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全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生教育与高层次人才培养学术论坛 

在北京召开 

 

2018 年 9 月 17 日，全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生教育与高层次人才培养学术论坛在

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北京）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科学院大学支持，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主办，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教育处、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

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及《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共同承办，全国 26 家图情档期刊作为媒体

参加会议，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 200 多名老师参与本次论坛。论坛旨在推动国内图书情报与

档案管理研究生教育与培养，加强教育界、学界、业界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探寻新形势下图

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方向。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刘会洲研究员、经济与管理

学院院长汪寿阳教授到会致辞。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冯惠玲等 13 位专家做了大会报告。 

 

图 1 论坛会场全景 

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刘会洲研究员在致辞中认为，研究生教育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

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面向学科研究与实践创新、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使命。

研究生教育水平代表了学科专业发展水平，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代表学科发展的能力，应对此

给予高度重视。 



 

图 2 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刘会洲致辞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汪寿阳教授在致辞中认为，21 世纪是知识经济、知识

管理的时代，也是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时代，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应当在这个时代发挥

应有的重要作用。作为高度综合交叉的新型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要适应时代特点，

培养具有多学科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图 3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汪寿阳教授致辞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一级教授冯惠玲女士认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发

展目前面临充分就业与招生不旺、需求广泛与规模瓶颈、面向世界与对标不易的困境，需要

通过坚定学科自信，重构学科体系，追踪领域前沿及改革培养方式等途径予以应对，将学科



做大做强。 

 

图 4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冯惠玲教授报告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李广建教授认为新时代下情报学发展呈现新的学科特点：融合

趋势锐不可挡、日益强调“规范”及逐渐引起其他学科重视。他结合北京大学的教育实践（增

加本科生规模和专业、严格研究生培养制度、改善课程知识结构及加强国际交流），对当前

研究生教育形势及未来培养方向进行分析。 

 

图 5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李广建教授报告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方卿教授剖析当前国内研究生学位论文情况，结合国外研究

生学位论文特点，提出我国学生学位论文各环节制定合理，但存在把关不严等漏洞，致使论

文质量不高。提出应在学位论文的各环节进行质量把控，强化过程管理，提升学位论文质量。 



 

图 6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方卿教授报告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孙建军教授认为图情档研究生教育与高层次人才培养要对

接环境变革趋势，在当前以集合式多维信息环境为主的技术环境下，扩散学科传统优势，培

育学科核心优势。孙教授以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为例阐述新环境下学科培养路径，建议在

培养中侧重大数据环境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重视课程体系中信息技术应用内容，强调理

论与实践的融合发展，注重学科交叉。 

 

图 7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孙建军教授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张斌教授详细分析了数字时代档案学专业研究生

面临的新环境和新问题，提出档案学研究生培养的新模式应结合思想理念、过程方式与体制

机制，从培养目标、培养方向、知识结构和培养方式四方面构建档案学研究生培养新模式，

培养知识管理者，区分专业型和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向，以“宽口径、厚基础、重应用”的原



则扩宽知识结构，创新使用联合培养方式。 

 

图 8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张斌教授报告 

美国伊利诺伊州消防服务培训学院图书馆馆长阮炼博士全面介绍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

分校信息学院的研究生培养情况。强调其图书情报学硕士的培养以职业能力为出发点，重实

践，博士的培养则以研究为出发点，重论文的原创性。 

 

图 9 美国伊利诺伊州消防服务培训学院图书馆馆长阮炼博士报告 

南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兼信息资源管理系主任李月琳教授介绍了 Rutgers 大学博士教育

的特点：学生根据兴趣选择研究方向，跨学科选修各类课程，严格控制课程质量，开展研究

实践，并分享南开大学对学生的培养实践，总结经验教训。 



 

图 10 南开大学商学院李月琳教授报告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晰巍教授分析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背景下图情学科人才需

求，认为图情学科研究生人才培养应满足时代要求，注重课程体系构建和激励机制，培养多

元化人才，培养学生数据处理能力，同时加强对学生的激励机制、建设学科共享平台。 

 

图 11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王晰巍教授报告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孙坦研究员深入分析了图情专业知识结构和应用

结构，指出在新形势下，图情专业毕业生并不只服务于图情机构，而是更多地服务于整个社



会，图情研究生知识结构与专业能力培养要适应当前与未来需求。 

 

图 1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孙坦研究员报告 

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所长池慧研究员介绍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医学情

报学发展情况及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现状，并深刻分析医学情报学发展趋势，强调以技术、政

策为驱动，提供高度凝练的情报及科学可行的方案，以人才推动创新。 

 

图 13 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池慧研究员报告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高凡研究馆员通过分析图书馆核心业务及职业能力需求，提出



对通识教育的关注，要培养学生的个人核心能力，强调对图情研究生的培养要回归初心、回

归梦想、回归本源、回归现实，术道并重，以道驭术。 

 

图 14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高凡研究馆员报告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柯春晓总经理助理从企业的角度，提出在动态竞争环境

下对图情研究生的能力要求，并建议要加强 9 个平台及 6 大工具的应用。 

 

图 15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柯春晓总经理助理报告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主任初景利教授阐述了图情档学科特点的历史演进与现实问题、



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的传承关系、图情档研究生教育的特质构成，以及图情档研究生教

育需要解决的 6 大关键问题：数字网络环境的挑战与威胁、构建图情档学科特质、拓展图情

档学科边界、重构适应时代发展的图情档学科体系、图情档学科应用性建设、图情档学科自

身优势建设。 

 

图 16 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初景利教授报告 

讨论环节，山东理工大学刘文云教授介绍了该校研究生培养模式。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信息管理科学系主任陆泉教授也畅谈了本次会议的感受，提出本次会议的八大关键词“需

求、大数据、人工智能、模式、课程、质量、知识、能力”。 

最后，初景利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总结。他强调研究生教育是学科发展未来的希望，为

学科和实践一线培养更多更好的高层次人才是所有导师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也是教育界、

实践一线和期刊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次会议的诸多精彩报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希望

这次会议能加深我们对研究生教育和培养的认识与理解。 

本次会议得到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以及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教育界、学界、业界、期刊界的大力支持。会议决定，下一届

该主题学术论坛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主办。 



 

图 17 下一届该主题学术论坛交接仪式 

 

图 19 与会人员合影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教育处；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