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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学与元宇宙:共识 共创 共进
∗

马费成

　 　 在技术进步的驱动下,以价值共生、智能计

算、人机互联、虚拟现实为代表的元宇宙概念被

提出,并迅速成为学术界和产业界关注的焦点。
元宇宙是数智时代创造出来的平行于自然

宇宙的虚拟空间,它超越自然宇宙而存在,将彻

底改变人类生产、生活、学习和创造方式,当然

也必将给人们获取、理解、分析、使用信息和知

识带来革命性变革。
 

图书情报学科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革新密

不可分,相比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有更早接触新

技术、更早应用新技术的特点,与作为新技术代

表的元宇宙存在同频共振、价值共生的美好

前景。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珞珈青年说”栏目

近日专门组织了“漫谈元宇宙”和“共创元宇宙:
理论与应用的学科场景”两场专题对谈,邀请了

业界、学术界专家共同探讨元宇宙与数字文明、
元宇宙前沿技术、元宇宙与图情学科关系等热

点问题。 本次元宇宙与虚实交互系列论坛暨全

球元宇宙大会活动对于拓展学科边界,共同探

讨元宇宙前沿领域具有重要价值。
本次大会的主题“天堂的具象:图书馆元宇

宙的理想”非常好! 图书馆人常常引用阿根廷

诗人博尔赫斯的著名诗句:“天堂应该是图书馆

的模样。”将图书馆比作天堂,我常常想,这两者

如何相联系呢? 天堂一定是人们从图书馆阅读

中获得的一种心灵的体验,前者是物理空间,后
者是虚拟空间,如同元宇宙虚实共生的核心价

值,将图书馆传递人类知识的崇高理念和用户

服务融合在一起,描绘了技术革命改变图书馆

形态和用户体验的美好构想。 于是,图书馆作

为天堂的具象得以在元宇宙中呈现。
回顾图书情报学科发展历程,对比元宇宙

兴起与壮大的技术路线,两个领域至少在以下

三个方面存在共识。
一是对数据要素化的认知具有共识。 图书

情报工作始终是围绕文献信息的获取、存储、组
织、加工、利用展开的。 在数智时代,数据资源

成为图书情报工作聚焦的重点,主要表现为三

大属性:数据的价值属性,数据资源成为大数据

时代的“富矿”“石油”;数据的媒介属性,数据承

载着信息链中事实、信息、知识、情报 / 智能的价

值转化;数据的权利属性,数据的确权、流通、隐
私保护等日益受到重视。 在元宇宙的数字空间

构想中,数据是支撑其运行的核心:实体表征与

实体间关系是通过数据来表达的,场景和应用

是通过数据来描述的,人机交互、虚实结合是通

过数据传递实现的。 这是二者对于数据资源的

共性理解。
二是对智慧、智能的探索具有共识。 如我

们所熟知的,图书馆界积极探索并推广智慧图

书馆和图书馆智慧服务,情报界聚焦于情报智

能与智能情报的研究和实践。 事实上,正是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催生了智慧、
智能的理念和应用。 在新技术环境下,图书情

报界敏锐地捕捉到了数智时代的发展机遇,大
力拓展数据来源和研究领域,开展用户需求感

知、多模态语义理解、精准推送等智慧化服务,
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开拓了

智能情报服务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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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对知识服务和用户体验的追求具有共

识。 图书情报学科积极拥抱新技术的一大驱动

因素是持续追求对知识服务和用户体验的革

新,包括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服务、面向产业发

展需求的服务、面向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服务等。
在数智化环境驱动下,图书情报机构通过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实现业务的提质增效,从而满

足不同领域用户更深层次的需求,这是技术变

革赋予的重要机遇。 元宇宙带来的巨大变革之

一是用户体验的全面创新,使用户拥有身临其

境、实时交互的体验。
元宇宙所涉及的信息技术及应用,与数字

经济发展战略息息相关。 2021 年 3 月正式发布

的国家“十四五”规划将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列为数字经济重点产业;
2021 年 12 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

发展规划》强调构建基于区块链的可信服务网

络和应用支撑平台,为广泛开展数字经济合作

提供基础保障。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

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

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推动标识解析与区块

链、大数据等技术融合创新,为文化资源数据和

文化数字内容的确权、评估、匹配、交易、分发等

提供专业服务”,“集成全息呈现、数字孪生、多
语言交互、高逼真、跨时空等新型体验技术,大
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

字化文化新体验”。 这为图书情报机构切入元

宇宙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权威指引。 基于区块

链的数字科技有利于推动信息技术服务加速数

字产业化,依托元宇宙的新场景有利于拉动信

息消费促进产业数字化。
在数智时代,图书情报学科切入元宇宙的

研究和实践,可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设计

和考虑。
第一,建设共性基础设施。 无论是国家政

策还是行业发展,都将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列为首要目标,构建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数字空

间更需要建设自主可控的共性基础设施体系,
包括以数据中心、云计算、边缘计算为代表的算

力基础设施;以区块链、分布式存储、NFT(非同

质化通证)为代表的价值结算系统;以 Dapp(非

中心化应用)、Web3. 0 为代表的数字生态系统;
以 VR、AR、MR 为代表的人机互联系统;以数字

孪生、虚拟现实为代表的应用开发引擎等。
第二,服务关键核心技术研发。 科技创新

是第一生产力,图书情报工作者要更加关注元

宇宙核心技术研发,及时提供战略情报服务。
突破元宇宙走向应用的“卡脖子”核心技术,例
如新型显示技术、人机交互技术、柔性新材料、
可信算法、自主智能合约公链、虚拟数字人自主

引擎等。
第三,拓展典型应用场景。 图书馆、文化

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开展数字化智能化

服务与元宇宙有较高的契合度,文化元素和数

据要素可以充实元宇宙的场景开发和 IP 开发。
第四,完善监管治理规则。 数据治理是图

书情报学科的研究方向之一,在元宇宙情境

下,监管治理规则研究同样十分重要。 在元宇

宙兴起之初,出现了部分蹭概念、金融投机等

不良现象,元宇宙领域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风

险,亟待进一步完善监管治理规则体系。 这包

括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元宇宙技术标准规

范体系,加强元宇宙行业自律。 同时,也要继

续开展公众数字素养和技能教育,提高公众对

新技术的认知和应用能力,共同促进元宇宙领

域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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