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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六届学术
研究委员会成立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摘　要　要用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学术研究工作 ,进一步提高图书馆学研究

和学术交流水平 ,促进学科发展。要推动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国际化、普及化 ,要通过学术研究

培养人才 ,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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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r. Yang thinks that we should guide the work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Library Science

by President Jiang Zemin′s idea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We should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es and their results and train a

group of capable library professionals.

KEY WORDS　Academic Committee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Library Science. 　Library science.

Promoting development . 　Academic innovations. 　Academic popularization.

CLASS NUMBER　G250

各位代表、专家、学者、同志们 :

今天 ,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六

届学术研究委员会成立仪式暨工作会议 ,我谨代表学

会第六届理事会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 对

出席本次会议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 ! 向各位专家

学者多年来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展所做的无私奉献

和取得的成绩表示由衷的敬意 ! 在这里 ,我还要感谢

文化部、北京市文化局对本次会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

支持 ,同时 ,我代表全体与会人员对首都图书馆为本

次会议所做的各项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图书馆作为国家重要的文化设施 ,对推动社会

发展和弘扬传统文化一直起着重要作用。进入新的

世纪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以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

为契机 ,图书馆界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也遇到了

巨大的挑战。我们必须提升整体实力 ,用高新技术

武装自己 ,尽快向现代化图书馆转型 ,奠定社会信息

中枢和国家知识传播中心的地位 ,成为建设先进文

化的中流砥柱。在这一过程中 ,对先进科学技术应

用、普及的程度直接影响着图书馆从传统走向现代

化的步伐。成立第六届学术研究委员会的目的 ,就

是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 ,紧紧围绕图书馆

及其学科发展这个中心 ,以改革和创新为动力 ,通过

开展多种形式、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及交流与合作 ,

使学会成为学术活动的主渠道 ,科普教育的主力军

和行业学术交流的主要代表。作为中国图书馆学会

第六届理事会三个专门工作委员会之一 ,新一届学

术研究委员会由 170 多位图书馆界知名的专家、学者

组成 ,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职责 ,负责在全国范围内组

织、协调和指导图书馆学术研究活动 ,将直接发挥学

术交流主渠道的作用。借此机会 ,我想谈几点意见 :

1 　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学术
研究工作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

从宏观上为图书馆发展指明了方向 :就是要用先进

的科学技术传播知识信息和先进文化 ,最大限度地

为社会提供最广泛的服务。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也

是同样 ,起点一定要高 ,要结合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展

开 ,着眼研究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课题 ,充分发挥科技

进步和创新在图书馆研究领域的作用 ,努力推进学

科理论创新 ,积极应用和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学

术理论成果 ,从而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学术

研究和学术交流中 ,要研究如何利用高新技术开发、

利用文献信息资源 ,延续、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

推动先进文化的传播。在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中 ,

要代表和维护广大会员和图书馆工作者的利益 ,为

提高他们的学术研究水平 ,为他们参与学术交流创

造条件。在这里还要强调的是 , 在学术研究过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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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学风建设 ,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气 ,真

正对图书馆事业有所促进。

2 　要进一步提高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
的水平 ,促进学科发展

学术研究委员会及各专业委员会应以中国图书

馆学会“十五”期间工作规划为总体目标 ,以创新和

发展为动力 ,大力倡导“双百”方针 ,鼓励创新思维。

———学术研究委员会要保持学术的权威性和敏

锐性。学术研究要及时把握图书馆学科发展趋势 ,

与时俱进 ,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与

研究活动 ,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先进的理

论。学术研究委员会下属的 14 个专业研究委员会几

乎涵盖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其成员都是我

国图书馆界的知名专家、学者 ,学术研究委员会要充

分发挥自身这一智力优势 ,不断提高学术研究水平 ,

以保持学术研究的权威性和敏锐性。

———学术研究委员会要鼓励学术的原创性。要

把我们工作的重点放在为原始性创新思想、观点的产

生创造更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上去 ,促进图书馆学科建

设 ,推动前瞻性、基础性的理论和技术创新 ,争取成为

原创性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孵化器”和“加速器”。也要

鼓励对学术活动形式和内容的创新 ,不断推出形式新

颖、独具特色的活动 ,以吸引更多的参与者。

———学术研究委员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理

论联系实际 ,是研究工作者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开

展学术交流与研究活动要适应图书馆学科发展的新

动态 ,从社会需求出发 ,从图书馆实际工作需要出

发 ,根据需要开展工作 ,产生的理论才不会是“空中

楼阁”,才能取得现实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学术研究委员会要加强学术活动的社会

化。学术活动不能自我封闭 ,要与时俱进 ,采取更加

开放的姿态来开展学术活动 ,积极为各级党政领导

部门、科研机构、重点单位和企业的决策提供信息咨

询服务。要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 ,加强与主管部

门的联系和沟通 ,主动争取政府的授权和委托 ,协助

进行图书馆情报行业政策、法规的制定 ,组织专家学

者参与图书馆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职业资格认

证调研和科技项目评估、成果鉴定及专业产品推荐

等工作 ,从而拓展学术活动的空间。

3 　推动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的国际化
与普及工作

图书馆界的学术研究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

积极开展具有国际影响的课题研究 ,以使学术成果

与国际接轨。要推动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的国际

化 ,尤其是在弘扬、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多做工作。同

时 ,要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研成果 ,引进先进的

图书馆管理理念和高新技术。在这里 ,我希望学术

研究委员会与编译出版委员会和图书馆交流与合作

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 ,加强合作 ,形成整体优势 ,推

动学术成果的出版宣传和推广工作 ,让中国图书馆

学会和中国图书馆学者 ,特别是中青年优秀学者走

向世界 ,为国际交流活动增添实质性的内容。我们

还要注意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的普及工作 ,提高图

书馆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要充分利用《中国图书

馆学报》这一学术期刊阵地 ,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 ,

使《学报》成为培育和发布原创性思想的沃土 ,增强

学术成果交流的及时性、有效性和多样性。

4 　要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培养和建设人
才队伍

随着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 ,人才匮乏的问

题日益突出 ,特别是管理人才、计算机人才、信息咨

询人才短缺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图书馆的发展。重

视人才的培养 ,是我们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义不容

辞的责任 ,你们站在学术研究的第一线 ,要注意发现

人才苗子 ,唯才是举 ,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 ,通过传、

帮、带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培养出一批人才。学术

研究靠优秀人才才能出成果 ,学术成果促使优秀人

才脱颖而出。我们要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使学术

研究委员会成为发现人才、培育人才、推荐人才的基

地。在培养好人才尖子的同时 ,我们也要加强对图

书馆行业在职教育和继续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通过

多种形式 ,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形成一支高素

质的人才队伍 ,以适应信息时代给图书馆的发展带

来的挑战。

同志们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信息服

务业将面临更大的发展空间。今年又是我国加入世贸

组织的第一年 ,经济全球化也必然给我国图书馆界带来

影响。因此 ,我们广大图书馆工作者要振奋精神 ,与时

俱进 ,站在国际图书馆界发展的前沿 ,积极推动图书馆

理论的创新体系 ,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中国图

书馆学会工作的不断提高而努力奋斗。

最后 ,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

杨炳延　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 ,中国图书馆学

会常务副理事长。通讯地址 :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33 号。邮

编 100081。 (来稿时间 :200220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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