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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书店是否能持续回暖及发展，仅仅靠帮扶是不够的，
从业者要不断寻找创新发展之道。在困境面前，唯改革者进，
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实体书店唯有不断改革创新，
为读者提供更周到的服务，创造更优质的文化消费体验，满足
甚至制造需求，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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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构建了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催生和创造出更多新的生产与生活场景应
用，也为出版业开展知识服务创新提供了诸多新的机遇。文章从知识产品与平台
建设、数字技术与内容深度结合、知识传播和服务模式创新以及知识服务产业链
完善等几个方面，对5G时代出版业知识服务面临的新机遇进行分析，并提出5G时
代知识服务发展的五大趋势：网络结构去中心化、服务方式社交化、消费服务精
细化、生产方式整合化以及变现模式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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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出版业进入跨界融合的共赢发展时代。出版业通过全方位、多触点
地融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领域，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延伸出版产业链，
在更广阔的领域中链接资源、整合资源，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出版融合没有
既成的模式，出版理念、业态和路径的创新，既是出版融合发展的驱动力，也
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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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
给版权的保护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人工智能已经展现了与版权领域深度
融合的广阔前景，同时也带来了版权方面的一些问题，这在版权的保护、运用
及管理方面都有体现，尤其是版权的创作与保护方面，更是对传统的理论体系、
法律框架形成冲击。对AI生成内容进行返璞归真式分析，是对现有法律体系触动
最小的做法，亦能明确当下已然出现的新问题的权利义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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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探讨网络热点事件中应急科普传播如何通过网络特别是社交类媒体进
行传播，以及这一传播模式的特征，并分析用户利用效果。笔者通过搜集现有
研究成果、对微博文本进行挖掘，采用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利用描述统计和数
据分析，了解网络应急科普传播用户利用效果的实际情况。研究结果显示，微
博等媒体传播具有权威依赖性、应对时效性、问题针对性等特点。网络应急科
普降低了传统模式中传播者与受众的隔阂，使受众对科普信息的感知更加理性，
但其对舆论的引导作用也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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