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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站在宏观的高度，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
学、文献学及其他相关学科中共有的本质内容加以提取与概
括，并集他人的研究成果，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文献信
息学。
本书内容即是对该门学科的对象、内容、学科地位、
研究方法等问题及有关文献、文献信息的具体内容的阐述和
探讨。
其对有关学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本书可供图书馆、情报、档案和图书出版发行工作者及
高校相关专业的广大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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