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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情报学教育 20 年评述
摘　要　80 年代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特点是 :图书情报学教育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以文科为

主的单一模式转向多元化 ;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化尝试。90 年代的特点是 :图书情报学教育改革

成为关注的热点 ;图书馆学核心课程逐步形成 ;课程体系从图书情报学向信息管理转移 ;图书情报

学教育分化显露。存在的问题 :未能正确理解“大情报观”,未能正确处理“情报”与“信息”的关系 ,

未能慎重对待专业目录调整。参考文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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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起 ,我国图书情报学教

育进入空前的快速发展阶段 ,无论是办学数量和规

模 ,还是办学质量和效益 ,都超过了历史的任何时期。

主要标志有三 :一大批高等学校设置了图书馆学专

业 ,扩大了办学规模 ;恢复了情报学专业 ,专业特色日

趋鲜明 ;确立了图书馆学专业和情报学专业的学科地

位 ,这两个专业都拥有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权。

经过 20 年的发展 ,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面貌

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21 世纪来临之际 ,回顾图

书情报学教育走过的历程 ,总结经验和教训 ,分析当

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明确今后的目标和任务 ,对于进

一步发展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 ,具有重要意义。

1 　回顾

1. 1 　80 年代

80 年代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恢

复和发展”,具有 3 个特征。

1. 1. 1 　图书情报学教育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

1978 年 6 月 ,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

教学工作座谈会。会上 ,北大和武大共同确定了图书

馆学专业教学方案 ,并决定协作编写教材。这次会议

为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0 年 5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图书馆工

作汇报提纲》。《提纲》建议教育部同文化部合作 ,共

同办好现有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专业 [1 ] 。

根据《提纲》的要求 ,1981 年 9 月 ,教育部和文化部在

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图书馆学教育座谈会”,与会的

9 所设有图书馆学专业的院校对加强图书馆学专业

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致认为改革我国单一的图

书情报学教育体制是当务之急。这次会议是我国第

一次专门研究图书情报学教育的会议 ,也是文科座谈

会的延续和深化。

1983 年 4 月 ,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图书馆

学、情报学教育座谈会”,当时 ,全国已有 12 所院校设

置了图书馆学专业 ,6 所院校设置了情报学专业 ,会

议不但认真研究了人才需求、知识结构、培养目标和

规格以及师资队伍建设 ,还讨论了教学方案和课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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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2 ] 。1983 年 9 月 ,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发展和改革

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几点意见》,成为图书情报学

教育的指导性文件。

中国图书馆学会于 1985 年 7、8 月 ,在四川新都

召开了“首届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学术讨论会和

经验交流会”[3 ] ,重点讨论了图书情报学专业的课程

设置。1986 年 9 月 ,国际图联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北

京召开“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

会”,讨论了信息时代图书情报学教育问题。这是首

次在我国召开的国际性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会议 ,对

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

作用[4 ] 。

1. 1. 2 　以文科为主的单一办学模式转向多元化

80 年代前 ,图书馆学专业大多设在综合性大学 ,

招生以及课程设置以文科背景为主。“教学内容注意

社会科学多 ,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教学很不够 ;图书

馆学专业知识的教学 ,大多停留在传统技术方面 ,对

现代技术的研究晚了一些 ,对情报学的研究也重视不

够”[5 ] 。为改变这种单一模式 ,不少院校大胆尝试。

1979 年北大和北大分校等分设文理两科 ,北京大学

曾安排 79 级和 80 级学生 ,前两年先到物理、生物、计

算机、经济、历史、中文等系学习 ,后两年再回本系学

习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专业课程[6 ] 。80 年代中后

期 ,随着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迅速发展以及计算机技

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和普及 ,各校陆续增设情报学系列

课程和计算机系列课程。文理兼顾至今仍然是图书

馆学专业招生和课程设置沿用的基本原则。

1. 1. 3 　尝试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化

1983 年 4 月 ,“武汉座谈会”使用了“图书馆学、情

报学教育”的提法 ,这预示着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

育开始走上一体化的道路。

80 年代前期 ,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化成为讨论

热点 ,其背景是当时的图书情报界正在热烈讨论图书

情报工作一体化问题 ,而图书情报学教育要服从于图

书情报工作实践 ,这是理所当然、合乎逻辑的延伸。

实际上 ,早在 1982 年就有人建议把图书馆学改称图

书情报学[7 ] 。1978 年 7、8 月四川新都会上着重研究

了教学内容的改革 ,提出要制定教学大纲 ,并确立了

10 门核心课程 ,这 10 门课程中包括科技文献检索、

图书馆自动化、计算机情报检索。情报学课程开始渗

入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情报学课程设置一体化或相互渗透的另一

个表现是 ,情报学专业课程体系中也有图书馆学专业

课程或派生课程。如文献[8 ]所列的情报学专业必修

课包括科技文献检索、科技文献管理、情报标引与检

索语言、情报用户研究 ,分别对应于图书馆学专业的

科技文献检索、分类与编目、主题标引、读者研究等。

80 年代图书馆学专业和情报学专业的课程设置

出现了交叉和渗透的倾向。这意味着 ,以图书馆学专

业课程为起点构建情报学课程体系 ,而图书馆学专业

原有课程体系已经发展为图书情报学课程体系 [9 ] 。

1. 2 　90 年代

90 年代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巩

固、改革和调整”,具有 4 个特征。

1. 2. 1 　图书情报学教育改革成为关注热点

经过 80 年代的迅猛发展 ,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

育达到了相当规模和水平。然而 ,由于缺乏宏观控制

和协调 ,也出现了各校之间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悬殊

过大的现象。进入 90 年代 ,我国信息产业蓬勃兴起 ,

国外图书情报学教育危机的扩大并波及到我国 ,特别

是国家科委把“情报”改为“信息”产生的冲击波 ,促使

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加快改革步伐。1992 年 8 月、

1993 年 11 月和 1995 年 1 月 ,国家教委先后在武汉、

湘潭和哈尔滨召开了 3 届“全国图书馆学系主任联席

会议”。这 3 次联席会“确定了 90 年代我国图书馆学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调 ,从宏观上、整体上引导和调

控着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改革的进程 ,并从而使图书馆

学教育进入了规范管理和协调发展的新时期”[10 ] 。

我国大陆图书情报学教育界与台湾中华图书资

讯学教育学会 ,先后于 1993 年 12 月 (上海) 、1994 年

8 月 (北京) 、1997 年 3 月 (武汉) 和 1998 年 3 月 (广

州)召开了 4 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

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教育的交流 ,对于加快图书情报

学教育的改革和构建图书馆学核心课程 ,跟上世界发

展潮流 ,起到了积极作用。

1. 2. 2 　图书馆学核心课程逐步形成

1992 年 8 月武汉联席会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确定

了图书馆学专业的 12 门核心课程 ,经过“湘潭联席

会”后 ,这 12 门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于 1996 年由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的议题之一

包括构建图书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 ,而这个问题仍然

是 90 年代的讨论热点。文献[11 ]以第 1、第 2 届全国

图书馆学系主任联席会议提交的教学计划为基础 ,对

图书馆学专业必修课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 ,各校的

核心课程基本一致 ,也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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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课程体系从图书馆学向信息管理转移

90 年代初 ,关于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化的讨论

仍在继续 ,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将现有的两个专业

淡化、课程综合化。从图书情报工作的实际需要看 ,

从几十年来的人才流向看 ,图书馆学专业和情报学专

业很有淡化的必要 [12 ] 。

80 年代国外出现了“信息资源管理”( IRM) 的概

念和理论 ,90 年代初 ,这个理论传入我国 ,与迅速发

展的信息产业以及国家科委把“科技情报”改为“科技

信息”的举动相结合 ,为新一轮的课程结构调整提供

了理论和实践基础。特别是北大率先把系名改为信

息管理系而引发的改系名风潮 ,使各校针对人才市场

需求的变化 ,在确保核心课程的基础上 ,纷纷对现有

的教学计划进行了大幅度调整 ,以便与市场经济条件

下信息人才市场接轨。与此同时 ,大多数院校都按国

家教委专业目录 (1993 年) 增设了信息学专业 ,甚至

有人建议用“信息管理”专业涵盖图书馆学、信息学

(情报学)和档案学。

1995 年 1 月的哈尔滨联席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

召开的。从会上各校提交的新教学计划看 ,传统课程

进一步减少 ,信息类课程继续增加 ,且大部分已纳入

“信息管理”专业新体系。这表明 ,图书情报学开始向

信息管理的方向发展。这是在新的形势下继续的一

体化。

文献[13 ]提出信息管理学课程体系包括 7 个方

面的基本框架 ,这个框架强调实现课程体系的系列化

和一体化。从信息采集、信息加工、信息存储与检索、

信息服务与传播到信息资源管理的各个环节 ,形成一

套相互衔接、相互补充、不断深化的一体化的课程体

系。在哈尔滨联席会后 ,该文献的观点基本代表了

90 年代后期课程体系改革的发展潮流。可见 ,90 年

代我国图书情报学的一体化是“信息管理化”,接续

80 年代形成了“图书馆学 —图书情报学 —信息管理”

的历史轨迹。当然 ,多数核心课程的地位并未动摇。

1. 2. 4 　图书情报学分化趋势显露

随着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 ,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

的广泛普及和应用 ,社会信息化的整体水平大大提

高 ,图书情报机构的工作手段和服务方式发生了重大

变化 ,对图书情报人员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提出了

更高要求。同时 ,图书情报机构就业市场的人才需求

逐渐趋于饱和及稳定 ,毕业生开始向非图书情报机构

分流 ,政府机关、新闻单位、公司企业以及各行各业的

信息中心、计算中心等逐渐成为接收图书情报学专业

毕业生的主要机构。特别是大批新型信息行业的出

现 ,更使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从单一化转

变为多样化 ,这就促使图书情报学教育重新构建适应

性强的课程体系。

多数人认为 ,信息管理是图书情报学 (也包括档

案学)外延的扩展 ,也是继承和发展。从“图书情报

学”到“信息管理”,改名的目的是期望通过“信息管

理”这个外延较宽的名称 ,扩大原有图书情报学的包

容量 ,拓展专业领域 ,增强毕业生就业的适应能力。

然而 ,改名如同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 ,它给图书情报学

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外延得以伸展 ;另一方面 ,也带

来了一些困惑和麻烦 ,造成预料不到的混乱。

后来形势的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在 1998 年 7 月

教育部颁布的专业目录中 ,信息学 (情报学) 和科技信

息 (科技情报) 与原有的经济信息管理、管理信息系

统、林业信息管理共 5 个专业合并成 1 个新专业 ———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这两个专业的独立地位受到挑

战 ,而新专业的内涵和外延至今仍然很模糊 ,至少与

我们所期望的信息管理的本意相差甚远。

第 2 个负面结果是使图书馆学专业与原情报学

(信息学)专业分离。在新专业目录中 ,图书馆学专业

隶属于一级学科“图书档案学类”,而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专业隶属于另一个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

类”,两者分属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 ,从而打破了原本

已初具规模的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化的雏形。新专

业目录规定的图书馆学专业主要课程与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制约主要课程的设置差别也很大。

从“图书情报学”到“信息管理”,人们的主观动机

是淡化专业和课程综合化 ,但结果却事与愿违 ,发生

了相反变化 ,即专业被分离 ,学科被分化 ,人们面对着

尴尬的局面。专业分离后 ,原情报学的外延进一步扩

大 ,以至于失去了本来的学科意义 ,并与其他专业一

体化 ;另一方面 ,图书馆学失去了情报学支援 ,仅与档

案学为伍 ,产生一种孤独感 ,这对图书馆学发展很不

利。

90 年代末期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分化与 80 年代

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化努力背道而驰。这是人们过

于强调信息化以及对专业目录调整准备不足的必然

结果。

2 　思考

2. 1 　经验

2. 1. 1 　争取政府支持 ,引起政府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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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来 ,在政府的支持下 ,先后召开了北京座谈

会和武汉座谈会等会议 ,并形成了有利于图书情报学

教育发展的政府文件 ,这些会议和文件对我国图书情

报学教育具有指导作用。应当承认 ,政府支持的作用

是巨大的 ,尤其像我国这样的国情 ,绝不能失去政府

的支持 ,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

根据这一经验 ,很有必要尽快组建图书馆学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目前很多专业都已经建立了这样

半官方的权力机构 (如档案学) ,并在各专业的建设过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图书馆学专业已经存在多年 ,建

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势在必行。

2. 1. 2 　坚持系主任联席会制度

90 年代的 3 次联席会 ,对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

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不但及时沟通了各校的做

法和认识 ,还对教育实践中遇到的共性问题进行有针

对性研究 ,解决了当时存在的问题 ,对今后的走向进

行了预测并统一了思想和行动 ,同时 ,引起有关方面

的重视 ,对保证图书情报学教育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至关重要。遗憾的是 ,1995 年后联席会中断了。在

此 ,我们呼吁 ,尽快恢复例行的系主任联席会。

2. 1. 3 　大胆改革 ,勇于创新

以文科为主的单一模式转向多元化、尝试图书情

报学教育一体化、构建核心课程和系主任联席会等一

系列举措 ,对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 ,

曾经创造过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辉煌。不改革就

不能生存 ,不创新就不能发展 ,改革和创新始终是图

书情报学教育的主旋律。进入 21 世纪后 ,我们必须

坚持“改革、创新”的方向 ,不仅在课程建设、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方面改革和创新 ,而且还要在专业设置、

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等方面改革和创新。

2. 2 　问题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来自原来 5 个不同专

业 ,新专业的内涵和外延至今仍不明朗 ,其课程设置

与原来的情报学也有很大距离。“由于照顾信息管理

各专业的统一 ,另一方面却忽视了信息管理与图书馆

学、情报学、档案学、文献学等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 ,

即学科群问题。”[14 ]1998 年 10 月在保定召开的“全国

高校信息管理专业教育研讨会”就使人们感到有点不

知所措。事实上 ,情报学外延的无限扩大导致了其独

立学科地位的动摇 ,以至于丧失了该学科的本来意

义 ,有可能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属 ,这对情报学的生存

和发展十分不利。造成上述结果的部分原因是在情

报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偏差。

2. 2. 1 　未能正确理解“大情报观”

提出大情报观的初衷是要把对情报学学科建设

作出巨大贡献的科技情报学扩展到经济、管理、社会

等领域 ,这个出发点非常正确。在“大情报观”下 ,情

报的内涵没有变化 ,外延有所扩大 ,并不意味着把情

报的内涵扩展到信息 ,从而使两者等同起来。但是 ,

我们有些人对“大情报观”的“大”作了片面理解 ,以至

于使情报无限地“大”到其他学科和专业上去了 ,反而

使自己没有站稳脚跟。

2. 2. 2 　未能正确处理“情报”与“信息”的关系

当今社会所说的“信息”,一种是专指计算机处

理 ,另一种则泛指人类社会交流。计算机处理是情报

学的手段而不是研究对象 ,情报学不能混同于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而“情报”改“信息”,概念的内涵发生了

很大变化 ,虽然我们得到了眼前一些好处 ,但却失去

了长远利益 ,总的来说 ,弊大于利。

2. 2. 3 　未能慎重对待专业目录调整

在上一轮专业目录调整中 ,有关院系沟通和研讨

不够充分 ,有些环节出现了漏洞 ,应当引以为戒。新

的专业重组引发了一些新问题 ,如原已确认的情报学

专业消失了 ;图书馆学、档案学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之间的关系在信息科学群中没有体现出来 ,等等。

应如何进行专业调整 ? 我们认为 ,既要积极大胆 ,又

要慎重稳妥。为此建议 ,在下一轮本科生专业目录调

整前 ,应预先作好准备 ,提前拿出一套或几套方案。

可以考虑把一级学科“图书档案学类”扩充为“图书

馆、情报与档案学类”(或其他名称) ,下分图书馆学、

情报学、档案学 3 个二级学科。以此与研究生专业目

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课题指南以及《国家标准 :学科分类与代码》取得

一致。

3 　结束语

在整个 80 年代以及 9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 ,我

们一直在追求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化 ,到 90 年代末

又发生了两者的分化。从“一体化”到“分化”是前进

还是倒退 ? 需要我们冷静地认真思考。

我们对“情报”改“信息”有许多感触 ,其最大的负

面影响是使情报学丧失了独立性并造成了图书情报

学的重新分离。当然 ,这并不是我们最初的愿望 ,但

我们却又不能回避这个现实。这种分离的消极后果 ,

不仅使图书情报学教育一体化夭折 ,而且可能使两者

(特别是图书馆学专业)各自孤军奋战 ,分别朝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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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发展 ,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20 年来 ,正是由于这两个专业的相互支持、相互

配合、相辅相成 ,才为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打开一片

光明天地。它们曾经以“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

的名称出现在本科生专业目录里 ,至今仍在研究生专

业目录里占据一席之地。不仅如此 ,它们还以“图书

馆、情报与文献学”的名称出现在《国家标准 :学科分

类与代码》( GB/ T13745 - 92) 中和 2000 年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在 2000 年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课题指南《管理科学学科代码》中 ,它们叫作

“G030802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遗憾的是 ,它们

偏偏在新的本科生专业目录中分家了。

90 年代前期 ,图书情报学教育开始朝信息管理

的方向发展。90 年代后期 ,专业重组使图书情报学

教育重新分化。人们企盼图书情报学发展成为信息

管理的美好愿望被打碎 ,图书情报学教育走到了十字

路口 ,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形势。

我们深信 ,历经艰辛的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工作

者一定会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力量 ,变得更加聪明起

来 ,坚定信念 ,迎着新世纪的曙光 ,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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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4 页)排序的副表 ,供增添和调整词号 ,以及

防止重号之用。副表和一级词的分类索引对 SGJ 的

维护与更新将提供方便 ,且将加强 SGJ 的族性检索。

5. 4 　SGJ 对文献数据库的适用性

SGJ 作为一种自动转换工具 ,比较适用于专业文

献库的关键词检索。但它不大适用于综合性文献数

据库。这是由于关键词中存在一词多义、同形异义和

词义不明等现象 ,词量又不受控制 ,因而编好综合性

的 SGJ 难度较大 ,维护与更新亦很不易。好在文献数

据库正在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像《中文科技期刊数据

库》和《社会科学报刊篇名数据库》本来就是专业库 ,

只是收录范围较大 ,所以它们的光盘版又采取分专辑

发行的办法。因此我们选择图书馆学、情报学这两门

我们熟悉的专业 ,并在文献的语种上加以限制 ,是符

合文献库的发展方向的。我们认为各专业都可以试

编 SGJ ,以改善关键词检索的效果 ,并在实践中提高

其编制质量 ,使 SGJ 这一新生事物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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