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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學科建設是大學建設的核心，加強學科建設已成為研究型大學的辦學重點。本文結合「圖書館、情

報與檔案管理」學科的實際，探析了中國大陸學科建設的思路，學位授予權以及博士研究生培養質量保

證等問題。 

Subject construction is the core of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e training and practice of the 

education in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Management,”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nalysis of the 

methodology of subject construction in Mainland China. In addition, issues such as the conferment of degrees 

and the quality assurance of the Ph.D. education will also b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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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學科建設是大學建設的核心，加強學科建設已

成為研究型大學的辦學重點。本文結合「圖書館、

情報與檔案管理」學科的實際，探析了中國大陸學

科建設的思路，學位授予權以及博士研究生培養質

量保證等問題。 

貳、學科與學科建設 

 學科是人類知識體系的基本單元，將知識體

系中具有內在聯繫和相同的表現形式與運動規律

的各個集合劃分為相對獨立的一個學科，有利於知

識的傳播和利用。對大學來說，學科是學校發揮教

學、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三大功能的基本平台，學

科水平是學校辦學水平和綜合實力的主要體現。高

水平的大學是以高水平的學科建設為基礎的，高水

平大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學科門類齊全、綜合性

強、整體水平高。正因為如此，學科建設是大學建

設的核心，加強學科建設已成為多數大學的辦學重

點。 

參、學科建設的思路 

 自中國恢復研究生招生以來，「圖書館、情報

與檔案管理」學科建設取得了長足的發展，尤其是

中國實施「211」工程後，學科建設方興未艾。2001

年，北京大學的圖書館學、武漢大學的圖書館學與

情報學、中國人民大學的檔案學均順利通過國家重

點學科的評審，這為進一步加強重點學科建設奠定

了基礎。但是從目前的整體情況來看，圖書館學、

情報學、檔案學仍屬於弱勢學科，各學科發展不平

衡，高水平學科少；有的學科內容老化，主動進行

自我更新、自我發展的能力下降；有的學科內部研

究方向的調整和更新較慢，與本學科前沿領域存在

較大差距；發揮綜合性大學的學科綜合優勢，通過

學科間的交叉、滲透和融合，促進新興學科或新的

學科知識生長點的發展做得不夠；在重點學科建設

方面，也尚未形成合力，其保障條件沒有到位；對

外合作與交流方面還需要進一步統籌規劃，切實安

排。 

 針對上述問題，在中國「十一五」期間，筆

者認為「圖書館、情報與檔案管理」學科建設應明

確並堅持以下的工作思路：一是要明確以加強學科

建設促進學科發展的思路。要全面貫徹國家的教育

方針，堅持以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

改革為動力，以構築學科核心競爭力的高度，大力

加強學科建設。對於經過長期建設已達到國內先進

水平的二級學科，今後要根據該學科的發展趨勢，

鞏固原有基礎，調整前沿方向，進一步完善學術隊

伍，提高教學和科研裝備水平，使其進入國際先進

水平行列；對於已基本接近中國先進水平的二級學

科，今後要著重對其進行必要的扶持，使其盡快進

入國內先進水平行列；對於還達不到應有水平的二

級學科，當務之急是要找出制約因素，使其盡快達

到國內學科發展的基本要求。 

 二是要明確加快學科結構調整的思路。要充

分應用高校前一階段改革的成果和形成的有利條

件，積極穩妥地進行學科專業結構調整。學科專業

結構調整的具體方向是：(1)鞏固優勢學科，瞄準

國際前沿和國家前沿領域，更新、改造傳統學科，

增強學科競爭力；(2)創建跨學科研究中心，促進

學科間交叉、融合，積極培植和優先發展一批新的

學科增長點；(3)要根據形勢的發展，對學科建設

的機制進行改革。要與科研工作緊密結合，以創新

為目標，通過組織重大科研項目，集中力量建設若

干個新的學科平台，形成學科可持續發展的增長

點；(4)切實加強重點學科的建設，充分發揮其示

範和帶動作用。建設重點學科的目的，不僅在於重

點學科自身的發展，而且在於發揮其輻射效應，帶

動相關學科的進步。 

三是要明確苦練內功、著重內涵發展的思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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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建設存在外延式擴大和內涵式發展兩種發展

模式。但人們往往對苦練內功、著重通過內涵發展

來提高學科水平方面考慮得不夠。學科建設有硬體

和軟體兩方面，內涵發展就要重視學科建設的軟體

方面，主要依靠軟體方面的整合來實現發展的目

標。「十一五」期間，在繼續進行必要的硬體建設

的同時，重點要放在學科建設的軟體方面，從研究

方向、學術團隊、科學研究、體制和機制創新、對

外交流與合作，學術道德建設等方面狠下功夫，走

出一條以內涵發展為主的學科建設道路來。 

肆、學位授予權 

高等學校發展的關鍵是學科建設。當學科建設

達到一定水平時，必然會提出對學位授予權的要

求。中國的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經過 20 餘年的改革

和發展，建立了學士、碩士、博士三級學位互相銜

接的學位制度。在學位授予權審核中則始終依照

「堅持標準、嚴格要求、保證質量、公正合理」的

原則，並貫徹「從實際需要出發、優化結構、合理

佈局」的精神，對學位授予單位和學位授予點進行

評審。(吳啟迪，2006)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

評議組十次學位授權審核後，截至2006年1月，「圖

書館、情報與檔案管理」學科共有可授予博士、碩

士學位的一級學科點 4 個(參見圖一)，二級學科博

士點 18 個，其中圖書館學博士學位授權點 8 個，

情報學博士學位授權點 7 個，檔案學博士學位授權

點 3 個(參見圖 2)。2006 年 1 月新增的「圖書館、

情報與檔案管理」一級學科碩士點 16 個(參見圖

3)；二級學科碩士點 127 個，其中圖書館學碩士學

位授權點 38 個，情報學碩士學位授權點 67 個，檔

案學碩士學位授權點 22 個(參見表一)。(國務院學

位委員會辦公室，2005) 

 

 

 

 

 

 

 

 

 

 

 

 

 

 

 

 

 
圖一：中國大陸圖書館、情報與檔案管理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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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中國大陸圖書館、情報與檔案管理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註 2)  

 

 

 

 

 

 

 

 

 

 

 圖書館、情報與檔案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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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中國大陸圖書館、情報與檔案管理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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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中國大陸二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 

北京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北京師範大學 南開大學 天津工業大學 

河北大學 山西大學 遼寧師範大學 吉林大學 東北師範大學 

黑龍江大學 復旦大學 南京大學 南京農業大學 東南大學 

福建師範大學 山東大學 鄭州大學 武漢大學 湘潭大學 

中山大學 華南師範大學 四川大學 雲南大學 西北大學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

心(含分支機構) 
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

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

院 
第四軍醫大學 天津師範大學 

安徽大學 曲阜師範大學 河南科技大學 廣西民族學院 西南大學 

圖書

館學

碩士

學位

授權

點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西安交通大學 華中師範大學   

北京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中國農業大學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 北京師範大學 

南開大學 天津大學 天津師範大學 山西大學 吉林大學 

東北師範大學 黑龍江大學 同濟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華東理工大學 

華東師範大學 南京大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南京理工大學 南京農業大學 

浙江大學 安徽大學 福州大學 鄭州大學 武漢大學 

華中科技大學 華中師範大學 中南大學 中山大學 四川大學 

重慶大學 西南師範大學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蘭州大學 上海大學 

山東理工大學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

(含下屬機構) 
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

中國農業科學院文獻

中心 
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

第 628 研究所 

中國中醫研究所 
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

院 
第一軍醫大學 第二軍醫大學 第四軍醫大學 

軍事醫學科學院 
中國國防科技信息中

心 
北京航空航天大學 北京理工大學 天津理工大學 

河北大學 山西財經大學 中國醫科大學 蘇州大學 安徽財經大學 

河海大學 江蘇大學 南昌大學 山東大學 山東科技大學 

青島科技大學 新鄉醫學院 湘潭大學 華南師範大學 西南科技大學 

情報

學碩

士學

位授

權點 

上海社會科學院 山東省醫學科學院    

中國人民大學 武漢大學 南京大學 中山大學 雲南大學 

遼寧大學 
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

院 
吉林大學 浙江大學 四川大學 

廣西民族學院 安徽大學 南開大學 山東大學 蘇州大學 

黑龍江大學 上海大學 河北大學 福建師範大學 南昌大學 

檔案

學碩

士學

位授

權點 
湖北大學 湘潭大學    

 
從上述可見，短短 20 餘年間，中國「圖書館、

情報與檔案管理」學科的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取得了

迅速的發展，形成了一定的規模，尤其是碩士研究 

 

生教育在研究生教育中所佔比重較大，保證了攻讀

博士學位有充足的生源，為發展博士研究生教育奠

了雄厚的基礎。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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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生教育面臨的新形勢 

當前中國研究生教育呈現出三大特點：一是規

模化，隨著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社會對高層次人才

需求不斷增大，研究生教育規模迅速擴大；二是多

元化，隨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各個領域的日趨

多元化和多層次化，社會對人才的需求也呈現出多

類型、多層次和多規格的趨勢。反映到研究生教育

中，研究生培養類型、規格的多樣化就成為研究生

教育向縱深擴展的必然，其具體表現為學制多元、

學位類型多元、經費來源多元、就業流向多元；三

是國際化，伴隨經濟全球化和網際網路的普遍應

用，使得教育國際化的空間更為廣闊，研究生教育

國際化已成為當今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其具

體表現為生源競爭的國際化、培養過程的國際化、

畢業生人才競爭的國際化。(許為民、林偉連，2003) 

充份認識和正確把握這些新特點，對於探索中

國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

義。如何在培養優秀的圖書館、情報、檔案專門人

才的同時湧現出更多的創新型科研成果，筆者認為

應當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在研究生培

養中，首要問題是把好質量關，確保學位授予質

量。第二，在加強嚴格管理的同時，我們應創造更

加寬鬆的環境、更加活躍的學術氛圍和更加現代化

的研究條件，提高研究生培養質量。第三，要嚴格

選聘指導教師。第四，要規範非全職研究生教育。

第五，要認真探索研究生培養類型、規格及人才需

求結構的調整，更加關注應用型、複合型人才的培

養。(吳慰慈，2006) 

陸、關於學科培養方案 

學科培養方案包括：培養目標、研究方向、學

習年限和學分要求、課程設置和考核要求、培養方

式、科研與學位論文、文獻閱讀等內容。 

課程設置是研究生培養方案中的重要部分，課

程體系應當從本科、碩士、博士三個教育層次的理

論基礎、專業知識和教學強度的整合與銜接進行規

劃和設計，以保持培養內容的連續性、系統性與完

整性。博士生課程應結合博士生的研究領域和所需

知識結構，以及提高創新能力的需要來確定。博士

生的知識結構要注重前沿性、綜合性和交叉性。研

究生特別是博士生參加學術討論、學術報告等活動

的過程是培養博士生學術素養和研究規範的必修

環節。圖書館、情報與檔案管理學科在培養方案中

應提出明確要求，做詳細、具體的安排。 

設置研究方向需要具備的條件是：(1)學術領

導者和結構合理的學術團隊；(2)有較好的科研基

礎和成果；(3)能開出本研究方向的主幹課程和相

關課程；(4)有培養研究生需要的經費、圖書資料、

實驗設備及其他的物質條件。(註 3) 

柒、保證博士研究生培養質量的措施(註4) 

一、改進博士研究生的選擇錄取方式 

為進一步提高博士研究生的生源質量，要優化

和改進博士研究生的選擇錄取方式，選擇真正適合

創新學科研究的人選進入博士研究生隊伍。在圖書

館、情報與檔案管理學科，攻讀學術型學位研究生

應積極探索本直博和碩連博的培養方式。招生時，

應該根據報名者的申請材料對其素質進行審核。側

重審核報名者的來源學校與專業、品德、學術水平

及其在所報專業領域內的發展潛力。 

二、建立創新課程體系 

博士研究生必須掌握本學科堅實、寬廣的基礎

理論和系統深入的專業知識，必須掌握與本學科研

究領域有關的相關學科的理論知識和先進的技術

方法，才符合創新的需要。因此，調整課程結構與

教學內容，建立創新課程體系是實施博士研究生創

新教育的關鍵環節之一。創新課程建設的目標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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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需求和學科自身變革為目標，進行知識系

統的重組與整合，形成知識邏輯和問題解決相結合

創新課程體系。(向萍，2006)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裡，圖書館、情報與檔案管理學科的課程設置過於

狹窄和單一，難以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因此，課

程的設置應從專業化課程向綜合化課程轉變，開設

一定數量的綜合性課程，打破學科之間的界線，突

破傳統的學科知識結構體系，淘汰陳舊滯後的內

容，將相近的學科知識內容進行重組構建，形成新

的創新課程體系，為學生提供超越某一學科或領域

侷限的思維模式，使博士研究生形成整合的學術視

野和價值觀。 

三、認真制訂導師指導方案 

博士研究生導師的指導方案是依據學科培養

方案的基本要求，導師本人對培養和指導研究生的

基本構想，是學科培養方案在導師從事的研究方向

領域的具體實施方案。(註 5)其內容包括：要求本

學科博士研究生應先修的課程、建議選修的課程、

必讀的基本書目、進行實驗或調查研究的訓練、參

加學術活動的要求、進行論文寫作訓練方面的基本

要求、定期進行學業指導的時間安排等。還應指導

博士生結合自己的學術素質、研究背景與論文寫作

方向制定個人學習與研究方案。 

四、嚴格博士研究生資格考試 

博士研究生資格考試，主要是檢驗博士研究生

是否具備了進入博士學位論文階段的條件。主要考

核博士研究生在所學專業是否掌握堅實寬廣的基

礎理論和系統深入的專門知識，以及必要的相關學

科知識，並具有相當的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研究

能力。 

五、高度重視博士研究生學位論文的選題 

博士生資格考試通過後，應適時組織學位論文

的選題報告。學位論文的選題報告是為論證、審核

和確定博士生學位論文題目而舉行的報告會，是對

博士研究生學習和運用知識、分析和解決問題能力

的階段性總結和考核。博士學位論文選題應注意開

拓性、適用性和可行性等問題。對於陳舊、寬泛、

缺乏研究深度的選題，應提出修改選題內容、限定

選題範圍或更換選題等具體意見和建議，要建立良

好的選題評價機制，保證選題質量。 

六、完善學位論文的評審機制 

在當前形勢下，全面推展和規範博士學位論

文匿名評審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應繼續健全、

並不斷更新評審專家庫。口試委員會對確保論文

質量負有關鍵責任，其成員應是論文所涉及領域

的優秀專家。涉及跨領域內容的論文，必須有跨

領域的相關專家參加。要嚴格管理口試環節，確

保口試質量。 
 
 
 

(收稿日期：2007 年 1 月 24 日)
                 
 
 

註釋 

註 1：▲表示沒設博士後流動站 

註 2：☆表示國家重點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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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參見：北京大學研究生院，《關於制定、修訂研究生培養方案的若干意見》，2003 年 11 月。 

註 4：參見：北京大學研究生院，《關於完善博士研究生培養過程質量保證措施的若干意見》，2004 年 10 月。 

註 5：參見：北京大學研究生院，《關於北京大學研究生培養方案制訂與實施規劃》，2004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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