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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创新发展路径探讨

霍瑞娟

摘　 要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是我国图书馆界一年一度的综合性学术活动,在促进学术研究、指导行业发展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图书馆承载的社会职能相应改变,学会年会也面临新的挑战。 本文对

1999 年以来召开的年会进行梳理,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新环境下学会年会创新发展的路径:①进一步凝炼业界

关注点,实现年会的学术引领和创新发展;②推动行业发展,实现年会学术与实践结合,引领行业风向;③重视合

作与交流,增强年会的国内外关注度;④强化年会的职业凝聚力,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荣誉感;⑤与相关文化产业

链接,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年会发展应保持学术性、大众性和实践性的平衡。 图 1。 表 1。 参考文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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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Paths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nnu-
al Meeting of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Huo Ruijuan

ABSTRACT　 The annual meeting of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LSC), an annual comprehensive academic activ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academic researches and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long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social functions hosted by libraries have changed a lot accordingly. At the same time, LSC’s annu-
al meetings will also face new challeng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nnual meetings held since 1999, sorts out the problems
and propose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s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1)Further refining industry focus to achieve aca-
demic leading posi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annual meetings; 2)Trying to promote the industry and realize
the leading trend of combining academy and practice in the field; 3)Emphasizing o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and en-
hancing the attention of annual meeting at home and abroad; 4)Strengthening the career cohesion of the annual meeting to
improve the staff’s professional sense of honor; 5)Maximizing social benefits through cooperating with the corresponding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nual meetings should keep balance in academy, popularity and practice. 1
fig. 1 tab. 8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Annual meet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1　 年会发展历程和特点分析

中国图书馆学会(以下简称学会)的前身是

成立于 1925 年的中华图书馆协会,1927 年成为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IFLA)的发起单位之

一。 1979 年 7 月 9 日,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

会暨第一次全国图书馆科学讨论会在山西太原

召开,同年 8 月学会加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1981 年 5 月恢复在国际图联( IFLA)的合法席

位,学会成为我国图书馆界重要的学术团体。
1999 年 7 月 9 日,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暨

成立 20 周年纪念大会在大连召开, 这是首次以

“年会”为名举办的年度学术会议,标志着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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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进一步与国际接轨,被誉为“一次学术的盛

会, 是本世纪中国图书馆工作者学术研究水平

的集中展示” [1] 。 此次会议对 1979 年以来学会

举办的年度会议进行总结,“大会充分地体现了

交流共进的精神, 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图
书馆教学与图书馆服务、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

书馆、图书馆与为其提供系统、设备、电子资源

等产品的参展单位之间都有密切的和直接的交

流。” [2]此后,学会年会逐步步入正轨,成为图书

馆界最重要的交流平台。 “自 1999 年开始举办

以来,它已经成为不同系统、地域图书馆工作者

交流经验、研讨问题、展示自我、沟通情感、增进

友谊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 [3]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图书馆承载的社会

职能相应改变,学会年会也在变革中探索新模

式。 2011 年年会由文化部主办,更名为中国图

书馆年会暨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参考借鉴了

国际经验,结合实际,在丰富会议内容、创新会

议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体现了政府主

导与社会参与结合、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结合、
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结合的新思路” [4] 。 年会

加强了议题的深度和广度,“站位更高,视野更

广阔”,“明确图书馆事业在国家文化战略中的

重要地位” [5] 。
纵观 30 年的发展,年会每一次主题都紧密

围绕社会发展与改革方向,紧随国内外图书馆

事业发展趋势。 每次年会期间,均举办了规模

不等的图书馆展会,使与会代表有机会直接了

解前沿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 学会成立后直到

1999 年,“年会”以代表大会和科学研讨会等形

式召开,涉及学术报告、论文征集、业务探讨等

内容,也是业内人士的盛会。 1999 年后形成规

模化的年会,其规模、内容、形式都在不断发展

变化中。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已成为我国图书

馆界重要的学术活动,具有以下特点:

1． 1　 主题时代性强,反映了图书馆学研究和图

书馆事业的发展趋势

年会的主题是通过专家会议,集思广益,精
心设定而成。 历届年会主题和分主题立意深

远,紧扣了年度国内外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

事业发展的脉搏,引领我国图书馆界未来发展

的方向。 使参会者通过年会研讨的核心内容,
了解中国图书馆界的发展动态,掌握图书馆学

研究与事业的发展趋势。 由表 1 可以看出,主题

的设立和变化,反映了理论、事业、实践和技术

等多层面发展的需要。

表 1　 1999—2011 年历届年会情况

时　 间 年会主题 交流论文数量

1999． 7
世纪之交: 图书馆回顾与

展望
近 700 篇

2000． 7 21 世纪图书馆:发展与变革 640 余篇

2001． 9
21 世纪图书馆可持续发展

战略
720 余篇

2002． 7
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的发

展趋向
720 余篇

原定 2003 新世纪的图书馆员 838 篇

2004． 7
回顾与展望———中国图书

馆事业百年
931 篇

2005． 7 以人为本　 服务创新 1374 篇

2006． 7 图书馆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 1196 篇

2007． 8
图书馆:新环境、新变化、新
发展

1092 篇

2008． 10 图书馆服务: 全民共享 1300 多篇

2009． 11
中国图书馆事业:科学·法

治·合作
1363 篇

2010． 7
提升能力与效益 促进学习

与创造
1346 篇

2011． 10
公益·创新·发展: “十二

五”时期的图书馆事业
1261 篇

1． 2　 机构和个人参会积极性较高,论文数量逐

年增加

从 1999 年至 2010 年,历届年会均由中国图

书馆学会主办,由省级图书馆学会和省级公共

图书馆共同承办。 2011 年组织机构作了调整,
改为政府主办、学会承办的模式,学术部分仍由

学会主办。 年会规模一般在 1000 人左右,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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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主体是图书馆界专家学者、学会会员及

全国图书馆工作者,还有少数与图书馆行业相

关的人员。 年会的举办得到国际同行的支持,
国外图书馆学(协)会通过选派代表参会、大会

发言或致贺电的方式参与并关注年会举办情

况,表达加强双边、多边交流与合作的美好

愿景。
每届年会准备期间,主办方围绕主题和分

主题面向全国开展征文活动,成立论文评审委

员会,组织约百名专家参与审稿。 年会的征文

工作得到业界专家、学者和广大图书馆工作者

的欢迎和赞誉,论文数量和质量逐年提高。
1999 年首次征文采取广泛征集与重点约稿

相结合的方式,共收到征文近 700 篇,仅次于

1996 年北京 IFLA 大会征文的数量[6] ,之后投稿

数量保持稳步增长。 以 2005 年为分界,此前年

均投稿数为 767 篇,2005 年起年均投稿数达

1278 篇,相较提高了 66. 6% 。 征文活动活跃和

繁荣了图书馆界的学术研究(见表 1)。

1． 3　 学术交流形式多样

年会会场的组织形式既有传承,亦有创新。
主会场和分会场的合理配置已成为年会的基本

框架,主会场主要采用主旨报告和专题报告的

方式,分会场是学者、专家和图书馆工作者观点

交锋、经验分享的舞台。 不但有学界知名专家

思想的传播,也有普通学者观点的交锋,更有基

层图书馆工作者经验的分享,年会已成为我国

图书馆人共有的精神家园。
年会期间,举办一定规模的图书馆应用技

术与专业设备展览,组织与图书馆相关的硬件、
软件和资源提供商参展,展示相关行业的最新

发展成果,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同时也方便了

图书馆界更好地了解相关新产品和信息技术发

展的新动向。

2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面临的挑战

2． 1　 保持科学定位问题

年会发展应保持学术性、大众性和实践性

的平衡。 学术性是年会的重要传统,年会上所

探讨的学术问题,反映了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

现状,也预示着今后的发展趋势,具有引领学术

发展的导向作用。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

来,2004 年开始,学会年会名称隐去了“学术年

会”一词,直接使用“年会”,说明年会的定位发

生了微调。 在继续保持“学术性”的同时,逐渐

增加了“大众性”的要素。 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

型科学,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发展探讨

均离不开实践的土壤,学会年会应充分体现其

“实践性”。 年会组织方式变化之后,如何保持

年会的学术功能与实践交流功能的协调,如何

保持其学术性、大众性与实践性的平衡,是年会

面临的新问题。

2． 2　 代表的普遍性问题

年会的报告者和参与者分别来自不同的图

书馆系统,但是存在不平衡性。 近年来,公共图

书馆、高校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发展都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各类型图书馆都是我国图书馆事

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应该是学会年会

的一个重要分子。 但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分别隶

属于不同的主管部门,来自公共图书馆系统的

参会人员比例较学校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不断

加大(见图 1)。 特别是 2011 年年会是由文化部

直接主办,公共图书馆人员的参会比例成倍增

长。 另外,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年会的参与者基

本局限于图书馆人,图书馆相关行业力量的参

与度还不够,社会参与度不高,这也说明图书馆

在社会上的关注度还不够。

图 1　 2007—2011 年各类型图书馆

参会人数比例示意图

2． 3　 组织形式和综合效益

历届年会的组织形式,已基本固化为以主

会场报告和分会场研讨的形式,图书馆应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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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与专业设备展览是以辅助会议的形式出现,
规模较小,未能很好地体现全行业的力量。 通

过对参会代表的了解得知,组织形式较单一已

成为制约学术交流和更大程度地吸引代表参与

的因素之一。 因此,如何创新学会年会的组织

形式,进一步丰富其内容,增强其吸引力,成为

了学会年会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

3　 创新发展路径

3． 1　 进一步凝练业界关注点,实现年会的学术

引领和创新发展

根据往届年会的会议内容和参与人员的特

点,年会存在着学术性和专业性较强、大众参与

度和实践应用较弱的问题,从而一定程度上造

成年会的影响力受到制约。 学术性是年会的灵

魂和生命力所在。 根据国内外的传统和经验,
年会最重要的功能是总结上一年度本学科的学

术进展,提出本领域突出的问题并提交讨论,保
持年会独特的学术引领功能。 因此,图书馆学

会年会需凝练本领域的关注点,寻找本行业具

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主题,以提升学术内容的吸

引力和创新力。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惠及全民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

化、延伸化与业态创新将是我国图书馆发展面

临的重要任务,在这些领域凝练若干关键问题,
作为年会的主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要在创新工作内容和实现模式上下功夫,
通过主会场报告、专题论坛、分主题讨论、专题

性培训、交流式论坛等多种形式,实现理论与实

践的有机结合,在会员需求日益变化的挑战下

不断构建学术交流新模式,提高年会的学术引

领功能。

3． 2　 推动行业发展,实现年会学术与实践结

合,引领行业风向

图书馆学具有很强的行业特点,只有将学

术成果更多地应用于实践,真正提升图书馆服

务能力,图书馆学才能获得长足发展。 年会可

通过培训、咨询、认证等方式,促进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发展创新。 年会要广泛服务学会会

员、机构与社会公众,这些公共服务包括为行业

和领域举办形式多样的专业培训、为优秀大学

毕业生进入本领域提供就业指导,为公众提高

信息素养提供服务,为提高社会对于图书馆的

认知提供服务。
此外,从国际相关学会、协会年会的情况

看,最新的技术往往是在年会上发布的[7] 。 我

国全国图书馆标准化委员会每年通过数项技术

标准,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和行业应用价值,但
公共关注度不高,如在年会上进行介绍必可提

高其影响力。 因此,学会年会需及时发布本行

业最新技术的进展成果,并加强对行业技术、标
准、方法的预测研究。

学术活动只是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是要

推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图书馆发展的社会实

践[8] 。 目前学会已将年度学术征文中的优秀论

文编辑成册出版,还可以将在交流研讨中提炼

出来的有价值的建议和各方面专家学者的建议

汇编成册发布,或将行业相关技术、专利在年会

平台上发布,不断强化学术成果的推广和转化,
拓展年会功能。 同时,要加强对图书馆发展案

例的研究。 在国内外图书馆发展实践中,具有

代表性的案例,对于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我国在近年来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实践

创新,例如图书馆之城、图书馆大讲堂、中心图

书馆、图书馆分馆制、数字图书馆联盟等,对这

些案例的研究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也必将促

进年会学术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3． 3　 重视合作与交流,增强年会的国内外关

注度

图书馆作为社会知识传播中心,在我国公

共文化服务中承担着重要的职责。 然而随着信

息商业化和网络化的膨胀,图书馆在社会群体

中的价值认知度和利用率受到影响,图书馆服

务与大众知识需求之间存在着分隔带。 年会的

举办,正是扩大图书馆影响力的好时机,争取社

会各界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将有利于图书馆

更好地履行文化传播职能。 依托年会效应,打
造出行业品牌,才能促进国家和社会公众对我

国图书馆这一行业的认知,才能使图书馆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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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生活,成为信息与知识获取的权威渠道和

重要工具。
年会应加强与国际图联等国际行业组织的

深度交流与合作,提高在国际同行业中的地位

和影响力,以此提高年会的国际关注度。 图书

馆学是交叉学科,图书馆是文献信息资源的集

散地、是传播文献信息资源的枢纽。 随着社会

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信息、文献交流

的需要日益增强,图书馆与其他学科和行业的

合作空间广泛,例如通过与国际上相关知名年

会合作,推动学会年会的国际认知。 同时,年会

还可和媒体合作,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公益服

务信息播报、纸质媒体专版、专访、广告、专题网

站等多种形式,多角度有重点地将年会情况、图
书馆行业服务特点和其社会价值向年会参与者

和潜在参与者推广,不断扩大年会的社会影响,
使其从单纯的行业使命拓展到社会使命,促进

国家和社会公众对我国图书馆这一行业的认

知,积极争取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3． 4　 强化年会的职业凝聚力,提高从业人员的

职业荣誉感

年会是图书馆员职业交流的盛会,它的成

功举办有赖于会员的支持和参与。 要提高年会

水平,就要不断增强职业队伍的凝聚力,提高会

员参会的积极性,以加强图书馆员职业认同感

和荣誉感。 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年会应总结图书馆事业的成绩,特别

是为公共文化服务做出的重要贡献,传达图书

馆为社会服务的重要价值之所在,使公众认识

到图书馆员的真正社会价值,从而加强图书馆

员职业的认同感,倡导图书馆职业价值理念的

重要性。 在年会期间举行表彰仪式或者榜样人

物宣讲,建立人才鼓励机制,借此吸引更多的图

书馆工作者关注并参与到年会中来,让广大图

书馆员深刻体会到在学会这一行业组织中和年

会这一行业盛会上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归属感,
并激发其应有的职业自豪感和荣誉感,从而提

高年会的影响力。

3． 5　 做好与上下游产业的链接,实现年会社会

效益最大化

任何行业的发展都有赖于其上游或下游行

业的发展,图书馆也不例外。 我国图书馆事业

与相关行业是相互依存的整体,尤其是与图书

馆相关的产业,包括图书出版发行(含音像和电

子出版物)、图书馆应用系统软件开发研制、信
息产业设备生产、图书馆专用设备生产等方面

相互依存,这些资源、环境、硬件和软件等相关

文化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与之不可分

割的。 自年会举办以来,展览都是以辅助会议

的形式组织的,规模小,形式单一,涉及领域较

窄,未能实现技术、产业、事业的无缝链接,未发

挥推动技术与服务协调发展的功能。 年会应通

过展览会加大相关产业前沿动态和最新研究成

果的展示与推广力度,进一步抓住图书馆行业

的特点,搭建专业化、特色化、品牌荟萃的展示

平台,这不但有利于图书馆从业者进一步开拓

视野,增长知识,还有利于形成携手相关产业共

同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服务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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