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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图书馆的目标：智慧、新学、至真
——专访江苏省高校图工委秘书长、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黄贤金

教育大省的图书馆建设现状

记者：目前江苏高校图书馆建

设情况如何？

黄贤金：江苏是教育大省，拥有

168所普通高等学校，因此，也是高

校图书馆建设的大省。依据江苏省

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所获得的

96所江苏高校图书馆信息，2021年

96 所图书馆共有馆舍 179 个，馆舍

总建筑面积289.42万平方米；馆员

总数为 5307 人，总投入 7.19 亿元。

江苏高校图书馆建设及馆员队伍主

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差序

性。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及

独立学院等三种类型高校的图书

馆发展具有显著的差异性。2021 年普通本科院校图书馆馆均面积

1.62 万平方米；高职高专院校馆均 1.47 万平方米；独立学院 2.12 万平方

米。文献资源投入方面，馆均 1138.44 万元，生均 402.67 元；高职高专馆

均 227.08 万元，生均 187.78 元；独立学院馆均 303.18 万元，生均 277.24

元。年均入馆读者、年均借阅图书及配备存储设备容量也存在明显差

异，普通本科院校年入馆平均每馆 915887 人次，每位办证读者年均借

阅 2.27 册，每万名学生平均 58.94TB；高职高专年入馆平均每馆 134738

人次，每位办证读者年均借阅 2.24 册，每万名学生平均 22.55TB；独立

学院年入馆读者平均每馆 339864 人，每位办证读者年均借阅 1.21 册，

每万名学生平均 21.87TB。

二是馆员队伍规模的有限性。2017~2021年间，江苏在校大学生规模

呈逐年上升趋势，虽然馆员总量庞大，但未能与逐年增长的学生规模相匹

配而出现同步上涨，反而自2018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2022、2021

年减少更为快速。

图1 2017~2021年学生规模与馆员数量

江苏高校图书馆的纸本文献总量和馆舍面积也在逐年增加，而馆员人

均纸本文献总量和人均馆舍面积也在逐渐上升。这也说明馆员的工作量

在2017~2021年间逐步上升，馆员数量的增长未能与图书馆馆藏数量的增

加和面积的扩大相匹配，增加了馆员的工作压力。

三是馆员专业发展的快速性。虽然江苏省高校图书馆馆员数量下降，

但馆员的发展较快，馆员的学历水平与职称级别均呈上升趋势。2017年，

江苏省高校图书馆馆员硕博比例为 20.31%，到 2021 年，硕博比例为

29.38%，提高了9.07个百分点，高级职称比例则从2017年的13.19%提高到

2021年的18.20%。

图2 2017~2021年三类高校硕博比例与高级职称比例

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独立学院三类高校在2017~2021年间图书

馆馆员的硕博比例和高级职称比例均呈上升趋势。其中馆员发展速度

最快的是独立学院类高校，2017年独立学院高校图书馆馆员硕博比例为

6.62%，到 2021 年，其硕博比例提高到 25%，高级职称比例由 2017 年的

2.45%提高到2021年的18.58%。三类高校图书馆馆员的综合水平差距在

不断缩小。

记者：高校图书馆馆员呈现下降趋势是何原因？

黄贤金：我曾对2017~2021年江苏省高校图书馆馆员数量及其主要影

响因素（馆员总量、学生规模、纸本借阅数量、入馆读者、纸本文献总量、馆

舍面积、年均投入、电脑存储容量）进行相关分析。通过分析得知，江苏省

高校图书馆馆员总量和学生规模、纸本借阅数量、纸本文献总量以及馆舍

面积因素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其中馆员总量与纸本借阅数量之间存在正

相关关系，馆内纸本借阅数量越多，入馆读者越多，需要整理的纸本书籍也

就越多，从而也会对相关工作人员产生更大的劳动需求。

但馆员总量与学生规模、纸本文献总量以及馆舍面积之间为负相关关

系，学生规模越大、纸本文献总量越多、馆舍面积越大而馆员数量越少。馆

员总量与年均投入和电脑存储总量间关系较弱，且为负相关关系，图书馆

资金投入量越大、电脑存储容量越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图书馆的数字

化水平，但对人工需求量的影响较小。

图书馆馆员总量从2020年起出现明显下降，入馆读者数量较2019年

也有较大减少，受到疫情冲击，一些学校采用线上教学、延迟开学等措施，

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学生进馆次数减少，但图书馆的扩建与资源扩充仍在

进行，最终导致图书馆员数量与图书馆发展不匹配的相关关系。

馆员总量与学生规模、纸本文献总量、馆舍面积、年均投入、电脑存储

容量成负相关关系。这从理论上似乎解释不通，但事实上，江苏高校近年

来学生规模、纸本文献总量、馆舍面积、年均投入、电脑存储容量都呈现增

长乃至快速增长的状态，但馆员总量却在减少，这是与学校注重人力资源

投入的效率存在关系，但图书馆各项资源价值发挥的程度、服务质量的高

低，与馆员的素质和工作态度息息相关，因此，这也与现代图书馆发展使得

馆员的综合素质得以提升密切相关。

不同类型高校馆员总量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性。例如，独立学院馆

员数量就与其馆舍面积正向相关，而高职高专馆员数量与其文献资源建设

投入呈正向相关。这与不同图书馆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或阶段性的不同

发展需求有一定关系。

高校图书馆员应具备的3种角色

记者：目前，江苏高校图书馆人才建设方面有哪些不足？

黄贤金：学历和职称是图书馆专业馆员成长的重要标志，也是图书馆

队伍建设的重要成果。普通本科院校相较于独立学院和高职高专而言，

其馆员硕博比例大于40%的学校数量最多，且硕博比例位于低等级的普

通本科院校数量在逐步减少，硕博比例位于高等级的普通本科院校数量

呈上升趋势。高职高专院校馆员硕博比例情况呈波动变化，但其总体水

平优于独立学院。独立学院馆员学历稳步提升，2017年还未出现馆员硕

博比例大于40%的独立学院，到2021年，已有5所独立学院馆员硕博比例

超过20%。馆员学历水平与高校类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高校水平

越高，馆员的硕博比例等级也越高。总体而言，超过三分之一高校馆员

硕博比例低于20%，仅有19.8%的高校馆员硕博比例大于40%，馆员整体

学历水平仍具有提升空间。

记者：馆员发展是高校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您对江苏省高

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有哪些规划与建议？

黄贤金：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苏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始终将

高校图书馆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全面推动了全

日制本专科教育、函授教育、职业教育、在职干部培训、馆长进修班、专业馆

员培训等多渠道人才计划 ，从而有效促进了全省高校馆员队伍建设。进

入新的发展时期，针对以上高校图书馆馆员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对

未来提升图书馆馆员能力和促进图书馆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构建有规划的图书馆包括馆员发展机制。重物理空间、文献资

源、资金投入等规划。制定高校图书馆发展规划标准，明确发展方向与发

展路径，引导高校更加重视图书馆整体发展的定位、战略引导、同行竞合

力、以及图书馆建设对于高校发展支撑力等方面的总体性安排，由此对于

图书馆人力资源发展需求，及馆员成长进行制度设计。

二是构建高校图书馆高质量发展评价机制。组织制定高校图书馆高

质量发展标准，形成有差别并硬化高校图书馆建设指标，包括馆舍面积、文

献资源数量、经费投入占比、馆员素养等，全面考核高校图书馆发展，营造

“馆之大者”的良好氛围，倒逼各类高校更加重视图书馆建设与发展。

三是塑造有利于馆员成长的人才生态。馆员尤其是高素质的馆员队

伍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石。数字化无论如何发展，都不可能完全替代人

类的智慧和作用 。因此，需要根据图书馆事业发展，尤其是现代图书馆建

设的要求，明确图书馆馆员的基本规模，尤其是专业馆员队伍的规模、学历

结构、职称结构等，同时注重激发馆员成长与创新机制，从而建立不问身

份，包括晋升、求学、奖励等在内的多元化激励体系，铺就馆员成长发展新

路径，促进馆员全面发展。

四是重视新型专业馆员队伍建设。高校图书馆员在传统学科角色之

外，还扮演着管理者、引领者与教育家 3 种角色 。通过培训、进修、研讨等

机制，促进新型专业馆员队伍成长，尤其是对于知识大数据分析、新型素养

教育等方面能力提升，以适应图书馆数字化发展趋势；制定符合全省高校

图书馆整体发展要求的智慧图书馆馆员综合能力评价标准，从核心业务能

力、专业技术能力、用户服务能力和一般能力4个方面 ，塑造智慧图书馆馆

员队伍；构建有利于专业馆员乃至全体馆员共同成长的馆员流动机制，提

升人力资源利用效率。

一流大学图书馆的使命

记者：建设一流大学图书馆的意义与重要性有哪些？

黄贤金：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一流大学图书馆是一流大

学建设的重要支撑。例如，耶鲁大学图书馆，作为世界领先的研究型图书

馆之一，就是耶鲁大学和世界学术界在完成教学和研究任务方面具有很高

价值的合作伙伴。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的100多年历史中，大学

图书馆在促进知识文献利用、建立知识文献标准、构建知识共享现代技术

体系以及探索新时代智慧知识服务系统中，通过弘扬国粹、传播新知为高

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结合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国家战略，

各个大学图书馆在加强文献资源建设的同时，还积极改进知识服务模式，

例如，全国教育部门积极推进并实施的图书馆学术文献贡献系统建设，上

海交通大学所形成的大学图书馆泛学科化服务体系建设，南京大学图书馆

所开展的智能机器人技术研发等，都在不同方面提升了大学图书馆知识服

务的水平与质量。但是，大学图书馆如何更积极地支撑国家对于一流大学

建设的办学方向、教书育人、创新能力以及大学改革等方面的新要求，还有

待搭建整体性改进的一流大学图书馆新型知识服务体系。

记者：您对建设一流大学图书馆有哪些思考？

黄贤金：智慧是一流大学图书馆的灵魂所向。这里所讲的智慧，不仅

是现代智慧图书馆数字化、智能化的要求，还是知识宝库、知识服务及知

识教育在一流大学图书馆中的集中体现。作为知识宝库，其需要汇聚全

人类的智慧成果，尤其是国内外优秀文化、先进科技、科学思想等重要成

果；作为知识服务，其需要应用全智能服务体系，以为高水平、高质量教

育科研提供更为快捷、系统、精准的知识内容；作为知识教育，其需要成

为全方位智育发展的载体，尤其是要适应一流大学教育对于系统化知识

体系、跨学科知识学习以及多领域知识交叉发展等方面的需要。在一流

大学图书馆建设中，知识宝库、知识服务及知识教育相辅相成，共同组成

一流大学图书馆智慧体系。即作为全人类智慧成果的知识宝库，更好地

体现了全智能知识服务体系的价值所在，也更有效地支撑了全方位智育

发展的知识教育。

新学是一流大学图书馆的本质所在。科学创新是一流大学图书馆智

慧的结果，也是智慧的内涵。而一流大学图书馆需要成为融化新知的知识

生产平台、社会服务的知识应用平台、终身教育的知识传播平台，不断丰富

人类智慧成果的知识宝库，持续推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融化新知，就

是通过一流大学图书馆作为包括“国粹”“新知”熔炉的知识生产，形成新学

科、新理论、新方法；社会服务，就是通过一流大学图书馆的文献利用不断

促进知识运用，积极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知识传播，就是发挥一流大学图

书馆的终身学习功能，不断促进社会文明程度提高。而知识生产、知识应

用、知识传播也体现了一流大学图书馆在知识产品的系统性、过程性特征

中的重要作用。

至真是一流大学图书馆的根本追求。至真体现了一流大学图书馆作

为高水平、高质量育人名片的要求，是人生至真、学术至真、育人至真的综

合表征。人生至真，是图书馆滋养了人类的心灵；学术至真，是图书馆启迪

了科学的真理；育人至真，是图书馆传授了社会的知识。因此，至真，是知

识生产者、知识学习者、知识传播者对于知识的追求，更是图书馆尤其是一

流大学图书馆的根本追求，也正因为如此，才能体现一流大学建设对于人

类、科学以及社会的贡献。

智慧、新学、至真，也体现了不同方面对于一流大学图书馆建设的需

要。智慧是一流大学图书馆自身发展的需要；新学是一流大学图书馆作为

知识服务平台，对于科学发展的贡献与需要；而至真是社会发展、人类进步

对于一流大学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需要。智慧、新学以及至真，是一流大

学图书馆建设的“三足”，共同支撑着一流大学建设事业的发展，支撑着一

流大学群体的高水平高质量发展。

黄贤金

■张馨宇（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