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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培养现状与趋势分析∗

———基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招生就业数据

□李杨　赖纪瑶　刘姝雯　秦玥

　　摘要　对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学生培养及就业数据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对国内外图书馆

学情报学人才培养现状的调查了解,探究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培养的未来趋势与发展方向,
主要结论是:信息技术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正日益凸显;图书馆学情报

学人才培养将日益向宽口径、多方向、复合型发展;专业力量与资源将逐渐整合;学科发展同社会

实际需求的联系以及人才的实践应用能力培养也将日益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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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信息化浪

潮的新生产物方兴未艾,反映出信息时代的快速发

展和深刻变革,也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未来发展描

绘了一幅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宏伟图景.专业人才的

培养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发展的基础条件,只有培养

出一大批适应时代发展、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图

书馆学情报学人才,方能使这一学科保持生机与活

力.多年来,国内外在积极探索图书馆学情报学的

人才培养模式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北

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作为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领

域一个重镇,该系学生的培养状况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培养的现状与发展趋

势.因此,对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人才培养情况

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对国内外图书馆学情报学人

才培养状况的分析,将有助于深化对我国图书馆学

情报学领域人才培养发展趋势的认识,为学科建设

提供有益参考.

１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招生、培养与就业数据分析

１．１　招生情况简介

高等院校的招生情况是各专业开展人才培养的

基础.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各层次招生的总体规模

不大,坚持走精英化的培养路 线.自 １９９６ 年 至

２０１６年,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共招收本科生１０３３
人,近５年招生规模呈现扩大趋势,目前招生规模稳

定在７０人左右;硕士研究生共招收６８８人,近１０年

来每年招生规模都稳定维持在３０人左右;博士研究

生共招收２８７人,近１０年来总体招生规模稳定在每

年１５人左右.

图１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招生数量

基本情况(１９９６年—２０１６年)

高考制度的深入改革直接影响着北京大学信息

管理系的本科招生状况,如图２所示,招生类型逐渐

呈现多样化趋势,各种形式的自主招生为北京大学

信息管理系输送了越来越多具有创新意识和较强潜

力的学生,也反映出自愿自主选择北京大学信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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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的学生人数日益增多.留学生数量多年来保有

一定的规模,且近年呈现扩大趋势,国际化程度有所

提升.

图２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招生类别

基本情况(１９９６年—２０１６年)

１．２　培养情况概览

在培养方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本科生统一

以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入学,本科三年级之前

不分专业,以便进行通识教育,三年级时由学生在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和图书馆学两个专业中进行自主

选择.近２０年来大部分本科生选择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只有少部分学生选择图书馆学(见图３).
除全校公共必修课程、通识教育课程之外,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必修课程包括:高等数学、数据库

系统、信息组织、信息分析与决策、计算机网络、数字

图书馆与语义网、管理学原理、管理信息系统、信息

存储与检索、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等;专业选修课程

范围较广,包括信息资源建设、社会科学文献资源与

检索利用、传播学原理、运筹学基础、市场营销、人类

信息行为、人机交互与用户体验、数据挖掘导论、信
息架构、著作权法等涉及信息资源管理、信息传播、
产品管理、数据挖掘、人机交互与用户体验研究、信
息政策与法规等多个方向的课程,在课程设计上体

现出了将信息管理的理论、方法与信息技术有机结

合,同时重视宽口径培养的专业特色,以期在为学生

从事信息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打下坚实基础的同

时,以涉及内容广泛的选修课程来培养学生较宽广

的学术视野.图书馆学专业的必修课程除信息资源

建设、中国图书史、图书馆管理、图书馆自动化、信息

资源编目等外,基本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类

似,选修课程也基本相同,涉及方向较广.以上两个

专业在必修课程体系的设计上具有较高相似度,既
是为了让学生开阔学术视野、找寻研究兴趣、打造深

造基础,也是为了让学生适应信息化与网络化发展

趋势,成为能在网络环境下从事图书馆、文化机构、
企业、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信息产业等各行业的综

合性专门人才.

图３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本科生专业

选择情况(１９９６年—２０１６年)

在研究生培养层次,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开设

图书馆学、情报学、编辑出版学三个专业,１９９６年至

２０１６年招收的硕士研究生中,情报学专业学生有

４５１人,占６５．７４％;图书馆学专业学生有１９７人,占

２８．７２％;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有３８人,占５．５４％
(见图４);同时期的博士研究生中,编辑出版学专业

学生的占比有所上升,达到１３％,图书馆学专业学

生的数量没有变化,情报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数量

占比最大,达５９％(见图５).

图４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硕士研究生专业

选择情况(１９９６年—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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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研究生专业

选择情况(１９９６年—２０１６年)

１．３　就业数据透视

各层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是社会市场对人才培

养成果的检验,为了便于对就业行业进行更加细化

的分析,这里对毕业生就业行业的划分,主要依据国

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１],而非简单

按照企业单位或事业单位等就业单位性质进行划

分.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６年毕业的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本科生,６２％选择继续深造,其中３８％选择国内读

研,２４％选择出国留学.由于选择就业的本科生较

少,因此硕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构成了北京大学

信息管理系毕业生去向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数据.

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６年的硕士毕业生中,选择到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的毕业生数量最

多、占比最大,为１７％;其次是金融业和教育行业,各
占１１％,而公共管理、社保行业、文化行业等也属于相

对典型的就业行业,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事业单位

是硕士毕业生就业较少的选择去向(见图６).

图６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硕士研究生

就业情况(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６年)

同时期博士毕业生中,教育行业就业人员最多,
占５１％,其次是到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占

１４％.博士生毕业后以教育、科研作为主要工作,符
合一般的高层次学术人才培养期待,北京大学信息

管理系为国内众多高校和科研单位输送了相当数量

的博士毕业生.
依总体就业数据来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教育行业、金融行业、文化行业是毕业生

比较主要的就业行业,图７展示了自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６
年上述四个行业的就业毕业生数量占全部毕业生数

量的比例情况.可以明显看出,由于大量博士生毕

业后前往教育行业就业,因此教育行业的就业占比

长期处于较为主要的地位.２０１０年以来,前往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毕业生占比呈上升

态势,并在特定时期超过教育行业,成为最主要的就

业去向,该行业占比虽然在２０１６年出现下滑,但总

体上仍是重要的毕业去向,与技术融合关系更强的

这一行业较受毕业生们的青睐,也反映出这一行业

对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毕业生的吸纳程度较为可

观.而文化行业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比较传统

的就业领域,虽同为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去向,但相对

前述两个行业而言,近年来占比较低,与金融业相

近,反映出图书馆学情报学及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

前往图书馆等文化机构工作的热情近年来总体上要

低于技术特点较强的信息传输、软件行业.

图７　四大主要就业行业占比情况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６年)

进一步结合毕业生从事的专业进行分析,情报

学专业的硕士毕业生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是最主要的就业行业,选择该行业的毕业生

占情报学硕士毕业生总量的１８．５８％,其次是金融

业,占１３．５１％,第三是商业服务业占１０．１３％.信息

技术、经济与管理知识等与传统的图书馆学情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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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相交融,成了信息管理系情报学专业毕业生求

职的重要能力.
而图书馆学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就业方向有较明

显的区别,教育行业和文化行业是最主要的毕业去

向,两者占图书馆学硕士毕业生总量的比重分别为

２０．９７％和１３％.可以看出,由于两个专业的教育背

景带来的知识技能结构差别,二者的就业选择也具

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综上所述,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就业情况呈

现出领域广、口径宽、复合程度高的特征.而另一个

方面,就业情况反映出与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毕业

生面向图书馆、情报所等单位就业的传统就业去向

存在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方面与毕业生

个人志趣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图书馆学情报学

专业所涉及的社会领域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朝着更宽

广、更多元的方向发展.

２　我国高校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培养方向透视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是我国创办较早的图书馆

学情报学教育机构之一,前身为１９４７年成立的隶属

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图书馆学专修科,它的发展折

射出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培养的发展情况.

１９５６年,图书馆学专修科从中文系独立出来,更名

为图书馆学系,１９８７年更名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系,

１９９２年正式更名为信息管理系.２０世纪中期以来,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逐步形成了一支优秀的师资队

伍,一批优秀的学者为目录学、文献学、图书馆学学

科体系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和教育中发挥了引领作

用,奠定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情报学的

专业地位和格局,并在国内率先将教学单位的名称

改为信息管理系,拓展了研究和教学的内容.如今,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积极拓展研究领域,逐渐形成

了完善的学科布局和教学体系,现有图书馆学和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两个本科专业,编辑出版学、图书

馆学和情报学三个硕、博士点,具有“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一级学科授予权及博士后流动站,并设有情

报分析研究室、图书馆发展研究室、文献与出版研究

室、信息行为研究室、信息系统研究室和信息组织与

信息设计研究室六个研究室,旨在促进学科领域的

模块化细分.总体上,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在巩固

已有学科专业优势的基础上,致力于拓展研究信息

资源管理的理论、技术、方法等核心内容,并努力形

成充分融合、交叉发展的学科特色,培养出更多高层

次人才.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发展与我国图书馆学情

报学专业教育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２０世纪初

叶,随着以社会化为特征的近现代图书馆的陆续出

现,图书馆学开始从文献学中分化出来,中国开始有

了近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学.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几十

部档案学著作的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档案学的诞

生.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服务于科学技术发展

的科技情报工作开始展开,情报学也在这一过程中

萌芽和发展[２].２０世纪中后期,图书馆工作、档案

工作和情报工作逐渐出现了“一体化”趋势,三门学

科呈现某种“趋同”态势,逐步形成了一个学科群.
我国２０世纪末公布的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目录中,将
这个学科群作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命名为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２０１１年,在«专业学位

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上,被命名为“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３].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至今,我国图书馆

学情报学的发展呈现整合态势,具体表现为:在一级

学科内部各二级学科之间,以及一级学科与其他学

科之间建立起更加普遍的跨学科联系、多学科综合

关系,使学科在不断集成融合、交叉综合中获得发

展.与此同时,作为学科发展另一种常规形态的分

化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发展中虽然不再位居主流,
却也仍在继续,具体表现在:二级学科各自分化形成

若干新兴分支学科;在学科知识体系内部同时加强

对试验和应用、概念与理论这两部分知识的钻研,使
之分别得到拓展[２].由此可见,我国图书馆学情报

学正在整合与深化的过程中逐步发展.
目前,我国共有５个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以及武汉大学.总体而

言,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单

位的数量较少,并且起步较晚,直到２０００年武汉大

学和北京大学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才建立了

我国最早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
使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一级学科专业教育形成了由

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构成的完整体系[４].为

了解高校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的培养现状,本文将

这五个授予单位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浏览这些院校

相关院系的官网,对网站上所公开展示的信息进行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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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和归纳,从而对其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培养

方向予以汇总.在对培养方向进行初步归类的基础

上,将结果归纳为表１.
表１　国内高校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专业培养方向

(资料来源:相关高校院系官网)

培养方向
北京

大学

中国人

民大学

吉林

大学

南京

大学

武汉

大学

信息/知识管理     

信息技术与系统     

信息资源管理     

信息用户与行为     

信息咨询与服务     

信息政策与法规    

社群信息学  

竞争情报     

数据挖掘与分析     

信息计量学与科学

计量学
  

图书馆学理论与图

书馆管理
    

目录学与文献学  

编辑出版   

档案学    

　　从表１可以看出,五所院校均包含的培养方向

有信息/知识管理、信息技术与系统、信息资源管理、
信息用户与行为、信息咨询与服务、竞争情报、数据

挖掘与分析、图书馆学理论与图书馆管理.有四所

院校包含的培养方向有信息政策与法规、档案学.
有三所院校包含的培养方向为信息计量学与科学计

量学、编辑出版.只有两所院校包含社群信息学、目
录学与文献学.总体而言,五所院校涵盖的培养方

向均比较广泛.其中,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涵盖的

范围最广,分别只有档案学和社群信息学没有涉及,
为学生提供了较多的选择方向.

从以上典型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单位可以看

出,当前我国高校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人才培养方

向较为广泛,为学生提供了接触多个领域的机会,帮
助学生发现兴趣点以进行深入学习.此外,在国内

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培养方向中,与信息技术相关的

方向正占据着相当比例,并且在多所高校中均有涉

及,体现了信息技术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中

占有重要地位.

３　图书馆学情报学培养方向的国内外比较

１８０７年,马丁施莱廷格(MartinSchrettinger)定
义了“图书馆学”的概念[５],并且首次提出图书馆学校

教育[６].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以来的冷战期间,美苏军

备竞赛,科技文献数量激增,情报学应运而生[７].多

年来,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人才培

养模式,获得了宝贵经验.
为探究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人才培养现状,

结合«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News& WorldReＧ
port)和 科 研 水 平 评 估 (The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等发布的世界知名大学排名中图书馆学与

情报学专业的排名情况,同时考虑到地区代表性,选
取了如下四所优秀院校(其中美国两所,欧洲一所,
日本一所),针对其教育情况、特别是培养与研究方

向进行调研:

①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图书馆

与信息科学学院(SchoolofLibraryandInformation
Sciences,UniversityofIllinoisatUrbanaＧChampaion);

②美国雪城大学信息学院(SchoolofInformation
Studies,SyracuseUniversity);

③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信息学院 (Information
School,TheUniversityofSheffield);

④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与情报管理专业

(Libra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KeioUniＧ
versity).

其中,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图

书馆与信息科学学院和美国雪城大学信息学院在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发布的美国大学图书馆学情

报学的排名中都处在前五名以内,是美国图书馆学

情报学教育的顶尖高校.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信息学

院作为英国百年老牌名校之一,在教学与科研方面

有崇高声誉,是世界著名的教学科研中心.日本庆

应义塾大学的图书馆与情报管理专业是日本设立最

早的图书馆学专业,在日本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

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８].这四所院校的图书馆学

情报学专业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在图书馆学情报

学人才培养上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图书馆

学情报学人才培养的发展现状.通过对这些院系的

官网信息进行调研,将其培养情况进行归并分析,得
出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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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国外高校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培养方向

(来源:相关高校院系官网)

培养方向

美国伊利
诺伊大学
厄巴纳－
香槟分校
图书馆与
信息科学
学院

美国雪城
大学信
息学院

英国谢
菲尔德
大学信
息学院

日本庆
应义塾
大学图
书馆与
情报管
理专业

信息/知识组织   

信息技术与系统    

信息用户与行为    

数据挖掘与分析   

人机交互   

编辑出版 

信息素养   

信息/知识管理  

信息政策和伦理   

图书馆学理论    

信息社会和社群信息学  

健康信息学 

管理与评价 

　　从表２可以看出,四所院校均包含有信息技术

与系统、信息用户与行为、图书馆学理论培养方向.
三所院校包含信息/知识组织、数据挖掘与分析、人
机交互、信息素养、信息政策和伦理培养方向.两所

院校包含信息/知识管理、信息社会和社群信息学培

养方向.只有一所院校包含编辑出版、健康信息学、
管理与评价培养方向.总体来看,欧美三所院校与

日本院校培养方向的涵盖范围差别较大,美国伊利

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学院

涵盖的培养方向最为广泛,美国雪城大学信息学院

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信息学院紧随其次.日本庆应

义塾大学图书馆与情报管理专业涵盖的培养方向相

对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图书

馆与情报管理专业作为文学部下设的一个专业,其
学科规模相对不大,另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庆应义塾

大学将与我国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相对应的专

业,如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专业等,较为分散地设

置在环境与信息研究学系和理工系下,学科资源整

合程度不高.
欧美三所高校与国内院校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培

养方向相比更丰富多样,涉及领域的交叉融合程度

高,亦为学生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研究领域.相

比之下,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图书馆情报学专业的

培养方向较少,只为学生提供了信息/知识组织、信
息技术与系统等较为基础的培养方向,适合学生对

某方向展开深入而具有院系特色的学习研究.此

外,国内外院校在图书馆学情报学培养方向上的侧

重也有一定差别,如信息素养、健康信息学、管理与

评价等培养方向在国外院校中已占据一席之地,但
国内的建设程度不如国外.

总体上,国际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教育明显体

现出了重视信息应用环境变化、重视学科交融发展、
重视信息技术作用与影响、重视应用与实践能力、重
视宽口径复合人才培养的特点.

４　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培养趋势分析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人才培养和就业状况为

探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人才培养与学科发展

提供了一个样本.在信息技术发展引发人类社会深

刻复杂变化的信息时代,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与信

息密切关联的图书馆学情报学需要进行自我变革和

调整,以跟上时代的变化步伐.２１世纪初,佩蒂格

鲁(KEPettigrew)等学者提出了新世纪图书馆学情

报学教育发展的六大趋势,包括:(１)从传统的图书

馆学情报学教学内容转向关注较为广泛的信息环境

和信息问题;(２)研究更加偏向用户导向型、以人为

中心;(３)更加注重对信息技术的培训;(４)专业化与

宽口径相结合,既注重学生的研究方向的专业化,又
为学生提供多种选择;(５)教学模式趋向灵活;(６)在
学位体制上,通过授予不同的相关学位来对教学进

行拓展[９].上述观点在对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招

生、培养和就业情况以及国内外图书馆学情报学人

才培养基本状况的探究分析中得到部分印证,并可

以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教学与科研领域

得到扩展,宽口径、多方向、交叉性的专业教育成为

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培养的趋势之一.信息社会发

展带来的新变化以及信息学院(iSchool)运动催生的

理念转变和深度思考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带来了重要

变化,研究领域交叉与学科知识融合已经成为图书

馆学情报学专业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基本趋势.
苏福、柯平通过科学计量等方法对近年来国际图书

馆学情报学研究前沿的分析就显示,“运用传统图书

馆学和情报学方法研究跨学科领域的对象(如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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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二极管、交集电子健康记录、金融等)”是近年国

际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前沿的特点,“当前的学科研

究趋势正朝着以图书馆学情报学为主,以其他相关

领域为辅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向演化”,计算机科

学、管理科学、医学、生物科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与

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呈现出更大的活

力[１０].前述部分国际知名的图书馆学情报学院系

也建立了具有交叉性质的研究室或研究团队,如美

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图书馆与信息

科学学院建立了“数字融合中心”[１１],英国谢菲尔德

大学信息学院成立了化学信息学、健康信息学、数字

社会等研究团队[１２],美国雪城大学信息学院建立了

“行为、信息、技术和社会(BITS)实验室”[１３]等机构,
开展相应的教学与科研.因此,可以预见,未来的图

书馆学情报学专业人才培养,不仅需要使其掌握图

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基本理论与技能,更要培养其

将本专业知识延伸应用到其他专业领域、开展交叉

研究的能力.为学生建立基于信息、技术、人三大基

础概念之上的多元、多方向、宽口径、复合型的知识

获取体制,实行宽口径、交叉性的专业人才教育,将
成为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重大的建设方向和发展模

式.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多元多样的本科课程架构

设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趋势,学生接触信息系

统、信息资源管理、信息传播、信息产品、数据挖掘、
信息政策与法律等多个方向,在对这些领域有基本

了解后,发现和选择自己的精专方向;而近年来宽口

径、广领域的就业情况也从人才培养成果角度反映

出了这一趋势.
第二,信息技术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特别是

情报学的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地位日益得到凸显,
印证了前述学者所总结的新世纪图书馆学情报学教

育发展“更加注重对信息技术的培训”的趋势.首先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就业情况反映出了这一趋

势,如对技术能力要求较高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成为最主要的就业去向之一,社会需求

对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提出了

要求;其次,在国内外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科研团队

和学者的研究方向中,信息技术相关方向占据着相

当比例,大数据等与信息技术具有密切关系的新生

话题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研究和教育实践中吸引

着相关人员的注意,例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与大数据相关的各类项

目自２０１３年以来快速增加,其中２０１３年２项,２０１３
年至２０１６年共４３项,总量从２０１２年的０项增加到

当前的４５项[１４][１５].可以预见,未来的图书馆学情

报学教育,会将信息技术更多地引入到教学和科研,
更多地将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类现实问题纳入到

学科视野,在提升学生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的同时,
拓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发展领域.

第三,目前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教育规

模总体较小,很多高校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相关专业

往往分散在不同的院系,这一方面反映出图书馆学

情报学同其他学科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反映出图

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整合程度不高、独立程度不强、
规模力量较弱的现实.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虽然是

独立院系,但是规模不大,这也是我国设置相关专业

的其他高校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状.毫无疑问,规
模大不一定就有利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学科专

业的规模必然要与社会对该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相

适应,同时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不应当放在对数量的

追求之上.但是,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资源整合

程度应该摆在重要位置,只有充分实现专业资源和

力量的协调整合,才能培养出一批综合能力和综合

素质较高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而不能使各类资

源和专业力量处于支离破碎、缺乏配合的状态.学

科力量整合将是图书馆学情报学人才培养发展趋势

的一个关键词.
第四,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未来发展要密切同社

会现实需求的联系,回应信息时代的社会实践对图

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提出的全新要求,培养具有实践

能力的优秀人才.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必须要发扬

实践性强的传统特点,重视学科议题和学科教学的

实践意义和现实价值.图书馆学情报学这一与信息

关系如此密切的学科,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社会,理
论上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新事物、新业态蓬勃

发展的信息时代,具有广阔的研究对象和理论素材.
图书馆学情报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当结合实际、
关注现实、革故鼎新,不断从实践中汲取营养,从而

实现这一学科对现实社会的反哺,培养和输送一批

又一批具有学科优势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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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CurrentSituationandTrendofPersonnelTraining
inChinese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

BasedonEnrollmentandEmploymentDataofDepartmentofInformationManagementofPekingUniversity

LiYang　LaiJiyao　LiuShuwen　QinYue

Abstract:BasedonananalysisoftheeducationprogramandthedataofemploymentintheDepartment
ofInformation Management,Peking University,thispaperfocusesonthestatusoftheeducationfor
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learners,andexplorestheitstrendanddirectionofdevelopmentinthefuＧ
ture．Itbecomesmoreandmoreimportantforcultivatingsometalentsintheareaoflibraryandinformation
sciencetouseinformationtechnologies．ThecultivationofprofessionalswillbemorewideＧcaliber,multiＧdiＧ
rectional,andhybrid．Inaddition,inthefuture,professionalstrengthandresourceswillbegraduallyinteＧ
grated,theassociationbetweenthedevelopmentofsubjectsandactualneedsofthecommunitywillbe
strengthened,andthepracticalabilityoftalentswillalsobeimproved．

Keywords: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PersonnelTraining;TrendAnalysis;DepartmentofInＧ
formationManagement,Peking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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