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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与融合———我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点
师资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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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１６ 年，国内四所知名高校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点被撤销事件引起学科内外热议，图情档

学科建设再次响起警钟。 在当前我国以一流学科促动一流大学建设的“双一流建设”大背景下，系统深入地探析

师资队伍建设情况对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图情档学科的愿景具有基础意义。 本文从教师就职流动的视角调研我

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４９ 个学科点的 ７９５ 位教师的毕业院校及就职地域分布，学科点师资队伍规模、职称结构、

学缘结构、培养能力，以及学科点之间的人才流向。 结果显示，我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点的师资队伍建设

具有流动与融合交织并存之特点；师资队伍在分散与融合的过程中，地域因素具有关键影响；师资流动在呈现集

中性和“近亲繁殖”现象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与本领域世界一流学科相仿的职称和就职结构，并在国际化水平上

已有一定积累。 图 ５。 表 ４。 参考文献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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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ｃｌａｓｓ ｆ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ｎｅ ｔ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ｍａｓｔ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ｓ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ｕ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ｏｎ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ｗｅｌ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ｍｏｓ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ｗｉｔ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ａｓｔ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ｒ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ｈｉｒｅ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Ｔｉｔ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ｗｏｒｌｄ⁃ｃｌａｓ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ｍｅｒｇ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ｗｏｒｌｄ⁃ｃｌａｓ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ｏｎ ｗｏｒｌｄ⁃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５ ｆｉｇｓ． ４ ｔａｂｓ． １８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０　 引言

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占据着重

要地位，而师资力量则是发挥高等教育战略地

位的基础和核心。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１］ 、《教育部 ２０１６
年工作要点》 ［２］ 等文件均强调“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制订进一步加强高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的指导意见，统筹实施高校高层次人才计划；坚
持中国特色、一流标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组织实施；继续推进学位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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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动态调整工作”等内容。 这一方面说明了我

国高等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

也明确了我国高等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不足，
并提出进一步的建设要求。 ２０１６ 年，教育部发

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学位点动态调整的文

件［３］ ，撤销四个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

点，引起了学科内外的关切与讨论。 对于非传

统强势学科而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既是机

遇也是挑战。 师资队伍建设与学位点建设、学
科发展、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紧密相关，我国图书

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点师资队伍建设情况如

何，师资队伍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学缘结构、
学科结构等是否合理，亟需系统性审视。

近年来，有关我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师

资队伍建设的探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作为讨论图情档教育的一部分内容进行分

析，例如从图情档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式、课程设

置、质量评价等方面考察图情档人才向社会供

应的需求和能力问题［４］ ，这方面的研究较集中

在与英美日等国家的对比上［５］ ———利用课程设

置、论文质量、导师研究方向等方面对比，以发

现我国图情档学科的人才培养问题，并尝试提

出改进方案；二是图情档毕业生（含博士生）就

业问题———通过社会调查或统计数据［６］ 分析讨

论图情档毕业生从事高校教师或学术职业的情

况，结果显示我国图情档学科高层次人才依然缺

乏，在学术型人才的供给上，我国图情档学科尚

未出现总体过剩的情况；三是利用简历分析法和

问卷调研法分析教师的职称、成果、研究方向各

方面的内容［７－８］ ，但由于数据获取难度较大，相关

分析对象较少，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学者从定

性角度入手尝试提出问题与解决对策［９］ 。
无论是专业培养模式，还是师资的个体属

性，都属于静态和相对孤立的统计数据。 要尝

试深刻理解我国图情档师资情况的结构，需要

从全国师资培养及之后的流动视域去解构。 因

此，本文从前人研究文献鲜有涉及的就职流动

视角出发，尝试审读我国图情档学科点师资队

伍建设之成就与问题。 教师就职流动是毕业生

就业去向的反向观察，分析毕业生就业去向时

着重观察单向性去向，而观测教师就职流动则

是观察教师现任职学校和最高学历毕业院校的

双向性交互。 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为我国图

情档学科点培养师资的流动网络，以此发现我

国图情档学科在“双一流”新背景下针对学科建

设和师资培养可能存在的问题，总结历史成就，
探索发展进路。

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１．１　 调查对象的选取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承载的是教育部认

可的官方信息，可以作为准确可靠的信息来源。
因此，本文依据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中 ２０１６
年硕士专业招生目录［１０］ ，选取了招收图书情报

与档案管理学科研究生的高校 （ 不含研究院

所），将其中图情档学科网站上足够全面且能够

获取的师资信息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考虑到

数据完整性，我们调查了有关图书情报与档案

管理的各类可能院系，比如信息管理学院、经济

管理学院（学部）、商学院、传播学院、文史学院、
社会学院等。 但由于一些学校网站正在建设

中，或只罗列了师资名单、师资概况，没有提供

更多的信息，或只给出了极少数教师信息，无法

代表该学科点的全部情况，只能将其从样本中

排除。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复旦大学并未出现

在招生信息网中，但其参评了教育部 ２０１２ 年学

科评估并位列第 １２ 名，故将其纳入本文调查对

象。 另外，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

布的《２０１６ 年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

点名单》 ［３］ 中明确取消了四个图书情报与档案

管理学科点，删除了北京理工大学、浙江大学、
中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个学科点后，本文调

查对象确定为 ４９ 个学科点。

１．２　 调查对象详细信息的收集与说明

数据采集方法包括简历分析法、内容分析

法与访谈法。 收集各学科点教师的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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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从教师的个人简历、个人网站、官网简介上

分别记录了姓名、职称、最高学历的毕业院校等

信息。 本文把教授、副教授、讲师三类职称作为

基准对象分类，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馆员、副
研究馆员等职称对应于相应的教授序列。 当无

法在各单位官网上找到教师毕业院校时，则通

过学位论文搜索、领英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ａｔｅ 搜索和人

员访问等各种形式补充完整信息。 需要说明的

是，并非所有教师都取得的是图情档学位，同时

也并不是完全毕业于对应学科点，但为了数据

标准化，我们统一将毕业院校归约到校级层面。
数据收集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最终收集到 ４９ 个学科点共 ７９５ 位教师

的数据，数据汇总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４９ 所大学的图情档师资统计数据

学校名称 省市 教师总数 学校名称 省市 教师总数 学校名称 省市 教师总数

武汉大学 湖北 ５２

南京大学 江苏 ４１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 ３９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３７

中山大学 广东 ３７

湘潭大学 湖南 ３１

北京大学 北京 ３０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 ２４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２３

山东大学 山东 ２３

河海大学 江苏 ２２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２１

安徽大学 安徽 ２０

上海大学 上海 ２０

吉林大学 吉林 １９

复旦大学 上海 １７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１７

山西大学 山西 １７

天津大学 天津 １７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１６

郑州大学 河南 １６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１６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１５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１５

南开大学 天津 １３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 １２

河北大学 河北 １２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１２

南昌大学 江西 １１

重庆大学 重庆 １０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１０

兰州大学 甘肃 １０

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
河南 ９

四川大学 四川 ９

东南大学 江苏 ９

西南大学 重庆 ９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９

苏州大学 江苏 ７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７

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 ７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陕西 ７

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
江苏 ７

辽宁大学 辽宁 ７

福州大学 福建 ７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 ６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北京 ６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 ６

西北大学 陕西 ４

江苏大学 江苏 ４

　 　 注：本文图表数据截止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后同。

２　 结果分析

本文按从整体到局部的思路分析调查结

果，先从所有教师的毕业院校出发，其后观测全

国学科点教师的总体分布、每个学科点师资结

构的分布、每个学科培养教师的分布情况，最后

观察学科点之间培养教师及相互流动的情况。

２．１　 我国图情档教师基本结构分析

图 １ 显示了我国图情档学科点 ７９５ 位教师

的毕业院校分布情况。 由图 １ 可见，由于历史原

因，本学科教师多数由国内院校培养。 ７９５ 位教

师毕业于 １３ 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其中有 ９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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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３ 位）的教师毕业于国内大陆高校，６ ５％（５２
位）教师的最高学位获得自港澳台地区或国外

机构，已具备一定的国际化广度。 所有教师来

源依次为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并没有毕业于非

洲和南美洲的教师，这与图情档学科教育的国

际现实情况相一致，例如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联盟 ７７ 所大

学中只有一所来自非洲［１１］ 。 据统计， 美国

ｉＣａｕｃｕｓ 高校教师毕业于 ２２ 个国家和地区，８８０
位教师中绝大多数（８９％）毕业于美国本国［１２］ 。
由此可见，我国图情档学科的师资教育背景国

际化程度虽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相对于自然科

学，图情档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其地域与本土特

性较强，当前的师资国际化水平已为今后的国际

化建设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

图 １　 我国图情档学科教师毕业院校分布与统计

　 　 此外，从毕业院校的国境和地区来看，与其

他国家相比，我国图情档学科点师资与美国的

国际交流最为密切，毕业于除中国和美国外的

其他国家的教师均不足 １０ 位（例如英国 ９ 位、
新加坡 ８ 位）。 同时，仅有 １１ 位教师毕业于除中

国外的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联盟的成员学校，大多数教师并

非毕业于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联盟的成员院校，这说明我国

图情档学科师资的国际化在深度和质量上仍需

加强。
国内方面，图 ２ 显示了我国各省市教师数

量统计（右下角表格）和各省市平均教师数量分

布情况。 总数上，江苏和北京的图情档学科教

师超过 １００ 位，均超过教师总量的 １２．５％，湖北

的教师总量接近 １００ 位，上海位于其后，广东和

吉林的教师总量均超过 ４０ 位，而河北、江西、甘
肃和四川的教师总量只有 １０ 位左右。 存在差距

的原因一方面是学科点体量不均，另一方面是

各省市学科点数量不等。 统计省（市）均教师数

量，即教师总数除以各省市的学科点数量，可以

发现省区内学科点教师体量平均最高的并非江

苏和北京，而是湖北和湖南，他们学科点平均拥

有超过 ３０ 位教师，尤其湖北的 ２ 个学科点（即武

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教师总数都较高，每个

学校的教师数量平均有 ４５ 位。 平均数量超过

２０ 位的是广东、吉林和北京。 上海、山西、江苏

和天津则平均超过 １５ 位。 总体来说，不论从总

体还是平均而言，北京、江苏、湖北、上海、广东、
吉林、湖南都是图情档教师体量较大的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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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全国图情档教师统计与平均分布示意图

　 　 学校师资队伍是否健全，新老交替是否合

理，可以从师资队伍结构入手分析。 图 ３ 显示了

我国图情档学科点师资结构的分布情况，因华

东和华北地区重叠部分较多，因此放大在左侧

两图中。 整体来看，教授和副教授数量占绝大

多数，讲师数量较少。 经统计，目前我国图情档

学科点教授 ３１６ 位、副教授 ３２１ 位、讲师 １５８ 位，

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数量较多，讲师数量较少。

这一结果可能受到多个原因的影响。 首先，我

国高校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到 ２１ 世纪初快速扩招

图 ３　 我国图情档学科点师资结构分布图

１０４



楼　 雯　 樊宇航　 赵　 星：流动与融合———我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点师资结构研究
ＬＯＵ Ｗｅｎ， ＦＡＮ Ｙｕｈａｎｇ ＆ ＺＨＡＯ Ｘｉｎｇ：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ｏｎ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与扩张，导致当时师资数量增长较多，而发展至

今，高校师资大规模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图情

档学科并非显学，新进的师资数量较少，而新进

青年学者多为讲师，导致讲师数量较少。 其二，
当前我国高校体制下，中级与高级职称之间的

各类待遇和工作稳定性有较大差异，部分高校

对于新进讲师实行“非升即走”的竞争策略，导
致更替率较高但数量难有实质性增长。 其三，
近年来，国内部分相对高层次单位的人才引进

策略不断向所谓“高层次人才”倾斜，而高校对

于青年人才和讲师层次人才的培养重视不足，
使得在高层次人才竞争中并无优势的图情档学

科出现“讲师缺失”的状况。 不少世界一流大学

的师资结构同样有高级职称教师数量较多的情

况［１３］ ，这是世界很多国家或其他学科面临的共

同现状。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个学科点的师资结构，

可按照各个学科点各职称所占比例的多少进行

分类，如表 ２ 所示。 ①教授主导型，即教授占比

远高于其他职称；②副教授主导型，即副教授占

比远高于其他职称；③高级职称主导型，即教授

和副教授占比相等且远超过讲师占比；④讲师

主导型，即讲师占比远高于其他职称； ⑤平衡

型，即各职称均占 ３３％左右。 师资结构对高校

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教师队伍职称结构优化

的一般评价标准是高职称教师比例较多、低职

称教师比例较少，不同类型的高校应具有不同

的职称结构，教学科研型高校应比教学型高校

拥有更高的高级职称比例，多数世界一流大学

的师资结构一般为倒三角型或纺锤型结构［１２］ 。
本文中教授主导型和高级职称主导型的高校呈

倒三角型，副教授主导型呈纺锤型，讲师主导型

呈三角型，平衡型则呈矩形。 从全国来看，只有

五个学科点的高级职称教师比例相对较低，说
明我国图情档学科点的师资结构整体较为合

理。 从表中看呈倒三角型和纺锤型的学校主要

是研究型大学，这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师资结构

是较为符合的。

表 ２　 我国图情档学科点师资结构类型

类型 学科点

教授主导型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安徽财经大学、苏州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郑州

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副教授主导型

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安徽大学、西安交通大

学、中国医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兰州大学、江苏

大学、西南大学、河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大学、福州大学、华

东理工大学、山东理工大学、河南科技大学

高级职称主导型 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湘潭大学、南昌大学、曲阜师范大学

讲师主导型 天津大学、山西大学、辽宁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

平衡型 河海大学、郑州大学、上海大学

２．２　 我国图情档学科点培养教师流动分析

下文从各个图情档学科点培养教师的能力

水平和拓展能力的角度观察教师的任职情况。
经统计，现任 ７９５ 位教师中有 ６１４ 位来自本文调

查的 ４９ 个学科点，每个学科点平均培养了 １２．５
位教师，表 ３ 显示了各学科点培养教师的详细情

况。 可见，有 ４６ 个学科点均有对外输出或自我

培养的师资，占总数的 ９３．９％。 有 １１ 个学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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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教师数量超过了平均数。 其中培养教师

最多的是武汉大学，１４４ 位，是第二名北京大学

的近 ３ 倍，占总数量的 ２３％，北京大学和中国人

民大学也培养了超过 ５０ 位教师，三者为我国图

情档学科培养了最多的师资。 经二八定律测

定，８０％的教师（ ４９１ 位）目前由 １８ 个学科点培

养，超过了二八定律所述的 ２０％ （ １０ 个学科

点），说明总体培养单位设置较为分散。 分析其

原因，一是我国地域广袤，地区发展不平衡，部
分地区存在户口准入限制，各种社会文化原因

导致了就近就业的趋势，使得培养能力最强单

位的师资输出辐射能力受到前述因素限制，而
有一定培养能力的单位均有向附近地域辐射的

空间，故形成总体相对分散的局面；二是一些高

校图书馆设有图书馆学学科点，也有教师持有

与情报学相关的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

学位，或与档案学相关的历史学、文秘学学位，
使得师资来源不仅限于图情档院校。 在美国多

所 ｉＳｃｈｏｏｌ 引进师资时向计算机等专业倾斜的同

时，我国图情档学科点也一直存在图情档专业

化与核心化之彷徨，在顺应跨学科交叉与专业

延拓的潮流中，如何保有学科的纯正性将是今

后图情档学科与师资队伍建设的共有难题。
６１４ 位教师中有 ２８０ 位来自外校培养，占总

培养师资的 ４５％，每个学科点平均向外校培养

了 ５ ７ 位教师。 说明有超过半数的教师毕业于

本学科点，有 １９ 个学科点没有向外校输出教师，
大部分是没有图情档博士招生资格的单位。 这

１９ 个学科点中有 １６ 个学科点虽无师资输出，但
有留校任教。 在教师招聘要求越来越高的现况

下［１４］ ，非一流学科点向外校输出教师将变得越

来越困难。

表 ３　 我国图情档学科点培养教师与输出统计

学科点 总培养 向外输送 学科点 总培养 向外输送 学科点 总培养 向外输送

武汉大学 １４４ １０３ 华东师范大学 ８ ５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４ ０

北京大学 ５４ ３５ 西安交通大学 ８ １ 中国农业大学 ４ ０

中国人民大学 ５０ ２４ 湘潭大学 ８ １ 四川大学 ４ ０

南京大学 ４８ ２４ 中国医科大学 ８ ０ 西北大学 ３ ０

吉林大学 ３７ １９ 河海大学 ８ ０ 安徽财经大学 ３ ０

天津大学 １８ ４ 郑州大学 ７ ０ 南昌大学 ３ ０

中山大学 １８ ４ 南京农业大学 ６ ２ 福州大学 ２ ０

山东大学 １６ １ 南京理工大学 ６ ２ 福建师范大学 ２ ０

北京师范大学 １３ ５ 上海大学 ６ ２ 华东理工大学 ２ ０

东北师范大学 １３ ５ 重庆大学 ６ １ 曲阜师范大学 １ ０

山西大学 １３ 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５ ３ 苏州大学 １ ０

南开大学 １２ １０ 兰州大学 ５ １ 华南师范大学 １ ０

华中师范大学 １２ ３ 江苏大学 ４ １ 辽宁师范大学 １ ０

复旦大学 １１ ５ 辽宁大学 ４ １ 山东理工大学 ０ ０

东南大学 ９ ７ 西南大学 ４ １
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
０ 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９ ６ 河北大学 ４ １ 河南科技大学 ０ ０

安徽大学 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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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缘结构指的是学校教师毕业于本校和引

进于外校的比例，它是师资结构的另一个重要

表征，学缘结构是否合理可能会影响一个学校

或一个学科的学术特色和创新能力。 图 ４ 中柱

形图显示了我国图情档学科点教师毕业于本校

占比的情况 （ 即留校率），反映的是 “ 近亲繁

殖”①的程度。 图中 ２１ 个学科点的留校率高于

４０％，１３ 个学科点高于 ５０％。 据统计，美国所有

ｉＣａｕｃｕｓ 学校留校率均低于 ２０％ ［１２］ ，而我国图情

档只有 １２ 个学科点（四分之一弱）低于 ２０％，说
明我国图情档学科点学缘集中程度较高。 当

然，这种现象或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美国高等教育的师资来源多样性本身较

高［１５］ ；其次，我国的社会流动性远低于美国；另
外，我国的学术体制导致了稳定性是博士就业

或团队建设的重要决策变量。

　 　 此外，还计算了学校向外校输送教师占总

体培养教师的比例，作为培养能力参数，并将学

缘结构和学校培养能力进行关联对比（如图 ４ 所

示），发现学缘结构和培养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并

不显著，学缘结构并未直接决定学校的培养能

力。 当然，也可以看到一部分学科点既有较高的

培养能力又有较低的留校率，比如复旦大学、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

大学，说明他们在吸收和培养师资时着重考虑了

多样性或国际化程度；而一部分学科点有较高的

培养能力也有较高的留校率，比如吉林大学、武
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
多为师资需求较大的老牌图情档博士点的学校。
对于这类单位而言，师资留任率较高或许是过去

三十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和文化体制的必然结果，
其中的得失值得学术史研究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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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我国图情档学科点教师来源统计

　 　 下文从双向性的角度研讨各学科点之间的

人才交流情况。 图 ５ 展示了教师的毕业院校和

现任职院校之间的关系，节点和线条的大小与

颜色深浅表示向外校输送教师数量的多少，箭
头起点是毕业院校，终点是现任职院校。 武汉

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

大学和吉林大学为中心向外校输送教师的结构

较为清晰，他们分别向 ２８、１７、１２、１２、９、７ 个除自

身外的学科点输送了共 ２１５ 位教师。 前述高校

之间有一定数量的相互输送教师，但数量相对

并不多，例如武汉大学向北京大学输送 ２ 位教

师，而向华中师范大学输送了 １９ 位教师，说明了

１０７

① “近亲繁殖”这一指代仅是我国高等教育界对于较高的师资留校率的隐喻，主要缘由是欧美一流高校一

向不鼓励本校毕业生直接留校工作的习俗。 作者认为我国高校的较高留校率具有特定历史与人文原因，并有相

当的必然性，此处不做展开。 但总体而言，较高的留校率是我国今后高校发展中应当密切关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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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学科重镇在师资培养上既相互协作又分别

独立，而地域或是我国图情档学科师资流动的

决定性因素之一。

图 ５　 我国图情档学科点教师就职流向网络

　 　 根据 ｈ 子网［１６］ 方法抽取的网络核心部分可

进一步观察到流动网络的特性，如表 ４ 所示。 我

国图情档学科的跨校师资流动中，武汉大学占

据了输出单位的领头羊地位，特别是网络核心

子网中的 ７ 条高权联系有 ６ 条均是武汉大学作

为师资输出点，且接收单位多为我国图情教育

的重要机构，说明了武汉大学在学科师资培养

中的作用与地位。 此外，吉林大学向东北师范

大学的师资输出也是一条显著的强连接。 本文

数据中跨校流动强度不低于 ４ 的联系还包括：
从北京大学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从中

国人民大学到湘潭大学和苏州大学，从南京大

学到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
从武汉大学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
对包含留校的师资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在核

心网络中留校仍是主要师资聘用方法，ｈ 子网的

１２ 条核心联系中有 ９ 条均为留校模式。 加入了

留校后的 ｈ 子网无论是网络规模还是联系强度

都要远高于跨校流动网络的 ｈ 子网。 结合图 ５
和表 ４，可以明显观测到地域因素在我国图情档

学科师资流动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即使对于高

水平培养单位而言，其培养人才的输出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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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的显著影响，例如武汉大学培养的人才中，
向本省、邻省和长江流域的输出显著多于向北

方高校的输送。 在“跨校流动 ｈ 核心子网” 和

“含留校的 ｈ 核心子网” 两个核心网络中的 １９
条输送联系中，有 １７ 条均为省内流动或邻省流

动，只有从武汉大学到中山大学和南京大学的

两条联系地域稍远。 可见，过去数十年的图情

档学科师资培养与引进中，地域成为重要的限

制性因素，如何破解或缓和这一非学术性因素

的影响，将成为今后我国图情档学科建设与人

才交流的重要课题。

表 ４　 我国图情档学科点教师就职流向核心网络

跨校流动 ｈ 核心子网 含留校的 ｈ 核心子网

输出单位 输入单位 流动强度 输出单位 输入单位 流动强度

武汉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１９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４１

吉林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１１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２６

武汉大学 湘潭大学 １１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２４

武汉大学 中山大学 ９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１９

武汉大学 郑州大学 ７ 武汉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１９

武汉大学 安徽大学 ６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１８

武汉大学 南京大学 ６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 １５

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 １４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１４

山西大学 山西大学 １２

吉林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１１

武汉大学 湘潭大学 １１

注：①表中“流动强度”即为流动教师数量；②所列联系为以 ｈ 强度（ｈ－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和 ｈ 子网（ｈ－ｓｕｂｎｅｔ）方法［１６］

抽取的网络核心部分的所有联系。 本文情景中，跨校流动网络的 ｈ 强度为 ６，故所有流动强度大于或等于 ６ 的

流动联系及两端节点一起构成该网络的 ｈ 核心子网，含留校的网络 ｈ 强度为 １１。 以此方法抽取的核心网络为

整体网络中的高权核心部分。

３　 小结与讨论

经过对我国 ４９ 个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

科点 ７９５ 位现任教师数据的分析，本文以师资

流动为核心视域，依次从国际化、学科点师资

结构、学缘结构、就职流向等方面阐述了我国

图情档学科点师资队伍的建设情况，结果显

示：尽管仍存有一些共性问题，但我国图情档

学科师资的流动与融合格局已有初步显现；各
学科点培养师资的流动中，地域因素有关键性

影响；虽然集中性和“ 近亲繁殖” 现象依然存

在，但不少学科点已逐渐形成与本领域世界一

流学科相仿的职称和就职结构，并在总体国际

化水平上有所提升，为今后的世界一流图情档

学科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本文给出以下相

关启示。
（１）地域性流动是我国图情档学科点师资

流动的重要特征。 我国图情档学科点教师的流

动受到地域因素的显著影响，表现在毕业院校

与现任职学科点多在同一高校、同一地区或同

一省市。 此处有外部的政策原因，也有就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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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内在的驱动因素。 虽然教师流动性较低有社

会、经济、文化原因（如教师是社会公认的稳定

职业），但任何时期的师资流动都是智力、知识

流动活跃的体现，流动性不高容易使得学术交

流或创新合作受到影响。 现今，我国很多高校

正在改进教师招聘制度，典型的例如海外优秀

人才、高层次人才不占引进名额［１７］ ，只招聘毕业

于非本校的博士或博士后［１８］ ，引导类的积极政

策可望带来跨学校跨地区的人才流动。 当然，
应当指出的是，流动并非目标，塑造良好的学术

环境才是核心。 因此，流动性也未必越高越好，
如何在流动与留任之间寻求到最佳平衡，当是

今后学科师资建设的重要关切点。
（２）建设世界一流图情档学科应进一步加

强学科师资融合。 总体上，目前我国图情档的

重要学科点多布局于综合性大学或偏重人文社

科的高校，２０１６ 年撤销的四个一级学科点均属

于偏重理工科的高校。 由此可见，偏重人文社

会科学的图情档学科应有明确的学科定位。 在

学科定位与建设的过程中，师资融合与学术方

向的提炼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图情档学科点内

部的学术方向和团队建设上存在多种局面：有
百花齐放，亦有各自为战，部分学科点重点不突

出，重复性建设的问题长期存在。 由此，无论是

师资人才的流动，还是学科建设的重点，都有无

序之痕迹。 在当前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大

背景下，除少数体量较大、方向齐备的图情学院

外，多数学科点或需调整战略，凝聚特色研究方

向为学科建设要点，在交叉与融合中走出新路，
并衍生出新的学科输出与辐射，而不是继续加

入强势学科的竞争并导致重叠。 这或许是本学

科在新环境下建设一流学科的可能路径。

（３）可考虑建立更加广泛透明的师资职业

市场。 一流学科的建设离不开一流师资队伍的

引进、培养与融合。 本文的调研过程中发现，当
前我国图情院系的师资招聘总体上透明度较

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严重，大部分有师资招聘

计划的院系并不会专门发表招聘信息，人才引

进模式在学科点方面有“姜太公钓鱼”的态势。
这一局面导致师资的流动网络构建时盲目性较

强，在求职者方面又有“缘乃天定，分难人为”之

彷徨。 因此，建议学科内可由学会或领导机构

出面设立师资招聘平台，例如在重要学术会议

或博士论坛中设立类似美国经济学年会的招聘

专场，以尽可能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促进师

资的良性流动与引进，并使得各学科点能更好

地引进、布局与融合最合适的师资人才。
国家“双一流”战略的实施，使得我国图情

档学科建设面临新的局面。 本文尝试对我国图

情档学科的师资结构与流动情况进行探讨，但
也仅是基础性的工作，文中存有的问题可为后

续研究提供启示。 例如，本文数据限于能采集

到的简历、网站或访谈信息，显然不能涵盖所有

学科点师资的情况；调研的学科点也限于信息

相对完备的单位；调查所用的最高学历是最为

可操作性的数据，并未区分博硕士。 此外，若在

今后的研究中能获取到时间序列结构的数据，
将可望对过去几十年我国图情档师资流动网络

进行动态演化分析，从而观测师资与学科点的

协同发展。 利用简历与内容分析等图情学方

法，亦可对各学科的师资与人才进行定量的挖

掘分析，为各学科走向世界一流的道路，提供基

础性参考数据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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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 Ｇａｎｇ， Ｄｕ Ｗｅｎ， Ｙｕ Ｙｉｆｅｉ．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ＬＩ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 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３）：４７－５２，３６．）

［ ８ ］ 肖希明，杨蕾．我国 ＬＩＳ 教育机构师资队伍建设的调查分析［Ｊ］ ． 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４（１）：４－１０． （Ｘｉａｏ Ｘｉｍ⁃

ｉｎｇ， Ｙａｎｇ Ｌｅｉ．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４（１）：４－１０．）

［ ９ ］ 金波，丁华东．论档案学专业师资队伍建设［Ｊ］ ． 新上海档案，２００５（４）：８－９．（ Ｊｉｎ Ｂｏ， Ｄｉｎｇ Ｈｕａｄｏ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

ｓｉｏｎ ｏｎ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 Ｎｅｗ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ｃｈｉｅｖｅ， ２００５（４）：８－９．）

［１０］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１０－ ０７］．ｈｔｔｐ： ／ ／ ｙｚ． ｃｈｓｉ． ｃｏｍ．ｃｎ． （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０－０７］．ｈｔｔｐ： ／ ／ ｙｚ．ｃｈｓｉ．ｃｏｍ．ｃｎ．）

［１１］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０－７］． ｈｔｔｐ： ／ ／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ｏｒｇ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１２］ 楼雯，陈雨晨，樊宇航．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培养教师的流动性分析［ Ｊ］ ．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７（ ３）：１２ － ２０． （ Ｌｏｕ

Ｗｅｎ， Ｃｈｅｎ Ｙｕｃｈｅｎ， Ｆａｎ Ｙｕｈａｎｇ．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 ［ 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７（３）：１２－２０．）

［１３］ 刘莉莉．高校师资队伍结构优化及其对策研究———基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分析［ Ｊ］ ． 东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 ６）： １２６ － １２９． （ Ｌｉｕ Ｌｉｌｉ．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ｃｌａｓ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

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６）：１２６－１２９．）

［１４］ ＵＢＣ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ｒｅｅｒｓ ａｔ ＵＢＣ［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０－２７］．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ｒ．ｕｂｃ．ｃａ ／ ｊｏｂｓ ／ ｆａｃｕｌｔｙ．ｐｈｐ？ｊｏｂ

＿ｉｄ ＝ ２３６６９．

［１５］ 楼雯，樊宇航，姜晓烨． 学科排名对美国 ｉＳｃｈｏｏｌ 教师就业的影响［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７，６１（１０）：１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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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三卷　 第二三二期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２３２

（Ｌｏｕ Ｗｅｎ， Ｆａｎ Ｙｕ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ｉＳｃｈｏｏｌｓ［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７，６１（１０）：１４－２１．）

［１６］ Ｚｈａｏ Ｓ Ｘ， Ｚｈａｎｇ Ｐ Ｌ， Ｌｉ Ｊ，ｅｔ 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ｓｕｂｎｅｔ ｏｆ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ｎｋ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６５（５）： ９８４－９９４．

［１７］ 南开大学人事处［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１０－ ２７］． ｈｔｔｐ： ／ ／ ｒｓｃ． ｎａｎｋａｉ． ｅｄｕ．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３０４．ｈｔｍｌ． （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０－２７］． ｈｔｔｐ： ／ ／ ｒｓｃ．ｎａｎｋａｉ．ｅｄｕ．ｃｎ ／ ｎｅｗｓ ／ ３０４．ｈｔｍｌ．）

［１８］ 中山大学人事处［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０－２７］． ｈｔｔｐ： ／ ／ ｒｓｃ．ｓｙｓｕ．ｅｄｕ．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ＪｉａｏＳｈｉＸｉＬｉｅ ／ ２０１６０９ ／

７５９１．ｈｔｍ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０－２７］． ｈｔｔｐ： ／ ／ ｒｓｃ．ｓｙｓｕ．ｅｄｕ．ｃｎ ／ Ａｒ⁃

ｔｉｃｌｅ ／ 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ＪｉａｏＳｈｉＸｉＬｉｅ ／ ２０１６０９ ／ ７５９１．ｈｔｍｌ．）

楼　 雯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信息管理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术评价与促进研究中心讲师。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樊宇航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４ 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生。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赵　 星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信息管理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术评价与促进研究中心研究

员。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２－０２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７－０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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