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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分析

□吴汉华∗　王波

　　摘要　２０１８年,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馆均值继续增长,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呈现出波

动性持续降低态势,电子资源购置费总量及所占比重超过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且呈现出继续增

长态势.图书馆的馆舍面积在平稳中增长,馆长职称以正高与副高为主,合同制与勤工助学工作

人员总量在缓慢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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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８

１　文献资源购置费统计分析

２０１９年,共有１１０１所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８年是

８４３所)在“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① 中提交

２０１８年基本业务统计数据,年总经费平均值② 为

６４５万元(２０１７年是６５０４万元),略有回落,中位

值③ 落在３１５１万元(２０１７年落在３４０８万元),比

２０１７年减少了２５７万元,标准差④ 为１０３３３万元

(２０１７ 年 是 ９７７４ 万 元),极 差⑤ 区 间 变 宽,为

１３６０７１万元(２０１７年是１３３３２８万元),这些数据

表明: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年经费存在差距,且在逐年

加大,各高校对图书馆的经费投入不均衡.表１是

年经费区间分布状况.
提交２０１８年文献资源购置费的高校图书馆有

１０２７所,均值为 ５５７２ 万元 (２０１７ 年为 ５６４３ 万

元),较２０１７年略有下降,见图１.中位值为２７３万

元,落在排名第５１４位的昆山杜克大学图书馆的数

据.众值⑥ 为３００万元(２０１７年是１３０万元),标准

差为 ８２５９ 万元 (２０１７ 年是 １０１３３ 万 元),表 明

２０１８年馆际文献资源购置费的差距在缩小.排在

前５位的图书馆是:中山大学图书馆,１０５５６８万元

(２０１７ 年 是 １２３１９７ 万 元);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６４４８６万元(２０１７年是６８０６万元);浙江大学图书

馆,６４１７１ 万 元;清 华 大 学 图 书 馆,６１４４３ 万 元

(２０１７年是５７１４５万元);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５４７６万元.
表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高校图书馆总经费分布

总经费(万元)
２０１６年

(％)
２０１７年

(％)
２０１８年

(％)
２０１８年

向上累积(％)

＜１０ １４ ０９ １５ １５

１０－４９９９ ６４ ５９ ５３ ６８

５０－９９９９ １１０ １１２ １０９ １７７

１００－１４９９９ ９２ ８６ ９８ ２７５

１５０－１９９９９ ９１ ７６ ８１ ３５６

２００－４９９９９ ２６３ ２７９ ２８７ ６４３

５００－９９９９９ ２００ ２０５ １７１ ８１４

１０００－１９９９９ １０３ １０７ １２１ ９３５

２０００及以上 ６３ ６７ ６５ １０００

∗ 通讯作者:吴汉华,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６８７３Ｇ２７２４,邮箱:hyperstars＠１６３．com.

① 文中统计数据均来自“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网址:http://www．scal．edu．cn:１８０８０.

② 平均值指的是各高校图书馆填报的有效数据之和除以填报有效数据的高校图书馆的数量所得到的值.

③ 中位值指的是将有效数据从高到低排序,排在最中间的高校图书馆所填报的值.

④ 标准差指的是各高校图书馆填报的有效数据偏离平均数距离的总平均数,它描述各高校图书馆填报此项数据集合的离散程度.

⑤ 极差是指在各高校图书馆填报的有效数据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也能描述数据离散度.

⑥ 众值指的是各高校图书馆填报的有效数据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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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高校图书馆馆均文献资源购置费(万元)

１１　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

有１０２５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２０１８年纸质文献

资源购置费,总费用为 ２４３７ 亿元,较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０２４亿元增加了４１３亿元,总经费增加是因为提

交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的高校图书馆的总量较上年

增加了近２３６所.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的均值为

２３７８万元(２０１７年是２５６５万元),比２０１７年减少

了１８７万元.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均值的分布状

况见图２,呈波动中减低趋势.纸质文献资源购置

费的中位值为１５８万元(２０１７年是１７２万元),即排

在第５１３名的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的数

据.在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方面,排在前５名的高

校图书馆是:中山大学图书馆,７５４１１万元(２０１７年

是７９０４７万元);浙江大学图书馆,３４６９８万元;复
旦大学图书馆,２２２４７万元(２０１７年是１７６９３万

元);北京大学图书馆,２０６０万元(２０１７年是１７６３５
万元);武汉大学图书馆,１９３２９万元.

图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高校图书馆馆均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万元)

１２　电子资源购置费

有９６４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电子资源购置费,
总和为３２５７亿元(２０１７年是２４３１亿元),均值为

３３７８万元(２０１７年是３２６７万元),占馆均文献资

源购置费的６０６％(２０１７年是５７９％),较２０１７年

升高了２７个百分点.在文献资源购置费中,电子

资源购置费所占比例已经过半,且均值与所占比例

自２００６年以来,呈逐年升高趋势,增长的斜率正在

变大,表明电子资源购置费将成为图书馆文献资源

购置费支出的主要部分.高校图书馆近１３年的电

子资源购置费的平均值见图３.中位值落在排名第

４８２名的石家庄学院图书馆与排名第４８３名的闽江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的数据之间,为１０６８万

元(２０１７年是１１１５万元).标准差为５５９４万元,
最小值仅为７０元,最大值达到４２９７３万元(清华大

学图书馆),两者相差达６１３８９８倍(２０１７年的差距

是３５０２８７倍).这些表明: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购

置费的离散程度大,馆际差别明显,而且差距在逐年

增大.电子资源购置费排名前５的高校图书馆是:
清华大学图书馆,４２９７３万元(２０１７年是４３１３１万

元);北京大学图书馆,４２３７２万元(２０１７年是４９０４
万元);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４１３６８万元;山东大

学图 书 馆,３５３５６ 万 元;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图 书 馆,

３２３７８万元(２０１７年是２９３６８万元).

图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高校图书馆馆均电子资源购置费(万元)

２　馆舍面积统计分析

２１　馆舍总面积

截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共有１０４７所高校图书

馆提交了２０１８年馆舍建筑规划面积数据,总面积是

２６１８万平方米(２０１７年是１９６１７万平方米),馆均

值为２５万平方米,相较于２０１７年的２５２万平方

米,有所减少.标准差为１８１万平方米,比２０１７年

的１８２万平方米略降,表明高校图书馆馆舍面积差

异继续存在.馆舍面积的中位值为２１７万平方米,
众值是２万平方米,中位值落在排名第５２５名的中

国农业大学图书馆的建筑面积数据.馆舍建筑面积

排名前５的高校图书馆是:山东大学图书馆,１４４
万平方米(２０１７年是１４７万平方米);中山大学图

书馆,１１７万平方米(２０１７年也是１１７万平方米);
吉林大学图书馆,１０３万平方米;厦门大学图书馆,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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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万平方米(２０１７年也是１０３万平方米);贵州

大学图书馆,８８万平方米(２０１７年也是８８万平方

米).２０１８年,馆舍空间面积最小的高校图书馆是

昆山杜克大学图书馆,仅为 ３７１ 平方米,该馆在

２０１７年也是馆舍面积最小的高校图书馆,馆舍面积

排名第一的山东大学图书馆的面积是其３８７３倍.
在高校图书馆馆舍面积的变动趋势上,２００６至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４年,呈稍轻微陡峭曲线增长趋势,
但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间呈缓慢增长趋势,２０１５年后

呈回落趋势,这些与提供数据的高校图书馆数量有

关系,但更多表明高校图书馆的建筑空间已经从跃

进增长时期进入到平稳增长时期.２００６年以来,高
校图书馆建筑面积的馆均值见图４.

图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高校图书馆建筑面积馆均值(万平方米)

２２　在建馆舍建筑面积

共有１４８所高校图书馆提供了２０１８年的在建

馆舍建筑面积,总和为３２３８万平方米(２０１７年是

２４４７万平方米),馆均值是２１９万平方米(２０１７年

是２２５万平方米),标准差是１３６万平方米,众值

是２万平方米,中位值为２万平方米.这些表明,高
校图书馆的在建馆舍面积呈回落趋势,与前述高校

图书馆馆舍总面积的数据进行叠加分析,更能说明

高校图书馆的馆舍建筑面积趋于稳定.在建馆舍建

筑面积排名前５的高校图书馆是:太原理工大学图

书馆,６５万平方米;广西大学图书馆,６３１万平方

米;广东文理职业学院图书馆,６１万平方米;克拉

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４９６万平方米;中国农

业大学图书馆,４８３万平方米.
各高校图书馆在建馆舍建筑面积的差距非常

大,排名最末的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仅为８０
平方米,而排名第一的太原理工大学图书馆,在建馆

舍建筑面积是前者的８１２５倍.２００６年以来,高校

图书馆在建新 馆 面 积 的 均 值 呈 增 长 态 势.但 自

２０１０年后,在建馆舍面积呈波动状态,表明高校图

书馆在建馆舍的面积总体上趋向稳定,基本稳定在

２１９－２５万平方米之间.２００６年以来,高校图书

馆在建馆舍面积的分布状况见图５.

图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高校图书馆在建馆舍建筑面积馆均值(万平方米)

３　人力资源统计分析

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包括馆长、在编馆员、合
同制职工、临时聘用人员、勤工助学人员等[１],大体

可分为馆长、在编工作人员、无编制工作人员三类.

２０１８年所填报数据继续验证了前几年分析数据所

得出的结论: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收藏总量与馆

舍面积持续增长,但在编工作人员的馆均人数却持

续下降,这表明各高校图书馆的事业编制总人数处

在持续缩减状态,已有在编工作人员的任务逐年加

重,图书馆需要聘用更多的编制外合同工或临时工,
需要购置更多的智能化设施将图书馆员从日常事务

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最典型的便是自助借还书机、自
动导航系统、一站式搜索系统等,智慧图书馆的建设

脚步已经迈起来了.

３１　馆长基本状况

(１)馆长的性别、专兼职与学科背景.
高校图书馆馆长以男性为主,２０１８年男性馆长

占６７６％,２０１７ 年是 ６９１％,２０１６ 年 是 ７１２％,

２０１５年是７０９％,２０１４年是６９１％,总的看来,男
性馆长所占比例基本保持稳定,但呈现下降态势.
馆长是高校图书馆的主帅,其专兼职身份能反映出

各高校对馆长管理作用的认可程度,也反映出高校

对图书馆的重视程度.从２０１８年回溯至２０１２年,
高校图 书 馆 专 职 馆 长 所 占 比 例 依 次 是:９０１％、

９２３％、９１２％、９０７％、９１５％、８９９％、８９１％.
总的看来,专职馆长居多.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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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８年高校图书馆馆长职称与学校类型列联表(单位:人)

馆长职称 其他职称 中级职称 副高职称 正高职称 职称合计

学
校
类
型

高职高专 １６(４４％) ５７(１５７％) １８７(５１５％) １０３(２８４％) ３６３

普通高校 １８(３２％) ３６(６４％) １６７(２９５％) ３４５(６１０％) ５６６

非“双一流”类前“２１１工程”高校 ４(６３％) ０ ４(６３％) ５６(８７５％) ６４

“双一流”高校 ０ ０ ２(５３％) ３６(９４７％) ３８

职称合计 ３８(３７％) ９３(９０％) ３６０(３４９％) ５４０(５２４％) １０３１

　　馆长的学科背景也反映出馆长的专业素养,有

７８４％的馆长为非图书馆学专业背景,２０１７年是

７６８％、２０１６年是７６７％、２０１５年是７４５％、２０１４
年是７４８％、２０１３年是７５％、２０１２年是７５７％.非

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馆长所占比例处于缓慢上升趋

势,一方面表明高校对图书馆馆长是专业技术岗位的

认可度低,另一方面也表明高校图书馆馆长职位的行

政化色彩大于专业化.图书馆馆长的专业能力要受

到高校认可还有很长一段路,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应注

重对非科班出身的馆长的培训,可尝试开设针对馆长

的类似于EMBA的高学历教育课程培训班.
(２)馆长的职称状况

高校图书馆馆长的职称状况并不乐观,具有正

高职称的馆长仅过半数,但在馆长职称所占比例中,
依然保持最高比例.从２０１８年回溯至２０１２年,高
校图书 馆 正 高 职 称 馆 长 各 年 所 占 比 例 依 次 为:

５２４％、５５３％、５４２％、５６５％、５７２％、５７９％、

５７４％.副高职称馆长在馆长职称所占比例中位居

第二.各高校图书馆副高职称馆长所占比例,从

２０１８年回溯至 ２０１０ 年,依次为:３４９％、３２５％、

３５２％、３３８％、３３４％、３４３％、３２５％、３６％、

３５％.近６年的馆长职称数据表明,正高职称馆长

总体上呈现出稳中有降的趋势,副高职称馆长基本

保持稳定.还有一些中级职称馆长和中级以下职称

馆长.从２０１８年回溯至２０１０年,各高校图书馆中

级职称 馆 长 各 年 所 占 比 例 依 次 为:９％、９２％、

８６％、７１％、７４％、７２％、８％、５５％、５％.中级

职称馆长所占比例较少,但近年来有所上升.可能

是由于现行人事制度对高校图书馆馆长的任免主要

考虑行政级别,而轻专业技术级别,中级以下职称馆

长的比例,从２０１８年回溯至２０１１年,依次是３７％、

３％、２％、２７％、２％、１７％、２１％、３％.为更直观

地揭示高校图书馆馆长的职称状况,下面依照教育

部先前对高校的分类,将“高校类型”与“馆长职称”

作为行和列,制作成表２所示的二维列联表格.
从表２可知,高校图书馆的高级职称馆长所占比

例基本上和所属的高校类型相适应.“双一流”高校

图书馆和非“双一流”前“２１１工程”高校图书馆的正高

职称馆长所占比例超过８０％,普通高校图书馆的正高

职称馆长所占比例仅超过６０％,副高职称馆长所占比

例不足３０％.具有中级职称和其他职称的馆长多存

在于高职高专院校和普通高校.重点高校更倾向于

聘请知名教授或平调干部担任图书馆馆长.
(３)馆长的学历学位状况

在馆长学历学位方面,拥有博士学位的馆长占

２２２％,从２０１７年回溯到２０１３年,博士馆长所占比

例分别是２２８％、２１８％、２１６％、２１４％、２１７％;
硕士学位馆长占３１７％,从２０１７年回溯到２０１３年,
所占 比 例 依 次 是 ３１６％、３１１％、３１６％、３０％、

２９８％.博士和硕士学位馆长所占比例逐年升高,
较早接受硕士和博士教育的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在

图书馆工作后,已有不少担任馆长.馆长的高学历

化是时代发展趋势,也是国际发展方向.学历在本

科及以下的馆长,所占比例基本上呈降低趋势,从

２０１８ 年回溯至 ２０１３ 年,依次是 ４４９％、４４３％、

４５６％、４４７％、４６３％、４６５％;大专及以下学历馆

长,从 ２０１８ 年回溯至 ２０１４ 年,所占 比 例 依 次 是

１３％、１３％、１６％、２１％、２３％.造成本科及以

下学历馆长所占比例逐年走低的原因,主要是高校

图书馆招聘工作人员的起点抬高,一般要求必须拥

有硕士以上学位;但在西部欠发达地区,高校图书馆

招聘硕士和博士较为困难,高学历馆长还是少数群

体.随着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点的持续增加,图
书情报专业高学历毕业生总人数将大幅增加,这也

为高校图书馆提供了充足的高学历人才资源,因此,
本科及以下学历馆长所占比例将持续走低.高校的

类型与馆长的学历学位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具体

状况见表３.前“２１１工程”高校(含“双一流”高校)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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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类型高校图书馆馆长的学历学位列联表(单位:人)

馆长学历学位 博士 硕士 本科 大专及以下 合计

学
校
类
型

高职高专 １２(３３％) １１６(３２％) ２２６(６２３％) ９(２５％) ３６３

普通高校 １４１(２５％) １９１(３３９％) ２２８(４０４％) ４(０７％) ５６４

非“双一流”类前“２１１工程”高校 ４４(６８８％) １５(２３４％) ５(７８％) ０ ６４

“双一流”高校 ３２(８２１％) ４(１０３％) ３(７７％) ０ ３９

合计 ２２９(２２２％) ３２６(３１７％) ４６２(４４９％) １３(１３％) １０３０

图书馆馆长的学历以博士为主,而普通高校的本科、
硕士、博士学历馆长均占较大比重,高职高专院校图

书馆的馆长则以本科学历为主,硕士学位也达到

３２％的比重.从总体上看,高校图书馆馆长的学历

依然以本科为主,但硕士学位的馆长人数正在增多,
未来高学历馆长将占主导地位.

３２　在编工作人员状况

(１)在编工作人员的宏观数据

２０１７年,有１０６５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

在编工作人员 数 据.在 编 工 作 人 员 的 总 人 数 为

３６９９３人,馆均３４７人(２０１７年是３７２人),中位值

为２４人,众值为７人,标准差为３２６人,这些表明:
各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的数量差异较大,但在

编人员的馆均数量呈减少趋势.在编工作人员最多

的是吉林大学,共有３４１人,其次为武汉大学图书

馆,共有２４７人(２０１７年是２５６人,２０１６年是２６５
人,２０１５年是２７５人),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在编人员

近几年一直呈现减少态势.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

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图书馆的在编工作人员人数依

然为０,表明这所高校图书馆的馆员无事业编制.
在编工作人员的极差较大.依照各高校图书馆在编

工作人员的多寡进行排序,排名前５的是:吉林大学

图书馆,３４１人;武汉大学图书馆,２４７人(２０１７年为

２５６人);中山大学图书馆,２２９人(２０１７年为２４３
人);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２１７人(２０１７年为２１０
人);山东大学图书馆,１８８人(２０１７年为１９５人).
除了吉林大学图书馆外,其他４所高校图书馆的排

名和２０１７年基本保持一致,总的看来,高校图书馆

在编工作人员人数近些年呈现出持续减少趋势.
(２)在编工作人员的性别结构

共有１０５７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在编工作人员

的性别数据①,男性工作人员有１２０９０人,占在编工

作人员总数的３２８％,均值是１１４人,从２０１７年回

溯至２０１２年,各年男性在编工作人员的均值依次是

图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馆均值(人)

１２４人、１２７人、１２６人、１３５人、１４人、１４６人;
中位值和众值分别是８人与３人,标准差是１１３
人.通过分析各年份男性在编工作人员的均值数

据,可知高校图书馆男性在编工作人员所占比例在

逐年减少,这也意味着女性在编工作人员所占比例

在缓慢增加.２０１８年,女性在编工作人员的总量是

２４８０１人,占在编工作人员总数的６７２％,均值是

２３５人,从２０１７年回溯至２０１２年,各年女性在编

工作人员的馆均值是 ２４９ 人、２５６ 人、２５３ 人、

２７１人、２７人、２８人;中位值是１７人,众值是７人,
标准差是２２４人,在编女性工作人员的馆均值处于

持续降低态势,主要与高校图书馆压缩编制有关,但
在编女性工作人员所占比重整体上呈现出稳中有升

的趋势.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的总人数近５年

来一直呈走低态势,男女比例正向严重失衡方向发

展,各高校图书馆在纳新时可考虑对性别结构进行

干预,否则,未来高校图书馆的男性工作人员将更为

稀缺,只能分布在需要体力与技术的岗位上,比如水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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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部分高校图书馆未提供在编男性职工或在编女性职工的数

据,但却提供了在编职工总人数,无法判断这类高校图书馆的在

编职工性别,故在编男职工与在编女职工的总人数小于在编职

工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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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信息系统维护员等.
(３)在编工作人员受教育状况

共有１０３９所高校图书馆提供了博士学位工作

人员总量,其中有６７１所高校图书馆没有博士学位

工作人员,表明拥有博士学位的工作人员在高校图

书馆依然处于稀缺状态.有３６８所高校图书馆拥有

获得博士学位的工作人员,总人数为１１３５人(２０１７
年是８７０人,２０１６年是８３４人,２０１５年是６９５人),
处于持续增长状态,表明高校图书馆员的博士化率

正在加大.对提交数据的高校图书馆进行平均值处

理,每馆拥有博士学位工作人员１０９人(２０１７年是

１０７人,２０１６年是０９７人,２０１５年是０９５人),中
位值和众值均为０人,标准差是２５１人.我国高校

图书馆取得博士学位的工作人员所占比例不大,

６４６％(２０１７年是６５％)的高校图书馆没有获得博

士学位的工作人员,有１５３％的高校图书馆仅拥有

１名博士,６９％ 的高校图书馆拥有 ２ 名博士,有

６５％的高校图书馆拥有３~４名博士,仅有６６％
的高校图书馆拥有５名以上博士.博士学位工作人

员总量排名前５的高校图书馆是:复旦大学图书馆,

２８人(２０１７年是２６人),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量

的１６％;北京大学图书馆,１８人(２０１７年是１６人),
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量的１２５％;清华大学图书

馆,１７人(２０１７年是１６人),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

量的１４２％;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１６人,占该馆在

编工作人员总量的１５７％;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１６人,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量的３２７％.
共有１０４０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在编硕士学位工

作人员的数据,其中有８９所高校图书馆未聘用硕士

学位工作人员,９５１所高校图书馆聘用了拥有硕士学

位的工作人员,在编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总人数有

１０８１７人(２０１６年是８５１２人),平均每馆聘用硕士学位

工作人员１０４人(２０１７年是１０３３人,２０１６年是

１０１１人,２０１５年是９８５人),中位值是６人,众值为

１人,标准差是１３１４人.有８６％的高校图书馆未

聘用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有２０９％的高校图书馆聘有

１~２名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有１８６％的高校图书馆

聘有３~５名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有１７８％的高校图

书馆聘有６~１０名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有１３８％的高

校图书馆聘有１１~１６名硕士学位工作人员,聘有硕

士学位工作人员１７人及以上的占１８１％.上述数据

表明:硕士学位工作人员已成为高校图书馆人才招聘

的主要对象.在聘有硕士学位工作人员的高校图书

馆中,排名前５位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１１９人

(２０１７年是１０５人),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量的

５４８％(２０１７年是５０％);吉林大学,１０２人,占该馆在

编工作人员总量的２９９％;中山大学图书馆,９８人

(２０１７年是９９人),占该馆在编工作 人 员 总 量 的

４２８％(２０１７年是４０７％);复旦大学图书馆,８８人

(２０１７年是７７人),占该馆在编工作 人 员 总 量 的

５０３％(２０１７年是４５０％);浙江大学图书馆,８６人,
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量的４９１％.从总体上看,各
高校图书馆硕士学位工作人员的数量在持续增长,高
校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学历学位层次在稳步提升,硕士

学位图书馆员已成为高校图书馆的骨干力量.
在本科学历工作人员方面,共有１０３９所高校图

书馆提交了数据,本科学历工作人员共有１８１２０人,
是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总数的 １６８ 倍(２０１７ 年为

１７６倍,２０１６年为１８５倍,２０１５年为１８７倍),平
均每所高校图书馆聘有本科学历工作人员１７４人

(２０１７年为１８２人,２０１６年为１８８人).由此可

知,本科学历工作人员依然是高校图书馆开展服务

的主力军,但比例正在缩减,相对于硕士学位工作人

员的数量优势也在逐年减弱.全国有４所高校图书

馆未聘用本科学历工作人员,占０４％,这类情况一

般发生于在编工作人员稀少的图书馆,因为工作人

员攻读在职硕士学位,提升了自身的学历学位层级.
在高校图书馆中,聘有１~１０名本科学历工作人员

的占３９３％,聘有１１~２０名本科学历工作人员的

占２８４％,聘有２１~３０名本科学历工作人员的占

１６８％,聘有 ３１~５０ 名本科学历 工 作 人 员 的 占

１１５％,聘用本科学历工作人员 超 过 ５０ 名 的 占

３６％.聘用本科学历工作人员最多的为吉林大学

图书馆,总人数为１６５人.
共有８１９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在编大专学历工

作人员数据,总人数为４７９５人.其中,１０５所高校图

书馆未聘大专学历工作人员,占１２８％.在聘有大专

学历工作人员的高校图书馆中,聘用１~２名大专学

历工作人员的占２６％,聘用３~７名大专学历工作人

员的占３３７％,聘用８~１５名大专学历工作人员的占

１９３％,聘 用 大 专 学 历 工 作 人 员 超 过 １５ 人 的 占

８３％.聘用大专学历工作人员最多的是华东师范大

学图书馆,共聘有８７名大专学历工作人员.
共有１０３９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学历为大专以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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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在编工作人员数据,总人数是４８２５人.其中,

１７２所高校图书馆未聘用大专以下学历在编工作人

员,占１６６％.聘用１~５名大专以下学历工作人

员的高校图书馆占５４３％,与２０１７年的４５％相比,
增加了９３％.

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结构正向高学历、多学

科与专业化发展,这些特性在入选“双一流”的高校

图书馆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借助 T值检验① 便能发

现,“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的在编工作人员,其学历学

位层级明显高于“双一流”外的前“２１１工程”高校图

书馆或普通高校图书馆.从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学

历学位的提升速率上看,位于发达城市的重点高校

图书馆,其工作人员的学历学位提升速率最快,而欠

发达城市的非重点高校图书馆,其工作人员学历学

位的提升速率最为缓慢.

３３　无编制工作人员状况

合同制职工.共有１０４３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

合同制职工数据,总人数为６８０９人.从２０１８年回

溯至２０１３年,合同制职工的馆均值依次为:６５３
人、７７９人、７５１人、８１人、７７人、７人;中位值为

３人,众值是０人,标准差是９７７人.聘用合同制

职工是高校图书馆应对学校压缩事业编制的一种有

效方法;合同制职工是高校图书馆用人的长期趋势,
一些事务性工作将由合同制职工来处理.在智慧图

书馆建设时代,合同制职工人数馆均值有可能会持

续保持在较低水平,主要是自助借还书机、咨询机器

人、扫地机器人等智能设施的引入,减缓了高校图书

馆的用工需求.高校图书馆中,聘用合同制职工人数

排名前５位的图书馆为:暨南大学图书馆,６９人(２０１７
年是６４人);清华大学图书馆,６７人(２０１７年是６３
人);北京大学图书馆,６６人;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６３
人(２０１７年是６４人);山东大学图书馆,５９人.

临时工.有１０４３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临时工

数据,总人数为４８３４人.高校图书馆临时工人数的

馆均值为４６人,从２０１７年回溯至２０１４年,各年临

时工人数的馆均值依次为４５人、４５人、４８人、

５４人.临时工人数的中位值是３人,众值是０人,
标准差为９７人.高校图书馆各年所聘临时工的馆

均值低于合同制职工.
勤工助学学生.有１０５６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

勤工助学学生数据,总人数为２９４７７人.馆均值为

２７９人,略低于２０１７年的２８９人,中位值是１２人,
众值是０人,标准差是５１１人.由此可知,各高校

图书馆勤工助学的人数相差较大,这主要与图书馆

的人力资源政策、资金充裕度等有关,“双一流”高校

图书馆吸纳勤工助学学生的人数最多,其次为非“双
一流”类的前“２１１工程”高校图书馆,而普通高校和

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的勤工助学人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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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值检验指的是对不同类型高校图书馆某项数据的平均值差别的显著程度进行比较,如果两类高校图书馆填报数据的总方差相等,则
说明两者的平均值区别不显著;如果两类高校图书馆填报数据的总方差不等,则说明两者的平均值有显著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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