人员的任务是什么?如何利用互

联网和其他新媒体并与之竞争? 一种接收后

合并两种信息服务的方式是怎样的? 同时研

讨了延续和注入金融信息人员的活力, 刺激

和推动全球网络化等问题。

2. 3　研讨会举办了一个欧洲信息化 2000 日

程: 多媒体在欧洲的发展的学术活动。信息化

2000 日程是欧洲共同体支持和刺激欧洲内

部市场的规划。它为那些拥有、开发、处理、分

配或使用信息的组织提供了许多机会。实际

上, 这是对欧洲市场上的每个人来说的。一种

新规则的生产技能和商务模式被要求在具有

生机的新市场中生产出极具吸引力和生命力

的产品。2000 年信息日程将支持系列活动:

开发和利用欧洲内部的财富; 为电子信息消

费者生产具有吸引力的产品和服务; 培养新

的创造力和商务技术; 在新的信息市场创造

新的工作岗位。另外还有 6 个学术报告: 提供

给专业人员和消费者使用的智能化媒体服

务, 电子出版—遍布欧洲提供多媒体内容, 都

市化和多媒体时代, 在传统文化领域中的多

媒体应用, 数字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系统的

前途, 强化多媒体在欧洲的应用。

2. 4　F ID 第 48 届大会开幕式后, 同时在 6

个会场举行了 5 个论文报告会和一个贯穿大

会始终的信息技术与产品商务洽谈会。每一

个报告会始终都有一个特定的题目。报告会

一天又分多个时段进行, 每一个时段的报告

又有一个分主题。其各个主题和分主题如下:

第一论文报告会的总题目是“领导时代

的技术”。时段报告分主题分别是: (1)走向信

息高速公路的地区和国家的途径; (2)未来学

者的展望; (3)无法意料的使用—无法预测的

用户; (4)震荡世界的现代信息技术; (5)信息

经济学ö信息价值; (6) 基于知识的信息生产

和处理; (7)智能代理; (8)关系术语、多语种、

多文化领域的知识工程; (9)创造你自己的网

络设施; (10)远程学习。

第二论文报告会的总题目是:“信息领域

的地区展望”。时段报告分主题是: (1)透过信

息的民主化—透过信息网络的自由、平等和

友爱; (2)提供对文化遗产信息的访问; (3)在

信息汪洋世界中的质量保证; (4)信息产品和

服务营销——新道路、新工具和新理念; (5)

跨越国境和信息界限的环境关注; (6)国家环

境信息主动性。

第三论文报告会的总题目是:“信息人员

的任务”。时段报告分主题是: (1)新情况—关

于现代信息人员研究的 F ID 课题组的研究结

果概述; (2) 关联和影响—会员对现代信息人

员研究结果的反响; (3) 目前技能水平下的现

代信息人员: 一组专门讨论; (4) 新任务ö新责

任—我们有所准备吗?; (5) 教育别人ö自我教

育—需要些什么?; (6) 知道什么时侯如何查

询是不够的—现在我们已不得不去建造数据

库吗?; (7) 在最高水平上影响决策者; (8) 合

作改进信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获取—案例

研究; (9)国际信息组织的正式和非正式动议。

第四论文报告会的总题目是:“商务和工

业信息”。时段报告会分主题是: (1)网络化—

繁荣未来的链环; (2)联接信息服务到商务战

略; (3)商务变化和未来信息管理的任务; (4)

信息和知识管理怎样才能对解决工业和商务

所面临的挑战做出贡献?; (5) 提供给组织优

化的信息管理; (6)国家转型期的商务信息战

略; (7)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8) (9) 网络提

高了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第五论文报告会的总题目是“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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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冲击”。时段报告会的分主题是: (1)互

联网—每天访问什么? 谁来访问? 为什么目

的访问?; (2) 网络改变着我们工作和娱乐的

方式; (3)环境虚拟系统的平等访问—阻碍信

息社会两极化; (4) 控制虚拟系统的审查制

度; (5) 网络增强了银行、金融和保险部门的

竞争性; (6)远程工作和远程学习。

3　F ID 第 48 届大会学术报告统计分析

F ID 第 48 届大会学术研讨活动分为大

会的学术报告会和大会前的研讨会。会前未

印制会议录, 会议曾通知会议后出版会议录,

但笔者至今未见到会议录。所以只能依据会

议程序册中的论文报告题名显示的信息进行

粗略统计分析, 期望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3. 1　学术报告综合统计分析

大会共有论文和其他学术报告 112 篇

次。按 5 个学术报告的专题分布情况见表 1。

报告人分别来自 34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

组织。表 2 是对作学术报告两篇次以上的国

家和国际组织的统计。

表 1　学术报告主题分布

领导时代的技术 信息领域的地区展望 现代信息人员 商务与工业信息 网络信息社会的冲击

27 篇次 20 篇次 25 篇次 24 篇次 16 篇次

表 2　两篇次以上报告的国家和地区

国家或国

际组织　

美
　
国

英
　
国

奥
地
利

加
拿
大

中
　
国

伊
　
朗

日
　
本

德
　
国

挪
　
威

尼
亚
　

斯
洛
文

智
　
利

巴
　
西

墨
西
哥

俄
罗
斯

意
大
利

西
班
牙

展
组
织

工
业
发

联
合
国

篇次 18 17 9 6 6 6 5 5 5 4 4 3 3 3 3 2 2

　　作学术报告 1 篇次的国家或地区包括:

法国、芬兰、印度、古巴、捷克、委内瑞拉、台

湾、波兰、格鲁吉亚、克罗地亚、埃及、丹麦、匈

牙利、以色列、泰国和斯里兰卡。需要说明的

是, 有的论文是由两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作

者合撰的, 被分别统计一次; 而一个国家两个

以上作者撰写的论文只统计了一次。另一部

分论文作者未到会作学术报告。

从表 2 及下述的作学术报告 1 篇次的国

家或地区的罗列可见, 参加本次 F ID 学术研

讨的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较多, 尤其是主要

发达国家都有作者作学术报告。说明 F ID 有

广泛的国际代表性。也可看出, 除了发达国家

和地区之外, 发展中国家的作者作学术报告

的也不少, 说明不论贫富大小, 都在关注:“网

络信息社会中的信息全球化”这一论题。

根据美国 1993 年《电脑年鉴》公布的世

界各国和地区每千人拥有电脑量和每秒处理

信息量[3 ] , 结合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及

1993 年以后信息产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发

展情况, 上述国家、地区可区分为“高信息化

水平”和“低信息化水平”两类。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归入“高信息化水平”类 (见表 3)。

表 3　高信息化水平和低信息化水平国家、地区一览

高信息化水平类 (A 类) 低信息化水平类 (B 类)

英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丹麦、美

国、芬兰、奥地利、台湾、以色列、西班牙、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

中国、俄罗斯、伊朗、智利、巴西、墨西哥、斯洛文尼

亚、委内瑞拉、波兰、埃及、格鲁吉亚、克罗地亚、匈

牙利、泰国、斯里兰卡

3. 2　“领导时代的技术”专题学术报告统计

分析

(1) 在“领导时代的技术”专题学术报告

会上的学术报告作者分布在 12 个国家, 专题

报告总数 27 篇次。高信息化水平的国家 7

个, 报告数 20 篇次, 占本专题报告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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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 低信息化水平的国家 5 个, 报告数 7 篇

次, 占 25. 9%。可见, 在这个专题上, 高信息

化水平的国家学术报告集中度大。可以看出,

“信息化水平”与“领导时代的技术”存在一种

辩证关系。“领导时代的技术”既然是一种高

信息化水平的目标和标志, 重视“领导时代的

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就必然导致比较高的信

息化水平。

(2) 高信息化水平国家和低信息化水平

国家的作者对这一主题内容的研究和开发深

度存在差异性。从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高信

息化水平国家的研究和开发已深入到诸如自

动抽词、自动标引等信息自组织系统和形象

查询、虚拟咨询、面向对象的信息自动交易、

超文本图书馆目录等网络信息热点技术论题

方面[4 ]。低信息化水平国家作者所论及的信

息管理技术还表现出传统向先进过渡的特

点。对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讨论也还是对整

体技术途径和系统的研究, 未就其中某一局

部的深入技术问题进行讨论。

(3) 高信息化因素, 尤其是英国在重视

技术开发和实证研究的同时, 也开始关注信

息时代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 如信息社会政

策、信息及信息机构的价值的研究。

3. 3　“信息领域的地区展望”专题学术报告

统计分析

(1) 在“信息领域的地区展望”专题学术

报告会上的学术报告的作者分布在 13 个国

家, 专题报告总数 20 篇次。高信息化水平国

家 7 个, 报告数 11 篇次, 占专题报告总数 1ö
2 强; 低信息化水平国家 6 个, 报告数 9 个,

占专题报告总数 1ö2 弱。可见, 在这个专题

上, 高信息化水平与低信息化水平国家报告

数集中度相当。这是因为不论是“高水平”还

是“低水平”, 都关注着信息领域,“高水平”关

注的网络构造后的一些应用和社会问题,“低

水平”关注建造网络的条件和支持基础。

( 2) 差异性表现在:“高水平”国家较重

视在已经建设成形的 In ternet 网上进一步开

发信息资源和发展商机的问题, 意在通过网

络加快民主、自由、友爱的程度, 加速文化遗

产和环境信息的开发、传播和利用。“低水

平”国家则较重视信息高速公路和信息基础

设施的知识和意义在本国的宣传, 以及本国

在这方面建设的途径和战略等问题, 对信息

经济与信息市场的理论探讨也是其突出的特

点。这反映了这些国家信息化水平的初级性。

(3) 美国这一国家较重视网络与民主权

力的研究。本专题报告会上仅有的两篇这方

面的报告都是美国人作的。这也与美国愿意

充当“人权卫士”的国家形象相一致。

3. 4　“信息人员的任务”专题学术报告统计

分析

(1)“在信息人员的任务”专题报告会上

的学术报告作者分布在 17 个国家, 专题报告

总数 29 篇次。高信息化水平国家 8 个, 作报

告 17 篇次, 占专题报告总数的 3ö5 弱; 低信

息化水平国家 9 个, 作报告数 12 篇次, 占专

题报告总数的 2ö5 强。相差 1ö5, 不是很大。

表明随着网络信息社会的到来, 无论“高水

平”还是“低水平”国家的信息人员的社会任

务都受到挑战, 开始发生了变化。两类国家都

在密切关注这一变化, 并准备迎接这一挑战,

担负新的重要社会职责。

(2) F ID 非常重视“现代信息人员”这一

论题。专门组织了“现代信息人员”课题组。另

外, F ID öET 教育与培训专业委员会也很重

视这一问题的讨论, 亲自主持了有关“现代信

息人员”时段主题报告会。报告会占了 3 个时

段: 第一段由主持“现代信息人员”课题的首

席调研员美国的M DLL Y W OL FE HA YES

先生介绍了本课题的发现。接着有一组信息

人员就上述的调研结论给予了反响。这些反

响突出表现在和他们特有的专长领域的关联

性和影响。第二段是会员们对“现代信息人

员”研究结果的反映。重点也在关联性和影响

上。这些会员有来自英国的 SH ERR Y JES2
PER SEN , 法国的 JEAN M L CH EL 和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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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拉的 DOLOR ES RAV EN TO S D E CA S2
TRO。第三段组织了一个现代技术水平下的

当代信息人员讨论。这一讨论的参加者是由

特别兴趣小组的专家提名的, 由来自世界各

地的各种图书馆和信息中心的各类型组织中

的杰出信息人员组成。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提

倡, 也符合发展国家研究前景预测性问题的

习惯[5 ]。

(3)“高信息化水平”与“低信息化水平”

类国家显然都关注“现代信息人员”的任务及

其教育培训问题, 而且在培训和教育内容上

也有共识。如日本一作者作了题为“数据库设

计方法和它在大学课程中的教学”的报告, 而

伊朗两位作者则分别作了题为“建造数据库

的过程”和“建造数据库过程的模拟分析”两

个报告, 表明两类水平的国家的作者对“现代

信息人员”不能只停留在能够检索数据库来

提供信息服务, 而且应该掌握建造数据库和

提供信息产品的技能和知识。

3. 5　“商务和工业信息”专题学术报告统计

分析

( 1)“商务和工业信息”专题学术报告的

作者分布于 16 个国家, 专题学术报告总数 24

篇次。高信息化水平国家数为 10 个, 报告数

18 篇次, 占专题报告总数的 3ö4; 低信息化水

平国家数为 6 个, 报告数 6 篇次, 占专题报告

总数的 1ö4。前者人平均报告数明显高于后

者。这是因为网络的应用在前者已从国防、科

技和个人的应用走向商业化应用, 而后者的网

络才刚刚建设, 还未普及到商业运用。其次, 高

水平国家企业信息化水平较高, 企业愿意依赖

网络提高生产经营的效率和效果。再次, 前者

都是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 市场竞争较为

激烈, 而企业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信息竞

争, 网络正好适应这一要求。后一类国家多数

企业信息化水平较低, 经济体制正处在向市场

经济的转型期, 信息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并未

受到应有的理解和重视。

(2) 高信息化水平国家和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非常重视面向中小企业的网络信息服

务。F ID öII产业信息专业委员会也同样关注

这一问题。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 高信息化水

平国家的中小企业的信息化程度已很高[6 ]。

有利用网络信息服务的需求和条件。而像中

国这样信息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其大型企业网

络信息系统还正在建设中[7 ] , 所以很难在此

论题上有所注意。第二, 工业化与信息化已不

可分离, 信息产业已成为产业投资的新重点。

F ID öII 是 F ID 中有关工业信息领域的一个

专业委员会。UN IDO 联合工业发展组织则

是一个“协同联合国系统中致力于促进发展

中国家工业化的其他组织, 帮助发展中国家

实现工业化; 主要在情报、教育和研究方面向

这些国家提供顾问和其他援助, 以帮助制订

工业发展的政策和规划。向有可能投资的人

宣传投资机会并提供情报”[8 ]。这首先说明

F ID öII和UN IDO 已不仅仅关注工业信息服

务。其次, 信息产业投资已成为投资新焦点,

所以UN IDO 这样的提供投资情报的国际组

织正在调整其工作的重点。再次, 许多专家学

者都指出发展中国家要想赶上发达国家, 必

须走工业化和信息化共同发展的道路[9 ]。最

后, 还因为UN IDO 与高信息化水平国家同

时讨论面向中小企业的网络信息服务问题,

对吸收这些国家的经验, 并把这些经验提供

给发展中国家, 有助于这些国家同样问题的

解决, 更有益于信息全球化这一目标的实现。

第三, 工业技术信息必须与商务信息相结合,

才能发挥其转化为生产力的作用, 这已是不

争的事实[10 ]。

(3) 高信息化国家非常重视应用现代网

络信息技术进行信息分析, 给企业决策提供

有力的支持。

3. 6　“网络信息社会的冲击”专题学术报告

统计分析

(1)“网络信息社会的冲击”专题学术报

告的作者分布在 10 个国家, 专题报告总数

16 篇次。高信息水平国家　 (下接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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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拨归北京图书馆, 亦使此书得有延津之合。

又曾从日本以 1000 元日金购宋绍兴本《东观

余论》归国,“不使沦于异域”。

周老重视身后为书觅一稳妥去处。1942

年曾给子孙留言曰:“数十年精力所聚, 实天

下公物, 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 宇内

无事, 应举赠国立图书馆, 公之世人, 是为善

继吾志。倘困于衣食, 不得不用以易米, 则取

平值也可。勿售之私家, 致作云烟散, 庶不负

此书耳。”[9 ]解放后, 先后数次将书献给国家。

1950 年将周先生孝友堂图书 400 余箱、6 万

余册赠与南开大学文学院; 1952 年将所藏精

华 750 种、2672 册捐北京图书馆; 1954 年捐

南开大学图书馆中外文图书 3000 余册; 1955

年捐清代善本 3100 余种, 22600 册与天津市

图书馆; 1972 年捐善本书 1800 余种, 9100 余

册给天津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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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0 页) 　数 3 个, 作报告数 8 篇次,

占专题报告总数的 1ö2; 低信息化水平国家

数 7 个, 作报告 8 篇次, 占专题报告总数的

1ö2。二者集中度相等。这说明无论信息化水

平高低, 都在受到网络信息社会的冲击。

(2) 网络信息社会对不同信息化水平国

家冲击的角度和内容现在有所不同。从报告

上看前者关注信息网络审查方式、远程工作

与学习及个人信息的网络发布等问题; 后者

注意建设新网络的条件、能力和意义, 以及信

息贫困等问题。

总之, 本届 F ID 大会研讨的学术主题是

全球的课题, 但信息化水平不同的国家关心

的层次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随着发展中国家

信息化水平的提高,“网络信息社会中的信息

全球化”就必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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