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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本范式———关于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哲学思考

摘　要　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是一个用以表征图书馆学新范式的本体论范畴。文本范

式是其本体论与认识论支点。信息资源是文本范畴的社会维建构 ,公共信息资源是文本范畴的

社会维度建构 ,认知机制是公共信息资源的信知维。基于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元理论

建构是一个三维元结构。图 2。参考文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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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是笔者创构的一

个用于表征拟建的业界理论新范式的基础性、本体

论性质的范畴概念。按照科学思维表述的分层原

理 ,本文侧重于其科学哲学层面上的最基本问题

———核心架构的阐述。就“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

机制”的科学哲学认识意义而言 ,笔者力图追求建构

一个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整合价值且具有统摄各种

维向度及层面之“必要张力”的元理论体系。

1 　文本范式 :本文论题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支点

确立“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这一范畴概

念的首要理论任务是寻找它的最核心的本体论支

点 ,而关于这一支点的相关理论体系则是它的认识

论支点。笔者认为 ,经过整合和重新限定后的“文本

范式”便具有这种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统一的能指价

值。

111 　关于“文本”的元理论解

文本 ( Text) ,原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术

语 ,一般指依语言规则结合而成的 ,大于句子的语言

组合体或指语言组合体中不同语言学层次上的结构

组织本身。在当代符号学、阐释学研究中 ,文本超出

了语言现象范畴 ,它可以指任何时空意义上的能指

系统。文本概念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在广义上甚

至将文化状态乃至于整个精神世界都看成是一个文

本[1 ] 。当代 IT 业、网络信息化所谓“超文本”[2 ]概念

正是基于“文本”概念的广义理解。

周庆山先生给文本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文本是

文献传播的内容和受众阐释的对象 ,是以标准化的

编码形式表达整体意义的符号系统 ,是经过人类加

工处理、付诸一定载体形式的社会文献信息。”[3 ]倘

若抛开这一定义的传播学、阐释学视角 ,其基本的理

论内核已经比较接近本文所谓文本范式的核心层面

了。

《易》云 :“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

笔者认为 ,就“文本”一词的内涵而言 ,当包含两个基

本概念 :一是“文”,一是“本”,它们在本体论意义上

形成一个二元建构。这里的“文”当指形 (符号要素、

载体要素) 与形而下之器 (作为结果物的“文献”、符

号系统、媒体) ;这里的“本”则应指借形与形而下之

器而外化、客观化的信息 (知识、情报) 本身。按科学

认知的本体论要求 ,虽然“文”与“本”是一种双向建

构 ,是互为依托与彰显的关系 ,但“本”是第一位的 ,

属于形而上的范畴 ,“文”则是第二位的。进而言之 ,

我们应以借一定形与器而外化、客观化 (文献化、符

号化、载体化)存在的“道”(即“本”,信息、知识、情报)

为新的业界范式的一个本体论对象。而“文本”则是

对这一对象的抽象表述。

112 　“客观知识论”与“文献信息论”:业界的两个典

型的文本范式

　　(1)“客观知识论”是将世界著名科学哲学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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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波普尔的“世界 1、2、3 理论”[4 ]引为图书馆学、情

报学的共同的理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范式观。肇始

者一般被认为是英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两栖权威布

鲁克斯。他为我国业内同行所熟知的一句名言是

“波普尔的第三世界理论应受到图书馆学和情报学

家的欢迎 ,因为他首次为他们的职业活动提供了理

论基础”[5 ] 。国内图书馆学家吴慰慈将布鲁克斯的

相关认识称为“知识基础论”,并将其列为西方图书

馆学现代元理论五大流派之一 [6 ] 。

可以说 ,波普尔“世界 1、2、3 理论”一问世 ,即受

到世界各科学领域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激烈争论。

时至今日 ,尽管对波普尔这一理论的某些细节问题

的争论仍在继续 ,但其主导方面 ,如立足于知识本体

论立场的多元分析、强调“世界 3”的特殊重要性、引

发对知识的客观进化的新达尔文主义探讨等等 ,已

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这就为业界正在形成中的

“客观知识”范式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蒋永

福、王子舟的论文[7～8 ]可以看做是国内业界这方面

最新的富有建设性的成果。

“客观知识”本来就是一个基于知识本体论的视

角 ,若将之与前述“文本”概念加以整合 ,可以说 ,所谓

“客观知识”与“文本”便具有了实质内涵的同义性。同

理 ,所谓“客观知识世界”亦可理解为一种“超文本”。

(2)“文献信息论”(亦有人称“文献信息学”)可以

被视为业界范式观转移的又一范例 ,在国内业界它

还曾经风靡一时。鉴于国内业界已对此有广泛的理

解与认同 ,这里仅给出关于这一范式本体论域的一

个图示[9～10 ] ,以为进一步讨论的框架。

图 1 　信息域中的文献信息

从图 1 可以看出 ,若抛开“文献信息”的信息本体

论视角 ,以“文本”范畴替代“文献信息”范畴的可能

性已毋庸置疑。此外 ,图 1 还涉及对信息、知识、情报

三者关系的逻辑层面的界定 ,这是本文论题的又一

理论支点。

113 　文本范式 :核心架构

“文本范式”作为整合“客观知识范式”与“文献

信息范式”后形成的一个替代型范式 ,当然不能脱逸

开“客观知识”与“文献信息”的两个核心范畴的内在

规定性。换言之 ,文本范式的核心架构应涵盖与表

征被替代的两个范式的核心架构。从这一立论出

发 ,文本范式的核心架构至少应包括 :“文”与“本”作

为对象的本体论要素的主从关系 ;“文”与“本”的二

元建构 ;“文”与“本”的二元互动 ;“本”的“文”化 (即文

本生成过程、知识的客观化、信息的文献化) 及结果

物 ;“文本”作为一个能指系统的能指力及其实现。

2 　信息资源 :文本范畴的社会维之建构

如果我们将“文本”这一本体范畴的能指意义理

解为一如文献[3 ]所谓的一种相对独立的“时空意义

上的能指系统”,那么 ,单纯就“文本”概念 (包括“客

观知识”、“文献信息”) 的语义力而言 ,它至少有两个

基本维向的缺失 ,一是社会维向 ,一是认知维向。文

本范畴的社会维向的建构需要引入一个新的范畴概

念 ———信息资源。

211 　资源、信息资源及其界定

《辞海》释“资源”为 :“资财的来源。一般指天然

的财源。”这一释义首先表明 ,资源一词源于经济学

范畴。其次 ,就其对象的本体论意义 ,一者 ,它是物

质 (包括人造物质) 的一种派生属性 ;二者 ,这种属性

只相对于人类才具有意义 (即有用性) 。

将信息 (知识、情报)视为一种资源的思想古已有

之。但将信息 (知识、情报)资源与物质资源、能量资源

等量齐观 ,并视为人类进步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三大

战略性资源之一的思想则产生于现代。其原因可能

很多 ,但最根本的 ,国内业界学者孟广均等人将之归

纳为两条 :一是社会信息资源量的积累已发展到了一

个足以引起人们观念发生质的飞跃的一个临界点 ;一

是社会综合因素对信息资源量的积累与人的认识质

变的刺激与激发[12 ] 。孟先生等人还同时指出 ,这里的

社会综合因素的核心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

广泛应用。笔者认为 ,若联系“资源”一词的原义 ,现代

社会信息化、信息产业、知识经济本身以及它们对信

息 (知识)需求的新基点也是不可或缺的。

虽然如此 ,在现有的认知条件下 ,对信息资源做

出较为准确的界定仍是十分困难的。依据本文论题

的逻辑要求 ,这里试给出一个框架性的界定 :

信息在总体上可概分为自然信息与人类文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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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其中 ,自然信息 (即本文图 1 中的知识、情报逻辑

圈外的部分) 不具备资源属性 ,只有人类文化信息

(即知识与情报 ,也即波普尔理论中的“世界 2”与“世

界 3”)具有资源属性。

信息资源是客观属性与主观属性的二元建构。

这里的客观属性是指人类文化信息由于内含了人类

的附加劳动 (主要是智力劳动) 才具有了资源本体意

义的属性 ;这里的主观属性是指信息资源的需求对

应性以及将其可用性转变为现实价值的能指意义。

如果说 ,前者是“文本”二元建构现实存在的进一步

表现 ,后一点则是“资源”视角下“情报”与“认知机

制”存在的内在依据。

虽然主观知识 (非文献化信息、非“文本”) 与客

观化知识 (文献信息、文本) 都具有资源属性 ,但相对

于人类的认识及其能力 ,前者是一种有限再生的资

源、潜在的资源 ,后者则是一种可无限再生的资源、

显在的资源。在本文论题的立场上 ,我们取后者为

“信息资源”的一个基本界定 ,它既是我们之于“文

本”本体社会维的建构 ,又是我们展开关于“公共信

息资源”讨论的最重要的认识论基础和本体论前提。

212 　信息资源的特征

信息资源 (这里主要指文本资源) 除了具有可利

用性的最一般特征 ,还同时具有如下特征 [13～14 ] :

稀缺性。俗语说“书到用时方嫌少”。尽管信息

资源是“可用”驱动下的建构 ,尽管人类已经开发与

积累的信息资源已极大丰富 ,但相对于人类不断自

我超越、崇尚创新、追求物质与精神极大丰富的愿望

与需求而言 ,信息资源永远是稀缺的。

社会性。信息资源不是自生的 ,需要投入极其

巨大的人类劳动 (尤其是智力劳动) 来建构 (生成、积

累、整合、配置)与开发利用 ,这就决定了信息资源的

建构与开发利用是高度社会化的活动 ,信息资源本

身也是高度社会化的产品。

经济性。不论是信息资源的生成、建构、维持、

传播与利用 ,都是需要成本的。这就使信息资源具

有价值、价格、效益、效率等内在属性 ,这些属性又与

信息资源本身的真实度、可利用度以及开发利用的

深度广度直接相关。

可共享性。信息资源不同于一次性消耗的物能

资源。一般说来 ,信息资源可以多次重复使用 ,可以

进行复制与再复制 ;信息资源一旦产生并得到开发

利用 ,就可以成为供全人类所共享的 ,用之不竭的财

富。可以说 ,可共享性是信息资源区别于物能资源

的最根本属性之一。

3 　公共信息资源 :文本范畴社会维度的建构

311 　公共信息资源的定义 :一个关于度的界定

“公共信息资源”作为一种理念由来久矣。早在

1656 年 ,英国皇家图书馆馆长杜里就曾深刻指出 :图

书馆的任务就是“管理学术的公共库存 ,增加这些库

存并采用对所有人最有用的方式使这些库存成为有

用的东西”[15 ] 。倘若去掉其浓烈的“图书馆机构范

式”的味道 ,这里的所谓“学术的公共库存”即是“公

共信息资源”。这段话还同时蕴际了“公共信息资

源”的两个核心概念 ———“公共积累”与“公共利用”。

着眼于本文的论题 ,这里将“公共信息资源”界定

为 :基于文本范畴之社会维———信息资源的一个度的

截取。其基本定义可以表述为 :公共信息资源是在相

对时空意义的公共的基本社会性文化利益、文化权

利、文化义务认定基础上 ,旨在提供公共文本利用 (认

知)的社会信息资源集合及其相关社会机制。

显而易见 ,这一定义蕴藉了业界超越“机构范

式”所必然涉及的若干社会研究层面 (最主要的是社

会学、人文科学、经济学、知识与信息科学、认知科

学、传播与交流学等层面) 的整合 ,因而具有科学认

识意义上的“必要的张力”。

从逻辑上讲 ,对任一概念加以限定后就应派生

出属于限定后概念自身的“新质”。这里首先讨论一

下哲学层面的“新质”:

“公共信息资源”在本质上应是对“文本社会资

源”公共化程度包括公共积累程序、公共认知程度、

公共占有程序、公共可利用与实际利用程度等若干

“度”的表征。而这些“度”里又都存在着数量与质量

的二元架构。

诚如前述 ,文本作为一种资源具有社会性特征 ,

因而“信息资源”就是“文本”范畴的社会维表征。在

这个意义上 ,“社会信息资源”等于“信息资源”,后者

是对前者的简称。但这里的“社会”一词 ,更多地具

有作为认识客体的社会本体 (广义的物质世界的一

部分)的色彩 ,而“公共信息资源”概念中作为限定词

的“公共”一词 ,则基于社会本体之“主体”(社会实践

与社会认知主体)的人 (具有公共权利和义务的人群

集合) 。笔者认为 ,这是“公共信息资源”范畴作为本

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统一体最具实质性的界定。

站在科学认识对象的本体论立场 ,可以将“社会信

息资源”视为一个相对“自在”的世界 ,而“公共信息资

源”则可视为一个相对“自为”的世界。这里的“自为”使

命的承担者首先是“公共”,其次才是公共信息资源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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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组织者、施为人。凡此 ,也同时意味着 ,在“公共

信息资源”这一范畴的最高意义 (哲学意义)上 ,前述所

谓的各种“度”都是这个自为世界的“自为度”。

312 　公共信息资源的范畴 :超文本建构

国内业界学者认为 ,信息资源有狭义与广义之

分。“狭义的信息资源”主要指信息内容。“广义的信

息资源”则包括信息内容以及与信息内容相关的信息

技术、信息设施、信息人员等[14 ] 。就本文的论题而言 ,

我们同时取“公共信息资源”的狭义与广义两种解释。

狭义的公共信息资源是基于文本范畴与公共需

求主导上的社会性资源的集成、整合的产物。它作

为“文本”的社会维向的物质本体“度”的截取 ,在“数

量”上相对于“文本”可视为“大文本”;而在“质量”上

既相对于“文本”,亦相对于社会信息资源 ,都可视为

“超文本”。

本文之于公共信息资源的基本定义本就站在

“广义”的视角 ,它是基于公共权利与公共义务二元

互动式建构之上的关于社会信息资源的公共积累与

公共利用的“自我组织系统”,一个共建、共知、共识、

共享互为因果的“自为世界”。相对于“狭义的公共

信息资源”这个“超文本”,它便是一个“超大文本”。

4 　认知机制 :公共信息资源的认知维

411 　认知机制概念的提出

20 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业界一种可以总称其为

“认知范式”的研究热潮沛然而兴。综合考察起来 ,

这种研究取向大体基于“情报学”和“信息 (资源) 管

理”两个学科框架 ,但最共同的理论基础是当代西方

已极为流行的认知科学 ———一门基于计算机网络技

术背景下人类 (作为高级生物体) 认知机理的仿生式

(所谓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的科学。

西方情报学框架内的“认知范式”的重点是把情

报学在范式观上转移到认知科学的立场上 ,脱逸出

“机构范式”和“情报运动范式”的常规 ,将研究兴趣“转

向产生于人工智能和综合认知情境中的主题”[17 ] 。英

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两栖学者布鲁克斯是这方面的杰

出人物 ,他为国内业界熟知的“情报科学方程式”以及

尚不为国内业界熟知的“认知地图”和“体外大脑”的思

想是其“情报认知范式”的三大核心命题[18 ] 。这三大

命题同时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向上展开。

西方信息资源管理框架内的认知范式从一开始

就建立在“信息资源”的宏观视角上。例如 ,英国著

名的图书馆学家马丁 (Morfin , W.J . )在其 1988 年出

版的名著《信息社会》一书中 ,不但把作为西方当代

社会管理学及实践领域最高阶段的“信息资源管理”

理解为“图书、情报领域早已熟悉的挑战的更为复杂

的变体”,而且认为其复杂性本身又源于社会的信息

资源机构化取向及人类对信息资源的知识经济视角

的新的认知[19 ] 。

可以说 ,本文关于公共信息资源认知机制的思想

之核心直接受启发于布鲁克斯的“情报认知观”(特别

是其中有关“认知地图”和“体外大脑”的思想) 、马丁关

于人类对信息资源认知的宏观视角以及他将“信息资

源管理”的核心确定为“信息服务”的视角。

412 　作为公共信息资源本体要素的认知机制

站在“公共信息资源”这一认识对象的本体论立

场上 ,它自身作为一个“自为世界”,必定是社会实践

与社会认知的统一。其中 ,“公共”对“公共信息资

源”(整体和不同层面) 的认知 ,在最高的意义 (哲学

层面)上标志着“公共”的主观能动性。而这种主观

能动性又是驱动这个“自为世界”的经常性、革命性

的现实力量。

正是基于这一根本点 ,这里引入一个极其重要

的范畴性概念 ———认知机制 ,以为这个“自为世界”

之“公共认知”的表征 ,以为“公共信息资源”这个超

大文本的认知维的表征。

什么是机制 ? 新版《辞海》解释为 :“原指机器的

构造和动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通过类比借用此

词。⋯⋯阐明一种生物功能的机制 ,意味着对它的

认识从现象的描述进到本质的说明。”[20 ]同理 ,当代

认知科学则是在通过类比生物学和医学关于“机制”

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认知机制”范畴概念的。

当代认知科学之于“认知机制”的理论正在形成

中 ,因此 ,将之引入本文的论题只能取其最核心且被

公认的成份。这里尝试着做如下框架性的描述 :

人类文化信息 (知识) 在本质上就是人类认识活

动的产物 ,是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必然性辩证

结合而生成的智与能之结晶。当着它取一种“文本”

(客观知识、文献信息) 的存在形式 ,在本质上就是这

种智能资源的可感性外在存储 ,一种“联合记忆”或

曰“公共 (开)记忆”。站在“资源”的角度 ,联系波普尔

的世界 1、2、3 理论 ,它当然应首先被视为依属于人类

的主观世界 (世界 2) 的一种“有用的”智能资源。但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从另一方面讲 ,所谓“可感”、“有用”,并不直接等

同于“已感”、“已用”。换言之 ,当着人类文化信息 (知

识)取“文本”的存在方式时 ,它的一切的“可感性”(可

反映性) 、“可用性”也同时取一种潜能、势能的存在形

—81—

第 29 卷第 145 期

Vol. 29. No. 145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JOURNAL OF L 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3 年 5 月

May , 2003



态。因而 ,需要在这种潜能、势能形态向现实的“可用”

的转换过程中建构一种“可感器”、“转换器”,这即是认

知机制 ,它在最高的意义上表征着人类文化信息文本

形态的“再识性转换”机制。就“公共信息资源”这一超

大文本的实际情形看 ,当然属于“综合认知情境”,具有

内涵的极其丰富性和外延的极其复杂性 ,但在最高的

意义上 ,它应当首先被界定为“公共信息资源”这个超

大文本的再识性转换机制。

在“公共信息资源”这个超大文本的认识框架

内 ,若联系“机制”的初始义 ,公共信息资源的认知机

制亦可以大致分成“构造”层和“原理”层两大基本层

级。其中的构造层应界定为本体对象层 ,由认知主

体、认知客体、认知工具、认知活动、认知能力、认知

成果及转换形态、认知环境构成 ;其中的“原理”层应

界定为“认知”本身的哲学认识论范畴 ,即认知对象

层的内在机理。

基于这样的认识 ,公共信息资源的认知机制亦

可形象地视为一种“文本”。这里的“构造层”是为

“文”,“原理层”是为“本”。如此 ,其内在规定性亦可

通过“文本”概念的类比性借用中得以揭示和阐发

(这也符合当代文本阐释学的基本原理 [21 ] ) 。

在“公共信息资源”这一超大文本的框架内 ,狭

义的“公共信息资源”(文本的社会维度) 、“文本”、认

知机制以及广义公共信息资源本身都是认知的客

体 ;认知的主体则是相对时空意义的社会“公共”,而

“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研发、提供利用的社会机构

及其从业人员则可以界定为“公共认知”“授权”下的

认知“代理”与中介 (或曰“经纪人”) 。

公共信息资源认知机制作为广义的公共信息资

源这一特定时空意义上的一种能指系统 ,其能指性

同时建构在多维、多角度、多层面的认知对象上。这

里 ,理解问题的关键的方法论工具是辩证思维。只

有当着我们把公共信息资源认知机制所赖以建构的

一切“构造要素”、“原理要素”都赋予思维概念的辩

证属性 ,将这一认知机制所指向的复杂的 (实践与认

知统一的) 过程理解为一种诸“构成要素”、“原理要

素”互为依托、互为因果、互为表里、互为中介 ,通过

转换、作用与反作用等形成辩证联系与辩证运动的

超大规模的“综合认知情境”,我们才能在真正的意

义上认识、理解、把握“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

之为人类可以共享的“公共大脑”、活的“认知地图”

的全部内涵。

公共信息资源的认知机制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能

量、能力、资源、知识与信息 ,它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一

般的能量、能力、资源、知识与信息 ,而是关于知识的知

识、关于信息的信息、关于人类认知成果的认知、关于

人类智能的智能、关于人类文本信息资源的资源。

公共信息资源认知机制的这种独特的本质力量

既可以相对抽象或相对具象地寓于狭义的“公共信

息资源”之中 ,使其不断地获得新的“可用性”增值 ;

也可以转换为新的文本形态 ,成为一种新型的智能

资源和认知工具 ;亦可以被赋予进公共信息资源的

开发利用、整合、配置中 ,使其“产品”具有高效的知

识附加值 ;更可以内化进“公共”这个认知主体的主

观知识结构中形成新的知识整合形态 (这也是布鲁

克斯那个“方程式”的原义) 。

5 　一个三维元结构 :基于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

制的元理论建构

基于本文前述的讨论及形成的相关认识 ,“公共

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与理论

体系的共同体) 的基本元理论建构可以相对抽象为

一个三维立体元结构。这里给出关于它的一个粗略

图示 (图 2) 。

图 2 　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三维建构

该图示的基本内涵与外延都在本文的相关讨论

中予以了说明或界定。这里再从宏观上做一些补充

性说明 :

“公共信息资源”作为一个超大文本范式的建

构 ,在实践上是一个发展前景极为广阔的社会领域。

当代知识经济、网络环境、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迅猛

发展 ,尤其是国际范围内“公共”学习型社会形态已

初见端倪、“公共权利”社会的发展趋向等都为它提

供了一个尽可以充分想象的发展空间、创新空间。

笔者认为 ,蕴涵其中的最基本的理论命题一是公共

知识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及公共的实际认知度、

认知力 ,一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层面、大文化

层面的人文“关怀”与“观照”。

将如上的两个理论命题经过一定的概念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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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以抽象为本文所谓“范式”、所谓元理论的三个

核心概念 :作为公共可利用的“文本”与社会资源、作

为这种资源建构与可利用的认知机制、作为二者复

合意义上的“公共信息资源”(超大文本) 。

进而言之 ,本文拟构中的新范式的两个基本的

认识论基础一是知识、信息的本体论与公共认知观 ,

一是人本主义 ,即强调公共信息资源这一超大文本

的人本意义上的“自为”性 ,强调公共信息资源及其

认知机制的认知 (实践与认识) 主体是“公共”(“公

共”在特定认识情境中的角色变化不能消解或动摇

这种根本立场) 。

“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识机制”作为一个历史的

范畴 ,自有其产生、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与外在表现

形态。本文的讨论不立足于它的历史维透视 ,而是立

足于当代的发展态势及其中蕴际的未来的趋势 ,并以

国内外业界相关的非“机构范式”的最新成果为参照 ,

追求一种元理论的抽象建构。故暂不涉及新旧范式

的比较与整合 ,亦不考虑实践层面的“对号入座”。

6 　结束语

尽管本文的篇幅已然不短 ,但就论题本身的表

述和阐发而言 ,仍然只是也只能是极其粗略的、框架

性的。权作引玉之砖 ,冀求批评、指正和共同探讨。

最后 ,借用西方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家卡普罗

(Capurro ,R. )一句常被人讥为标新立异的话作为结

束语 :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 ,它“意味着共享

一种共同世界的可能性”[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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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 2003 年学术年会即将召开
中国科协 2003 年学术年会定于 2003 年 9 月 13 日至 16 日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年会主题是 :“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 :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会议宗旨是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贯彻

党的十六大精神 ,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组织专家学者研讨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通过学术

交流 ,展示科技进展和学术观点 ,为努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 ,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贡献力量。学术年会设主题会场和分会场进行学术交流。参加会议论文作者需填写论文摘要登记本 ,连

同软盘和清样稿各 1 份送交会场牵头组织单位。文稿用 Word 录入排版。中国图书馆学会是分会场牵头组

织单位之一 ,通讯地址为 :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33 号 ,邮编 100081。联系人 :胡京波。电话 :010 - 88545351。

传真 :010 - 68417815。E2mail :ztxhmsc @publicf . nlc. gov. cn。欲参会者可按以上通讯方式联系和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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