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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論框架引論框架

• 1  學科格局
• 2  教育概況
• 3  研究概覽



1 1 學科格局學科格局

• 1.1 國家重點學科
• 1.2 博士後流動站
• 1.3 博士學位點
• 1.4 碩士學位點
• 1.5 學士（本科）點
• 1.6 專科及職業技術教育：已經萎縮



1.1  1.1  國家重點學科國家重點學科

• (1)武漢大學：圖書館學；情報學
• (2)北京大學：圖書館學
• (3)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

• 注釋：大陸學科目錄分門類、一級學科、二級學科三級，
共有12個門類、88個一級學科。圖書資訊屬於“圖書館、
情報與檔案管理”一級學科，下設圖書館學、情報學、檔
案學3個二級學科。重點學科過去按二級學科評設。



1.2  1.2  博士後流動站博士後流動站

• (1)武漢大學
• (2)北京大學
• (3)中國人民大學

• 注釋：設置博士後流動站的機構通常具有一級學
科博士授權資格。浙江大學已利用校內管理科學
與工程等博士後流動站招收師資博士後。



1.3  1.3  博士學位點博士學位點

• (1)武漢大學：一級學科
• (2)北京大學：一級學科
• (3)南京大學：一級學科
• (4)中國人民大學：一級學科
• (5)南開大學：圖書館學；情報學
• (6)吉林大學：情報學；圖書館學
• (7)中山大學：圖書館學
• (8)華中師範大學：情報學
• (9)雲南大學：檔案學
• (10)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圖書館學；情報學
• 注：浙江大學已在公共管理一級學科下設立資訊資源管理博士點



1.4  1.4  碩士學位點碩士學位點

• (1)南開大學：一級學科
• (2)中山大學：一級學科
• (3)浙江大學：一級學科
• (4)華東師範大學：一級學科
• (5)鄭州大學：一級學科
• (6)黑龍江大學：一級學科
• (7)四川大學：一級學科
• (8)雲南大學：一級學科
• (9)上海交通大學：一級學科
• (10)中國科技資訊研究所：一級學科
• 注：現有一級學科碩士點共16個，二級學科碩士點數量分別為：圖書
館學38個；情報學67個；檔案學22個。



1.5 1.5 學士（本科）點學士（本科）點

• 共有圖書檔案本科專業41(35)個，資訊管理與資訊系統專業
177(2002資料,2006為354)個，代表性大學如下：

• (1)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
• (2)北京大學：資訊管理系
• (3)南京大學：資訊管理系
• (4)中國人民大學：資訊資源管理學院
• (5)南開大學：資訊資源管理系
• (6)吉林大學：管理學院
• (7)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
• (8)浙江大學：資訊資源管理系
• (9)四川大學：資訊資源管理系
• (10)華東師範大學：信息學系



2 2 教育概況教育概況

• 2.1 本科教學計畫和核心課程
• 2.2 碩士教學計畫和學位課程
• 2.3 博士教學計畫和學位課程



2.1 2.1 本科教學計畫和核心課程本科教學計畫和核心課程

• 通常設置約160學分，其中公共課程約占1/3、專業必修課程約占1/3、選修
課程約占1/3，學士論文或畢業設計環節學分計8-10

• (1)北京大學：
• 本科層次設資訊管理與資訊系統、圖書館學2個專業，授管理學學士學
位，學制4年。

• 資訊管理與資訊系統專業主要專業課程：計算概論、資料結構、資訊管理
概論、程式設計語言、資料庫系統、資訊組織、調查與統計方法、資訊存儲
與檢索、資訊政策與法規、資訊分析與決策、資訊服務、電腦網路、數位圖
書館、資訊系統分析與設計、管理資訊系統、管理學原理、資訊經濟學、中
文資訊處理、多媒體技術、市場行銷學、資訊安全、網路管理、電子商務等。

• 圖書館學專業主要專業課程：計算概論、資料結構、資訊管理概論、程式
設計語言、資料庫系統、資訊組織、調查與統計方法、資訊存儲與檢索、資
訊政策與法規、資訊分析與決策、資訊服務、電腦網路、數位圖書館、中西
文工具書、圖書館管理、文獻編目、圖書館自動化、資訊資源建設、中國古
籍資源、管理學原理、資訊經濟學、中文資訊處理、多媒體技術等。



2.1 2.1 本科教學計畫和核心課程本科教學計畫和核心課程

• (2)武漢大學：
信息管理学院 2000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培养方案 

序号 必修课课程名称 学期 学时 必修 指选 

1 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 1 36 1.5   

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 36 2   

3 计算机应用实践 1 54 2   

4 信息管理基础 1 54 3   

5 法律基础 2 36 1.5   

6 军事理论 2 36 2   

7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2 54 3   

8 管理学基础 2 54 3   

9 信息组织学 2 54 3   

10 线性代数 2 54 3   

11 程序设计基础 2 72 4   

12 毛泽东思想概论 3 54 2   

13 计算机原理（含汇编） 3 72 3   

14 邓小平理论概论 4 54 3   

15 数据结构 4 72 3   

1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 54 3   

17 统计学 4 54 3   

18 信息检索 4 72 4   

19 全国大学生英语四级 4   0   

20 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 5 36 2   

 



2.1 2.1 本科教學計畫和核心課程本科教學計畫和核心課程

• (2)續一
21 信息分析与预测 5 54 2 
22 运筹学 5 54 3 
23 数据库原理 5 72 3 
24 信息系统原理 5 54 3 
25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设计) 6 36 1 
26 计算机网络 6 72 3 
27 财务管理 6 54 3 
28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6 54 3 
29 高等数学 1-2 180 10
30 体育 1-4 144 4 
31 英语 1-4 288 16
32 普通物理 2-3 144 6 
33 普通物理实验 3 36 2 
34 毕业实习 8  2 
35 毕业论文或设计 8  6 
36 离散数学 3 54  3
37 经济学 3 54  3
38 面向对象的系统开发工具 3 72  3
39 电工电子技术（含实验） 4 72  3
40 操作系统原理 5 36  3
 



2.1 2.1 本科教學計畫和核心課程本科教學計畫和核心課程

• (2)續二：
41 信息服务与用户 5 36  2 
42 网页制作与网站建设 5 72  3 
43 信息经济学 5 36  2 
44 信息咨询学 6 36  2 
45 信息计量学 6 36  2 
46 信息法学 6 36  2 
47 营销管理 6 36  2 
48 多媒体技术 6 36  2 
49 项目管理 6 36  2 
50 企业再造 6 54  3 
51 网络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 6 54  3 
52 电子商务 7 54  3 
53 组织行为学 7 36  2 
54 决策支持系统 7 36  2 
55 智能信息系统 7 54  3 
合计    118 53
毕业时应取得总学分 165学分，其中必修 118学分，指选 33学分，任选 14学分 

 



2.1 2.1 本科教學計畫和核心課程本科教學計畫和核心課程

• (3)浙江大學：
• Excel附件



2.1 2.1 本科教學計畫和核心課程本科教學計畫和核心課程

• 核心課程變遷：
• 圖書館學基礎/情報學概論->資訊管理
• 分類主題法 -> 資訊組織
• 編目標引法 -> 資訊描述
• 文獻檢索 -> 資訊檢索
• 參考諮詢 -> 資訊分析
• 古籍整理/目錄學 -> 古典文獻學



2.2 2.2 碩士教學計畫和學位課程碩士教學計畫和學位課程

• 通常按約30學分設計，其中外語、政治理
論課和3門學位課必修，碩士論文不計學分
但必需

• 浙江大學實例



2.2 2.2 碩士教學計畫和學位課程碩士教學計畫和學位課程

秋 冬 春 夏

7 2 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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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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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3 博士教學計畫和學位課程博士教學計畫和學位課程

• 通常按約20學分設計，其中第二外語、政
治理論課和2門學位課必修，博士論文不計
學分但最關鍵

• 浙江大學實例



2.3 2.3 博士教學計畫和學位課程博士教學計畫和學位課程

秋 冬 春 夏

3 2 2 √ √ √ √

1 6 1 √ √ √ √

3 2 2 √

3 2 2 √

3 2 2 √

3 2 2 √

3 2 2 √

3 2 2 √

3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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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

1 6 1 √

一级 学科： 公共管理

研究方法论

一学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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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信息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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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课 学期
备注

一、学 习年限：    4  年  （自主设置二级 学科：信息资源管理）

二、主要研究方向： 1、图 书情报理论与技术   2、档案学与政务信息管理   3、文献信息学

课   程   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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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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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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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古典文献 学研究

信息分析专 题

第二外语

信息管理国 际 动 态 专 题

信息计量学 专 题

电子文件管理研究



3 3 研究概覽研究概覽

• 3.1 國家規劃和國家基金
• 3.2 代表性大學研究特色
• 3.3 代表性學者研究領域



3.1  3.1  研究概覽之國家規劃和國家基金研究概覽之國家規劃和國家基金

• 國家十五規劃研究重點：
• 數位圖書館的理論與技術
• 數位資訊資源管理的理論與方法
• 網路環境下圖書館、資訊機構與檔案館的發展及管理
• 我國資訊安全與資訊法規建設
• 網路資訊技術和檢索工具研究
• 網路資訊開發與服務研究
• 資訊資源管理標準化研究
• 知識創新中的資訊保障研究
• 20世紀中外圖書館情報檔案事業發展比較研究



3.1  3.1  研究概覽之國家規劃和國家基金研究概覽之國家規劃和國家基金

•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重點：
• 每年發佈指南，範圍覆蓋圖書館、情報和
文獻學

•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重點：
• 每年發佈指南，納入管理科學



3.2 3.2 代表性大學研究特色代表性大學研究特色

• (1)武漢大學：學科齊全，強項偏理
• (2)北京大學：文獻學，強項偏文
• (3)南京大學：期刊研究，兼文理
• (4)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強項偏文
• (5)南開大學：圖書情報綜合
• (6)吉林大學：情報工程，偏工
• (7)中山大學：圖書館史，偏文
• (8)浙江大學：圖書情報檔案一體化



3.3 3.3 代表性學者研究領域代表性學者研究領域

• (1)武漢大學
• 彭斐章資深教授：目錄學

• 馬費成教授：情報學理論；資訊經濟學

• 邱均平教授：文獻計量學；科學評價

• 陳傳夫教授：資訊管理與知識產權

• 劉家真教授：電子檔

• (2)北京大學
• 吳慰慈資深教授、王子舟教授：圖書館學理論

• 王余光教授、王錦貴教授：文獻學

• 李國新教授：圖書館法



3.3 3.3 代表性學者研究領域代表性學者研究領域

• (3)南京大學
• 沈固朝教授：資訊檢索

• 葉繼元教授：期刊研究

• 蘇新甯教授：資訊技術

• (4)中國人民大學
• 馮惠玲教授：檔案學理論

• 馬文峰教授：情報學理論

• (5)南開大學
• 王知津教授：情報學

• 柯 平教授：圖書館學；目錄學



3.3 3.3 代表性學者研究領域代表性學者研究領域

• (6)吉林大學
• 靖繼鵬教授：情報學

• 畢 強教授：情報技術

• (7)中山大學
• 程煥文教授：圖書館學史

• 黃仕忠教授：古典文獻學

• (8)浙江大學
• 葉 鷹教授：圖書情報理論；資訊計量學

• 傅榮校教授：檔案學理論；電子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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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Top 10 Universities in Mainland ChinaTop 10 Universities in Mainland China

• (1)清華大學
• (2)北京大學
• (3)浙江大學
• (4)復旦大學
• (5)南京大學
• (6)上海交通大學
• (7)中國科技大學/華中科技大學
• (8)武漢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
• (9)中山大學/吉林大學/南開大學
• (10)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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