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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复合型人才为培养 目标的学位结构与跨学科人

才知 识结构

信息管理 职业 的实践也告诉我们
,

图书情报档案学类人

才必须是同时具备专 门学科 的知 识 和 信息分析技能 的复 合

型人才
。

—终身学习的人 才环境

图书情报档案类 人才的培 养不 能局 限在学 位 人才的培

养
,

同时要考虑职 业 人 员的继 续教育和终 身学 习
,

为从业 者

提供随时更新能力和知 识 结构的机会和 相应的课 程
,

以 及 大

力发展专业学位和职 业 教育
。

行动建议

—
图书清报档案类高等教育 应定 位干 信息资源 管理

定 位干管理 科学门 类

在数字时代
,

图书情报档案工 作不断需要采用新 的技 术

手段
,

图书情报档案研 究的核心 内容应该 是信 息
、

资源 的发现

与采集
、

信 毫
、

资源组 织 与贮 存
、

信息资源 的开 发与利用
,

因

此
,

图书情报档案学教育既 不 同于社会科学
、

自然科学等具

体学科教育
,

也不 同于计算机等技术教育 图书情报档案学

类教育应定位于管理 科学门类

—
加强 图书情报档案学科群建设

在我 国的高等教育体 系中
,

图书馆学
、

信息管理 与信息

系统
、

档案学
、

编辑出版分别 属于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 颁 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 目录 》中的本 科专业 图 书 馆学
、

情报学
、

档案学
、

出版发行 学 分别属于 国务 院 学位 委 员会

《授予博十硕 士 学位和培养研 究生 的学科专业 目录 》中的二

级 学科 这些 学科 分别具 有各 自研究对象
,

但这些学科具 有

许 多共性和共 同的基础知 识 这 些学科在信息
、

资源 管理 人

才培养中分别具有不同的任务
,

但在 大学中这些学科应集 中

于 同一 教学单 位
,

不宜分散设 置

—核心课程设置

图书馆 学
、

情报学
、

档案学
、

出版学
、

信息管理 学是 一 学

科群
,

设置适用于各学科的基础平 台课程十分必要
。

合格的

图 书情报档案学专业 课程应 该包括这样 一 些模块 信息

资源发现
、

选择与评价 信息资源组 织 与检索 信息

需求
、

用 户 与服务 信息技 术
、

工 具 与 应用 信息政

策
、

法律与伦理

办学单位应根据本框 架的建议 设 置具 有 自己特 色的核

心 课程
。

而不 应千篇一 律
。

这 些课 程 中应该 包括学 习方 式

和个人态度的评 价
,

领导才能的培养
、

团队合作
、

危机思考以

及决策方面 的知识

—培养 目标

我国的图书情报档案学教育已初步形成 了学士
、

硕 士
、

博士
、

博士 后等多层次
、

多类型
、

多形式的办学体系
,

确立 了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

未来 的发展 方 向是努力扩大 办

学规模
,

提高质量
,

培养
“

厚基础
、

宽专业
、

强能力
”

复合型信

息资源管理 高级专门人 才
。

图书情报档案学本科教育要 以奠定专业基础
,

完善知识

结构为 目标
,

主要培养实际动手操作能力
。

硕 士教育应注 重

学科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 的结合
,

强调 独立担负专 门技术和

管理 工作的能力
。

博士教育的主要 目标是培养学术型的专

业 人 才
,

强调创新性研 究的能力
。

—
设 立 信息资源管理专业学位

信息资源管理 归属于管理 学门类
,

信息资源管理教育在

本质上也是职业教育 开 办信息 资源 管理 专业硕 士专 业 学

位 招 收具 有其 他学科背景的学生攻读信息资源管理 硕 士 学

位
,

对于 实施我国信息化发展战略
、

建设 专业 化高级 信 曳资

源 管理 人才队伍
,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们呼吁 尽快建立 我

国 信息资源管理 专业 硕 士教育制度

—
加强 图书情报档案学教育与实践的联系

与其他学科相 比 信自
、

资源管理 教育应与实践存在着更

为密切 的联 系 信息
、

资源管理教育要走出封闭的办学模式
,

培养和造就适应 信息时代需求
,

既 有扎实的理 论知识
,

又 有

较强的实践能力的复合型 人才
、

—建立 多规格学位教育体系

试验井逐 步扩大双 学士
、

双 硕 士
、

硕 士 后的培养
,

在硕 士

和博士 阶段 扩 大 跨 学科 人 才 的培 养
,

提 升 毕业 生 的综 合

素质

行动纲要的执行

中国大 学图书馆
、

情报与档案学院长 系主任 圆桌会议 创

始单位和本行动纲要 签署单位咬包括代表 力促政府主 管部

门和有关大学制定战略
、

政策与计划实施本纲要的原则
。

计

划应 当包括本纲要的传播和教师的培训
,

特别是 图书馆
、

情报

与 档案学教育与信息管理 实践
、

学术专业组织之 间的联系
。

参与研究和制仃的单位 按拼音顺序排列

安徽大 学管理 学院
、

北 京大学信 息管理 系
、

北京师范 大

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 系
、

重 庆 大 学经 济管理 学院情报 学专

业
、

东北 师 范 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信息管理 系
、

福建师 范 大 学

社会历 史学院信息管理 系
、

广西 民族 大 学管理 学院
、

河 北 大

学管理 学院信息管理 与信息 系统 系
、

黑龙江大 学信息管理 学

院
、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信息学系
、

华 南师 范 大 学经济与 管

理 学院信息管理 系
、

华 中科技 大 学同济医 学院 医药卫 生管理

学院 医 药信息管理 系
、

华 中沛范 大 学信 息管理 系
、

吉林 大 学

管理 学院信息管理 系
、

南京大 学信 息管理 系
、

南京理 工 大 学

经 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 系
、

南京农业 大 学信 息管理 系
、

南京

政治 学院上海分院 军事信
』

息管理 系
、

南开 大 学商学院信
』

息资

源 管理 系
、

四 川 大 学公共管理 学院 信 息资源 管理 系
、

上 海大

学文学院档案学系
、

天津师 范 大 学管理 学院
、

武汉 大 学信息

管理学院
、

西安交通 大学图书馆
、

西 北 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
、

西

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信息管理 系
、

湘潭大学管理学

院
、

浙江大学信息资源 管理 系
、

郑 州大学信息管理 系
、

中国人

民大 学信息资源 管理 学院
、

中南大 学湘稚 医 学院 医 药 信 息

系
、

中山 大 学资讯管理 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