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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现状及社会需求调查

潘燕桃

摘摇 要摇 采用问卷调查法,从图书馆学专业设置、继续教育与短期培训、课程建设、师生情况、教学条件、招生与就

业、社会评价与社会需求等方面,对中国大陆 50 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进行调查研究。 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已

经形成了一个涵盖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流动站的层次齐全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体系,继续教育

与短期培训市场需求旺盛,本科招生就业情况良好,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较大;但仍存在高校专业设置

地理分布不均衡、博士教育发展缓慢等问题。 图 3。 表 5。 参考文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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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This paper reports and analyzes the results of a survey study o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aspects of professional establishment熏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short鄄term training熏 curriculum熏 faculty熏 teaching
condition熏 enrollment and employment熏 and social needs. It concludes that a complet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system
with different levels鄄bachelor蒺s熏 master蒺s熏 doctoral熏 and post鄄doctoral level has been formed in China. Continu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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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截至 2008 年 12 月,中国大陆共有 50 所高

等院校和机构开展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已经形

成了一个涵盖本科(学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

究生、博士后流动站的层次齐全的图书馆学专

业教育体系。 本课题组自 2008 年 8 月至 12 月

从专业设置、课程建设、师生情况、教学条件、招
生与就业、社会评价、社会需求、继续教育与短

期培训等多个方面,对中国大陆全部 50 所图书

馆学教育机构进行了全面的问卷调查,共发放

问卷调查表 50 份,回收了 49 份淤,有效调查问

卷 49 份,回收率和有效率达 98% 。 调查表明,
包括继续教育和短期培训在内的中国大陆图书

馆学教育,在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的停滞

之后,呈现出了勃勃生机。

1摇 图书馆学专业设置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图书馆

事业的高速发展,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规模不断

扩大,专业层次不断提升。 截至 2008 年 12 月,
共有 50 个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图书馆学教

育,其中有 29 个本科专业、42 个硕士授权单位、
8 个博士授权单位、5 个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学博士后流动站(表 1)。 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4
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7 个,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 19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2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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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1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

点学科 2 个,一级学科省 /市重点学科 4 个,二级

学科省 /市重点学科 6 个,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

设点 3 个,省级名牌专业 3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 个。

1. 1摇 本科专业设置

近年来,图书馆学本科专业教育总体发展趋

势稳中有升。 截至 2008 年 12 月,图书馆学本科

专业共有 29 个,比 2003 年增加了 3 个[1]79。 其

中,长春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河北经贸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

化与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

化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档案与电子政务系、郑
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信息科学学院等 6 个院系

均是在 2000 年以后新开设图书馆学本科专业。
这些院系图书馆学专业的开设,是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对图书

馆专业人才“市场需求冶的必然反应,它表明图书

馆学本科专业仍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在 29 个本科专业中,华南师

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学、云南大学等 4 所大

学所开设的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在其

中设有图书馆学方向。 浙江大学在 2004 年把专

业名称改为了信息资源管理。 这些学校都开设

有多门图书馆学核心课程,因此在本次调查中

仍把它们统计在内。
从地理分布来看(图 1),29 个图书馆学本

科专业分布在中国大陆 19 个省、3 个直辖市和 1
个自治区,海南、青海、宁夏、广西、西藏和新疆

等 6 个边远省份(自治区),以及江西、上海尚未

设有图书馆学本科教学点。 如果把中国粗略划

分为 8 个地区淤的话,平均每个地区约有 3. 6 个

图书馆学本科专业。 低于平均数的地区有北

京、西北和华南地区,与平均数大约相等的地区

有东北、中南和西南地区,高于平均数的地区有

华北和华东地区。 与 2003 年的调查结果[1]78一

样,中国图书馆学本科专业地理分布仍然较不

均衡,具有东部多于西部、北部多于南部的整体

特点。

表 1摇 中国大陆图书馆学专业设置

序号 院系名称
设置年份

本科 硕士 博士 博士后
网址

1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图书情报学系 1985 2007 摇 摇 http: / / man. ahu. edu. cn / new / index. asp
2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1947 1964 1990 2003 http: / / www. im. pku. edu. cn /
3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摇 1986 摇 摇 http: / / 202. 112. 84. 85
4 长春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2002 摇 摇 摇 http: / / 125.32.15.102:8099 / law / index. asp

5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信息管

理系
1980 1996 摇 摇 http: / / chuanmei. nenu. edu. cn

6 东南大学图书馆情报科技研究所 摇 2003 摇 摇 http: / / 58. 192. 117. 2:90 / Education /

7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图书馆

学系
1981 2003 摇 摇 http: / / csh. fjnu. edu. cn / idx. asp

8 复旦大学文献信息中心 摇 2004 摇 摇
http: / / www. library. fudan. edu. cn /
guide / graduate. htm

9 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2006 摇 摇 http: / / glxy. gxun. edu. cn /

10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1999 摇 摇 摇
http: / / 210. 40. 3. 51 / news / html / lm _
118 / 2007鄄04鄄03 / 145233.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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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根据一般的地理区划,将中国大陆图书馆学专业设置的地理分布粗略地划分为以下 8 个地理区域:北
京、华北地区(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东北地区(吉林、黑龙江、辽宁)、西北地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
疆、西藏)、华东地区(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安徽)、华中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
南)、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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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院系名称
设置年份

本科 硕士 博士 博士后
网址

11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 1985 2002 摇 摇 http: / / manage. hbu. edu. cn /
12 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02 摇 摇 摇 http: / / web. heuet. edu. cn / ggglxy /
13 河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摇 2006 摇 摇 http: / / www. haust. edu. cn / book /
14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1984 2003 摇 摇 http: / / 210. 46. 97. 15 / xgxy /
15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信息学系 摇 1980 摇 摇 http: / / www. bs. ecnu. edu. cn / xxgl. asp

16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信息

管理系
1983 2001 摇 摇

http: / / em. scnu. edu. cn / index. php? cc
= cxueyuanjs&code = yuanshux&id =6

17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 摇 2005 摇 摇 http: / / imd. ccnu. edu. cn
18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摇 2001 2005 摇 http: / / gl. jlu. edu. cn
19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1983 摇 摇 摇 http: / / ms. lzu. edu. cn
20 辽宁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1989 2004 摇 摇 http: / / lnnu. edu. cn
21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1985 1987 2003 2007 http: / / im. nju. edu. cn

22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技学院信息管

理系
摇 2003 摇 摇 http: / / info. njau. edu. cn / main. aspx

23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1984 1986 2002 摇
http: / / ibs. nankai. edu. cn / Site / show.
asp? option =22&item =18&section =73

24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历史

文化与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
2006 摇 摇 摇 http: / / 221. 199. 150. 103 / lswh / index. asp

25
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信息技术与

传播学院(图书馆)
摇 2007 摇 摇 http: / / itc. qrnu. edu. cn

26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1986 2004 摇 摇 http: / / www. glxy. sdu. edu. cn
27 山西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1978 2005 摇 摇 http: / / www. glxy. sxu. edu. cn / index. asp
28 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系 2002 摇 摇 摇 http:/ / www1. snut. edu. cn/ lswh/ default. asp
29 上海大学文学院图书情报档案系 摇 1998 摇 摇 http: / / cla. shu. edu. cn /

30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

理系

1984 -
2003

1990 摇 摇 http: / / ggglxy. scu. edu. cn /

31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档案与电子政

务系
2002 摇 摇 摇 http: / / shxy. suda. edu. cn /

32 天津工业大学图书馆 摇 2003 摇 摇 http: / / 211. 81. 27. 3 /

33
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

理系
摇 2006 摇 摇 http: / / www. tjnu. edu. cn / index. htm

34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 1920 1981 1993 2003 http: / / sim. whu. edu. cn /

3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信

息管理系
摇 2006 摇 摇 http: / / www. xidian. edu. cn

36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摇 2006 摇 摇 http: / / www. lib. xjtu. edu. cn

37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信息资

源管理系
1988 2004 摇 摇 http: / / pms. nwu. edu. cn / index. php

38
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信

息管理系

1987 -
1997

2006 摇 摇 http: / / computer. swu. edu. cn / index. jsp

39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知识资源管

理系
1985 1998 摇 摇 http: / / glxy. xtu. edu. cn / myphp / glxy /

40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情报与档案

学系
1987 2003 摇 摇

http: / / www. spa. ynu. edu. cn / struc鄄
ture / index. xml

41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

理系
2004 2005 摇 摇

http: / / intranet. cpa. zju. edu. cn / list.
aspx? cid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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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院系名称
设置年份

本科 硕士 博士 博士后
网址

42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 1994 1998 摇 摇 http: / / www2. zzu. edu. cn / xxgl /

43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信息科学
学院

2007 摇 摇 摇 http: / / www2. zzia. edu. cn / 4 /

44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摇 2003 摇 2002 http: / / www. istic. ac. cn
45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摇 1986 1993 摇 http: / / www. las. ac. cn

46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图
书情报学系

摇 1997 摇 2003 http: / / www. irm. cn

4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图
书馆

摇 2001 摇 摇 http: / / lib. fmmu. edu. cn

48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
分院军事信息管理系

摇 1986 2003 摇 不详

49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医药信息系 摇 2006 摇 摇 http: / / www. xysm. net / cmti
50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 1984 1990 2006 http: / / im. sysu. edu. cn

合计 29 42 8 5

1. 2摇 硕士点设置

截至 2008 年 12 月,中国大陆的图书馆学专

业硕士点共有 42 个。 中国图书馆学硕士教育具

有以下特点:
其一,图书馆学专业硕士教育已经成为当前

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热点冶,并且正在成为中国

大陆图书馆学教育的主流方向。 中国大陆的图

书馆学专业硕士点共有 42 个,比本科专业多 13
个。 其中,15 所新开设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点的高

校和图书馆,过去并未开办过图书馆学本科专

业,并有一些停办了图书馆学本科专业的学校,
却保留了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点。 这些情况表明

中国图书馆学人才需求层次正在不断上升。
其二,2008 年的硕士点数量比 2003 年增加了

一倍,其中超过半数的硕士点(27 个)是在 2000 年

以后设立的,平均每年约增加 4 个。 这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

对图书馆学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是相适应的。
其三, 越来越多的图书馆等信息机构新开

设了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点。 截至 2008 年 12 月,
中国大陆共有 9 所图书馆等信息机构开设了图

书馆学专业硕士点, 占全部硕士点数量的

21. 4% ,超过 1 / 5。 可以预测,图书馆等信息机

构参与图书馆学硕士教育正在成为中国大陆图

书馆学教育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其四,图书馆学硕士点在地理分布上不均

衡,具有东部多于西部、北部多于南部的整体特

点。 从地理分布来看,尚有 8 个边远省份(自治

区)以及江西省未有设立图书馆学硕士点;平均

每个地区约有 5. 3 个图书馆学硕士点,硕士点最

多的华东地区是硕士点最少的华南和西南地区

的 4 倍。 相对而言,华南、西南、东北和西北地区

的图书馆学硕士点在地理分布上比较少,存在

着较大的不足(图 1)。

图 1摇 中国图书馆学本科专业与硕士点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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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摇 博士点设置

截至 2008 年 12 月,中国大陆的图书馆学专

业博士点仅有 8 个。 相对于图书馆学本科与硕

士教育,博士教育发展缓慢,地理分布不均。 自

1977 年我国恢复图书馆学本科专业招生,1978
年恢复图书馆学专业硕士招生以后,1990 年才

设立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专业博士点,其后

在 1992 年增加到 3 个,2003 年增加到 6 个,2006
年增加到 8 个,至今没有再增加。 而且,我国图

书馆学专业博士点实际上只分布在长春、北京、
天津、武汉、南京、上海、广州等 7 个大城市,在地

理上构成了“五边形冶格局(图 2)。 其发展速度

之缓慢,分布之不均,数量之稀少,在中国大陆

250 多个学科专业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甚至落

后于台湾省。 这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高

等教育的飞速发展非常不协调,与图书馆事业

的持续、稳定、高速发展不相称[2]54。

图 2摇 中国图书馆学博士点地理分布

1. 4摇 博士后流动站设置

随着中国图书馆学博士点设置的突破发

展,2002 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武汉

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 5 个

单位先后建立起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专业合

并的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 这是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在经历了 80 多

年的发展以后的又一个重大里程碑,不仅标志

着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取

得了重大的进步,而且标志着我国已经形成了

从学士、硕士、博士到博士后完整的图书馆学专

业教育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图书馆

学专业教育已经具备了向一流学科层面发展的

基础[3]73。

2摇 图书馆学继续教育与短期培训

据调查,中国大陆 49 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

中共有 32 所机构开设了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继

续教育,占总数的 65. 3%。 其中,有 4 所开设了

高中起点的图书馆学专科教育;有 10 所开设了

专科起点的图书馆学本科教育;有 14 所开设了

硕士课程班,在学人数有 70 人;有 2 所开设了高

校教师专业硕士班;此外还有 2 所开设了其他形

式的继续教育。 这表明:在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

代的过快发展之后,我国图书馆学继续教育已经

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仍然是图书馆学教育中一

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与全日制教育比较,短期培训具有灵活性

高、适应面广、市场响应速度快等优点。 因此,
可把图书馆学专业短期培训看作是图书馆学全

日制教育的必要补充。 截至 2008 年 12 月,共有

13 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开办了 31 次图书馆学

专业短期培训班,培训人数多达 2485 人。 这些

培训班的培训方式多种多样,有中外图书馆员

一起参加的国际高级培训班,有为图书馆馆长

开设的管理培训班,有为边远地区或基层图书

馆员专门开设的业务培训班,有为在职图书馆

馆员更新专业知识、介绍图书馆前沿技术的“充
电冶培训班,还有受教育部委托专为图书馆学青

年骨干教师举办的信息素养高级培训班等。 这

些培训班的班次之多、人数之众,在某种程度上

说明了图书馆学专业短期培训在当前具有较大

的市场需求,也是图书馆学专业教育需要重视

的一个发展方向。

3摇 图书馆学课程建设

近年来,图书馆学课程建设取得了较大成

绩。 截至 2008 年 12 月,图书馆学专业已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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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学概论冶、 “图书馆学概论冶、 “信息资源共

享冶、“信息服务与用户冶、“信息资源建设冶等 5
门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数字图书馆原理

及应用冶等 12 门课程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信
息检索冶课程被评为省级优质课程。

2003 年 4 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

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在湘潭大学召开的第二次工

作会议上确定了以下 7 门图书馆学本科核心课

程:图书馆学基础、信息组织、信息描述、信息资

源共享、信息存储与检索、数字图书馆、目录学

概论[4] 。 根据 21 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所提供

的《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来看,虽然这

些机构所开设的课程在名称上存在一些差异,
但是仍然可以从中分析出这 21 所机构开设以上

7 门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的基本情况(表 2)。

表 2摇 图书馆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开设情况

课程名称

已开设核心课程的机构数量

名称一致
名称不同

内容近似

名称不同并由多

门课程组合而成
未开设 合计

图书馆学基础 16 4 0 1 21
信息资源共享 2 5 12 2 21
信息描述 7 12 1 1 21
信息组织 10 7 3 1 21
数字图书馆 8 12 1 0 21
信息检索 13 2 6 0 21
目录学 7 11 0 3 21

合计 63 53 23 8 139

摇 摇 其一,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基本稳定。
提供完整数据的 21 个院系基本上都开设了上述

7 门核心课程,其中有 13 所机构开设了全部 7
门、7 所机构开设了 6 门、1 所机构开设了 5 门上

述核心课程或类似课程。 这说明目前图书馆学

教育机构都十分重视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的

建设,重视培养具备图书馆学基本知识和基本

方法的专门人才。 因此,可以说,目前中国大陆

图书馆学本科专业教育的本质特性基本稳定。
其二,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稳中有变。

从表 2 可见,21 所机构共开设了 139 门次的核

心课程或类似课程,其中名称与 7 门核心课程

完全一致的有 63 门次,这表明图书馆学核心课

程设置基本符合图书馆学人才培养目标。 名称

不同但内容近似的有 53 门次,这表明原来的 7
门核心课程的部分名称已经不太适应图书馆事

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要求,更改名称已经成为

一种趋势。 名称不同并且由两门或几门课程组

合而成类似课程的有 23 门次,这表明原来的 7
门核心课程中的部分课程已经不能满足信息技

术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以及信息时代图书馆事

业的新要求,需要增加信息技术等新课程,以充

实课程体系和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

4摇 图书馆学师生情况

从表 3 看出,49 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共有

图书馆学专业教师 653 人,平均每所机构约有教

师 13 人。 与 2003 年的统计数据相比,图书馆学

教育机构的数量增加了,但平均每所机构的教

师人数却减少了 2. 4 人[5]56。
图书馆学专业教师中男性偏多,有 374 人,

占 57. 3% ;女性 279 人,仅占 42. 7% 。 这与 2003
年男性教师占六成、女性教师占四成的统计数

据[5]56比较,虽然男女比例已略有平衡,但仍然

呈现“阳盛阴衰冶的局面。
在 653 位图书馆学教师中,专职教师 517 人,

占全部教师总人数的 79. 1%;兼职教师 136 人,
占 20. 9%。 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学教育机

构聘请在图书馆实践最前沿工作的专家担任兼

职教授或兼职教师,这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兼

职教师给图书馆学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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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职称的教师 457 人,占全部教师总人数

的 70% 。 其中,教授 215 人,占全部教师总人数

的 32. 9% ,平均每所机构约有教授 4 人;副教授

242 人,占 37. 1% ;讲师 171 人,占 26. 2% ;助教

25 人,占 3. 8% 。 这表明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师

的整体职称层次比 2003 年有所提高[5]57。
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 38. 4%,拥有硕士学

位的占 41. 0%,拥有学士学位的占 19. 6%,其它

学历的占 1%。 显然,与 2003 年的情况相比,我
国图书馆学专业教师的学历水平已有显著提高,
尤其是拥有博士学位教师的比例增幅接近 3

倍[5]57,占全体教师的四成。 这与我国近年来大

学教师学历(学位)结构层次不断提高的整体情

况是相符合的,说明了目前我国图书馆学院系教

师学历(学位)结构的层次已提升到中上水平。
在图书馆学专业教师当中,现有文科资深教

授 2 人、博士生导师 62 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 1 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3 人、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冶9 人、入
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冶4 人、省级

教学名师 1 人。 可见,图书馆学专业教师中已经

有一批具有广泛学术影响的杰出学科带头人。

表 3摇 图书馆学专业教师基本情况统计

项 目 性 别 职 别 职 称 学 位

细目 男 女 专职 兼职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博士 硕士 学士 其他

人数 374 279 517 136 215 242 171 25 251 268 128 6
百分比 57. 3 42. 7 79. 1 20. 9 32. 9 37. 1 26. 2 3. 8 38. 4 41. 0 19. 6 1. 0
合计 653 653 653 653

摇 摇 目前,我国 47 所淤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共有

图书馆学专业在校学生 4955 人,包括全日制学

生 4611 人,占全部学生总数的 93% ;非全日制

学生 347 人,仅占全部学生总数的 7% 。 平均每

所机构约有学生 105 人。 其中,28 所于图书馆学

本科教育机构共有在校本科生 3612 人盂,占全

部学生人数的 78. 3% ,平均每所机构约有 129
人;42 所图书馆学硕士教育机构共有在校硕士

生 883 人,占全部学生人数的 19. 2% ,平均每所

机构约有 21 人;8 所图书馆学博士教育机构共

有在校博士生 116 人,占全部学生人数的2. 5% ,
平均每所机构约有 15 人。 可以看出我国图书馆

学教育的主体仍然是本科教育。
从数量上看,开设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机

构从 2003 年的 22 所增加到 2008 年的 50 所,但
平均每所机构的学生数量却从 2003 年的 164
人[5]59减少到 2008 年的 105 人。 如果单从数字

来看的话,学生人数似乎是减少了,但实际上减

少的是非全日制学生的人数,而全日制学生的

人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这是因为硕

士研究生课程班人数的大幅减少。 但特别需要

关注的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整体规模仍然

偏小,有待继续扩大,否则难以满足我国图书馆

事业高速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5摇 图书馆学教学条件

近十年来,图书馆学专业的教学条件有了

明显改善,为图书馆学教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和环境。 据调查,自 2004 年以来,38 所图书馆

学教育机构共编写教材 222 种,27 所图书馆学

教育机构共选用国家级优秀教材数量 229 种,为
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和自主学习提

供了有效的参考文献和阅读材料,充分满足了

图书馆学教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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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 50 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中,河南科技大学图书馆没有寄回调查表,华东师范大学和兰州大

学现在没有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因此仅调查到 47 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的学生人数。
中国大陆图书馆学本科教育机构共有 29 所,但兰州大学近年没有招生。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实行大类招生,因此一、二年级未分专业。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历

史文化与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于 2006 年开始招生,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信息科学学院于 2007 年开始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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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调查的 49 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中,
共有 48 所机构建有设备先进的多媒体教室,学
生可在这些多媒体网络教室中利用网络资源进

行自主学习、协作学习和研究性学习。 有 41 所

机构配备有专门的图书馆学实验室,教学实验

室配有学生机,可直接访问因特网。 有 43 所机

构建设了图书馆学实习基地,其先进的计算机

和网络设备为图书馆学专业学生提供了优越的

实践教学条件。 有 40 所机构已经建设了图书馆

学网络教学资源,有 38 所机构目前已经应用网

络教学资源进行教学活动,有 35 所机构目前已

经应用网络教学,学生可利用这些网络课程资

源,突破时空的限制进行课程学习,提高了学生

学习的兴趣,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和创新能力。

6摇 图书馆学招生与就业

一般来说,本科生的填报志愿情况和就业去

向情况是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温度计冶和图书

馆学人才市场需求的“风向标冶。 需要特别说明

的是,由于有些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没有统计和保

留有关本科生招生志愿和就业情况的完整数据,
仅能根据这次调查收集到的有效数据分析我国

图书馆学本科生招生与就业的大致情况。

6. 1摇 招生情况

在全国 29 所图书馆学本科专业教育机构

中,2005—2008 四个年级共录取本科生 3530
人,但提供有效招生数据的仅有 2627 人淤。 在

2627 人当中,填报志愿为图书馆学专业的有

1910 人,占 72. 7% ;其中,填报了第一志愿的有

641 人,占 24. 4% ;其他志愿的有 1269 人,占
48. 3% ;未填报图书馆学专业志愿的有 717 人,
占 27. 3% (图 3)。

图 3摇 图书馆学本科生招生情况

摇 摇 其一,与 1999—2002 四个年级比较,填报志

愿(包括第一和其他志愿)的比例增加了,未填报

志愿的比例减少了[3]68。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图

书馆学本科专业受欢迎的程度提高了。 过去社

会上普遍存在图书馆学专业招生不景气的偏见,
但是图 3 的统计数据表明:图书馆学专业不仅不

是冷门专业,而且还属于比较热门的专业。

其二,填报了图书馆学专业志愿的本科生

数量达到图书馆学本科生招生总量的 72. 7% ,
这客观地证明了大部分考生乐意报读图书馆学

专业,图书馆学专业受社会欢迎的程度较高。
其中,填报第一志愿占总招生数量的 24. 4% ,即
有近 1 / 4 的考生把图书馆学作为他们的理想专

业,这表明图书馆学专业对于考生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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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17 个机构提供了 694 人的有效招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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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 填报其他志愿(第一之后志愿)占总招

生数量的 48. 3% ,这说明有近半数的考生虽然

没有把图书馆学专业当作其首选志愿,但是他

们在填报了其他更热门的专业志愿以后,仍然

将图书馆学专业作为一种选择,也就是说,图书

馆学专业是考生较理想的专业之一。
其三,虽然未填报图书馆学专业志愿的本科

生(717 人)占总招生数量的 27. 3%,但是,鉴于

我国的图书馆学本科专业大多设在省市以上的

重点大学,招生分数线高,生源质量高,相对于其

他较冷门的专业来说,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忽

略。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不能动摇图书馆学专业

属于较热门专业的客观现实和基本结论。

6. 2摇 就业情况

据调查,2003—2008 年本科毕业生人数共

有 3894 人,其中提供有效毕业数据的毕业生

3112 人淤。 为了调查和统计的方便,本课题组

把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大致分为 7 类:图书馆等

信息机构 1229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39. 5% ;图书

馆学教育机构 69 人,占 2. 2% ;信息生产与供应

机构于 310 人,占 10. 0% ;事业单位与政府机构

258 人,占 8. 3% ;其它行业盂 430 人,占 13. 8% ;
继续深造 676 人,占 21. 7% ;自谋、自由职业 140
人,占 4. 5% 。 与 2002 年的就业情况相比,到图

书馆等信息机构、事业单位与政府机构就业,以
及继续深造的毕业生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增

加;而到其他行业就业的毕业生的比例却减少

了[3]71。 在 2003—2008 年间的毕业生 3112 人当

中,就业率高达 95. 5% 。
总的来看,当前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就业

去向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图书馆工作“魅力冶依然。 在所统计

的全部毕业生中有近四成(39. 5% )就业于图书

馆等信息机构,这说明图书馆工作对图书馆学

专业的毕业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仍然是毕业

生首选的就业去向。
其二,其他图书馆学专业对口单位具有一定

的吸引力。 这里的其他图书馆学专业对口单位

包括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信息生产与供应机构和

事业单位与政府机构。 在提供数据的全部毕业

生中有 20. 5%就业于这些单位。 对图书馆学专

业毕业的学生而言,信息生产与供应机构既是商

业机构,又是专业比较对口单位,因此较具吸引

力,占总数的 10%。 有 8. 3% 的毕业生选择就业

于事业单位与政府机构,这说明图书馆学专业本

科毕业生也能胜任事业单位与政府机构的工作。
仅有 2. 2%的毕业生就业于图书馆学教育机构,
但这并不说明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缺乏对毕业生

的吸引力,其主要原因是高校实行定编定岗,人
才需求量有限,需求层次也较高。

其三,继续深造是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的重要

选择。 在提供数据的全部毕业生中有21. 7%的毕

业生选择继续深造(考硕、考博、留学),在全部就业

去向中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图书馆等信息机构。 这

是近年来中国大陆高等教育向更高层次发展和社

会人才需求层次不断提高的反映。
其四,其他行业是图书馆学本科毕业生的

第三选择。 在提供数据的全部毕业生中,有

13. 8%的毕业生流向其他行业,其数量和比例

仅排在图书馆等信息机构和继续深造之后。 这

说明其他行业对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具有较大

的吸引力,同时也说明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具

有较广的就业面。

7摇 图书馆学社会评价与社会需求

摇 摇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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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7 个机构提供了 565 人、2007 年 15 个机构提供了 605 人、2006 年 15 个机构提供了 546 人、2005
年 12 个机构提供了 454 人、2004 年 13 个机构提供了 506 人、2003 年 12 个机构提供了 438 人的有效就业数据。

信息生产与供应产业是指生产与供应信息的商业公司和机构,如出版机构、数据库公司、信息服务机构等。
调查中的其他行业是特指图书馆等信息机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信息生产与供应产业、事业单位与政

府机构以外的其他所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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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培养了许多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获得社会

各界的好评。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图

书馆事业的高速发展,图书馆学教育的社会需

求也在不断增长。

7. 1摇 图书馆学对社会的贡献

在本次调查中,共有 18 所图书馆学教育机

构提供了 190 位近年来杰出毕业生的数据。 在

这 190 位图书馆学专业杰出毕业生当中,共有

108 位担任省市级各类图书馆馆长和副馆长的

职务,有 19 位担任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机构的院

长、系主任或学科带头人,有 19 位担任信息生产

与供应机构的负责人,有 30 位担任事业单位与

政府机构中的厅局级以上职务,有 14 位在上述

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担任负责人。
省市级各类图书馆、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机

构,以及信息生产与供应产业等均可视作图书

馆学专业直接对口的行业。 就是说,在全部 190
位杰出毕业生当中,共有 146 人在图书馆学专业

直接对口专业担任领导职务,占 76. 8% ,这表明

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

学教育事业,乃至信息产业都培养了许多杰出

人才。

7. 2摇 图书馆事业与社会信息化的需求

7. 2. 1摇 图书馆事业的人才需求

1998 年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进入了高速

发展时期。 国家计划与发展委员会和教育部启

动了“中国高校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 CA鄄
LIS)冶项目,建立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共

知、共建、共享体系。 与此同时,高校图书馆的

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普遍重视。 在经费预算

上,高等学校图书馆的经费预算出现了普遍增

长的大好局面。 在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的建

设上,高校图书馆以数百万元的巨资从国外引

进先进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在馆舍建设上,
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

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纷纷扩建馆舍;一些高

校,如华南师范大学、上海市委党校等相继建设

了新的图书馆馆舍。 同时,中国国家图书馆亦

启动了“数字图书馆冶项目并已投资约 2000 万

元从事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建设。 上海图书馆在

新馆落成以后经过与上海市科技情报所合并,
在行政地位上已上升为隶属市委宣传部的“厅
局级冶单位,在年经费预算上已达到了 1. 2 亿

元,并启动了“数字图书馆冶项目的建设。 深圳

市投资 8 亿元建设的现代化深圳图书馆业已落

成并投入使用, 由深圳图书馆自行开发的

ILAS II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在 2000 年已突破

1000 个图书馆用户[6] 。 南京图书馆、山东省图

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市图书馆等一

批公共图书馆正在建设新的馆舍。 总之,公共

图书馆在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的“低谷冶
之后正在高速发展。

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高速发展相伴的,必
然是图书馆学专业人才需求的急剧增长。 据

《中国统计年鉴 2008》,2007 年全国共有公共图

书馆 2799 所[7] 。 据教育部网站的统计数据,
2007 年全国有大专院校 1867 所[8] ,即有 1867
所大专院校图书馆。 除了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

书馆两种类型以外,还有科技与专业图书馆、中
小学图书馆、医院图书馆和企业图书馆等类型。
因此,全国各类各级图书馆的总数应该不少于

5000 所。 在本次调查中,2006—2008 年共有 21
所图书馆学本科教育机构提供了毕业生人数,
2008 年 703 人,2007 年 809 人,2006 年 701 人。
由此可估算平均每年每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约

有毕业生 35 人。 如果按照目前我国有 29 所图

书馆学本科教育机构来计算的话,全国每年大

约总共只有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 1015 人。
假设全国每个图书馆每两年才聘用图书馆学专

业本科毕业生 1 人的话,这个毕业生人数仍然远

远无法满足我国图书馆事业对专业人才的基本

需求。
7. 2. 2摇 社会需求

由于到各高校招聘毕业生的单位大多没有

注明招聘的人数,故本次调查的是到校招聘毕

业生的单位数量。 鉴于 2003—2008 年每年都仅

有部分图书馆学本科专业教育机构提供了有效

完整的招聘数据,本课题组通过对这些有效招

聘数据的统计分析,说明近年来图书馆学专业

本科毕业生人才需求的大致情况(表 4、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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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摇 图书馆学本科毕业生招聘情况

年摇 份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合计

图书馆等信息机构
数量 109 120 131 115 107 121 703

百分比 15. 5 17. 1 18. 6 16. 4 15. 2 17. 2 47. 1

图书馆学教育机构
数量 1 5 4 6 7 2 25

百分比 4. 0 20. 0 16. 0 24. 0 28. 0 8. 0 1. 7

信息生产与供应机构
数量 33 80 58 61 55 37 324

百分比 10. 2 24. 7 17. 9 18. 8 17 11. 4 21. 7

事业单位与政府机构
数量 22 29 17 23 18 16 125

百分比 17. 6 23. 2 13. 6 18. 4 14. 4 12. 8 8. 4

其他行业
数量 27 60 77 54 68 29 315

百分比 8. 6 19. 1 24. 4 17. 1 21. 6 9. 2 21. 1

合摇 计
数量 192 294 287 259 255 205 1492

百分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提供有效数据的机构数量 9 10 10 8 8 6 51

表 5摇 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招聘与就业情况比较

年份
毕业人数

(机构数量)
细目

图书馆等

信息机构

图书馆学

教育机构

信息生产

与供应产业

事业单位

与政府机构

其他

行业
合计

2008 349(9)
招聘 109 1 33 22 27 192
就业 116 1 51 28 40 236

2007 420(10)
招聘 120 5 80 29 60 294
就业 143 6 57 40 62 308

2006 393(10)
招聘 131 4 58 17 77 287
就业 147 4 58 35 57 301

2005 353(8)
招聘 115 6 61 23 54 259
就业 116 6 43 43 54 262

2004 342(8)
招聘 107 7 55 18 68 255
就业 128 9 34 35 49 255

2003 276(6)
招聘 121 2 37 16 29 205
就业 111 4 38 22 40 215

总数 2133
招聘 703 25 324 125 315 1492
就业 761 30 281 203 302 1577

摇 摇 从以上招聘数据可见,图书馆学专业本科

毕业生的社会需求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供不应求。

虽然从表 5 的数字来看,就业人数基本上略多

于招聘数量,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表格中的

招聘数量指的是到校招聘的单位数量。 因此,
如果假设平均每个招聘单位的招聘人数都多于

1. 5 人的话,那么这些招聘人数就会多于就业人

数。 这就表明:目前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

的数量未能满足图书馆等信息机构、信息生产

与供应产业、事业单位与政府机构,以及其他行

业的人才需求。
其二,图书馆学专业对口单位人才需求比

重很大。 为了统计分析的方便,本课题组把图

书馆等信息机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信息生产

与供应机构和事业单位与政府机构等算作图书

馆学专业对口单位。 据调查,2003—2008 年共

有 1078 所图书馆学专业对口单位到校招聘图书

馆学本科毕业生,占招聘单位总数的78. 3% 。
可见,这些单位对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的

需求量比较大,而且还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其三,其他行业对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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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容忽视。 据调查,2003—2008 年共有 299
所其他行业的单位到校招聘图书馆学本科毕业

生,占招聘单位总数的 21. 7% 。 这一方面说明

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所培养出的图书馆学专业人

才具有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的特点,有较广

的就业面;另一方面也说明具备信息组织能力、
检索能力,以及信息管理能力的图书馆学专业

人才在其他行业也是比较受欢迎的。

8摇 结论

综观近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历程

与当前现状,笔者认为,在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

的回落与调整之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已经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图书馆学学科建设成就比较突出。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获得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冶一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权,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

专业被列入国家重点学科,黑龙江大学等 10 所

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被列入省 /市重点学科,武
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点入选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其二,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各层次发展速度

和地理分布不均。 本科教育稳中有升,硕士教

育突飞猛进,博士教育发展缓慢。 并且,这三个

层次的专业教育地理分布都具有东部多于西

部、北部多于南部的整体特点。
其三,图书馆学继续教育与短期培训的市

场需求不可忽视。 目前共有 32 所机构开设了不

同层次不同形式的继续教育;13 所机构开办了

31 次图书馆学专业短期培训班,培训人数多达

2485 人。 因此,应把继续教育与短期培训看作

是图书馆学专业全日制教育的必要补充形式。
其四,图书馆学专业的师资素质明显提高。

在实现了教师队伍年轻化之后,目前拥有高级

职称的教师占全部教师总人数的 70% ,拥有博

士学位的教师人数接近全部教师总人数的四

成。 同时,在图书馆实践最前沿工作的兼职教

师给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五,图书馆学专业本科生的招生与就业

情况良好。 填报了图书馆学专业志愿(包括第

一志愿和其它志愿)的本科生人数超过了本科

生招生总量的七成,有近四成毕业生就业于图

书馆等信息机构,2003—2008 年间图书馆学毕

业生就业率高达 95. 5% 。
其六,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的社会需

求较大。 29 所图书馆学本科教育机构每年 1000
多位的毕业生无法满足全国超过 5000 所各类各

级图书馆对专业人才的基本需求,同时也无法

满足信息生产与供应产业、事业单位与政府机

构,以及其他行业的人才需求。

(致谢摇 衷心感谢参与本次调查的 49 所图

书馆学教育机构的各位老师! 感谢中山大学图

书馆于沛、资讯管理系硕士研究生袁晓波参与

了本课题的调查与统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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