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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层次的学校教育，担负着培养本领域高级人才的重任。 本文在政策研究、问卷调

查、专家访谈、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学位授权为线索，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研究生教育划分为

四个十年，总结我国图书情报研究生教育升级、发展与创新的历程。 图书情报事业快速发展、图书情报教学改

革、图书情报职业发展、图书情报业务创新等因素都是推动图书情报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 未来要进

一步保持图书馆学教育的价值，适应新型信息环境，培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图书馆情报人才；还要推动学

术学位与专业学位教育协调发展，加大图书情报专业学位授权力度，大力提升毕业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参考

文献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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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研究背景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层次的学校教育，担负

着培养本领域高级人才的重任。 开展研究生教

育，授予相应学位，培养单位首先需要通过国家

组织机构的学位授权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位条例》规定，任何单位都必须经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审定并获得授权才能对某一学科专业授

予学位。 该条例自 １９８１ 年实施以来，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已先后组织开展了 １１ 批博士、硕士学

位授权审核工作。 图书馆学在 １９８１ 年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首批授权审核中被纳入硕士学位授权

范围，这标志着新时期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生学

位授权的开始。
从全球看，２０１６ 年是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

开设 ９０ 周年。 １９２６ 年，芝加哥大学设立了全球

第一所图书馆学研究生院，标志着全球图书馆

学研究生教育的开始。 我国于 １９６４ 年由北京大

学招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届图书馆学、目

录学研究生（侯汉清和鲍世均，导师分别为刘国

钧教授和王重民教授）①。 从 １９７８ 年恢复招收

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生算起，我国正规的图书馆

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走过了近 ４０ 年历程。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面对社会变革、技术发展等来

自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图书情报学教育也开

始朝着信息化、专业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本领域世界排名第一的伊利诺伊州立大

学图书情报研究生院（ ＧＳＬＩＳ）更名为信息学院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 。 信息环境

剧烈变化，用户信息行为转变，图书情报机构重

大变革，社会职业需求也悄然变异，图书情报教

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图书馆学、情报

学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学科定位、培养目标等

问题［２］ 。 国际上图书情报教育变革也备受关

注，图书情报学教育院校协会（ ＡＬＩＳＥ） ２０１６ 年

年会主题就确定为 “急剧变革：包容与创新”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近百年来，图书情报教育已经走过了一条

不断变革、转型、升级、创新的发展道路。 新信

０ １８

① 我国首届图书馆学研究生———侯汉清和鲍世均［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ｌｉｂｓｅｅｋｅｒ． ｂｏｋｅｅ． ｃｏｍ ／
４１５９７７８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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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环境下，图书馆业态与技术变革对图书馆教

育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专业教育进一步面临

着现代化改造的任务。 本文拟在总结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变革历程的基

础上，探索未来，为国家正在进行的研究生学位

授权决策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提供参考。

１　 文献综述

国际上，对图书情报教育变革的争论一直

存在，Ｈｏｕｓｅ 与 Ｓｕｔｔｏｎ 在 １９９６ 年发布的《熊猫症

候群：图书情报学教育生态》 （ Ｔｈｅ Ｐａｎｄａ 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Ｉ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研究中，警示

ＬＩＳ 教育环境正受到信息世界冲击，已发生重大

改变，图书情报学必须争取在信息领域中的地

位［３］ 。 危机在 ＬＩＳ 领域并不是什么新话题，
Ａｎｄｒｅｗ 和 Ａｐｒｉｌ 认为，使理论研究接近于业界的

关注、重建核心课程和认证标准都不是 ＬＩＳ 领域

目前的危机，真正的危机在于证实 ＬＩＳ 在理论和

实践层面处理信息事务的职业权威性［４］ 。 爱荷

华大学图书馆和信息学学院院长 Ｅｌｍｂｏｒｇ 认为，
ＬＩＳ 教育要有全球性、技术性、批判的视角［５］ 。
匹兹堡大学信息学院院长 Ｌａｒｓｅｎ 认为，２１ 世纪，
数字信息资源占据主要地位，传统图书馆学、情
报学以及信息科学之间逐渐融合是 ｉＳｃｈｏｏｌ 的明

显特征［６］ 。
国内很多学者也都关注图书情报教育的发

展，发表了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文献。 １９８０ 年以

来，整个社会都发生着变化。 从技术上看，由手

工操作过渡到自动化操作，进而发展到今天的

网络化、数字化；学术上，由经验图书馆学到理

论图书馆学，再到文献信息学，又发展为信息管

理学［７］ 。 图书馆学教育要有战略思维，图书馆

职业要从全局高度审视和干预图书馆学教育危

机［８］ 。 有学者认为图书情报学处在一个传统与

现代、人文与技术、理论与实践、职业与专业、发
展与转型、继承与创新多种理念与取向交织、融
汇、碰撞的时期。 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根本出

路在于教育体制的改革［９］ 。 因此，诸多图书情

报学界的专家也在不断探索适合社会发展的有

效转型路径。 我国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的开始，标志着本领域高级人才培养模式和管

理体制的新一轮变革［１０］ 。 自 ２０１１ 年起，有关专

业学位教育的研究文献突增，就培养目标［１１］ 与

学术型硕士的差别［１２］ 以及毕业后就业去向［１３］

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纵观各国研究生教育的发

展趋势，并审视我国的发展现实，研究生教育结

构正在经历着历史性转折及战略性的调整，硕
士研究生教育将逐渐从以培养学术性人才为主

转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１４］ 。

２　 研究方法

为了深入了解图书情报行业的实践变化与

研究生教育需求，笔者通过向图书情报界从业

人员开展问卷、访谈、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调

研，发现“人力资源的经验不足以胜任转型发展

的需要”以及“人力资源的学科背景不足以满足

转型发展的需要”都是图书情报界普遍关注的

问题。 此外，笔者还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１９８１
年以来的 １１ 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情况，以及

培养单位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特别是对 ５０ 多名

图书情报学科负责人、院长、系主任等专家进行

了调研（调研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４—５ 月）。 调查这

些研究生培养单位 ３０ 余年来在专业授权、改造、
转型发展方面采取的措施。 调研发现，“生源素

质与报考数量” “学生对专业的学习热情与兴

趣”以及“本专业在社会上的职业地位”是系主

任普遍关注的挑战；而“学术独立思考空间不

足” “集体指导不足” “文献阅读评估不足” “课

程质量” 等是制约博士生培养的最严重的

因素。

３　 学位授权：四个十年

严格的学位授权审核制度是确保研究生培

养质量的必要措施，也是推动学科建设、合理调

整学科结构和布局的有效机制［１５］ 。

０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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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学

位授权的历程归纳为“四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以 １９８１ 年教育部批准北京大

学、武汉大学建立图书馆学硕士点为标志；第二

个十年（１９９１—２０００），以 １９９０ 年底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批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分别建立我国

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和第一个情报

学博士学位授权点，１９９１ 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

图书馆学博士研究生，武汉大学开始招收科技

情报博士研究生为标志；第三个十年（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以 ２０００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武汉大

学、北京大学设立“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为标志；第四个十年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召

开“全国金融等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成立会议”，批准 １７ 所大学设立图书情报专

业学位授权点为标志。

３．１　 学历教育向学位教育发展（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１９７７ 年，全国高等学校恢复入学考试制度，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随

即恢复招收本科生。 教育部于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在武

汉组织召开了全国高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
这次会议为 １９８０ 年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恢复

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１９８０ 年，国家文物

事业管理局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交《图书馆工

作汇报提纲》，提出了包括“发展图书馆学教育

和科学研究事业，加强图书馆专业人员培养”等

在内的五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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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 １９８３ 年 ４ 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了全国

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教育工作座谈会。 教育

部指示：“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必须有较大的发

展，同时要进行认真的改革”，并针对发展和改

革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具体意见［１７］ 。
１９８３ 年后，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专业）迅速

在内地兴起，采取研究生班方式，从文、理、工、
农、医和外语等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中招生，毕业

后两年内提交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授予硕

士学位。 到 １９９０ 年时，内地的图书馆学情报学

系（专业）已增加到 ５２ 个［１８］ 。
１９７８ 年，武汉大学和南京图书馆等单位招

收了改革开放以来首届“目录学研究方向”的硕

士研究生，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生招生制

度开始恢复［１９］ 。 同年，武汉大学开办科技情报

学专业。 １９７９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亦开始

恢复招收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 １９７８ 年，中国

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

生院联合培养情报学研究生［２０］ 。 １９８１ 年 １１
月，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批准，建立首批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权点；
１９８４ 年，华东师范大学获批建立图书馆学硕士

学位授权点，武汉大学与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

究所获批建立情报学硕士学位授权点，人民大

学获批建立档案学硕士学位授权点；１９８６ 年，南
京大学、南开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获批建立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北京大学、
吉林大学、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国防

科技信息中心与中国中医研究院获批建立情报

学硕士学位授权点；１９９０ 年，中山大学获批建立

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权点，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与中国航空研究院（ ６２８ 研究

所）获批建立情报学硕士学位授权点。 根据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制的《中国学位授予

单位名册》，至 １９９０ 年，我国共有 ７ 个图书馆学

硕士点、１０ 个情报学硕士点、１ 个档案学硕士点。

３．２　 学位教育向高层次学术型学位教育发展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１９９０ 年 １１ 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分别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图

书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和第一个情报学博士学

位授权点，标志着我国图书情报学的学科与学

术地位得到提升。 此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

权点于 １９９３ 年获批 ２ 个（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情报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于 １９９６
年获批 １ 个（南京大学），１９９８ 年获批 １ 个（北京

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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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２０００ 年获批 １ 个（吉林大学）；１９９３ 年，
中国人民大学获批建立第一个档案学博士学位

授权点，２０００ 年武汉大学档案学开始招收博士

研究生。 至 ２０００ 年，我国共有 ３ 个图书馆学博

士点、４ 个情报学博士点、２ 个档案学博士点。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学系系

主任联席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确定“图书馆学

基础”“目录学”“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等 １２ 门

课程为核心课程。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在湘潭大学召

开第二届系主任联席会，着重讨论核心课程的

大纲，为向高层次学术教育转型奠定了基础。

３． ３ 　 高层次学术教育向宽口径教育转型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为了使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进一步适应现

代科学技术交叉融合、向纵深发展的趋势，拓宽

人才培养口径，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从 １９９６ 年开始进行一级学科学

位授权。 批准在部分学术水平高、整体力量强、
培养研究生质量好的一级学科范围内招收培养

研究生并授予相应学位。 １９９６ 年图书情报一级

学科并未被授权。 经过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

科评议组以及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论证，２０００ 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批审核，武汉大学、北京

大学被批准为“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２００２ 年武汉大学向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备案设立出版发行学、信息资源

管理等博士点学科。 ２００６ 年第十批学位审核获

批 ２ 个（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２０１０ 年审核

增列 ３ 个（吉林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南
京政治学院）。 至 ２０１０ 年，我国共有 ７ 个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这一时期，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也大

量增加，共有 ４７ 所高校获得图书馆、情报与档案

管理一级硕士学位授权。 ２０００ 年获批 ２ 个（北

京大学、武汉大学）；２００６ 年获批 １８ 个（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南开大学、
山西大学、黑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浙

江大学、郑州大学、中山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

学、云南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南京政治学院）；
２０１０ 年审核增列 ２７ 个（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

业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河北

大学、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东北

师范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东南大学、江苏

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安徽大学、福建师范大学、
南昌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

大学、湘潭大学、中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西

民族大学、西北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
国中医科学院）。

“拓宽专业口径与淡化专业界限”早在 １９８０
年末期就已经提出，但在我国的教育实践中，图
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学科之间还表现出一

定的隔离 ［２１］ 。 在 ２００６ 年召开的“第二届中美

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国际研讨会”上，
与会的院长（系主任）签署了《数字时代中国图

书情报与档案教育发展方向及行动纲要》，表示

要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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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变革。 其中行动建

议表示“图书情报档案类高等教育应定位于信

息资源管理，定位于管理科学门类”，认为“面向

图书馆、情报、档案与出版工作的图书情报学类

高等教育是信息资源管理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

保障”，要“加强图书情报档案学科群建设” ［２２］ 。
２０１１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办公室发布《关于

按〈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进行学位授

权点对应地调整的通知》，其中“图书馆、情报与

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更名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 可以看出，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学科界限

逐渐淡化，图书情报教育逐渐向复合型教育

转型。
这一时期，高校图书馆借助一级学科建设

的机遇也设立了若干硕士点，成为培养图书馆

学情报学研究生的一支重要力量。 上海交通大

学图书馆是高校中最早（１９９６ 年）获得硕士学位

授予权的图书馆［２３］ 。 调查显示，目前高校图书

馆独自设立硕士点的图书馆约 １０ 所左右（东南

大学情报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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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复旦大学文献信

息中心、天津工业大学图书馆、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科技信息研究所、华东理工大学科技信息研

究所、福州大学图书馆、山东理工大学科技信息

研究所、山西财经大学信息资源研究所、北京理

工大学图书馆），与教学院系联合培养研究生的

也有 １０ 所左右（上海大学文学院、河南科技大

学管理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

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天津大学

管理学院、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学院、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山东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青
岛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２４］ 。

经国家人事部批准，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和中国国防信息中心分别于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３ 年设

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２００３ 年人事部、全国博

士后管委会批准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

人民大学设立 ３ 家博士后流动站。 目前，我国共

有 ９ 家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后流动站。
其中，２００７ 年获批 １ 个（南京大学），２００９ 年获

批 １ 个（南开大学），２０１４ 年获批 ４ 个（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华中师

范大学）。

３．４　 专业学位制度建立（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随着国内外图书情报工作专业化、职业化

的不断推进，图书情报职业实践面临新的需求，
我国图书情报教育开始从培养学术人才向面向

职业需求转型［２５］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指出要“加快发

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七
部委联合召开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成立会议，全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教育指

导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图书情报硕士

专业学位教育的开始［１２］ 。 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

位设置目标定位于培养图书情报及信息管理行

业紧缺的创业型、复合型、应用型专业人才，能
掌握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和技能，综合运用经济、
管理知识，以及计算机信息技术，解决图书情报

工作中的问题，能胜任行业内实际工作，以适应

社会发展的需要。
目前，共有 ３１ 所高校获得图书情报专业学

位硕士授予权，２０１０ 年获批 １８ 个（安徽大学、北
京大学、河北大学、黑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开大学、
山东大学、山西大学、上海大学、武汉大学、云南

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

大学），２０１４ 年获批 １３ 个（复旦大学、天津师范

学院、景德镇陶瓷学院、湘潭大学、东北师范大

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

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山西医

科大学、辽宁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段宇锋教授受图书情报专业

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托开展相关研究，研究

成果《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 ＭＬＩＳ）教育发展

状况调查报告》 （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显示， ２０１５ 年，
ＭＬＩＳ 培养单位共有专任教师 ８３５ 人，其中 ２８１
人拥有正高级职称，５３９ 人具有博士学位。 从

２０１１ 年起，ＭＬＩＳ 计划招生数与实际招生数都持

续增长。 截至 ２０１５ 年，累计招生 ２ ２０７ 人［２６］ 。
但一些知名高校受到指标等方面的限制没有招

生，主动放弃学位授权。

４　 学位授权发展动力

４．１　 图书情报事业快速发展推动高层次学位

授权

随着信息环境由模拟进入数字环境，图书

馆发展方式、图书情报工程建设也日趋复杂。
例如，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构建起基于互联网

的数字资源和公共文化信息服务体系，需要基

础支撑系统、运行保障系统、业务实现系统、服
务提供系统各方统筹协调［２７］ ；国家工程技术数

字图书馆以自身丰富的资源及国家科技文献保

障体系为依托，以数字化、网络化的资源加工揭

示、集成整合、发布服务平台为支撑，重点针对

国家科技计划和基金项目，为科技创新主题提

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２８］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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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

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共收录科技报告 ５ 万余

份［２９］ 。 这些系统包含海量的数字信息资源，而
人才是保障良好运行的关键因素。 随着信息环

境的变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以及对人才需

求的变化，那种面向固定机构，以传统业务流程

作为设置课程体系依据的教学模式已远远不能

与当前的现实需求相适应。
全面小康建设也给图书馆事业发展提出新

的要求。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我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３ １３９ 个，比上年末增加 ２２ 个；图书藏书总量达

８３ ８４４ 万册；全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发放借书证

５ ７２１万个， 比上年增长 ４５． １％； 总流通人次

５８ ８９２万，比上年增长 １１． ０％ ［３０］ 。 图书馆要服

务经济增长，服务国民素质提升，服务文化强国

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在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过程中，研究生培养向

博士层次提升转型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

４．２　 图书情报教学改革为高层次人才培养创造

了条件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中央

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
指出，近年来高等学校不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高。 并提出要“深入推进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着力推进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等主要任务。
图书情报领域也在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全

面提高教学水平，同时重视培养高层次、适合社

会需要的信息人才。 例如，北京大学信息管理

系将招收的图书馆学本科生分散安排到历史、
文学等院系系统学习 １—２ 年，然后再学习图书

馆学课程。 除专业课程外，还开设了《中国名著

导读》等课程，与人文历史等具体学科相结合，
培养复合型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开展信息分析

等专业方向；武汉大学开展融合式教学模式改

革，推动图书情报学科的现代升级与一级学科

协调发展，与图书馆等专业机构联合培养研究

生高级人才；南京大学开展智库人才培养。 这

些改革都积累了人才培养经验。 图书情报教育

具有应用性强、实践性强的特点，图书馆实践是

图书馆学产生的基础。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也

给图书情报教育带来了更多的实践内容。 图书

情报专业硕士学位制度建立后，专业人才培养

教学模式得到深化发展。 与此同时，课程设置

也在不断更新。 传统课程为用户获取文献信

息、建立传统检索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

数字资源的增长与新技术的应用，数字对象已

经成为信息组织、存储、访问、管理的基本单元。
这些变化特征对传统教学内容及其适用环境变

革提出迫切要求，《数据管理》《信息系统维护与

评价》《数字图书馆》 《图书馆与信息中心管理》
等课程逐渐补充进课程体系中，图书情报研究

生教育不断向信息资源、用户中心的培养模式

转变。

４．３　 图书情报职业化推动专业学位建立

全球信息化进程加快，同时也推动信息服

务业高速发展。 数据库提供商、网络搜索服务

提供商、商业化数字图书馆、商业化的文献传递

等市场力量正在与图书馆争夺用户。 调研发

现，“社会信息资源和互联网挑战图书馆作为社

会机构的重要性”“愈来愈多的资源和服务由商

业机构、网络服务提供商所取代，图书馆中介机

构地位下降”都是变革中存在的风险。 以数字

化、网络化为主要标志的新的信息环境给用户

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图书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冲击。 迅速普及的移动设备不仅改变了信息的

交互方式，使用户更加强调信息的准确性和及

时性，也提高了用户对图书馆的期待，有学者调

查显示，我国公共图书馆移动服务率偏低，移动

服务体系不完整，创新性和知晓度较低［３１］ 。 图

书情报传统职业领域正在被这些新变化改造或

替代，行业边界也越来越模糊。 社会各领域对

具有信息反应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信息处

理能力等图书情报职业核心能力的人才有巨大

需求。
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也对图书馆的专业服务

质量和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法律图书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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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中国地质图书馆、中国建筑图书馆等专

门收藏某一学科或某一类文献资料，为专业人

员服务的专业图书馆，急需大量既有相关学科

专业背景，又能提供图书馆专业服务、具有图书

馆专业精神的专门人才。 因此，加强职业权威

度建设，使图书情报事业更具有社会竞争力，建
立一级学科人才培养机制，设立图书情报专业

学位，对于进一步提升图书馆职业的专业性具

有重要意义。

４．４　 图书情报业态发展要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我国高等教育从 ５０ 年代开始全面学习苏

联，实行高度统一的专业化培养模式［３２］ ，根据科

学分工或生产部门的分工需要而设立学业类

别。 这种基于“专业” 的划分，以实用为标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该模式对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但这种

“专才教育”思想致使专业划分越来越细，人才

培养口径越来越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专业”
是中国特有的概念。 由于教育的专业化封闭，
在局限知识范围内培养出的人才知识面窄，基
础不扎实，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本科

宽口径的专业教育与硕士、博士高端人才培养

的专业教育之间也应各有侧重。 而目前我国图

书情报教育本科生培养目标与研究生培养目标

区分度小，不符合人才培养规律。 一些课程在

本科、硕士、博士阶段，教学内容区分不大，仅在

名称上分别冠以概论、研究、专题加以区分。 而

科学的课程体系是学生形成合理知识结构的重

要支撑［３３］ 。 图书情报业务创新与人事政策的改

变，导致一些图书馆，特别是一些高校图书馆与

省级公共图书馆在招聘要求中明确规定应聘者

应具备硕士以上学历。 另外，人才招聘中明确

列出对特定专业的需求。 国家图书馆 ２０１６ 年除

了招聘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类人才之外，也
需要电子与信息类、电工及机械类、工商管理、
社会学类、文艺类等专业的人才。 南京图书馆

２０１５ 年招聘 ２０ 人，仅需要 ４ 位图书情报相关人

才，其余 １６ 位要求有艺术类、社会政治类、电子

信息类、化学工程类等其他学科背景。 由此看

来，单一的特定学科口径下培养的毕业生往往

难以在岗位竞争中占据优势。 通过图书情报一

级学科宽口径培养的人才能更好地适应行业

要求。

５　 学位授权创新的思考

５．１　 保持专业教育价值，扩大学位授权

图书馆是人们获取知识的地方，在保存、传
播人类文明，促进文化教育与科学发展历程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际研究表明，图书

馆同大学、非盈利性医院、科研机构一样是促进

创新的锚机构（ Ａｎｃｈ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３４］ 。 在我国

图书情报事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加强专业队伍

建设面临重大需求与历史责任。 ２０１６ 年全国两

会上，有代表表示，我国高校教师拥有博士学位

的比例距离 ２００５ 年设定的目标还有 １０ 个百分

点的差距。 据统计，２０１４ 年我国有在校博士生

３１．２７ 万名［３５］ ，就目前的教育规模和增长趋势，
根本无法满足高校教师对博士生的需求，国家

和社会其他领域的需求更是有较大空缺。
ＡＬＩＳＥ２０１５ 年统计报告显示，２０１４ 年秋季，美国

ＬＩＳ 秋季入学总人数达 ３７ ８９０［３６］ ，另外一项基于

美国 ４１ 所 ＬＩＳ 学院的调查显示，２０１２ 年有６ １８４
名硕士毕业生［３７］ ，平均每所学院接近 １５１ 名。
我国每年图书情报硕士毕业生数量远低于这个

数字。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２０１３ 年图书馆

学、情报学、信息资源管理硕士及图书情报专业

硕士共招收 １０５ 人，２０１４ 年招收 １１９ 人，２０１５ 年

招收 １１４ 人，２０１６ 年共招收 １０５ 人；根据网站公

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２０１６ 年接收推荐免试

研究生 ２５ 人，经研究生考试录取内地考生 ６ 人，
录取港台、留学生 ４ 人，总计招生应在 ３５ 人以

内。 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人才是关键。 我

国公共图书馆数量逐年上升，包括图书馆在内

的各类文化机构对图书情报专业人才有巨大的

需求。 而根据笔者进行的一项有关“图书馆转

型风险”的调查显示，“人力资源风险”是受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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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关注的因素，关注点包括“人力资源学科背

景不足”“人力资源数量不足”“人力资源不能适

应变革”。 从我国图书馆服务全面小康的目标

看，图书情报研究生教育与图书馆发展之间还

存在很大差距。 扩大学位授权，对于建设图书

馆专业队伍、满足社会教育需要，提高社会文明

水平，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具有突出重

要的意义。 图书情报研究生教育，要继续面向

图书情报事业发展需要，保持图书情报教育的

传统，巩固学科的传统价值，不断创新。 继续巩

固图书馆学硕士、博士学位授权，扩大培养规

模，是事业发展的需要。

５．２　 融合新型环境，创新培养模式

新行业、新职业与新应用对传统图书情报

教学模式变革提出迫切要求。 同时，图书馆行

业信息化也在发生诸多新的变化，如各类技术

构成的基础架构和应用不再呈现“孤岛式” 状

态，而是相互融合，构成以数据为核心的信息系

统，其核心是以需求为驱动。 面对图书馆的新

变化，培养的人才需要具备新型的解决复杂信

息问题的能力，需要毕业生能够面对任务、场景

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

力培养需要对课程内容进行拓新与凝炼，需要

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实训与实践基地的建设。
图书情报教学如何围绕更宽广的信息职业

（ｉ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包括适应公共、科技、社科、高校、
专业、行政、工业、健康等领域信息管理的职业

需求，培养全球信息职业的研究型、复合型与引

领型人才，培养出适应文化新业态，带领传统信

息机构在新文化环境中突出重围的创新型人

才，日益成为图书情报专业变革的方向，也是信

息职业领域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也是当前我国

图书情报教育的共同呼声。 同时，图书情报学

科毕业生的就业生态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也给

图书情报教育的教学模式带来严峻的挑战。

５．３　 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一流专业人才

目前，我国正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 其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重

要的建设任务之一，这也对图书情报学科教育

提出了新课题、新方向。 图书情报专业根植于

中国文化与图书情报事业实践。 图书情报事业

担负着信息搜集、组织、存储、提供、利用文化与

各领域信息资源的天然职能。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是

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国内外普遍

认为，这一时期全球图书馆事业的主要特征是

“转型”。 各项改革任务、制度建设要向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迈进。 图书情报事业应主

动围绕这一目标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式［３８］ 。 图书

情报教育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国家为

使命，要更加自觉地在国家战略前沿、在服务国

家重大需求上有更大贡献。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

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为建设图书馆

事业提供理论支持，培养一流人才。 实现学术

研究从跟踪追赶向跨越引领转变［３９］ 。 国际图书

情报学教育领域出现的包括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运动在内

的新发展，正在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也为我们培

养世界一流人才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保持中国

图书馆学教育的价值，根植于中国图书馆事业

发展需要，借鉴国际教学模式，不断提高研究生

教育质量，服务中国现实需求，培养世界一流的

人才，是我国图书情报教育的使命。

５．４　 学位教育协调发展，提升实践创新能力

学术学位培养规格与专业学位目标各有侧

重。 学术学位主要面向专业需求，培养在高校

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具有创新精神的

研究型人才。 而专业学位面向社会特定职业领

域，目标定位于培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

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专业学位主要针

对经济社会产业部门的专业需求，具有特定的

职业指向性，有相对独立的教育模式，是职业性

与学术性的高度统一。 ２００９ 年，教育部加快专

业硕士学位培养的步伐，专业硕士招收名额增

加。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同时列入国家中长期

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成为

国家层面人才和教育的重大政策。 我国共有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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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专业学位 ４０ 种，涉及经济、管理、工程、社会与

文化等各领域。 社会急需信息与数据管理等专

业人才。 我国经济新常态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以及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到博士层次

的要求十分强烈。 目前，应大力发展图书情报

专业学位教育，加大图书情报专业学位授权力

度。 笔者希望，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已批准图书情报

专业博士学位授权，建立自己的专业博士学位

教育体系，适应经济转型发展与全面小康建设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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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田蓉，肖希明． 从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毕业生就业看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培养目标的变革［Ｊ］ ． 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２ （６）：
１５－１９．（Ｔｉａｎ Ｒｏｎｇ，Ｘｉａｏ Ｘｉｍ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２（６）：１５－１９．）

［１４］ 周志远．图书情报研究生教育的战略转型［ Ｊ］ ．情报科学，２０１１（６）：９５７－９６０．（ Ｚｈｏｕ Ｚｈｉｙｕ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Ｓ［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６）：９５７－９６０．）

［１５］ 丁毅强，梁国雄． 全国高校学位授权点数据统计分析［ Ｊ］ ．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０１（ １２）：２１ － ２４． （ Ｄｉｎｇ

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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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 Ｃｈｕａｎｆｕ， ＣＨＥＮ Ｙｉ， ＳＩ Ｌｉ， ＲＡＮ Ｃｏｎｇｊｉｎｇ ＆ ＦＥＮＧ Ｃｈａｎｇｙａｎｇ： Ｆｏ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

Ｙｉｑ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 Ｇｕｏｘｉｏｎｇ．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ｕｎｉｔｓ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ｅｇｒｅｅ ＆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１２）：２１－２４．）

［１６］ 王知津，徐芳，潘永超，等．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三十年（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 回顾与展望［ Ｊ］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０

（２）：２３－３０．（Ｗａｎｇ Ｚｈｉｊｉｎ，Ｘｕ Ｆａｎｇ，Ｐａｎ Ｙｏｎｇｃｈａｏ，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２）：２３－３０．）

［１７］ 潘燕桃，程焕文． 世界图书馆学教育进展［Ｍ］．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Ｐａｎ Ｙａｎｔａｏ，Ｃ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

ｗ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３．）

［１８］ 《中国图书馆年鉴》编委会编． 中国图书馆年鉴（１９９６）［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３５１．（Ｃｈｉｎａ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 １９９６ ） ［ 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３５１．）

［１９］ 彭斐章．迈向２１世纪的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０，２６（１）：３２－３６．（ Ｐｅｎｇ

Ｆｅｉｚｈａｎｇ．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２１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０，２６（１）：３２－３６．）

［２０］ 武夷山．我所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三十年漫忆［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６－０７－２４］．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ｃｎ ／ ｍ ／

ｕｓ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ｓｐｘ？ｉｄ ＝ ４０８２３．（Ｗｕ Ｙｉｓｈａｎ． Ｔｈｉ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６－０７－２４］．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ｃｎ ／

ｍ ／ ｕｓ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ｓｐｘ？ｉｄ ＝ ４０８２３．）

［２１］ 沙勇忠． 迈向数字时代的图书馆学教育：在规范中寻求发展———教育部高校图书馆学学科教指委２００８年

工作会议暨系主任联席会议观察［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９，３５ （ １）：７１ － ７５． （ Ｓｈａ Ｙｏｎｇｚｈｏ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９，３５（１）：７１－７５．）

［２２］ 数字时代中国图书情报与档案学类教育发展方向及行动纲要［ Ｊ］ ． 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０７（ １）：１１２ － １１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Ｓ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７（１）：１１２－１１３．）

［２３］ 蔡莉静，靳红，董素音． 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图书馆情况调查与分析［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６，５０

（３）：１０３－１０６． （Ｃａｉ Ｌｉｊｉｎｇ，Ｊｉｎ Ｈｏｎｇ，Ｄｏｎｇ Ｓｕｙ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ｖｅ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０６，５０（３）：１０３－１０６．）

［２４］ 葛敬民，孙震． 高校图书馆硕士点建设的创新实践———山东理工大学情报学硕士点成立１０年回顾与思考

［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４（１３）：４５－５０． （Ｇｅ Ｊｉｎｇｍｉｎ，Ｓｕｎ Ｚｈ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ｍａｓｔ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ｉｎ １０ Ｙｅａｒ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４（１３）：４５－５０．）

［２５］ 柯平，张文亮，何颖芳． 对我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教育若干问题的思考［ Ｊ］ ． 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１２（６）：９１－

９６． （Ｋｅ 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ｌｉａｎｇ，Ｈｅ Ｙｉｎｇｆａｎｇ．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ｏｍ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２０１２（６）：９１－９６．）

［２６］ 段宇锋，王超亚． 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ＭＬＩＳ）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满意度调查分析报告（２０１５）［ Ｊ］ ． 图书

情报知识，２０１６（３）：１１６－１２８．（Ｄｕａｎ Ｙｕｆｅｎｇ，Ｗａｎｇ Ｃｈａｏｙ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ＭＬＩ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

ｎａ（２０１５）［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６（３）：１１６－１２８．）

［２７］ 魏大威． 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系统建设 ［ Ｊ］ ． 国家图书馆学刊， ２００８， １７ （ ３ ）： １２ － １７． （ Ｗｅｉ Ｄａｗｅｉ．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８， １７ （ ３）：

１２－１７．）

［２８］ 王星． 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技术体系［Ｊ］ ． 数字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３（１０）：１４－１９．（Ｗａｎｇ Ｘ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ｒｕｍ，２０１３（１０）：１４－１９．）

０２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三卷　 第二二七期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２２７

［２９］ 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６－０７－２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ｓｔｒｓ．ｃｎ ／ Ａｄｍｉ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ｂｏｕｔＵｓ．ａｓｐｘ．（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 ０７－ ２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ｓｔｒｓ． ｃｎ ／ Ａｄｍｉ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ｂｏｕｔＵｓ．ａｓｐｘ．）

［３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２０１５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Ｒ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０－０２］． 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ｍｃ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ａｕ⁃

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６０４ ／ Ｗ０２０１６０４２５３７８３１３０５４６３２．ｐｄｆ．（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５［Ｒ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０－０２］． 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ｍｃ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６０４ ／

Ｗ０２０１６０４２５３７８３１３０５４６３２．ｐｄｆ．）

［３１］ 魏群义，袁芳，贾欢，等． 我国移动图书馆服务现状调查———以国家图书馆和省级公共图书馆为对象［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４（３）：５０－６３． （ Ｗｅｉ Ｑｕｎｙｉ，Ｙｕａｎ Ｆａｎｇ，Ｊｉａ Ｈｕａｎ，ｅｔ ａｌ．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 ３）：

５０－６３．）

［３２］ 李文鑫，胡甲刚． 打破学科专业壁垒 推进跨学科人才培养［ Ｊ］ ． 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０４ （ ３）：４０ － ４１． （ Ｌｉ

Ｗｅｎｘｉｎ，Ｈｕ Ｊｉａｇａｎｇ． Ｂｒｅａｋ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 ． Ｃｈｉｎ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３）：４０－４１．）

［３３］ 顾幸生，马桂敏． 按一级学科设置硕士研究生课程的探讨［Ｊ］ ． 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０４（８）：３５－３７．（Ｇｕ Ｘｉｎｇｓｈ⁃

ｅｎｇ，Ｍａ Ｇｕｉｍ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ｏｆ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ｌｅｖｅ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Ｊ］ ． Ｃｈｉｎ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４（８）：３５－３７．）

［３４］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ａ ｎｅｗ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Ｒ ／ ＯＬ］．（２０１４－

０５） ［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１８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ａｙｏｒ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ｉｍａｇｅｓ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ｐｄｆ ／ １０ ＿ －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１ ＿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ｐｄｆ．

［３５］ 高校教师拥有博士学位比例至今未达标［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０９ － １６］．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 ｃｎ ／ ｈｔｍｌ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３ ／ ３４０４８７．ｓｈｔｍ．（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ｉｓ ｎｏｔ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６－０９－１６］．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ｃｎ ／ ｈｔｍｌ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３ ／ ３４０４８７．ｓｈｔｍ．）

［３６］ Ａｌｂｅｒｓｏｎ Ｄ，Ｓｐｅｔｋａ Ｋ，Ｓｎｏｗ Ｋ．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

［３７］ Ｍａａｔｔａ Ｓ Ｌ．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ｄａｔａｂｒａｒｉａ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ｏｌｅｓ ｒｅａｃｈ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ｓｓ ａｍｏｎｇ ｒｅｃｅｎｔ Ｌ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３８（１７），２６－３３．

［３８］ 陈传夫，冯昌扬，陈一． 面向全面小康的图书馆常态化转型发展模式探索［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６（１）：

４－２０．（Ｃｈｅｎ Ｃｈｕａｎｆｕ，Ｆｅｎｇ Ｃｈａｎｇｙａｎｇ，Ｃｈｅｎ Ｙｉ．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１）：４－２０．）

［３９］ 许宁生． 把握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核心要求［ Ｊ］ ． 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１５（２２）：１１－ １２．（ Ｘｕ Ｎ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ｏｒｌｄ－ｃｌａｓｓ”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２２）：

１１－１２．）

陈传夫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陈　 一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司　 莉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冉从敬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冯昌扬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２８；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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