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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赋能视角下的信息行为研究

———２０２３年信息行为研究年会综述

□刘畅　张鹏翼∗　李世娟　梁兴堃　闫蒲　夏汇川　王翩然

　　摘要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３—２４日,２０２３年信息行为研究年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全国７０多

所高校的２００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和学生参加了会议.本次年会以“AI赋能视角下的信息行为研

究”为主题,设置了主旨报告、专题讨论、海报展示、分论坛报告、眼动追踪工作坊等环节,围绕信

息行为研究领域在新一代人工智能(AI)技术浪潮下的理论创新、方法应用、情境拓展、人本关怀、
社会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文章综述了与会者的学术成果与主要观点,为信息行为研究的

发展与创新提供理论启迪与研究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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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３—２４日,由中国科学技术情报

学会信息行为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大学信息

管理系承办的“２０２３年信息行为研究年会”在北京

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７０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

２００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和学生参加了会议.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信息行为研究专业委员

会成立于２０２１年７月,已成功举办两届信息行为研

究年会,包括２０２１年７月９－１１日由南开大学商学

院举办的“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信息行为研究专

业委员 会 成 立 大 会 暨 ２０２１ 年 信 息 行 为 研 究 年

会”[１],以及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由武汉大学信息资

源管理学院线上举办的“２０２２年信息行为研究年

会”[２].
本次年会为第三届信息行为研究年会,会议以

“AI赋能视角下的信息行为研究”为主题,旨在为信

息行为领域研究者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推
动信息行为及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交流与合作.
本次年会邀请了三位专家做主旨报告,北京大学图

书馆馆长、信息管理系陈建龙教授,清华大学科研院

院长、计算机系刘奕群教授和武汉大学安璐教授分

享了 AI赋能视角下信息行为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

和新路径.为便于学者交流对话,回应学科热点,本
次年会还根据信息行为研究的前沿问题设立了五场

专题讨论会,包括:“危机情境下信息公开受众的信

息行为研究”“数智赋能的用户健康信息行为研究”
“人智交互研究”“脆弱群体的信息行为专题”“信息

交互行为与隐私保护研究”.
本次年会收到了全国７３所高校、科研院所的

１４９篇投稿.经专家严格评审,最终有７２篇论文被

录用为长文汇报(其中包括１３篇英文论文),另有

３１篇论文被录用为海报展示汇报.长文汇报根据

主题分为１２个分论坛:“AI对信息行为的赋能”“人
智交互行为分析”“多类型的信息行为分析”“多元群

体的信息行为”“健康信息行为(上、下)”“社交媒体

中的信息行为(上、下)”“生成式 AI使用意愿”“生成

式 AI使用行为”“阅读情境中的信息行为”“信息行

为中的伦理问题”.这些论文涵盖了信息行为领域

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情境、新行为、新对象及新视

角.专家们针对各篇论文进行了精彩点评,并与论

文汇报者展开了深入交流.本次年会还设立了论文

海报展示以及眼动追踪工作坊等环节,也引起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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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反响.
与会者共同探讨了 AI如何为信息行为主体和

信息行为研究赋能,探索了AI赋能视角下信息行为

研究的前沿理论、方法和领域,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

碰撞出了思想火花.文章将综述各位专家、学者的

学术成果与主要观点,为信息行为研究的探索与创

新提供理论启迪与研究指引.
本次年会得到了«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

«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知识»
«情报资料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信息资源管理

学报»DataandInformationManagement«农业图

书情报学报»等期刊的大力支持.部分年会论文被

期刊预录用.

２　会议报告研讨要点综述

２．１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信息行为研究

信息行为研究以人类信息活动规律为研究内

容,具有行为科学、信息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学科交

叉特征,有很强的应用性、实践性和需求导向性.在

现代社会中,新技术和新应用的大量涌现,不仅深入

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正在重塑人类社会.
“十四五”时期,国家信息化进入加快数字化发展、建
设数字中国的新阶段.«“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

划»[３]提出的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企业数字能

力提升、智慧养老服务拓展等１０项优先行动,体现

了国家信息化工作将基础能力、战略前沿、民生保

障、基层治理等摆在了优先位置,均与信息行为研究

息息相关.因此信息行为研究需要承担起响应国家

重大需求的责任和使命.
北京大学赖茂生在会议致辞中指出,信息行为

研究要结合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和国内面临的社

会经济转型的大挑战,深入了解国家、政府、企业等

不同层面的用户的实际关切和信息需求;要针对当

前信息生产和传播领域中虚假信息泛滥等严重影响

到相关部门的科学决策、公众的切身利益甚至生命

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的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

方案.
本次年会中的多项内容都反映了当前信息行为

研究在响应国家重大需要方面做出的努力.武汉大

学安璐的主旨报告针对不确定性环境下(如世界范

围内的极端天气、公共卫生事件和地区性冲突等危

机事件)用户存在的多元信息行为(如获取、选择、交

流、发布)的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她指出在不确

定环境下,用户信息需求的迫切性、信息获取的主动

性、信息交流的频繁性以及信息利用的灵活性都值

得深入研究.清华大学刘奕群的主旨报告“大模型

时代的司法信息智能处理”响应了国家提出的规范

司法行为、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

公正公开的需求.他在主旨报告中介绍了其所在团

队如何通过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使司法信

息更易于使用、满足用户需求,为实现“阳光司法”、
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而做出的努力和成

效.由南开大学李月琳和天津师范大学刘冰召集的

专题讨论“政务信息公开质量评估”,针对重大突发

事件下公开信息的质量、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用户

信息素养、信息传播的效果,以及对用户信息行为产

生的影响等方面展开了积极热烈的讨论,提出了政

务信息公开质量的综合评估框架.此外,亦有支持

健康中国建设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和以建设学习型

社会为目标的学习型搜索研究等领域的探讨,均反

映出信息行为研究的学者以“十四五”规划的国家重

大需求为根本,做出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和尝试.

２．２　信息行为研究的理论探讨

信息行为研究不仅要关注信息行为本身,还需

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方法突破,从而实现本领域

的长足发展,推动并逐渐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

行为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北京大学陈建龙作了题为“信息化生态中的信

息行为研究框架”的主旨报告,系统阐述了从信息化

生态视角开展信息行为研究设计的多层级映射关

系、微观研究的五维关联框架和宏观研究的理论升

华路径.他指出,信息行为研究要从实践出发,在关

注信息行为现象的基础上,观察其背后的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并进一步识

别出深层的学术问题和严肃的科学问题,努力建构

基于信息流规律的信息行为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

学科体系.陈建龙还强调,信息行为是有某种个性

特征的人在某种背景和情境中从事某种角色的生产

或生活活动中产生,由相应动作组成,有其动因、过
程和结果,受到多因素影响.信息行为已成为人的

基础行为、甚至是主导行为,其研究主题和变量主要

来自人群、背景(情境)、信息、行为和方法等维度.
在专题讨论和分论坛报告中,也有很多研究者

就信息行为相关理论在具体研究中的应用和实践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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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讨论.例如南京大学柯青探讨了影响健康信息说

服的时间效应;南京大学赵月华借鉴身份传播理论

提出了在线健康社区用户身份的四种认知框架(个
人身份、演绎身份、关系身份和社群身份);南京大学

陈烨提出了电子健康档案数据协同治理的三体两向

概念框架,并建立了电子健康档案数据分级分类框

架;北京大学李世娟结合用户健康信息领域的大量

研究,借鉴用户赋权理论和框架效应等理论,提出了

涉及用户、系统、信息和环境四个维度的用户健康信

息领域的基础理论框架.这四个维度构成了理解用

户健康信息行为的基本框架,维度之间交互延伸,能
够为发展用户健康信息行为的相关理论提供支撑和

实践参考.

２．３　人与人工智能交互行为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渐成熟和渗透,人与人

工智能的交互(以下简称人智交互)研究逐渐成为前

沿课题.与会者探讨了人智交互行为研究的主要理

论、方法和趋势,并汇报了生成式 AI使用意愿和使

用行为的研究成果.
专题讨论中,武汉大学姜婷婷将人智交互的复

杂互动总结为人智协作、人智竞争、人智冲突与人智

共生四类,并指出人智交互研究的理论支持主要来

自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包括恐怖谷效应、
技术接受模型、人工智能设备使用模型等理论模型;
目前的研究主要使用自陈方法和观察方法,也利用

高级传感技术、眼动追踪等工具收集交互数据.南

开大学张晓飞分享了有关在线竞争平台“值得买”的
研究,探究引入AI代理后对用户的影响.武汉大学

郑汉分享了算法可供性对工作中使用生成式 AI技

术的影响,探索用户在与生成式AI进行交互的过程

中如何建立对内容的信任以及对技术的依赖.北京

大学张鹏翼、刘畅和武汉大学赵一鸣针对信息行为

学者从事人智交互研究的优势和挑战展开讨论,认
为可以从用户行为角度针对计算智能、感知智能与

认知智能展开探索,提出智能体发展的测评指标与

体系,并关注技术主导与行为主导、商业逻辑与研究

逻辑的矛盾和平衡问题.
人智交互研究分论坛的论文聚焦于人类与智能

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研究者通过采用实验法、访谈

法、问卷法等方法和眼动追踪等工具来获得交互数

据,分析用户在交互过程中的认知与行为特征.研

究主题涵盖用户对各种 AI代理如聊天机器人、AI

伴侣、在线客服等的交互行为过程与认知,如用户对

AI的心智感知和社会化反应,AI对用户的情绪支

持,用户与智能体的协作过程;并探究人智交互行为

的影响因素,如问答机器人的拟人化、信息需求的类

型和情境、智能体承担的角色等.生成式 AI使用意

愿及使用行为分论坛的论文聚焦生成式 AI使用意

愿、使用动机、信息采纳意愿等,探究其在信息检索、
在线医疗、辅助诊断、教育和日常生活等情境下的使

用;在行为层面,研究关注中外用户对生成式 AI的

信息需求、用户的提问和信息使用行为的具体特征、
交互策略、行为模式,以及提示词对 AI生成内容的

提升效果等.人智交互相关的海报也探讨了交互过

程中的信息获取模式、交互方式、语言表达特征和认

知特点,并基于已有理论框架提出了与 AI交互所需

的数智素养和数字伦理素养.

２．４　数智时代的信息行为研究

在数智环境下,AI等新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拓展

和改变了各种场景下不同类型的信息行为.
南京大学赵宇翔召集南京大学柯青、赵月华、陈

烨和北京大学李世娟针对数智赋能情境下的用户健

康信息行为进行了探讨,赵宇翔介绍了健康信息行

为的研究方向,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除理论探讨外,与会者还分享了健康信息行为领域

的最新研究成果,如不同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用户的

信息源选择偏好及影响因素,短视频虚假健康信息

特征对用户多重风险感知的影响,在线健康信息质

量对网络疑病症的影响,个体特征、社会情绪系统和

认知控制系统在导致网络疑病症时的相互作用,以
及用户在健康信息搜索中的交互感知、交互行为对

其交互质量的影响.
与会者也关注了不同类型信息行为的复杂特

征,如多元信息获取背景下用户的选择性信息行为

与态度转变,不同认知能力用户检索重构类型的差

异,真实情境中信息密集型工作任务的特征及其相

关的用户信息行为特征.此外,随着数字阅读技术

和产品的日益推广,新型阅读情境下的信息行为也

日益受到关注.研究者发现阅读不同模态信息会引

发用户认知负荷的差异;分析了儿童在图画书阅读

与搜索过程中视觉注意之间的关系;也有研究者基

于已有的阅读分级标准,总结出对有声读物进行评

价的重要特征维度并构建了相应评价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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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社群建设视角下的信息行为研究

本次年会有许多围绕社群建设视角下的信息行

为的深入探讨和成果分享,涵盖了脆弱群体的信息

行为,数智赋能下的用户健康信息行为研究,以及社

交媒体中的信息行为等多个领域.该视角重点关注

了信息行为研究中的不同社会群体、具体信息场景

与数字化信息环境.
新技术环境下的数字弱势群体是社群建设的重

点研究人群.南开大学樊振佳作为脆弱群体的信息

行为专题讨论的召集人,与河北大学陈则谦、中国人

民大学王彦妍、北京大学梁兴堃和闫蒲等多位学者

共同探讨了信息技术环境下数字不平等现象与弱势

群体的信息行为,内容包括脆弱群体的概念界定、重
点研究领域,以及技术和环境对人的影响.在讨论

中,梁兴堃强调了信息技术使用在不同人群中的差

异性和社会不平等问题;陈则谦指出需要关注AI介

入的数字反哺过程中代际之间的帮助和同辈之间的

帮助有何差异;王彦妍关注了和儿童有交互的信息

技术的导向性、意向性问题;闫蒲提出需要关注数智

环境下数字贫困和数字富裕之间的过渡过程以及信

息中介者的作用.最终,樊振佳以“赋能的时代、祛
魅的时代”作为总结,强调脆弱群体的信息行为需要

更多理性关注,提供更多知识贡献和解决方案.
日益丰富多元的社交媒体平台已然成为信息行

为研究的新田野.本次信息行为年会共有两场分论

坛重点关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工作,其中与会者共

同探讨了社交媒体搜索行为、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知

识采纳和持续参与的影响等议题.第一场分论坛深

入分析了社交媒体的多种使用场景,与会者聚焦于

社交媒体搜索行为如何导致焦虑,探讨了信息过载

的影响作用;聚焦于社交媒体在知识传播中的作用,
探讨了泛知识直播中多重沟通和多模态展示对用户

知识采纳的影响;阐述了社交媒体平台的个性化算

法对网络身材攻击的影响,分析了信息茧房与网络

暴力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二场分论坛重点讨论了社

交媒体中的社会化阅读、用户健康信息素养提升等

议题,与会者从游戏化视角出发探讨了虚拟社群知

识共享行为的激励机制;分析了文化场景理论视角

下网络社群用户的“打卡”行为;关注了在数字中国

建设背景下政府公共数据服务的多样性和及时性.
两场分论坛均强调了社交媒体作为信息传播和交流

平台的重要性,及其对信息用户行为、心理和社会互

动的深远影响.
社群建设视角下的信息行为研究还注意到了多

元化的社会群体,通过实证和理论研究关注其信息

需求、行为及影响因素.如与会者探讨了数字囤积

行为,强迫症人群的信息行为,考研学生的信息焦虑

问题,移动新闻消费中的数字不平等问题以及个性

化推荐系统对科研信息检索的影响等.这些研究不

仅展示了信息行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突出了信息

服务和信息用户研究的最新趋势,也进一步丰富了

社会群体研究的群组类别,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２．６　信息行为中的伦理与隐私问题研究

随着大数据与 AI的飞速发展,信息行为中的伦

理与隐私问题变得日益复杂与重要.AI在为用户

赋能的同时,也对涉及用户信息行为的隐私保护与

公平公正带来了挑战.在专题讨论与分论坛报告

中,许多与会者就此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享与

讨论.
华中师范大学易明召集相关学者针对信息交互

行为与隐私保护研究展开了专题讨论.华中师范大

学刘百灵指出,随着数据成为数字时代的新型生产

要素,用户数据收集和隐私保护之间存在矛盾,因此

在考虑个人信息保护方法时,需要考虑个人用户、企
业以及政府等多方的利益,从而在有效保护个人信

息的情况下促进数据流动.而公平驱动的个人信息

保护或能在数据收集和隐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华

中师范大学王萍认为,尽管 AI在算力方面远超人类

智能,但其算法“黑箱”会让人类对 AI缺乏信任,从
而无法最大化利用 AI辅助决策.王萍团队研究发

现,在使用 AI辅助决策时提供解释会显著提升用户

决策的准确度,但无法显著提升用户对 AI辅助决策

效果的信任程度,不同能力用户的信任构建路径存

在差异.北京大学夏汇川指出智能手机用户可能存

在一些超越具体手机平台和软件的隐私顾虑,从而

影响他们的信息行为.夏汇川结合情境完整性理

论,发现智能手机用户认知中的信息流动模式、信息

收集类型以及智能手机的角色都可能影响他们在使

用智能手机过程中的隐私顾虑.
信息行为中的伦理问题分论坛讨论了各种场景

下用户信息行为涉及的伦理与隐私问题.研究者采

用问卷、访谈、计算社会学等多种方法,运用社会学、
传播学、人机交互等领域的经典理论,从不同维度思

考和分析这些问题.在社交媒体场景下,研究者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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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了用户短视频上瘾的表现及其应对策略,认同性

评论视角下虚假信息操纵效应影响机制的表现与特

点,虚假信息特征的用户感知信任影响因素,网络霸

凌对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影响以及受害者可能会成为

对另一些人的施暴者的循环机制.在物联网场景

下,研究者探索了智能家居交互中用户的隐私风险

认知与保护行为,以及外卖骑手在困于算法中并面

临的众包平台监控、信息过度采集、隐私保护缺失的

问题.信息行为中的伦理与隐私问题相关的海报也

探讨了数字不平等、不同平台上用户的隐私顾虑与

期望等问题.总结而言,本次年会中关于伦理与隐私

问题的研究非常多元,进一步凸显«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各领域推行并落实的紧迫性,以
及伦理研究、伦理教育与AI赋能相辅相成的重要性.

２．７　运用眼动追踪技术的信息行为研究

眼动追踪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生物测量工具,
自２００４年起为信息行为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

研究数据来源[４].通过精确捕捉用户的眼动模式,
研究者能够深入理解用户在浏览网页、阅读文献或

进行各种信息搜寻活动与人机交互过程中的注意力

分布和认知过程.本次年会邀请了 Tobii中国的技

术团队共同举办了眼动追踪工作坊.工作坊的讲座

主题包括眼动追踪技术赋能信息搜寻行为和赋能多

元信息群体的信息行为研究,与会者共同探讨了眼

动追踪技术的未来.
眼动追踪技术通过精准记录用户的视觉关注模

式,为理解不同用户群体如何接收和处理信息提供

了多样性视角.通过分析用户的眼动数据,研究者

可以获取多元信息用户在面对复杂信息环境时的行

为差异.武汉大学吴丹作为眼动追踪工作坊的主旨

嘉宾,介绍了眼动追踪方法及其在信息搜寻行为研

究当中的应用案例,包括基于眼动追踪技术的搜索

结果页面(SearchEngineResultPage,SERP)上的

交互行为研究、移动搜索研究等.其团队利用眼动

追踪技术,以挖掘用户认知、优化搜索反馈、评估搜

索质量、预测搜索行为等为核心目标设计实验方案,
从而为改进更符合用户实际情况的检索平台提供科

学依据.北京大学王翩然以表达能力尚处于发展阶

段的学龄前儿童为研究对象,使用眼动追踪技术探

究该信息群体在查询已知图画书时呈现的注视模

式,以及该过程当中研究对象的认知加工过程和查

询策略,以设计更符合学龄前儿童需求的图书书目

查询系统.
技术的普及和成本的降低促进了眼动追踪技术

在多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为使用眼动追踪技术赋能

多元信息群体信息行为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更多的研究机构和企业能够使用眼动追踪技术,从
而在科研、教育、医疗和市场营销等领域提升用户体

验.Tobii中国的知识顾问王栋然介绍,眼动追踪技

术是一个促进和推动学科交叉创新的有效工具,促
进了信息技术、心理学、社会学以及行为科学等学科

的交叉应用.随着技术的进步,未来的眼动追踪设

备将更加精确、高效,易于使用,为深入探索信息世

界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３　本次会议特色

本次年会秉承守正创新的思想,在前两届年会

的基础上展现出新的风采,呈现出主题前沿、形式创

新、学科领域交叉三大特色.
主题前沿.本次年会主题聚焦于 AI技术对信

息行为的赋能,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前沿主

题,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与会者深入探讨

AI技术在信息行为领域的创新应用,探讨其对个

人、组织、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影响,分享最新的研究

成果和实践经验,为更好地利用 AI技术推动信息行

为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法和技术.
形式创新.本次年会除了主旨报告和分论坛报

告外,还采用了多种新形式,如专题讨论、海报展示

和工作坊等.其中,专题讨论聚焦重要的学术问题,
由不同学者从多维度展开讨论,有助于促进不同领

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通过海报展示,参会者更加直

观地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

考和借鉴;工作坊的互动形式使参会者更加深入地

了解相关议题,实际操作的环节也让参与者有更多

机会深入学习和了解相关技术及其应用.
学科领域交叉.本次年会吸引了来自多个学科

领域的与会者,包括信息资源管理、管理科学与工

程、经济学、公共卫生、新闻传播、语言学、哲学、历史

文化、旅游学、马克思主义、法学、医学、数据科学、计
算机科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学生.这些

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有助于产生新的学术思想和观

点,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和创新.同时,通过不同学

科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可以产生更加全面和深入的

研究成果,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更加有效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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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本次年会为信息行为研究领域的学者和学生们

提供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通过本次年会,
参会者们不仅讨论了信息行为研究在新一代人工智

能技术浪潮下的机遇和挑战,探寻了建立中国信息

行为研究流派的可能性,也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学术

伙伴,建立了新的合作关系.这为推动中国信息行

为研究领域的蓬勃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实现信

息行为研究事业的继承和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为
促进广泛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注入了充足动力,为繁

荣未来的学术研究和探索打下了坚实基础.期待学

者们来年再聚,共同谱写信息行为研究领域的精彩

篇章!

参考文献

１　肖雪,章小童,李安祎,等．多元环境下信息行为研究的拓新与发

展———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信息行为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

会暨信息行为研究２０２１年年会会议纪要[J]．图书情报知识,

２０２２,３９(１):１４１－１４７．

２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迈向智能社会的信息行为研究———信息

行为研究专委会２０２２年会成功举办[EB/OL]．[２０２４－０１－０２]．

https://sim．whu．edu．cn/info/１２４１/１２８４１．htm．

３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EB/

OL]．[２０２４－０１－０２]．https://www．gov．cn/xinwen/２０２１－１２/

２８/content_５６６４８７３．htm．

４　GrankaLA,JoachimsT,GayG．EyeＧtrackinganalysisofuser

behaviorinWWWsearch[C]//Proceedingsofthe２７thannualinＧ

ternationalACMSIGIRconferenceonresearchanddevelopment

ininformationretrieval．２００４:４７８－４７９．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年１月３日

修回日期: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０日

(责任编辑:李晓东)

ResearchonInformationBehaviorsfromtheAIEmpowermentPerspective
—Summaryofthe２０２３AnnualConferenceonInformationBehaviorResearch

LiuChang　ZhangPengyi　LiShijuan　LiangXingkun　YanPu　XiaHuichuan　WangPianran

Abstract:OnDecember２３－２４,２０２３,the２０２３AnnualConferenceonInformationBehaviorResearch
washeldatPekingUniversity,withmorethan２００participantsfromover７０universitiesacrossChina．The
themeofthisyearsconferenceis“ResearchonInformationBehaviorsfromtheAIEmpowermentperspecＧ
tive”．Theagendaoftheconferenceincludekeynotespeeches,paneldiscussions,posterpresentations,subＧ
forumoralpresentationoffullpapers,andaworkshoponeyetrackingmethod,toconductinＧdepthdiscusＧ
sionsontheoreticalinnovation,methodapplication,situationalexpansion,humanisticcare,socialdevelopＧ
ment,andotheraspectsofinformationbehaviorresearchinthenewwav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I)

technology．Thearticlesummarizestheacademicachievementsandmainviewpointsoftheparticipants,

providingtheoreticalenlightenmentandresearchguidancefortheexplorationandinnovationofinformation
behavior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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