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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大,专业层次不断提升;情报学专业教育持续平稳,地理分布不均衡;档案学专业教育整体水平有所提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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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07 年 3 月,受国际图联的委托,中山大学图书

馆与资讯科学研究所承担了“国际图联 2007 年出版计

划冶《世界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教育指南》(第 3 修

订版)中的中国大陆部分的修订调研工作。 为此,图
书馆与资讯科学研究所成立了课题组进行调查研究。

课题组在 2003 年调查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了

以网站调查为主、电话调查为辅的调查方式,利用阳

光高考信息平台网站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检索

并收集到 114 所开设有图情档专业的高等学校与相

关机构,然后逐一访问查阅了每一所高校和机构网站

中的招生信息网页和相关院系的网站,并通过电话进

行确认和核实,最终得出本次调查结果。

截止 2007 年 3 月 30 日,我国共有 93 所高等院

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图情档专业教育,其中图书馆学专

业教育机构 50 个,情报学专业教育机构 68 个,档案

学专业教育机构 34 个,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本科(学
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流动站的层次

齐全的图情档专业教育体系(表 1)。

1摇 图书馆学专业教育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高

速发展,图书馆学本科专业教育稳步发展,硕士研究

生教育大幅增长,博士研究生教育有所突破,图书馆

学专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专业层次不断提升。

表 1摇 中国图书馆学专业设置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图本科 图硕士 图博士 博士后

1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菁 菁#
2 包头师范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菁
3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菁 菁 菁 菁
4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菁
5 长春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菁
6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 菁 菁
7 东南大学图书馆情报科技研究所* 菁#
8 复旦大学文献信息中心 菁
9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菁 菁#
10 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菁#
11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 菁
12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菁 菁

—15—



第 34 卷第 176 期

Vol. 34. No. 176
中摇 国摇 图摇 书摇 馆摇 学摇 报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 年 7 月

July,2008

续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图本科 图硕士 图博士 博士后

13 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菁
14 河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菁#
15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菁 菁#
16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菁
17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 菁#
18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菁 菁
19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研究所 菁
20 辽宁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菁 菁
21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菁 菁 菁
22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菁#
23 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菁 菁 菁
24 曲阜师范大学信息技术与传播学院* 菁#
25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菁 菁#
26 山西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菁 菁
27 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系 菁
28 上海大学文学院档案学系* 菁#
29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情报科学技术研究所* 菁#
30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菁
31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档案与电子政务系 菁
32 天津工业大学图书馆* 菁#
33 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菁#
34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菁 菁 菁 菁
3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菁#
36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菁#
37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菁 菁#
38 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菁#
39 湘潭大学管理学院 菁 菁
40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情报与档案学系 菁 菁#
41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菁 菁#
42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 菁 菁
43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信息科学系* 菁
44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菁# 菁
45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菁 菁
46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菁 菁
4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图书馆 菁
48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信息管理系 菁 菁
49 中南大学医学技术与情报学院医药信息系* 菁#
50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 菁 菁 菁

合计 26 42 8 4

摇 摇 说明:淤各学校名称按汉语拼音字顺排列。
于“学校名称冶列中的*为 2007 年新增图书馆学教育机构。
盂“图硕士冶列中的#为 2007 年新开设的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点。

1. 1摇 图书馆学本科专业教育

与 2003 年的调查结果[1] 比较,截止 2007 年 3
月 30 日,图书馆学本科专业的数量从 30 个减至 26
个。 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

政治学院上海分院、长春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等 6 所高等院校已停止了图书馆学本科专

业招生,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已停办了所有层次的图

书馆专业。 与此同时,包头师范学院、贵州大学、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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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等 3 所高等院校新开设了图书

馆学本科专业。

摇 * 我们将全国图书馆学专业设置的地理分布划分为以下 8 个地理区域:北京、华北地区(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东
北地区(吉林、黑龙江、辽宁)、西北地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华东地区(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安
徽)、中南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从地理分布来看(见图 1),我国 8 个地区*的图

书馆学本科专业共有 26 个,平均每个地区约有 3 个

图书馆学本科专业,低于平均数的地区有北京 (1
个)、西南(2 个)、华南(1 个),与平均数相等的地区

有西北(3 个),高于平均数的地区有华东(6 个)、东
北(4 个)、华北(5 个)、中南(4 个)。 与 2003 年的统

计数据比较[1] ,除了华南(中山大学)的图书馆学本

科专业的高校和数量均保持不变外,华北(包头师范

学院)、中南(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各新开设了 1
个图书馆学本科专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华东师范大学)、东北(长春大学)、西北、西南各停

办了 1 个图书馆学本科专业。
上述调查表明,当前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教育

的发展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一是规模缩小。 在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总体规模

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图书馆学本科专业教育的规模却

在缩小。 在 3 所高校新开设图书馆学本科专业的同

时,却有 6 所高校停办了图书馆学本科专业,实际数

量减少了 3 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图书馆学本科

专业比较兴盛的时候,在图书馆界曾较长时间地流传

着图书馆学本科教育太多或者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毕

业生供过于求的观点。 事实上,这种情况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图书馆事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一直不相适

应,以至于一些图书馆数年难以选留图书馆学本科毕

业生。 因此,笔者认为,上述 3 所院校开设图书馆学

本科专业仍是图书馆专业人才“市场需求冶的必然反

应,它表明图书馆学本科专业仍然存在较大的发展

空间。
二是不均加剧。 从图 1 可见,全国 8 个地区中北

京、华南 2 个地区的图书馆学本科专业数量仅有 1
个,表明这两个地区的图书馆学本科专业在地理分布

上偏少,这使得我国图书馆学本科专业在地理分布上

的不均衡加剧。 并且,我国图书馆学本科专业在地理

分布上仍然呈现东部多于西部、北部多于南部的整体

特点。

图 1摇 2003 / 2007 年中国图书馆学

本科专业地理分布

1. 2摇 图书馆学硕士专业教育

从表 1 可见,我国的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点从

2003 年的 21 个猛增至 2007 年的 42 个,整整翻了一

倍,平均每年增加 5 个之多。 安徽大学等 22 所高等

院校和科研机构新开设了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点,仅有

华东师范大学 1 所高校停止了图书馆学专业硕士招

生。 有几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其一,在新开设图书

馆学专业的 18 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有 15 所新

开设的是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点,这些高校和图书馆过

去并没有开办过图书馆学本科专业。 其二,一些停办

了图书馆学本科专业的学校,却保留了图书馆学专业

硕士点(如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京政治学院

上海分院等高校),甚至有些新设了图书馆学专业硕

士点。 其三,越来越多的图书馆、文献中心、情报信息

研究所等机构新开设了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点。 至

2007 年 3 月,我国共有 8 所图书馆等机构开设有图

书馆学专业硕士点,占全部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点数量

的 19. 0% ,接近 1 / 5;2003 年开设图书馆学专业硕士

点的图书馆等机构仅有 3 所,不到 4 年增加了 5 所,
增幅达到了 166. 7% ;而且,在 2007 年新开设图书馆

学专业硕士点的 15 所高校和机构中图书馆占了三

成。 可以预言:图书馆等信息机构参与图书馆学硕士

教育正在成为图书馆学教育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从图 2 可见,2007 年全国 8 个地区的图书馆学

硕士点都有不同幅度的增加。 其中增幅最大的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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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从 1 个增至 4 个,增幅达 300% ;而增加数量最多

的是华东,增加了 8 个,增幅达 200% ;再次是中南,
从 3 个增至 6 个,增幅达 100% 。 从大的地理分布来

看,我国 8 个地区的图书馆学硕士点共有 42 个,平均

每个地区约有 5 个。 低于平均数的地区有 4 个:东北

(4 个)、西北(4 个)、华南(3 个)、西南(3 个);约等

于平均数的地区有 2 个:北京(5 个)、华北(5 个);高
于平均数的地区有 2 个:华东(12 个)、中南(6 个)。
由此可归纳出图书馆学硕士点的地理分布具有以下

特点:第一,新的不均衡取代了旧的不均衡。 硕士点

最多的华东地区(12 个)是硕士点最少的华南地区(3
个)和西南地区(3 个)的 4 倍之多。 第二,我国的图

书馆学硕士点同样具有东部多于西部、北部多于南部

的整体特点。

图 2摇 2003 / 2007 年中国图书馆学

硕士点地理分布

上述的这些现象和问题充分表明:尽管在地理分

布上仍然存在着不均衡,但是,图书馆学专业硕士教

育已经成为当前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热点冶,并且

正在成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主流方向。
1. 3摇 图书馆学博士专业教育

我国图书馆学博士点从 2003 年的 6 个增至 2005

年的 8 个(2005 年后没有再增加博士点),从数量上

来看,仅增加了 2 个博士点(吉林大学、中山大学),
但是,这两个博士点的增加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突破。

首先,这是一个地域上的重大突破。 自 1990 年

北京大学设立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专业博士点的 15
年以来,图书馆学专业博士点实际上只分布在北京、
天津、武汉、南京、上海五个大城市,构成了“金三角冶
格局 ( 即 由 京 津———武 汉———宁 沪 构 成 的 三 角

形) [2] 。 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博士点的设立,不但填

补了东北、华南地区长期以来的图书馆学博士点的空

白,而且打破了持续了 15 年之久的“金三角冶格局;
这不但对东北、华南地区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发展将

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将对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事业、
乃至我国图书馆事业、特别是港澳地区的图书馆事业

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其次,这是一个发展上的重大突破。 从 1977 年

我国恢复图书馆学本科专业招生,经过了大约 13 年

的时间,到 1990 年时我国才设立了第一个图书馆学

专业博士点。 其后又经过了大约 13 年的时间,直到

2003 年才增设到 6 个图书馆学专业博士点[2] 。 而

从 2003 年到 2005 年,仅两年的时间,就增设了 2 个

图书馆学专业博士点,这种发展速度可谓前所未有。
只有以这样的速度来发展图书馆学专业博士教育,
才能符合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飞速

发展,才能适应我国图书馆事业持续、稳定、高速的

发展需要。

2摇 情报(信息)学专业教育

由于我国的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专业在不同的

高校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院系,因此在这次调查中,本
课题组仅调查了归属在 93 所图情档专业教育机构中

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并非我国全部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专业。 这次调查所得的关于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专业的统计数据仅供参考。

表 2摇 中国情报学专业设置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信息管理 情硕士 情博士 博士后

1 安徽财经大学管理学院 菁

2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菁 菁

3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菁 菁 菁 菁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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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校名称 信息管理 情硕士 情博士 博士后

5
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所
菁

6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菁 菁
7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 菁
8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菁
9 福州大学图书馆 菁
10 贵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菁
11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菁 菁
12 河海大学商学院 菁
13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菁 菁
14 华东理工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 菁
15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信息学系 菁 菁
16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菁 菁
1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医药信息学系 菁
18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 菁 菁
19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菁 菁
20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研究所 菁 菁
21 南昌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菁
22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菁 菁 菁
2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菁 菁
24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菁
25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菁
26 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菁 菁
27 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菁
28 山东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管理系 菁 菁
29 山东理工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 菁
30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菁
31 山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菁 菁
32 山西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菁 菁
33 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菁 菁
34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情报科学技术研究所 菁
35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菁
36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菁 菁
37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档案与电子政务系 菁
38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菁 菁
39 天津理工大学图书馆 菁
40 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菁 菁
41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菁 菁
42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菁 菁 菁 菁
4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菁 菁
44 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菁 菁
45 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菁
46 湘潭大学管理学院 菁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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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校名称 信息管理 情硕士 情博士 博士后

47 新乡医学院图书馆 菁
48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情报与档案学系 菁 菁
49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菁
50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 菁 菁
51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信息科学系 菁
52 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 菁
53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菁 菁
54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菁 菁
55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 菁
56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菁
57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菁 菁 菁 菁
58 中国人民解放军 307 医院(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菁
5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科研部 菁
6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训练部 菁
6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医学情报研究所 菁
6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信息管理系 菁
63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图书馆 菁
64 中国医科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学)系 菁
65 中国医学科学院 &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信息研究所 菁
66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菁
67 中南大学医学技术与情报学院医药信息系 菁* 菁
68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 菁 菁

合计 30 65 8 4

2. 1摇 情报学专业硕士教育

从表 2 可见:截止 2007 年 3 月 30 日,我国共有

65 个情报学专业硕士点,这是在图情档三个专业所

有层次的专业设置中数量最多的一个,它比图书馆学

硕士点多 23 个,多了接近 54. 8% ;它是档案学硕士

点数量的两倍还多 3 个。 显然,与图书馆学、档案学

相比,情报学专业硕士的教育更受欢迎。
我国 65 个情报学专业硕士点的地理分布情况大

致如图 3 所示。 依照我国行政区划 31 个省市区(台港

澳地区不在计算之列)来计算,每个省市区平均有 2. 1
个。 由此可见,仅从一般性的地理分布上分析,情报学

专业硕士点的数量较多。 从大的地理区域来看,华东

和北京两个地区占去了大半壁江山(占 61. 5%)。 如

果除去这两个地区,其余 6 个地区共有情报学硕士点

25 个,平均每个地区约有 4. 2 个。 其中:高于平均数

的地区有中南和西南,与平均数基本相等的地区有东

北、华北,低于平均数的地区有西北和华南。 显然,我

国情报学硕士点在地理分布上同样具有东部明显多于

西部、北部明显多于南部的整体特点。 而且,华东和北

京两个地区在情报学专业硕士点数量上占有绝对多数

的优势。 相对而言,西北地区和华南地区的情报学硕

士点在地理分布上比较少。

图 3摇 中国情报学专业硕士点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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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大学医学技术与情报学院医药信息系开设的是医学信息学,而不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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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摇 情报学博士教育

从表 2 可见:截止 2007 年 3 月 30 日,我国共有 8
个情报学专业博士点,分别是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

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科院

和中国人民大学。 这 8 个情报学专业博士点主要集

中在以下 5 个地区:北京 3 个(北京大学、中科院、中
国人民大学)、东北 1 个(吉林大学)、华北 1 个(南开

大学)、华东 1 个(南京大学)、中南 2 个(武汉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华南和西南地区均没有情报

学博士点。 情报学专业博士点实际上只分布在北京、
天津、武汉、南京、长春五个大城市。 在地理上构成了

情报学专业博士点的“四边形冶格局(即由长春———
京津———武汉———宁沪构成的四边形)。

3摇 档案学专业教育

与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教育相比较而言,截止

2007 年 3 月 30 日,开设档案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

机构较少,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等三个层次总共仅有 34
所(见表 3)。 这些统计数据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近年来档案学教育所面临的生源危机和规模

危机[3]。
3. 1摇 档案学专业层次及其地理分布

与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教育不同的是,档案学

本科教育的数量和规模仍然保持最大,有 31 所高校

开设档案学本科专业;硕士教育次之,有 25 个硕士

点;之后是博士教育,仅有 4 个博士点。 从表 4 可见:
我国 31 个省市区平均每个仅设有 1 个档案学本科专

业、0. 81 个档案学硕士点。 从大的地理区域来看,如
果除去华东地区的话,7 个地区共有本科专业 21 个、
档案学硕士点 15 个,平均每个地区约有 3 个本科专

业、2. 1 个档案学硕士点。 其中:低于本科专业平均

数(3 个)的地区有 3 个(北京、华南、西南地区);低
于硕士点平均数(2. 1 个)的地区有 4 个(北京、西北、
华南、西南地区),并且西北地区的硕士点为零。 显

然,北京、华南、西南 3 个地区的档案学本科专业和硕

士教育都存在着较大的不足。

表 3摇 中国档案学专业设置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档本科 档硕士 档博士 博士后

1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菁 菁

2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管理系 菁

3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菁 菁

4 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菁 菁

5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菁 菁

6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菁 菁

7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档案系 菁 菁

8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菁 菁

9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菁 菁

10 辽宁科技学院社会科学系 菁

11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菁 菁

12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菁 菁

13 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菁 菁

14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菁

15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秘档案学系 菁 菁

16 山西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 菁

17 上海大学文学院档案学系 菁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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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校名称 档本科 档硕士 档博士 博士后

18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情报科学技术研究所 菁

19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档案学系 菁

20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菁 菁

21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档案与电子政务系 菁 菁

22 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菁

23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菁 菁 菁 菁

24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菁

25 西藏民族学院管理学院 菁

26 湘潭大学管理学院 菁 菁

27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菁

28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情报与档案学系 菁 菁 菁

29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菁

30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 菁 菁

31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信息科学系 菁

32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菁 菁 菁 菁

33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信息管理系 菁 菁 菁

34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 菁 菁

合摇 计 31 25 4 3

3. 2摇 档案学专业教育特点

目前我国的档案学专业教育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本硕教育齐头并进。 我国的档案学专业硕

士点的数量与档案学本科专业的数量基本接近。 这

种情况与图书馆学迥然不同。 由此看来,档案学教育

就业市场需求的重心仍在本科毕业生,而图书馆学教

育则已经转向了硕士毕业生。
二是地理分布不均衡。 无论是本科专业教育,还

是硕士教育和博士教育,档案学专业的三个层次教育

的地理分布相当不均衡。 有些地区本科专业、硕士点

有 10 个之多(如华东地区),有些地区连 1 个硕士点

都没有(如西北地区),大多数地区的教学点的数量

低于平均数。 如果这种不均衡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有
可能会影响到档案学专业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是博士教育发展缓慢。 自中国人民大学信息

资源管理学院在 1993 年设立了我国第一个档案学专

业博士点后,经过了 7 年的时间,武汉大学在 2000 年

设立了第二个博士点;又经过了将近 7 年的时间,博
士点才又增加了 2 个,使我国档案学专业博士点的总

数达到了 4 个。 其发展速度之缓慢,数量之少,实属

罕见。

表 4摇 中国档案学专业教育地理分布统计表

地摇 区 北摇 京 华北地区 东北地区 西北地区 华东地区 中南地区 华南地区 西南地区 共摇 计

本科 2 3 4 3 10 5 2 2 31

硕士 1 3 3 - 10 4 2 2 25

博士 1 - - - 1 1 - 1 4

(下转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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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摇 结论

综观当前我国图情档专业教育的进展情况,可以

得出一个总的基本结论:目前,我国图情档专业教育

体系呈现出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层次不断提高、情报学

专业教育迅速发展、档案学专业教育各层次齐头并进

的良好态势。
其一,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专

业层次不断提升。 截至 2007 年 3 月,包头师范学院

等 18 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新开设了图书馆学专

业,安徽大学等 22 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新开设了

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点,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增加了 2
个博士点。

其二,情报学专业教育持续发展,地理分布不均

衡。 迄今我国共有 65 个情报学专业硕士点,其中华

东地区就有 26 个、北京有 14 个,8 个情报学专业博

士点实际上只分布在北京、天津、武汉、南京、长春五

个大城市。
其三,档案学专业教育整体水平有所提高,层次

有待提升。 我国的档案学专业硕士点的数量与档案

学本科专业的数量基本接近,档案学硕士点仅有 25

个,博士点仅有 4 个。
总之,我国的图情档专业本科教育发展平稳,研

究生教育迅速增长,图情档专业教育正在迈入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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