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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分析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摘要　２０１９年,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馆均值有所下降,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呈现出波

动性持续降低态势,电子资源购置费总量及所占比重超过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首次出现馆均值

少于上年.图书馆的馆舍面积停止增长,馆长职称以正高与副高为主,合同制与勤工助学工作人

员的总量趋于稳定.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文献资源购置费　建筑面积 　人力资源　数字资源　统计数据

分类号　G２５８．６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７

１　文献资源购置费统计分析

２０２０年,共有１３６１所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９年是

１１０１所)在“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① 中提

交２０１９年基本业务统计数据,年总经费平均值② 为

５９１．８万元(２０１８年是６４５万元),比２０１８年减少

５３．２万元,中位值③ 落在２８７．４万元(２０１８年落在

３１５．１万元),比２０１８年减少２７．７万元,标准差④ 为

９１８万元(２０１８年是１０３３．３万元),极差⑤ 区间增宽,
为１４２７１３万元(２０１８年是１３６０７１万元),这些数

据表明:我国高校图书馆２０１９年的经费在减少,馆
际差距逐年加大.表１是年度经费区间分布状况.

提交２０１９年文献资源购置费的高校图书馆有

１２５８所,均值为５１５６万元(２０１８年为５５７２万元),
较２０１８年有所下降,见图１.中位值为２４９１万元,
落在排名第６２９位的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图书馆

和排名第６３０位的东北石油大学图书馆之间.众值⑥

为１５０万元(２０１８年是３００万元),是２０１８年的一半,
标准差为８２１３万元(２０１８年是８２５９万元),表明

２０１９年馆际文献资源购置费的差距在平稳中缩小.

文献资源购置费排在前５位的高校图书馆是:中山

大学图书馆,１３２０６万元(２０１８年是１０５５６８万元);
北京大学图书馆,７４４１２万元(２０１８年是６４４８６万

元);清华大学图书馆,６９５８万元(２０１８年是６１４４３
万元);浙江大学图书馆,６２７１８万元(２０１８年是

６４１７１万元);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６０１０４万元

(２０１８年是４２６５８万元).
表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高校图书馆总经费分布

总经费(万元)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１０ １４％ ０９％ １５％ １６％

１０－４９９９ ６４％ ５９％ ５３％ ６８％

５０－９９９９ １１％ １１２％ １０９％ １０４％

１００－１４９９９ ９２％ ８６％ ９８％ １０４％

１５０－１９９９９ ９１％ ７６％ ８１％ ７７％

２００－４９９９９ ２６３％ ２７９％ ２８７％ ２９６％

５００－９９９９９ ２０％ ２０５％ １７１％ １７６％

１０００－１９９９９ １０３％ １０７％ １２１％ １０５％

２０００及以上 ６３％ ６７％ ６５％ ５４％

∗ 执笔人:吴汉华、王波、古永洁.
通讯作者:王波,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８２９６Ｇ８００４,邮箱:wb＠pku．edu．cn.

①文中统计数据均来自“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http://libdata．scal．edu．cn/Index．action.

②平均值指的是各高校图书馆填报的有效数据之和除以填报有效数据的高校图书馆的数量所得到的值.

③中位值指的是将有效数据从高到低排序,排在最中间的高校图书馆所填报的值.

④标准差指的是各高校图书馆填报的有效数据偏离平均数距离的总平均数,它描述各高校图书馆填报此项数据集合的离散程度.

⑤极差是指在各高校图书馆填报的有效数据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也能描述数据离散度.

⑥众值指的是各高校图书馆填报的有效数据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值.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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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高校图书馆馆均文献资源购置费(万元)

１．１　纸质资源购置费

有１２４４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２０１９年纸质文献

资源购置费,总费用为 ２７５１ 亿元,较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４３７亿元增加了３１４亿元,这是因为提交纸质文

献资源购置费的高校图书馆的总量较上年增加了近

２１９所.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的均值为２２１１万元

(２０１８年是２３７８万元),比２０１８年减少了１６７万

元.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各年度均值的分布状况见

图２,呈波动中减少趋势.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的

中位值为１４４７万元(２０１８年是１５８万元),落在第

６２２名的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和第６２３名

西安美术学院图书馆的数据之间.在纸质文献资源

购置费方面,排在前５名的高校图书馆是:中山大学

图书馆,８１５２３万元(２０１８年是７５４１１万元);浙江

大学图书馆,２８２８６万元(２０１８年是３４６９８万元);
武汉大学图书馆,２７８９２万元(２０１８年是１９３２９万

元);北京大学图书馆,２１８１７万元(２０１８年是２０６０
万元);复旦大学图书馆,２１５７８ 万元(２０１８ 年是

２２２４７万元).

图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高校图书馆馆均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万元)

１．２　电子资源购置费

有１１５１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电子资源购置费,
总和为３７２１亿元(２０１８年是３２５７亿元),均值为

３２３３万元(２０１８年是３３７８万元),占馆均文献资

源购置费的５４６％(２０１８年是６０６％),较２０１８年

降低了６个百分点.在文献资源购置费中,电子资

源购置费所占比例已经过半,且均值与所占比例自

２００６年以来,基本上呈抬升趋势,但２０１９年又有所

回落,表明电子资源购置费已成为图书馆文献资源

购置费支出的重要部分.高校图书馆近１４年电子

资源购置费的平均值见图３.中位值落在排名第

５７６名的皖西学院图书馆数据上,为９４万元(２０１８
年是１０６８万元).标准差为５６２４万元,最小值仅

为９７０元,最大值达到５２０３９万元(清华大学图书

馆),两者相差达５３６４８倍(２０１８年的差距是６１３８９８
倍).这些表明: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购置费的离散

程度大,馆际差别明显,而且差距在逐年增大.电子

资源购置费排名前５的高校图书馆是:清华大学图

书馆,５２０３９万元(２０１８年是４２９７３万元);北京大

学图书馆,５１８１万元(２０１８年是４２３７２万元);中山

大学图书馆,５０５３６万元(２０１８年是３０１５７万元);
上海 交 通 大 学 图 书 馆,４８３６９ 万 元 (２０１８ 年 是

３２３７８万元);浙江大学图书馆,３３６６７万元(２０１８
年是２８５７２万元).

图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高校图书馆馆均电子资源购置费(万元)

２　馆舍面积统计分析

２．１　馆舍总面积

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０日,共有１２０７所高校图书

馆提交了２０１９年馆舍建筑规划面积数据,总面积是

２９８３万平方米(２０１８年是２６１８万平方米),馆均值

为２４７万平方米,相较于２０１８年的２５万平方米,
有所减少.标准差为１７９万平方米,比２０１８年的

１８１万平方米略降,表明高校图书馆馆舍面积差异

继续存在.馆舍面积的中位值为２１万平方米,众
值是２万平方米,中位值落在并列排名第５９９名的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图书馆、惠州学院图书馆、滨州学

院图书馆、景德镇陶瓷大学图书馆、成都纺织高等专

科学校图书馆、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青海交通职业技术

０５

２０１９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分析/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AnAnalysisofStatisticalDataofChineseAcademicLibrariesin２０１９/TheSecretariatofSteeringCommitteeforAcademicLibraries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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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图书馆、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吉
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图书馆的建筑面积数据.馆舍

建筑面积排名前５的高校图书馆是:中山大学图书

馆,１１２万平方米(２０１８年为１１７万平方米);山东

大学图书馆,１０７万平方米(２０１８年是１４４万平方

米);吉林大学图书馆,１０３万平方米(２０１８年是

１０３万平方米);厦门大学图书馆,１０３万平方米

(２０１８年是１０３万平方米);贵州大学图书馆,８８
万平方米(２０１８年是８８万平方米).２０１９年,馆舍

空间面积最小的高校图书馆是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图

书馆,仅为３３１平方米,馆舍面积排名第一的中山大

学图书馆的面积是其３３７３倍.在高校图书馆馆舍

面积的变动趋势上,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
呈稍轻微陡峭曲线增长趋势,但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间

呈缓慢增长趋势,２０１５年后呈回落趋势,表明高校

图书馆的建筑空间已经从跃进增长时期进入到平稳

增长时期.２００６年以来,高校图书馆建筑面积的馆

均值见图４.

图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高校图书馆建筑面积馆均值(万平方米)

２．２　在建馆舍建筑面积

共有２０２所高校图书馆提供了２０１９年的在建

馆舍建筑面积,总和为４９０２万平方米(２０１８年是

３２３８万平方米),馆均值是２４３万平方米(２０１８年

是２１９万平方米),标准差是１５９万平方米,众值

是２万平方米,中位值为２１４万平方米.这些表

明,高校图书馆的在建馆舍面积呈回落趋势,与前述

高校图书馆馆舍总面积的数据进行叠加分析,更能

说明高校图书馆的馆舍建筑面积趋于稳定.在建馆

舍建筑面积排名前５的高校图书馆是:中国海洋大

学图书馆,１０２万平方米;山东科技大学图书馆,

７５万平方米;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７１万平方米;
中山大学图书馆,６８万平方米;太原理工大学图书

馆,６５万平方米.
各高校图书馆在建馆舍建筑面积的差距极大,

排名最末的云南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在建馆

舍面积为１４５８平方米,而排名第一的中国海洋大学

图书馆,在建馆舍建筑面积是前者的近６７倍.２００６
年以来,高校图书馆在建新馆面积的均值呈增长态

势.但自２０１０年后,在建馆舍面积呈波动状态,表
明高校图书馆在建馆舍的面积总体上趋向稳定,基
本稳定在２１９－２５万平方米之间.２００６年以来,
高校图书馆在建馆舍面积的分布状况见图５.

图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高校图书馆在建馆舍建筑面积馆均值(万平方米)

３　人力资源统计分析

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包括馆长、在编馆员、合
同制职工、临时聘用人员、勤工助学人员等,大体可

分为馆长、在编工作人员、无编制工作人员三类.

２０１９年的数据继续验证了前几年分析数据所得出

的结论: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收藏总量与馆舍面

积持续增长,但在编工作人员的馆均人数却持续下

降,这表明各高校图书馆的事业编制总人数处在持

续缩减状态,在编工作人员的任务逐年加重,图书馆

需要聘用更多的编制外合同工或临时工,需要购置

更多的智能化设施将图书馆员从日常事务性工作中

解放出来.

３．１　馆长基本状况

(１)馆长的性别、专兼职与学科背景

高校图书馆馆长以男性为主,２０１９年男性馆长

占６６２％,２０１８ 年是 ６７６％,２０１７ 年 是 ６９１％,

２０１６ 年 是 ７１２％,２０１５ 年 是 ７０９％,２０１４ 年 是

６９１％,总的看来,男性馆长所占比例呈现下降态

势.从２０１９年回溯至２０１２年,高校图书馆专职馆

长 所 占 比 例 依 次 是:９０５％、９０１％、９２３％、

９１２％、９０７％、９１５％、８９９％、８９１％.总 的 看

来,专职馆长居多.

２０１９年数据显示,有７９１％的馆长为非图书馆

学专业背景,２０１８年是７８４％、２０１７年是７６８％、

１５

２０１９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分析/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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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是 ７６７％、２０１５ 年 是 ７４５％、２０１４ 年 是

７４８％、２０１３年是７５％、２０１２年是７５７％.非图书馆

学专业背景的馆长所占比例处于缓慢上升趋势,表明

高校图书馆馆长职位的行政化色彩大于专业化.
(２)馆长的职称状况

具有正高职称的馆长接近半数,从２０１９年回溯

至２０１２年,正高职称馆长各年所占比例依次为:

４８３％、５２４％、５５３％、５４２％、５６５％、５７２％、

５７９％、５７４％.副高职称馆长在馆长职称数据栏

中所占比例位居第二,从２０１９年回溯至２０１０年,依
次 为:３７４％、３４９％、３２５％、３５２％、３３８％、

３３４％、３４３％、３２５％、３６％、３５％.近８年的馆长

职称数据表明,正高职称馆长的比例总体上呈现稳

中有降的趋势,副高职称馆长的比例基本保持动态

平稳.还有一些中级职称馆长和中级以下职称馆

长.从２０１９年回溯至２０１０年,各高校图书馆中级

职称 馆 长 所 占 比 例 依 次 为:１０９％、９％、９２％、

８６％、７１％、７４％、７２％、８％、５５％、５％.中级

职称馆长所占比例较少,但近年来有所上升.中级

以下职称馆长的比例,从２０１９年回溯至２０１１年,依
次 是 ３４％、３７％、３％、２％、２７％、２％、１７％、

２１％、３％.为更直观地揭示高校图书馆馆长的职

称状况,下面依照教育部先前对高校的分类,将“高
校类型”与“馆长职称”作为行和列,制作成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９年高校图书馆馆长职称与学校类型列联表(单位:人)

馆长职称 其他职称 中级职称 副高职称 正高职称 职称合计

学
校
类
型

高职高专
２５

(５１％)
８８

(１７９％)
２５５

(５１９％)
１２３

(２５１％) ４９１

普通高校
１８

(２７％)
４７

(７０％)
２１０

(３１２％)
３９８

(５９１％) ６７３

非“双一流”类
“２１１工程”高校

０
３

(５２％)
５

(８６％)
５０

(８６２％) ５８

“双一流”高校 ０ ０
２

(５０％)
３８

(９５０％) ４０

职称合计
４３

(３４％)
１３８

(１０９％)
４７２

(３７４％)
６０９

(４８３％) １２６２

注:有１０名馆长未填写职称情况.

从表２可知,高级职称馆长所占比例基本上和

所属的高校类型相适应.“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和非

“双一流”的“２１１工程”高校图书馆的正高职称馆长

所占比例超过８０％,普通高校图书馆的正高职称馆

长所占比例接近６０％,副高职称馆长所占比例略超

过３０％.具有中级职称和其他职称的馆长多为高

职高专院校和普通高校的馆长.

(３)馆长的学历学位状况

在馆长学历学位方面,拥有博士学位的馆长占

１８９％,从２０１８年回溯到２０１３年,博士学位馆长所

占比 例 分 别 是 ２２２％、２２８％、２１８％、２１６％、

２１４％、２１７％;硕士学位馆长占３１５％,从２０１８
年 回 溯 到 ２０１３ 年,所 占 比 例 依 次 是 ３１７％、

３１６％、３１１％、３１６％、３０％、２９８％,博士和硕士

学位馆长所占比例总体上呈升高趋势.学历在本科

及以下的馆长,所占比例有所波动,从２０１９年回溯

至 ２０１３ 年,依 次 是 ４８７％、４４９％、４４３％、

４５６％、４４７％、４６３％、４６５％;大专及以下学历馆

长,所占比例呈减小趋势,从２０１９年回溯至２０１４
年,所占比例依次是 ０８％、１３％、１３％、１６％、

２１％、２３％.造成本科及以下学历馆长所占比例

总体上走低的原因,主要是高校图书馆招聘工作人

员的起点抬高,一般要求拥有硕士以上学位;但在西

部欠发达地区,高校图书馆招聘硕士和博士较为困

难,高学历馆长还是少数群体.高校的类型与馆长

的学历学位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具体状况见表３.
“２１１工程”高校(含“双一流”高校)图书馆馆长的学

历以博士为主,而普通高校的本科、硕士、博士学历

馆长均占较大比重,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的馆长则以

本科学历为主,硕士学位馆长的比例也达到２９５％.
表３　２０１９年高校图书馆馆长的学历学位列联表(单位:人)

馆长学历学位 博士 硕士 本科 大专及以下 合计

学
校
类
型

高职高专 １０
(２０％)

１４７
(２９５％)

３３５
(６７１％)

７
(１４％) ４９９

普通高校 １５９
(２３６％)

２３４
(３４７％)

２７８
(４１２％)

３
(０４％) ６７４

非“双一流”类
“２１１工程”高校

３９
(６６１％)

１６
(２７１％)

４
(６８％) ０ ５９

“双一流”高校 ３３
(８２５％)

４
(１００％)

３
(７５％) ０ ４０

合计 ２４１
(１８９％)

４０１
(３１５％)

６２０
(４８７％)

１０
(０８％) １２７２

３．２　在编工作人员状况

(１)在编工作人员的宏观数据

共有１３３２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２０１９年度有效

的在编工作人员数据.在编工作人员的总人数为

４１９７８人,馆均３１５人(２０１８年是３４７人),中位值

为２２人,众值为１５人,标准差为２９９人.这些表

明:各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的数量差异较大,但
在编人员的馆均人数继续呈减少态势.在编工作人

员最多的是吉林大学,共有３２１人,２０１８年度是３４１
人,呈减少趋势;其次为武汉大学图书馆,共有２３９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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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近几年一直呈现减少态势.北京师范大学－香

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图书馆的在编工作人员人

数依然为０,表明这所高校图书馆的馆员无事业编

制.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提交了２０１９年度基本业务

数据,在编人员也为０.在编工作人员的极差较大.
依照各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的多寡进行排序,
排名前５位的是:吉林大学图书馆３２１人(２０１８年

为３４１人),武汉大学图书馆２３９人(２０１８年为２４７
人),中山大学图书馆２２７人(２０１８年为２２９人),上
海交通大学图书馆２１１人(２０１８年为２１７人),浙江

大学图书馆１８３人(２０１８年为１７５人).除了浙江

大学图书馆外,其他４所高校图书馆的排名和２０１８
年基本保持一致.

图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馆均值(人)

(２)在编工作人员的性别结构

共有１３２５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在编工作人员

的性别数据①,男性工作人员有１３８５５人,占在编工

作人员总数的３３％,均值是１０５人,从２０１９年回溯

至２０１２年,各年男性在编工作人员的均值依次是

１０５人、１１４ 人、１２４ 人、１２７ 人、１２６ 人、１３５
人、１４人、１４６人;中位值和众值分别是７人与４
人,标准差是１０３人.通过分析各年份男性在编工

作人员的均值数据,可知高校图书馆男性在编工作

人员总量在逐年减少,这与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

员馆均值减少趋势是一致的.２０１９年,女性在编工

作人员的总量是２８０８４人,占在编工作人员总数的

６７％,均值是２１２人,从２０１９年回溯至２０１２年,各
年女性在编工作人员的馆均值是２１２人、２３５人、

２４９人、２５６人、２５３人、２７１人、２７人、２８人;中
位值是１４人,众值是５人,标准差是２０７人,在编

女性工作人员的馆均值处于持续降低态势,主要与

高校图书馆压缩编制有关,但在编女性工作人员所

占比重整体上呈现出稳定趋势.高校图书馆在编工

作人员的总人数近５年来一直呈走低态势.
(３)在编工作人员受教育状况

共有１３１１所高校图书馆提供了博士学位工作人

员总量,其中有８８６所高校图书馆没有博士学位工作

人员,表明博士学位工作人员在高校图书馆依然处于

稀缺状态.有４２５所高校图书馆拥有博士学位工作

人员,总人数为１２９４人(２０１８年是１１３５人,２０１７年是

８７０人,２０１６年是８３４人,２０１５年是６９５人).对提交

数据的高校图书馆进行平均值处理,每馆拥有博士学

位工作人员０９９人(２０１８年是１０９人,２０１７年是

１０７人,２０１６年是０９７人,２０１５年是０９５人),中位

值和众值均为０人,标准差是２４１人.我国高校图

书馆中博士学位的工作人员所占比例不大,其中,没
有博 士 学 位 工 作 人 员 的 占 ６７６％ (２０１８ 年 是

６４６％),仅拥有１名博士的占１４１％,拥有２名博士

的占５７％,拥有３—４名博士的有７％,拥有５名以上

博士的仅有５６％.博士学位工作人员总量排名前５
的高校图书馆是:复旦大学图书馆,３０人(２０１８年是

２８人),占在编人员的１６９％;北京大学图书馆,２０人

(２０１８年是１８人),占１３４％;中山大学图书馆,２０人

(２０１８年是１１人),占８８％;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１７
人(２０１８年是１６人),占３６２％;清华大学图书馆,１６
人(２０１８年是１７人),占１４６％.

共有１３１４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在编硕士学位

工作人员的数据,其中,未聘用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有

１４１所,聘用硕士学位工作人员的１１７３所,在编硕

士学位工作人员总计 １２８１６ 人(２０１８ 年是 １０８１７
人),平均每馆聘用硕士学位工作人员９８人(２０１８
年是１０４人,２０１７年是１０３３人,２０１６年是１０１１
人,２０１５年是９８５人),中位值是５人,众值为１人,
标准差是１２７人.高校图书馆中,未聘用硕士学位

工作人员的有１０６％,聘有１—２名硕士的２０１％,
聘有 ３—５ 名硕士的 ２０％,聘有 ６—１０ 名硕士的

１７８％,聘有１１—１６名硕士的１３３％,聘有１７名及

以上硕士的占１８２％.上述数据表明:硕士学位工

作人员已成为高校图书馆人才招聘的主要对象.在

聘有硕士学位工作人员的高校图书馆中,排名前５
位的是:吉林大学,１１７人(２０１８年是１０２人),占该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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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部分高校图书馆未提供在编男性职工或在编女性职工的数

据,但却提供了在编职工总人数,无法判断这类高校图书馆的在

编职工性别,按缺失值处理,故在编男职工与在编女职工的总人

数小于在编职工总人数.



2
0

2
0

年
第6

期

馆在编工作人员总量的３６５％;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１１５人(２０１８年是１１９人),占５４５％;中山大学

图书馆,１０３人(２０１８年是９８人),占４５４％;浙江

大学图书馆,９８人(２０１８年是８６人),占５３６％;复
旦大学图书馆,９４人(２０１８年是８８人),占５２８％.
从总体上看,各高校图书馆硕士学位工作人员的数

量在持续增长,已成为高校图书馆的骨干力量.
在本科学历工作人员方面,共有１３１１所高校图

书馆提交了数据,本科学历工作人员共有２０９４４人,
是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总数的 １６３ 倍(２０１８ 年为

１６８倍,２０１７ 年 为 １７６ 倍,２０１６ 年 为 １８５ 倍,

２０１５年为１８７倍),平均每所高校图书馆聘有本科

学历工作人员１６人(２０１８年为１７４人,２０１７年为

１８２人,２０１６年为１８８人).由此可知,本科学历

工作人员依然是高校图书馆开展服务的主力军,但
比例正在缩减,相对于硕士学位工作人员的数量优

势也在逐年减弱.全国高校图书馆中,未聘用本科

学历工作人员的有１４所,占１１％,这类情况一般

发生于在编工作人员稀少的图书馆;聘有１—１０名

的占４２３％,聘有１１—２０名的占２８８％,聘有２１—

３０名的占１５２％,聘有３１—５０名的占９８％,聘用

５０名以上本科的占２８％;聘用本科学历工作人员

最多的为武汉大学图书馆,总人数为１１３人.
共有１３１１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在编大专学历工

作人员数据,总人数为５０３９人.其中,未聘大专学历工

作人员的２７８所,占２１２％;聘用１—２名的占３１４％,
聘用３—７名的占３２３％,聘用８—１５名的占１２１％,
聘用大专学历工作人员超过１５人的仅占３％.

共有１３１１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学历为大专以

下的在编工作人员数据,总人数是１５１６人.其中,
未聘用大专以下学历在编工作人员的７５４所,占

５７５％;聘 用 １—５ 名 的 占 ３７９％,与 ２０１８ 年 的

５４３％、２０１７年的４５％相比,均呈大幅减少态势.
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结构正向高学历、多学

科与专业化发展,这些特性在入选“双一流”的高校

图书馆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借助 T 值检验①便能发

现,“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的在编工作人员,其学历学

位层级明显高于非“双一流”的“２１１工程”高校图书

馆或普通高校图书馆.从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学历

学位的提升速率上看,位于发达城市的重点高校图

书馆,其工作人员的学历学位提升速率最快,而欠发

达城市的非重点高校图书馆,其工作人员学历学位

的提升速率最为缓慢.

３．３　无编制工作人员状况

合同制职工.共有１３２７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

合同制职工数据,总人数为９０７１人.从２０１９年回

溯至２０１３年,合同制职工的馆均值依次为:６８４
人、６５３人、７７９人、７５１人、８１人、７７人、７人;
中位值为３人,众值是０人,标准差是１０６３人,标
准差大于馆均值,表明合同制职工人数的离散程度

很大.高校图书馆中,聘用合同制职工人数排名前

５位的图书馆为:中山大学图书馆,１０７人(２０１８年

未填此项);清华大学图书馆,７４人(２０１８年是６７
人);暨南大学图书馆,６９人(２０１８年是６９人);北京

大学图书馆,６６人(２０１８年是６６人);河北经贸大学

图书馆,６６人(２０１８年未填此项).
临时工.有１３２７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临时工数

据,总人数为４８７２人.高校图书馆临时工人数的馆

均值为３８人,从２０１９年回溯至２０１４年,各年临时工

人数的馆均值依次为３８人、４６人、４５人、４５人、

４８人、５４人.临时工人数的中位值是０人,众值是

０人,标准差为８５人.高校图书馆各年所聘临时工

的馆均值低于合同制职工,且呈逐年减少态势.
勤工助学学生.有１３２８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

勤工助学学生数据,总人数为３７５９０人.馆均值为

２８３人,略高于２０１８年的２７９人,低于２０１７年的

２８９人,中位值是 １２ 人,众值是 ０ 人,标准差是

５１６人.由此可知,各高校图书馆勤工助学人数相

差较大,这主要与图书馆的人力资源政策、资金充裕

度等有关,“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吸纳勤工助学学生

的人数最多,其次为非“双一流”类的“２１１工程”高
校图书馆,而普通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的勤

工助学人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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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值检验指的是对不同类型高校图书馆某项数据的平均值差别

的显著程度进行比较,如果两类高校图书馆填报数据的总方差

相等,则说明两者的平均值区别不显著;如果两类高校图书馆填

报数据的总方差不等,则说明两者的平均值有显著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