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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情报学理论研究中的社会认识论思潮（一） 

周鹏,齐亚双,王璇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摘要： 

介绍社会认识论的发展情况及主要观点，分析社会认识论的知识观对情报学知识界定的影响，考察社会认识论关于

知识获得的社会化途径对于情报学过程如信息源、信息检索、信息服务等理论的影响，用社会认识论中求真认识论

的知识评价标准分析情报学如何评价知识的问题。最后，认为社会认识论特别是现代社会认识论可以作为情报学理

论基础的一个有力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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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f Social Epistemology in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Theory(I)

Zhou Peng 1,Qi Yashuang 2,Wang Xuan 2 

1.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and major viewpoints of social epistemology;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the knowledge view of social epistemology to the definition of knowledge in information 
science;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socialized way of acquiring knowledge in social epistemology to 
information process,such as information source,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Usees the 
criteria of evaluating knowledge of veritistic epistemology of social epistemology to discuss knowledge 
evaluating problem i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finally,argues that social epistemology especially modern 
social epistemology can be a potent candidate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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