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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平、多样、包容、正义与关联
――2021年ASIS&T年会综述
Information Equity, Diversity, Inclusion, Justice and Relevance：
A Review of the 2021 ASIS&T Annu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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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意义］通过梳理2021年 ASIS&T年会收录成果，分析当下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领域的研究前沿与趋势，为相关领域的学
者提供参考。[研究设计/方法] 通过文献综述的形式，归纳和提炼2021年ASIS&T年会收录成果中体现的学科热点与前沿。[结论/发现] 

2021年 ASIS&T年会在信息公平、数字包容、技术伦理、数据互联、用户信息行为等多个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反映出关注新冠
疫情时期的用户信息行为变化、聚焦信息技术的伦理审视、注重学科交叉中的理论和方法创新、挖掘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数据关联与价
值这四方面的学科研究趋势。[创新/价值] 总结了2021年ASIS&T年会的聚焦点，揭示了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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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By sorting out and reviewing the proceedings of 2021 ASIS&T Annual Meet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frontiers and trends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scholars in 
related fields. [Design/Methodology]The hot topics and research frontiers reflected in the proceedings of 2021 ASIS&T Annual Meeting 
are summarized through the form of literature review. [Findings/Conclusion]It is found that the 2021 ASIS&T Annual Meeting achieves 
rich results in various research areas, including information equity, digital inclusion, technology ethics, data interconnection, and user 
information behavior. It shows the research trends of four aspect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hange of users' information behavior during 
the period of COVID-19, focusing on the ethic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innovation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to the mining of data association and value i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Originality/Value] This 
paper reflects the focusof 2021 ASIS&T Annual Meeting and reveal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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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SIS&T 2021概况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IS&T）是全球图书情报与信

息科学领域卓越的专业协会之一，成立于1937年。自

成立以来，ASIS&T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已连续召开84

届。作为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领域最知名的学术会议

之一，ASIS&T年会为传播和展示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

相关主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

2021年10月30日-11月2日，第84届ASIS&T年

会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举办。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年

会是自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以来，ASIS&T首次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的年会。会议主题为：

“ Information: Equity, Diversity, Inclusion, Justice, 

and Relevance”（“信息：公平、多样、包容、正义、关

联”）。84年来，ASIS&T一直致力于推动信息与相关技

术的进步，然而，信息和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也产生了

部分负面影响，其公平性和包容性有待提升。本届年

会紧紧围绕信息与技术的公平正义、多样包容、关联交

融等问题展开学术交流，为推动信息与技术发挥积极

作用而努力。

近十年来，国内多名学者，如陈信 [1]、李月琳 [2]、

图
书
︑文
献
与
交
流ﾠ/ﾠLibrary, Docum

ent &
 Com

m
unication



06
3

2
0
2
2

年
第2

期/

第3
9

卷/

总
第2

0
6

期

许浩 [3]等，根据各届ASIS&T年会收录成果，总结图书

情报与信息科学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学术热点。笔者对

2021年ASIS&T年会收录成果进行追踪与分析，揭示

当前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领域的研究前沿与趋势，为

相关学者提供参考。

1.1ﾠ学术活动及收录成果基本情况
本届年会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

包括分论坛（Paper session）、小组会（Panel）和研

习会（Workshop）等，为参会学者提供了充分的交流

平台。作为本届年会的主要阵地，各分论坛组织了2-5

篇的论文展示与讨论，涵盖了22个热门主题，其中，

人工智能、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和道德的交集，技术信

任，信息和社会问题，基础设施和不平等，协同设计

和参与式设计等分论坛主题是本届年会的一大特色。

除分论坛外，本届年会的主题演讲也是会议的亮

点所在。Luciano Floridi以“语义资本：它是什么以

及为什么它很重要”（Semantic Capital: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为题作了开幕演讲。作为牛津

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数字伦理实验室主任，他结合自身

的研究，为大家讲解了语义资本这一新概念及其应用

价值。来自犹他大学的Maia Hightower以“医疗保健

IT公平模型：数字公平框架”（Healthcare IT Equity 

Model: A Framework for Digital Equity）为题作了闭

幕演讲，向参会学者展现了一个可以解决医疗保健信

息技术中的结构性不平等与偏见问题的管理模型。本

届年会的主题演讲紧扣会议主题，为大家展现了特定

情境下提升信息公平性与包容性的途径。

就收录成果而言，2021年ASIS&T年会收录各

类型的研究成果共163篇，其中包括长论文（Long 

papers）36篇，短论文（Short papers）32篇，小组

讨论会介绍（Panels）26篇以及海报（Poster）69篇。

这些成果的作者包括来自32个国家（地区）的519位

学者，如表1所示。

作者中有300名学者来自美国，人数最多，占总

数的57.8%；作者数量位列第二的是中国（含香港、澳

门、台湾），共有81名学者，占总数的15.6%。可以看

出，来自美国的学者在ASIS&T年会舞台上依然占据多

数，但中国学者也充分展现了其学术力量，表明中国

在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国际舞台上的受认可程度越来

越高，体现了中国在本学科领域内不断提升的国际学

表1ﾠ作者国家（地区）分布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he Author's Countries（Regions）

国家
（地区） 人数 国家

（地区） 人数 国家
（地区） 人数

美国 300 比利时 3 芬兰 1

中国 81 孟加拉国 3 荷兰 1

新加坡 24 挪威 3 肯尼亚 1

加拿大 22 新西兰 3 葡萄牙 1

德国 20 爱尔兰 2 日本 1

英国 17 韩国 2 坦桑尼亚 1

澳大利亚 5 捷克共和国 2 土耳其 1

丹麦 5 以色列 2 意大利 1

南非 4 巴基斯坦 1 印度 1

瑞典 4 巴西 1 越南 1

西班牙 4 菲律宾 1

术影响力。此外，从作者所属的国家（地区）分布来看，

发展中国家数量在增加，其中有3个国家处于非洲地

区，涉及6位学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本届年会

的“多样”与“包容”。

1.2ﾠ收录成果主题分析
为了更好地把握本届年会的研究热点，笔者对

本届年会论文集所收录成果的关键词进行了词云分

析，如图1所示。可以看到，COVID-19、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Behavior、Twitter、Digital Humanities、

Diversity、Equity、Inclusion等为本届年会的热门关

键词。高频词COVID-19为第一位，表明了图书情报与

信息科学领域学者紧密联系时代背景，充分关注现实

需求的目的意识。Social Media、Twitter的相关研究

较多，凸显了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领域学者对社交媒

体这一信息交互情境的重视。Information Behavior

作为高频关键词，不仅体现了本学科学者对传统核心

研究主题的坚守，也体现了他们对用户这一要素的持

续关注。Digital Humanities作为跨学科研究的代表

性方向，近年来的研究热度也居高不下。Diversity、

Equity、Inclusion则高度契合会议主题，充分表明了

本届年会对信息多样性、公平性与包容性的关注。

此外，为了探究本届年会的研究成果特色，笔者

对收集的2017-2021年ASIS&T五届年会中收录成果

的关键词（共2,729个）进行词频分析。以关键词数据

为辅助语料库M，以某关键词在2021年ASIS&T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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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ﾠASIS&T 2021收录成果关键词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Keywords in the Proceedings of 2021 ASIS&T 
Annual Meeting

中出现的频次为N2021，在2020年ASIS&T年会中出

现的频次为N2020，以此类推，并计算出每个关键词

在 2021年出现的频次与其在 2020年、2019年、2018

年、2017年出现的频次之间差的总和S，计算公式为

S=（N2021-N2020）+（N2021-N2019）+（N2021-N2018）

+（N2021-N2017）。笔者将S值排名前1%的关键词作

为本届年会的特色关键词，经过分析，最终得到了27

个特色关键词，并利用河流图对这27个关键词在近五

届ASIS&T年会中的出现频次进行可视化，直观展现其

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

可以看出，除Twitter、Digital Humanities在前几

年即受到较多关注，COVID-19在去年已经成为热门关

键词外，其余关键词在今年的崛起趋势较为明显。其

中，S≥10的关键词有5个，包括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Research Data Management、User Study、

图2ﾠASIS&T 2021特色关键词在近五届年会中的频次变化
Fig. 2 Frequency Changes of Featured Keywords in 2021 ASIS&T 
Annual Meeting over the Past Five Annual Meetings

Diversity、Equity。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反

映了参会人员对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学科多元化发展

的集中探讨；Research Data Management彰显了大数

据时代信息互联的受关注度；User Study蕴含着学科

研究对用户的关切；Diversity、Equity则与本届年会对

信息多样性、公平性的重视相呼应。

通过对关键词的分析，能够发现本届年会研究方

向的新变化，即会议紧扣社会背景和用户需求，从多

样情境和学科视角入手，对信息公平性、多样性、包容

性等进行了充分探讨。基于此，本文将分别从用户视

角下的信息公平与正义、信息时代下的多样情境与数

字包容、数字情境下的信息互联与赋能三个维度综述

本届年会所取得的最新进展。

2　 技术与伦理碰撞：用户视角下的信
息公平与正义

2.1ﾠ人机交互新环境中的用户隐私和信任
伴随着智能设备、移动应用程序在生活中的常态

化应用，人机交互正在向多通道、多场景的方向发展，

交互的实时性、深入性也不断提升。但随之而来的还有

用户对个人隐私保护和交互体验质量的更高追求，尤

其是在新冠疫情的时代背景下，隐私与信任作为跨文

化的信息伦理概念 [4]，其相关研究在近两年达到了高

峰 [5]。本届年会的主题体现了对人机交互新环境中用

户隐私及信任问题的充分关切。

（ 1）新型工具或平台中的用户隐私和信任

近年来，用户交互的对象逐步转变为语音数字助

理等智能工具，用户交互的平台向社交媒体等扩展，

智能工具的可信任度及网络用户的隐私保护面临着更

多挑战。

作为用户的新型交互对象，智能工具的可信程度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就日常生活中普及度较高的语

音数字助理而言，其可信程度受到系统能力、助理个

性及界面可用性的显著影响 [6]；辅助科研工作者的系

统性综述软件可信度则因软件智能程度变化而有所差

异 [7]。与此同时，用户对智能工具的信任度也影响着人

机交互的质量，如用户对搜索引擎的信任度将影响其

对检索结果的满意度 [8]。由此可见，要实现高质量的人

机交互，应当着力于系统能力、交互界面的改进，提升

用户对智能工具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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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作为用户常用的在线平台，存在一定的

信息累积风险，即不同社交媒体中用户信息的关联程

度越高，个人隐私泄露的可能性也越高。用户对社交

媒体信息累积风险的了解程度将影响个人隐私泄露事

件的发生率 [9]。同时，社交媒体也是虚假信息传播的重

要渠道，当用户面对社交媒体中不同类型的虚假信息

时，其采取的信息行为有所不同。探究虚假信息传播

与用户信息行为的关系，有利于发掘社交媒体中虚假

信息的传播机制 [10]。因此，提升用户对社交媒体信息

累积风险的了解程度，把控虚假信息类型与用户信息

行为的相关性，有利于防范个人隐私的泄露及虚假新

闻的传播。

（ 2）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用户隐私和信任

在新冠疫情防控成为常态，追踪用户行动轨迹和

新冠疫情接触情况的应用程序被广泛运用的背景下，

用户的隐私和信任问题尤为突出，解决这些问题可以

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发力。在宏观层面，为处理数据主

体权利冲突和隐私问题阐明方向的政策文件具有指导

性作用，如欧盟发布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即为成

员国在追踪过程中防范隐私问题提供了参考 [11]。在微

观层面，应用程序的优化能够从底层解决用户隐私和

信任问题，挖掘用户对追踪应用程序中隐私保护的期

望，调查其认可的隐私政策 [12]，可以为开发人员优化

应用程序提供参考。

新冠疫情时期，个人暴露自身信息的意愿降低，

用户在注册网站时更倾向于伪造身份 [13]。在社交平台

大规模传播新冠疫情信息 [14]、搜索引擎加速新冠疫情

谣言传播的背景下 [15]，用户对在线平台上相关信息的

信任度也受到了影响。结合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

用户的心理变化，也是探究新冠疫情时期用户隐私和

信任问题的途径之一。

2.2ﾠ信息服务与技术应用中的公平和正义
信息服务的意义在于帮助所有人高效地获取信

息，新兴技术则应当推动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但由

于信息服务或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偏见与歧视，部分群

体面临着不公平问题。信息服务与技术应用中公平和

正义的实现路径，是本届年会关注的重点。

（ 1）信息服务中的公平和正义

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领域应当致力于为用户提供

平等的信息服务，不因个体的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程

度差异而区别对待。在实践中，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

行业已经针对信息服务的公平和正义问题，从方针和

教育层面入手，采取了相关措施，包括在专业性工作

中以行动方针推动种族平等 [16]，将公平性、正义性问题

的相关概念纳入课程教学中等 [17]。这些举措对于提升

信息服务公平性具有指导性意义。

基于指导性工作的开展，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领

域的重要机构在促进信息服务公平与正义的措施实施

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新冠疫情期间，公共图

书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措施，解决以农村为代表

的偏远地区在健康信息服务中的不平等问题[18]。美国

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协会赞助的一项研究则针对残疾

的图书馆管理员、用户开展了广泛调查，以构建更具公

平性的创客空间[19]。此外，ASIS&T标准委员会重点关

注语义冲突和信息表示中的偏见问题，致力于推动标

准系统的全球采用，以促进信息服务的公平性[20]。

（ 2）技术应用中的公平和正义

新兴技术应用中的公平和正义问题近年来受到学

者们的广泛关注。作为新兴技术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

领域繁多，其存在的算法歧视问题将影响到各领域的

用户群体。因此，从用户角度出发，致力于培养用户的

人工智能素养 [21]，将人工智能伦理教育视为解决人工

智能伦理问题的主要机制 [22]，是保障人工智能公平性

的路径之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公平和正义问题

贯穿其整个生命周期，因此，从人工智能生命周期的

不同阶段出发，规范其应当遵循的伦理规范 [23]，则是

保障人工智能公平性的另一条路径。

提升技术应用的公平性，应当充分考虑用户特征。

在语音数字助理的应用过程中，用户通常偏向选择与

自身种族、性别和年龄更为匹配的语音数字助理 [24]，当

用户与语音数字助理的性别等特征不相适应时，极易

助长特定环境中的刻板印象 [25]。在虚拟现实等技术的

应用过程中，用户的身体健康状况会影响其使用需求，

如残疾用户对无障碍使用的需求等 [26]。在信息检索技

术的应用过程中，考虑用户的专业背景知识，可以保

障个体平等地获取信息 [27]。因此，在应用技术的过程

中，将用户的种族、性别、年龄、健康情况、背景知识等

特征纳入考虑因素，有利于保障技术应用中的公平与

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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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与关怀并存：信息时代下的多
样情境与数字包容

3.1ﾠ多样信息情境中的数据力量
大数据时代，专业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类情境

都与数据密不可分，数据在多样信息情境中的应用也

更加多元、深入。基于对数据的分析与处理，探索专业

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多样信息情境，也是本届年会研

究内容的特点之一。

（ 1）专业领域情境中的数据力量

在专业领域情境中，对数据的充分利用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推动该领域的理论或实践发展。就健康医疗

领域情境而言，在健康信息寻求阶段，可以通过分析

患者或医护人员健康信息寻求行为的相关数据，发现

他们在健康信息寻求方面面临的挑战 [28]。在医疗决策

阶段，通过调查医疗决策参与者的行为数据，能够探

索不同个体医疗决策行为的特殊性和一致性 [29]。在医

疗行为结束后，基于患者的在线评价信息，可以开展

细化分析，量化医疗行为的副作用等 [30]。由此可见，数

据在健康医疗领域多个阶段的研究中，均具有基础性

作用。

除健康医疗外，数据在学科评价、社会工作、翻译

等其他专业领域情境中也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比如，

在学科评价领域，基于训练数据得出特定学科的价值

和发展趋势并予以公开，可以供更广泛的人群参与评

价 [31]。在社会工作领域，基于社会工作者的论坛互动

数据，能够挖掘其解决工作问题的方式，丰富社会工

作者的相关研究 [32]。在翻译领域，基于对在线协作翻

译案例数据的梳理，能够总结相关流程与重要事项，

为同类合作项目提供参考 [33]。可以看出，对于多类专

业领域的从事人员而言，数据都是深化相关研究的重

要基础。

（ 2）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数据力量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情境复杂多样，利用数据

探索其中蕴含的关系，是本届年会的研究趋势之一。

在线社区是社会互动情境的重要平台，一方面，数据

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挖掘其中的用户群体，如基于社区

互动数据细分用户群体 [34]、基于用户界面偏好数据探

讨界面设计对用户使用的影响 [35]。另一方面，数据可

以帮助研究人员发现社区内部或各社区之间的关系。

比如，针对社区内部的关系问题，基于不同用户群体

的互动数据，揭示各用户群体间的关系 [36]。针对社区

之间的关系问题，基于社区属性数据，以社交网络分

析方法为辅助 [37]，发现不同社区之间的边界及影响因

素 [38]。通过数据开展用户群体挖掘、社区关系分析等工

作，有利于推动在线社区功能的合理优化。

面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活动情境，数据依然大有

可用。一是发现相关现象。如可基于在线书评中的词频

数据，分析用户的兴趣偏好 [39]。二是挖掘相关规律。如

解析不同主题下的古代诗歌情感词汇数据，以探究情

感词汇与诗歌主题的关系 [40]。三是改善工具或服务。如

通过数据挖掘识别书评中的情感内容，证实数据挖掘

方法在情感识别中的有用性，为创建以情感为标识符

的自动化媒体推荐系统提供参考 [41]。从文化活动情境

中的现象、规律到实用工具，数据能够帮助研究人员由

浅至深地展开探索，以实现高质量的文化服务。

3.2ﾠ信息研究中的数字包容和学科交叉
保障所有人平等地从信息和通信技术中受益，弥

合数字鸿沟，促进数字包容，是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

领域的重要议题。在关注信息和通信技术包容性的同

时，随着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学科的跨学科研究趋势

越来越明显，信息研究中的学科交叉也更为常见，图

书情报与信息科学学科正在开启包容性的发展道路。

（ 1）信息研究中的数字包容

信息研究对于不同群体，尤其是边缘化和弱势群

体的包容与关注，有利于确保信息和通信技术惠及所

有个体。作为信息时代弱势群体的代表，老年人对医

疗健康信息的需求明显。开展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的

相关研究，包括从用户搜寻信息的角度出发，分析老

年人的在线健康信息搜寻与评价行为，以优化老年人

健康信息搜寻机制 [42]；或从信息提供方的角度出发，

结合老年人的专业知识背景，将其纳入在线健康信息

设计的考虑范围 [43]，均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与老年人相比，青少年群体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强，

但由于其身心不成熟，青少年信息交互研究的开展同样

具有必要性。首先，在理论框架方面，对青少年认知和

立场的探讨，能够指导青少年信息交互研究理论框架的

开发[44]。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新冠疫情时期，青少年

的信息交互模式有所改变，其研究方法也需要进行调整

与创新[45]。最后，在交互设计方面，将青少年纳入参与

式共同设计中，是优化交互设计的途径之一[46]。从理论

图
书
︑文
献
与
交
流ﾠ/ﾠLibrary, Docum

ent &
 Com

m
unication



06
7

2
0
2
2

年
第2

期/

第3
9

卷/

总
第2

0
6

期

框架、研究方法、交互设计等多个维度出发，立体开展青

少年信息交互研究，对提升青少年信息交互质量具有积

极意义。

本届年会还聚焦于部分边缘人群的相关问题。比

如，针对无家可归的群体，探索为其提供服务的组织

开展协作的关键工具 [47]；针对性少数群体，关注其医

疗健康信息行为，构建性少数群体健康信息决策行为

模型 [48]；针对北美原住民，探讨了土著数字文化遗产

迁移中知识共享的作用 [49]。

（ 2）信息研究中的学科交叉

对跨学科合作研究的评价是衡量学科交叉的重要

依据，包括构建回归模型以对比跨学科合作研究和单

学科研究 [50]、在学科引用网络上嵌入向量以测量研究

的跨学科水平 [51]。就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而言，虽然

其自身具有跨学科性质 [52]，但在不断拓展学科边界与

外延的同时，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的跨学科合作研究

也保持着对学科核心研究领域的坚守。

目前备受关注的跨学科合作研究方向之一是数字

人文。本届年会不仅分析了数字人文跨学科合作研究

模式的特点 [53]，还探究了多种数字工具的可用性和有

用性 [54]。此外，结合神经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基

础或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在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领域

也较为常见，如采用功能性磁共振工具开展脑电实验，

研究用户在信息检索需求得到满足时的反应等 [55]。在

适当引入其他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开展研究，有助于从

多元视角解决本学科的研究问题。

4　 虚拟与现实交融：信息情境下的数
据互联与赋能

4.1ﾠ知识发现中的数据互联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只有准确把握数据的特征

及它们之间的关联，从纷繁复杂的数据中提取有用知

识，并对其进行有序管理与重用，才能充分发挥海量

数据的价值。本届年会的一大特点即是对知识发现世

界中数据互联的关注。

（ 1）知识发现中的数据提取和描述

数据的提取和描述是知识发现与利用的基石之

一。在数据的提取方面，可以从技术角度入手，如结合

命名实体识别与深度学习模型，提取大规模数据集中

的关键知识 [56]，或利用自动化系统挖掘重要引用论文，

探寻研究网络 [57]。也可以从政策角度入手，分析相关

机构或平台的数据收集政策，总结数据识别、评估和选

择方式 [58]。技术应用能够提升数据提取的效率，政策

优化则可以保障数据提取的质量。

在数据的描述方面，较少被关注的非结构化描述

在本届年会中得到了讨论，为明确数据的非结构化描

述信息奠定了基础 [59]。年会还探讨了数据描述中众多

问题的解决途径。例如，针对数据的歧义性问题，利用

实体链接系统能够消除馆藏数据的命名实体歧义[60]；

针对数据的重复性问题，可以将从元数据中识别馆藏

关系的方法替换为基于内容的文本重复性识别方法[61]。

解决数据的歧义性和重复性问题，有利于实现对大规

模数据的有序管理。

（ 2）知识发现中的数据存储和重用

在关注数据提取和描述的同时，年会也从多个角

度探讨了数据的存储和重用。在数据存储方面，数据

存储库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年会讨论了数据存储库的

作用、管理与评价问题。首先，针对数据存储库的作用

研究，通过对存储库内部元数据的探索，从社会技术

视角揭示了数据存储库作为信息基础设施发挥作用的

机制 [62]。其次，针对数据存储库的管理研究，基于存

储库访问的现有原则、政策，总结了数据存储库管理

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63]。最后，针对数据存储库的评

价研究，提出了衡量数据存储库可信度及社会影响的

方法 [64]。从这三方面开展的研究，为优化数据存储库

发挥作用的机制、改进数据存储库的管理工作、构建高

质量的数据存储库提供了理论基础。

要实现数据重用，一方面，可以从采用重用工具

着手，包括通过可重现的数据重用框架捕捉数据流 [65]、

开发元数据应用程序配置文件等[66]。另一方面，可以从

优化重用模式着手，包括设计适用于全球化背景的数

据重用模式 [67]、推广高效的数据重用模式等 [68]。

4.2ﾠ数字社会建设中的数据赋能
在数字社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教育、文

化、卫生等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数据的支撑，数据渗透

到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与社会转型深度融合。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数字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相关主体，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数字化建设可以

从机构内部和用户服务两方面加强。面向机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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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工作人员入手，收集并分析其个体建议数据 [69]

或群体互动数据 [70]，以探索机构数字化建设的方向。

二是从工具入手，包括利用记录技术追踪馆藏资源的

历史数据 [71]、改进元数据规范 [72]、挖掘数字馆藏可持续

发展的障碍等 [73]，帮助机构更好地管理数字资源。而面

向用户提供优质服务，则可以基于用户偏好数据集，使

文化服务贴合用户需求[74]，或是利用技术辅助手段，如

采用数字受控借阅[75]、改进数字文本馆藏搜索工具[76]、

提供数字资源的精细化导航等 [77]，保障用户公平、高效

地获取数字资源。

数据在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数字社会场景的推

进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在智慧医疗领

域，通过自动化分析电子病历中的患者记录，可以预

测罕见疾病的病症与触发因素 [78]。在智慧教育领域，

对学习者及其互动数据的分析，能够挖掘在线学习行

为的变化规律 [79]、促进教育资源的精准配置 [80]。可以

说，作为数字社会中的核心要素，数据正在为多个领

域的数字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动能。

5　讨论与展望

作为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领域的学术盛会之一，

ASIS&T年会聚焦的主题与收录的论文，无一不是图书

情报与信息科学领域的风向标。本届ASIS&T年会以丰

富的研究内容、多元的研究方法向图书情报与信息科

学领域的学者展示了学科的研究特点和发展动向。

5.1ﾠ 基于隐私保护视角，关注新冠疫情时期的
用户信息行为变化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和蔓延，给人们的

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用户获取和利用

信息的渠道与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图书情

报与信息科学领域应当发掘不同情境下的用户信息行

为变化。本届年会着眼于新冠疫情这一特殊时期下的

用户信息行为，对社交媒体平台中的信息传播行为、疫

情期间用户的在线学习行为、以新冠疫苗接种为代表

的医疗健康信息行为等进行了深入探究。

与此同时，用户隐私与信任问题也面临着新的挑

战，针对多样的信息情境，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领域

的学者需要以用户为中心，关注用户信息行为变化中

反映的隐私与信任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用户隐私保

护需求，开展信息服务优化工作，以保障新冠疫情时

期用户与信息的交互质量。

5.2ﾠ 聚焦信息技术的伦理审视，保障科技惠及
不同群体
信息技术应当契合社会价值诉求，服务于社会发

展，但技术研发过程中的内嵌偏见，或使用中的不当

操作，可能导致算法歧视、隐私侵犯等问题。在保障信

息技术充分发挥其积极价值的基础上，让所有人都能

受益于其应用，弥合数字鸿沟，使信息平等地惠及包

括老年人、残疾人、失业者等弱势群体在内的每个个

体，是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领域研究的重要目标。本

届年会聚焦于信息技术中的公平与包容，探讨了个体

或群体在获取和利用信息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歧视与

挑战、新兴技术在应用中涉及的道德伦理问题等。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和愈发严峻的伦理问题，

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领域的学者应当推动相关研究向

纵深发展，开发稳健可行的技术伦理框架，改进算法

透明度与公平性，构建全面的评价与监督体系 [81]，以

此促进信息技术的良性应用。

5.3ﾠ 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学科交叉中的理论与
方法创新
作为自身具有文理交叉基因的学科，图书情报与

信息科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尤

其是在新文科建设、新技术融入的背景下，淡化学科边

界是大势所趋。本届年会关注信息研究中的学科交叉，

对研究跨学科性的测量、热门跨学科合作研究方向、跨

学科合作模式特点、跨学科合作研究工具等进行了探

讨，以寻找学科新的增长点。

学科交叉是研究手段而非目的，图书情报与信息

科学领域的学者需要把握发展机遇，拓宽研究视角，

结合心理学、传播学、神经科学、医学等学科的知识，积

极开展跨学科合作研究。在寻找跨学科合作研究方向

时，应侧重于挖掘与本学科关联度较高的研究问题 [82]。

在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开展过程中，就理论层面而言，

应通过吸收其他学科的优秀理论，实现理论创新，输

出能够充分体现本学科价值的理论成果。就方法层面

而言，应通过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

法的创新型整合，为解决复杂问题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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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ﾠ 挖掘数据关联与价值，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成果不断融入人们的文化生

活 [83]，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的创新，公共文化的数

字化建设步伐正在不断加快。本届年会结合公共文化

的数字化建设方向，从图书馆、博物馆、数字社区等主

体的视角，讨论了数据在公共文化服务转型中发挥的

作用。

依托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务场景，图书情报与信息

科学领域的学者应当着眼多元主体，挖掘数据的内在

关联，加强数字文化资源的细粒度精细组织、语义深度

组织。在数据互联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数据的应用价

值，以高频文化服务需求场景为牵引，分析群众文化

需求，促进信息要素的有效配置，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的精准化、智慧化，为形成数据驱动的公共文化服务链

贡献学科力量。

2021年ASIS&T年会以“Information: Equity, Diversity, 

Inclusion, Justice, and Relevance”（“信息：公平、多样、

包容、正义、关联”）为主题，重点关注人与信息交互世

界中的公平正义、多样包容与互联互融，围绕这些关键

问题展开了系列前沿性研究，为图书情报与信息科学

领域的后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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