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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摇 以当今图书馆馆长为研究重点,对调查所得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在主观幸福感、工作满意度两项指标

中,馆长们的满意度高于总体水平。 在对组织承诺水平的测评中,馆长们的情感承诺高于总体水平,而继续承诺

明显低于总体水平。 当今馆长群体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高学历馆长缺乏;工作量大;高工作满意度与低继续承

诺水平的矛盾。 表 5。 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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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本文所进行的图书馆馆长群体现状研究,是我们

正在从事的当代图书馆员“快乐指数冶实证研究的重

要组成部分。 在问卷调查的过程中,我们有意识地对

馆长群体进行了集中采样与分析,希望能够由此来探

寻这一图书馆核心群体在生活与职业上是否存在显

著特征,进而以此为视角,来探寻馆长群体现状对当

今图书馆事业与发展的影响。

1摇 研究内容

1. 1摇 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问卷,主要借鉴了邢占军博士的“主观

幸福感问卷冶 [1] 、斯佩科特(Spector,1985)的“工作满

意度问卷冶 [2] 以及 Z. X. Chen 和 A. M. Francesco
(2003)的“组织承诺问卷冶 [3] ,结合我国图书馆的行

业特征和职业现状,对以上问卷进行了调整。
首先,我们在南开大学图书馆进行了小规模的预测

量,根据结果,对问卷加以修正定稿。 2006 年 7 ~ 11 月,
在北京、天津、宁河、哈尔滨、西安、榆林、郑州、开封、武
汉、成都、西昌、昆明、长沙、衡阳、南京、杭州、宁波、建德

等地进行抽样调查,样本基本涵盖全国各地域、各类型

的图书馆,共获得有效问卷 1,234 份。 其间,我们有意加

强了馆长的采样比重,共回收256 份馆长问卷,占总样本

的 21. 2%。 被调查馆长信息的具体分布见表 1。

表 1摇 被调查馆长的基本信息

类别 人数 比例(% ) 总体

性
别

男 163 64. 7

女 89 35. 3
252

年
龄

30 岁以下 2 0. 8

31 ~ 40 岁 68 26. 6

41 ~ 50 岁 137 53. 5

51 岁以上 49 19. 1

256

职
称

助理馆员 22 8. 8

馆员 89 35. 7

副 / 正研究馆员 101 40. 6

其他 37 14. 9

249

学
历

大专及以下 109 42. 6

本科 126 49. 2

硕士 18 7. 0

博士 3 1. 2

256

馆
型

公共馆 207 80. 9

高校馆 29 11. 3

其他类型 20 7. 8

256

摇 摇 (注:表中总体不足 256 的数字,皆是问卷中相应问题回

答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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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部分的样本分布主要体现以下特征:男性居

多,女性较少;年龄主要集中于 31 ~ 50 岁;职称除馆

员和研究馆员之外,有少部分是助理馆员;学历普遍

偏低,本科与大专占绝大多数,博士非常稀少。 这些

与取样范围有关,我们的馆长取样主要集中在榆林和

衡阳地区,因此,表 1 中反映的中、西部地区公共图书

馆的情况多一些。
在统计分析上,我们运用 SPSS13. 0 统计软件对

这些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馆长们在主观幸

福感(10 项指标)、工作满意度(6 项指标)和组织承

诺水平(3 项指标)三个方面的得分情况,以及是否与

调查所得的总体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1. 2摇 研究结果

我们将馆长与总体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的指

标提取出来,从生活与职业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和

研究。
在主观幸福感的比较分析上,馆长们在成长发

展、自我接受、职业信心、目标价值、知足充裕五个指

标以及快乐总指数上,与总体呈现显著差异(见表

2)。

表 2摇 主观幸福感得分情况及与总体水平的差异比较

指摇 标 群摇 体 样本量(个) 平均值 标准差 t

成长发展体验
馆长 250 1. 9980 . 68694 - 2. 663**

总体 1193 2. 1402 . 78357

自我接受体验
馆长 254 2. 2923 . 74217 - 2. 275*

总体 1206 2. 4160 . 79681

目标价值体验
馆长 251 2. 3386 1. 02169 - 3. 853***

总体 1202 2. 6163 1. 11363

职业信心体验
馆长 253 2. 2767 . 79777 - 3. 452***

总体 1213 2. 4720 . 91193

知足充裕体验
馆长 252 2. 7698 . 84837 - 2. 403*

总体 1202 2. 9129 . 90975

主观幸福感总水平
馆长 232 2. 4771 . 52813 - 2. 968**

总体 1101 2. 5967 . 56381

过去 5 年快乐体验
馆长 241 6. 42 2. 638 - 2. 910**

总体 1133 6. 95 2. 359

未来 5 年快乐体验
馆长 238 8. 39 1. 680 3. 306***

总体 1123 7. 98 2. 084

摇 摇 (注:*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01;***表示 P < 0. 001。 过去 / 未来 5 年快乐体验题项以 10 分为满分,正向计分,
分值越高越快乐;其他各项均为反向计分,分值越低越满意。)

摇 摇 具体而言,与被调查的图书馆员总体相比,馆长

们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
目标明确,且勇于克服困难;自我肯定和自我认同的

程度更高,更加自信;更加认同自己的职业,对职业发

展的前景充满信心;感到生活充实、工作充满乐趣并

富于挑战,能够体验到人生的价值与贡献;对自我及

家庭客观物质条件的满意程度很高,对生活保持合理

的期望,生活压力感相对较低。 同时,在心态平衡、身
体健康和家庭氛围三个指标上,并未与总体样本产生

显著差异,这表明,馆长们在对目前生活现状的满意

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气氛是否温暖、和谐三个

方面,与总体水平没有产生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馆

长们的快乐总指数,即整体主观幸福感受为 7. 5382
分(10 分为满分),在总体水平 7. 3389 分之上[4] 。

从表 2 还看到,在快乐感受的自我评价方面,馆
长们过去 5 年快乐体验的回顾显著差于总体水平,为
6. 42颐 6. 95;而对未来 5 年快乐体验的预期,显著优于

总体水平,为 8. 39颐 7. 98。 这表明,馆长们在快乐体

—24—



李摇 超摇 徐建华摇 王雪莲:图书馆馆长群体现状的实证研究

Li Chao et al. : A Practical Study of Present Status of Library Directors

验自我评价方面,体现出明显的由低到高的发展趋

势,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近年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发

展的成就,体现了馆长们的职业信念在不断提升。
在社会环境的评价方面(见表 3),馆长们在生态

环境、交通状况和环境卫生三个指标上的满意程度明

显高于总体水平,即他们对这三个方面的评价程度更

高。 此外,在城市建设、社会治安、政府工作、经济发

展和社会风尚这五个方面并没有明显差异。

表 3摇 社会环境满意水平及与总体水平的差异比较

指摇 标 群摇 体 样本量(个) 平均值 标准差 t

生态环境满意度
馆长 251 2. 81 . 872 - 4. 354***

总体 1191 3. 07 . 858

交通状况满意度
馆长 255 3. 00 . 918 - 5. 215***

总体 1225 3. 33 . 962

环境卫生满意度
馆长 255 3. 03 1. 025 - 2. 864**

总体 1223 3. 22 . 941

摇 摇 在职业层面上,馆长群体在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

诺指标上呈现出明显的特征(见表 4)。 馆长们在公

平满意度、获得满意度、工作价值感和组织氛围满意

度 4 个分指标及工作满意度总水平显著高于整个群

体的总体水平。 具体而言,馆长们同时认为自己的工

作环境和别的工作环境具备同样多的发展机会;目前

的工作可以带来自豪感和愉悦感;并且更加了解本馆

的组织氛围,明确组织的目标与任务。 但是,馆长们

对工作量的满意程度显著低于总体水平,馆长们认为

自己的工作量很大,工作分配不尽合理。

表 4摇 工作满意度得分情况及与总体水平的差异比较

指摇 标 群摇 体 样本量(个) 平均值 标准差 t

公平满意度
馆长 245 3. 5327 . 83746 - 2. 004*

总体 1183 3. 6627 . 94148

获得满意度
馆长 246 3. 6057 . 86456 - 2. 909**

总体 1184 3. 7943 . 93752

工作价值感
馆长 250 2. 5747 . 96108 - 3. 047**

总体 1180 2. 7929 1. 04266

组织氛围满意度
馆长 250 2. 8253 . 92377 - 8. 315***

总体 1180 3. 3785 1. 09334

工作量满意度
馆长 252 4. 4980 . 83559 7. 135***

总体 1186 4. 0211 . 98874

工作满意度总水平
馆长 230 3. 3476 . 54587 - 3. 254***

总体 1098 3. 4898 . 61386

摇 摇 在对组织承诺水平的测评中发现,馆长们的情感

承诺显著高于总体水平,而继续承诺明显低于总体水

平(见表 5)。 具体而言,馆长们对图书馆有着更加强

烈的归属感,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但继续承诺的水

平很低,即认为:倘若马上离开图书馆,其职业前景和

生活状况将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害,外界可供选择的机

会更多。 总体而言,馆长们对于图书馆的忠诚度显著

好于总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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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摇 组织承诺水平得分情况及与总体水平的差异比较

指摇 标 群摇 体 样本量(个) 平均值 标准差 t

情感承诺
馆长 251 2. 5356 . 84868 - 4. 352***

总体 1183 2. 8166 . 94526

继续承诺
馆长 252 3. 6177 . 91410 4. 285***

总体 1177 3. 3189 1. 02292

组织承诺总水平
馆长 246 2. 9072 . 68951 - 2. 728**

总体 1155 3. 0502 . 75814

2摇 讨论与思考
通过研究发现,馆长们在生活和职业等诸多因素

上的表现优于总体水平,他们对个体生活、社会环境

以及职业发展,怀有良好的满意度,并对未来保持积

极的期望。 然而,仔细分析,我们发现,当今的图书馆

馆长群体还存在三方面问题:
(1)高学历馆长的缺乏。
本次研究的馆长样本虽然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

公共图书馆,可学历状况仍然能够反映出广大基层公

共图书馆馆长的受教育水平。 从目前来看,我国基层

公共图书馆的馆长和副馆长都是由文化主管部门直

接任命,有的是轮岗而来,有的是外单位调入,也有一

些是本馆提拔。 任命时并不考虑他们的专业背景、学
科领域与图书馆的实际需要,更不考虑他们对图书馆

的感受和认同程度,随意性很强。 这种状况的不断持

续,一方面,降低了社会公众对图书馆职业的学术尊

重,影响了社会与公众对图书馆职业的专业认知程

度;另一方面,也压缩了图书馆职业的专业空间。 这

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对于整个图书馆事业的长

期发展来说,非常不利。 因为政府在决定图书馆领导

层的同时,也间接地遏制了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命运与

前途。 在当今基层公共图书馆整体可持续发展并不

乐观的状况下,我们希望能够给予那些高素质、高学

历、并热爱图书馆事业的专业人士更多晋升、发展的

机会,使其在拓宽职业生涯的同时,也使整个基层公

共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得以提升。
(2)工作量大是馆长工作压力的最主要来源。
数字化改变了图书馆的传统形象,使得图书馆的

职业吸引力在增加。 但图书馆馆长们却面临着巨大

的工作量压力。 因为一个图书馆工作的好坏、业绩的

优劣、影响的大小、公众评价的高下,都与馆长的责任

心、责任感、努力的状况和投入的程度密切相关,似乎

整个图书馆的发展前途与广大员工并没有明确的关

联。 这种情况在我们调查的总样本中,高校图书馆表

现得尤为明显。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图书馆员个

人目标与图书馆使命相脱离,如果这种现象持续存

在,那么基层图书馆的发展和建设就会举步维艰。
(3)“高工作满意度、低继续承诺水平冶的矛盾。
国内外大量相关研究表明,工作满意度是组织承

诺的一个重要的预测指标,工作满意度的高低,对一

个人的组织承诺水平具有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并
且,二者之间形成正相关关系[5] 。 这就是说,一个人

的工作满意度越高,他的组织承诺水平就越高,继续

承诺水平也相应较高,反之亦然。 然而,在我们对调

查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后却发现,当今的馆长群体在保

持较高工作满意度的同时,却产生了强烈的离职意

愿,继续承诺水平普遍不高。 这是一个矛盾,是一个

不合常理的矛盾。 这个矛盾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在什

么条件下发展、蔓延的,是否与图书馆馆长的职责与

权限、馆长所属单位的性质和工作环境、馆长的生成

方式、馆长的工作压力、图书馆整体的社会认知、公众

评价、领导重视等因素相关? 不得而知。 在没有找到

明确解释之前,我们将问题如实托出,是希望得到全

行业,包括主管部门的关注与思考,大家来共同研究,
努力找出这种严重影响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问

题的症结所在,进而把握住图书馆核心人才稳定的核

心,使他们顺心、安心,在当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繁

荣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摇 结语

在人治的体制下,馆长是图书馆的生命线[6] ,这
已被大家所认可。 在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开拓与发展

中,馆长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与影响。 现代管理学

认为:领导者在职业发展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下转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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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4 页)弊端。 馆长们作为达成图书馆使命

的最高执行者与指挥者,他们的现实和发展状况,必
然受到所在图书馆和整个行业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也
必然会反作用于其所属的机构。 我们通过规范性实

证研究得到的当今图书馆馆长的现实状况,在相当程

度上折射出当今图书馆,尤其是中、西部基层公共图

书馆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们研究中 80% 的馆长样本

来自公共图书馆,而且相当部分是中、西部基层图书

馆,使得研究结论未必具有普适性,但我们衷心希望,
我们对于当今图书馆馆长职业现状不尽全面的研究,
能够引起业界人士的共同关注,在真正弄清当今图书

馆馆长真实现状的基础上,解决好他们所面临的问

题。 使得图书馆事业,能够在一个较好的层面上得到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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