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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分析

□吴汉华　王波∗

　　摘要　２０２１年,高校图书馆总经费与文献资源购置费馆均值较上年度略有减少,纸质文献资

源购置费馆均值为２０８万元,较上年度略有增长,电子资源购置费馆均值为３３７万元,较上年度

略有降低,但所占文献资源购置费比重较上年度增长７．９％.图书馆馆均面积为２．５５万平方米,
与上年度持平.馆长职称以正高与副高为主,在编工作人员馆均值为２８．９人,继续保持降低趋

势,但在编工作人员的学历学位提升明显,博士与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数量持续增长.合同制与勤

工助学人员的馆均值趋于稳定.图书馆资源利用率较上年度增长明显,馆均书刊外借量５．４万

册.馆均纸质图书累积量１３１．５万册,馆均古籍累积量１．２万册,全国高校图书馆古籍总量在

１５０３．８万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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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７日,共有１４００所高校图书

馆(２０２１年是１２７８所)在“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

数据库”① 中提交２０２１年基本业务统计数据.为便

于分析,论述分项情况时,仅依照各项的有效数据进

行分析,故此,下文中各单项高校图书馆的数量与提

交数据的高校图书馆总量不完全一致.

１　总经费和文献资源购置费统计分析

共有１３２２所高校图书馆提交有效的２０２１年总

经费数据,总经费约为 ７７．４２ 亿 元.平 均 值② 为

５８５７万元(２０２０年是６０５４万元),比２０２０年减少

１９７万元,中位值③ 落在３０３．１万元(２０２０年落在

３０１．１万元),与２０２０年相比略有增长,众值为３０万

元,标准差④ 为８４６．７万元(２０２０年是８９６．５万元),
极差⑤ 区间变窄,为８４５９．７万元(２０２０年是１１８３８．１

万元),这些数据表明:我国高校图书馆２０２１年的经

费较２０２０年有所降低,馆际差距较上一年要收敛一

些.表１是年度经费区间分布状况.
表１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高校图书馆总经费分布

总经费(万元)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１年

＜１０ １．４％ ０．９％ １．５％ １．６％ ２．４％ １．７％

１０－４９．９９ ６．４％ ５．９％ ５．３％ ６．８％ ６．４％ ５．８％

５０－９９．９９ １１％ １１．２％ １０．９％ １０．４％ ９．４％ １０％

１００－１４９．９９ ９．２％ ８．６％ ９．８％ １０．４％ ８．８％ ８．６％

１５０－１９９．９９ ９．１％ ７．６％ ８．１％ ７．７％ ８．１％ ９．８％

２００－４９９．９９ ２６．３％ ２７．９％ ２８．７％ ２９．６％ ３１％ ３０．７％

５００－９９９．９９ ２０％ ２０．５％ １７．１％ １７．６％ １６．３％ １７．９％

１０００－１９９９．９ １０．３％ １０．７％ １２．１％ １０．５％ １１．４％ ９．６％

２０００及以上 ６．３％ ６．７％ ６．５％ ５．４％ ６．２％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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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数据之和除以填报该项数据高校图书馆总数量所得到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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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填报数据值偏离该数据平均值距离的总平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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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描述数据离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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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１３２５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２０２１年度

文献资源购置费,总和约为６９０１亿元.均值约为

５２０８万元(２０２０年为５２９５万元),较２０２０年略有下

降,见图１.中位值为２６０５万元,即排名第６６３名的山

东工商学院图书馆的数值.众值①为５０万元(２０２０
年是１００万元),较２０２０年低５０万元,标准差为

７６６５万元(２０２０年是７９１３万元),表明２０２１年馆

际文献资源购置费的差距有所缩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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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７５２万元(２０２０年是１０４８９２万元);清华大学图

书馆,７０２６５万元(２０２０年是６５７９８万元);上海交

通大学图书,６２４６５万元(２０２０年是６４０３９万元);
中国 人 民 大 学 图 书 馆,５９２３５ 万 元 (２０２０ 年 是

４０１９３万元);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５７３７３万元

(２０２０年是４５６５３万元).

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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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１３２０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２０２１年

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总经费约为２７．４３亿元,较
２０２０年的２５．３３亿元增加了２．１亿元,２０２１年度纸

质文献资源购置费总量的升高与提交纸质文献资源

购置费的高校图书馆总量增加有关.纸质文献资源

购置费的均值约为２０７．８万元(２０２０年是２０６．９万

元),与２０２０年相比略有增长.纸质文献资源购置

费各年度均值的分布状况见图２,自２０１７年以来呈

稳定减少趋势,但近两年保持稳定.纸质文献资源

购置费的中位值为１３８．９万元(２０２０年是１４０．３万

元),落在排名第６６０名的湖北医药学院图书馆和排

名第６６１名的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图书馆的数值之

间.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排名前５的高校图书馆

是:中山大学图书馆,４３９６万元(２０２０年是５９４５．３
万元);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２７６０．１万元(２０２０年

是１７８６．５万元);复旦大学图书馆,２５５２．４万元(２０２０
年是２１５２．８万元);北京大学图书馆,２５４０．３万元

(２０２０年是２３０６．５万元);浙江大学图书馆,２２５４．３
万元(２０２０年是２０３２．５万元).

图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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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１２３７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电子资

源购置费,总经费约为４１．６８亿元(２０２０年是３９．２１
亿元),均值为３３７万元(２０２０年是３４３．６万元),占
馆均文献资源购置费的６４．７％(２０２０年是５６．８％),
较２０２０年增长了７．９个百分点,增幅较快.在文献

资源购置费中,电子资源购置费所占比例已超六成,
且均值与所占比例自２００６年以来,基本呈上升趋势,
仅在２０１９年有所回落.高校图书馆２００６年以来电

子资源购置费的馆均值见图３.中位值落在排名第

６１９名的南昌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数值,为１０１．３万元

(２０２０年是１０５．３８万元),较２０２０年降低约４．０８万

元.标准差为５６３万元,最小值仅为３０００元,最大值

达到４７７５．４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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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差距正在逐

年增大.电子资源购置费排名前５的高校图书馆是: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４７７５．４万元(２０２０年是５１８８．２
万元);清 华 大 学 图 书 馆,４７４２．４ 万 元(２０２０ 年 是

４８８５８万元);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４５０６．１万元

(２０２０年是３１３８．７万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３７９９．９万元(２０２０年是３５９２．７万元);浙江大学图书

馆,３３６２．５万元(２０２０年是３２１９８万元).

图３　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高校图书馆馆均电子资源购置费(万元)

３４

２０２１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分析/吴汉华,王波

AnAnalysisofBasicStatisticalDataofChineseAcademicLibrariesin２０２１/WuHanhua,WangBo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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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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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馆舍面积统计分析

２．１　馆舍总面积

共有１２５５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２０２１年度馆舍

建筑规划面积的有效数据,总面积约为３１９８．４万平

方米(２０２０年是２８４１．７万平方米),馆均值约为２．５５
万平方米,相较于２０２０年的２．５５万平方米,基本持

平.标准差为１．８９万平方米,比２０２０年的１．８３万

平方米略升,表明高校图书馆馆舍面积继续增长,但
差异继续加大.馆舍面积的中位值为２．２万平方

米,众值是２万平方米,中位值为排名第６２８名的太

原学院图书馆的馆舍面积.馆舍建筑面积排名前５
的高校图书馆是:山东大学图书馆,１３．１万平方米

(同２０２０年);中山大学图书馆,１１．９万平方米(同

２０２０年);华南师 范 大 学 图 书 馆,１０．８ 万 平 方 米

(２０２０年为８．２万平方米);吉林大学图书馆,１０．３万

平方米(同２０２０年);厦门大学图书馆,１０．３万平方

米(同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１年,馆舍面积最小的高校图

书馆是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仅为４４３．５２平方

米.在高校图书馆馆舍面积的变动趋势上,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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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先回落后增长趋势,总体上处于平稳缓慢增长状

态.２００６年以来,高校图书馆建筑面积的馆均值见

图４.

图４　２００６－２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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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２０２１年度在建

馆舍建筑面积的有效数据,总和为４４６．２万平方米

(２０２０年是４５２．７万平方米),馆均值是２．０９万平方

米(２０２０年是２．３８万平方米),标准差是１．５７万平

方米,众值是２万平方米,中位值为２万平方米,可
见越来越多的高校图书馆倾向于建面积为２万平方

米的新馆舍.各高校图书馆在建馆舍建筑面积的差

异极大,排名最末的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图

书馆,在建馆舍面积为２３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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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５．９倍.２００６年以来,高校图书馆在建新馆面积

的均值呈波浪形变化,基本稳定在２．１－２．５万平方

米之间,分布状况见图５.

图５　２００６－２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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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度的数据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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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编馆员的馆均人数却持续下降,图书馆

需要聘用更多合同制职工、临时聘用人员、勤工助学

人员,需要购置更多的智能化自助设施来弥补人员

不足.

３．１　馆长基本状况

(１)馆长的性别、专兼职与学科背景

２０２１年男性馆长占６３．３％,２０２０年是６５．２％,

２０１９年 是 ６６．２％,２０１８ 年 是 ６７．６％,２０１７ 年 是

６９１％,２０１６年是７１２％,２０１５年是７０９％,２０１４
年是６９１％,总的看来,高校图书馆馆长以男性为

主,但男性馆长所占比例呈现下降态势.从２０２１年

回溯至２０１２年,高校图书馆专职馆长所占比例依次

是:９１６％、９０８％、９０５％、９０１％、９２３％、

９１２％、９０７％、９１５％、８９９％、８９１％.

２０２１年度数据显示,有７９８％的馆长为非图书

馆学 专 业 背 景,２０２０ 年 是 ８０４％、２０１９ 年 是

７９１％、２０１８年是７８４％、２０１７年是７６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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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基本稳

４４

２０２１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分析/吴汉华,王波

AnAnalysisofBasicStatisticalDataofChineseAcademicLibrariesin２０２１/WuHanhua,Wang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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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８０％左右.
(２)馆长的职称状况

具有正高职称的馆长占比已不足半数,且处在

逐年走低趋势.从２０２１年回溯至２０１２年,正高职

称馆 长 各 年 所 占 比 例 依 次 为:４５９％、４８４％、

４８３％、５２４％、５５３％、５４２％、５６５％、５７２％、

５７９％、５７４％.副高职称馆长占比位居第二,所占

比例在缓慢抬升,从２０２１年回溯至２０１２年,各年度

比 例 依 次 为:３８４％、３７３％、３７４％、３４９％、

３２５％、３５２％、３３８％、３３４％、３４３％、３２５％.
中级职称馆长处在第三位,所占比例处于稳中有升

状态,从２０２１年回溯至２０１２年,各年度比例依次

为:１１７％、１０９％、１０９％、９％、９２％、８６％、

７１％、７４％、７２％、８％.中级以下职称馆长所占

比例,有缓慢抬升趋势,从２０２１年回溯至２０１２年,
各年度比例依次为:４％、３４％、３４％、３．７％、３％、

２％、２．７％、２％、１．７％、２．１％.馆长职称数据表明,
馆长岗位与学术职称的关联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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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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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５０％,高职高专院

校正高职称馆长所占比例略过２４％.高职高专院

校馆长的职称层级相对较低.
表２　２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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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

(５．３％)
８７

(１７．１％)
２７２

(５３．４％)
１２３

(２４．２％)
５０９

普通高校
２３

(３．５％)
６０

(９．１％)
２０８

(３１．５％)
３６９

(５５．９％)
６６０

“双一流”

建设高校

２
(１．５％)

５
(３．８％)

１９
(１４．５％)

１０５
(８０．２％)

１３１

职称合计
５２

(４％)
１５２

(１１．７％)
４９９

(３８．４％)
５９７

(４５．９％)
１３００

注:有１０１所高校图书馆未填写馆长职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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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从２０２０年回溯到２０１４年,博士学位馆长所占

比例分别是１９．９％、１８．９％、２２．２％、２２．８％、２１．８％、

２１．６％、２１．４％;硕士学位馆长占３６．２％,从２０２０年

回溯到２０１４年,所占比例依次是３４．５％、３１．５％、

３１７％、３１．６％、３１．１％、３１．６％、３０％,博士和硕士学

位馆长所占比例总体上呈升高趋势.学历为本科的

馆长所占比例为４２．７％,从２０２０年回溯至２０１４年,
依次 是 ４４．９％、４８．７％、４４．９％、４４．３％、４５．６％、

４４７％、４６．３％;大专及以下学历馆长所占比例为

１１％,从２０２０年回溯至２０１４年,所占比例依次是

０．７％、０．８％、１．３％、１．３％、１．６％、２．１％、２．３％.本

科及以下学历馆长所占比例总体上呈逐年降低趋

势,主要是高校图书馆招聘工作人员的起点抬高,一
般要求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另一方面,全国硕士与

博士教育规模逐年扩大,在职教育也是馆长提升学

历的一种途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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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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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表３　２０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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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２．２％)
１７９

(３５％)
３１１

(６０．９％)
１０

(２％)
５１１

普通高校
１６１

(２４．１％)
２６９

(４０．３％)
２３４

(３５％)
４

(０．６％)
６６８

“双一流”

建设高校

９０
(６８．７％)

２６
(１９．８％)

１５
(１１．５％)

０ １３１

合计
２６２

(２０％)
４７４

(３６．２％)
５６０

(４２．７％)
１４

(１．１％)
１３１０

注:有９１所高校图书馆未填写馆长学历学位情况.

３．２　在编工作人员状况

(１)在编工作人员的宏观数据

共有１３７３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２０２１年度在编

工作人员的有效数据.总人数为３９６９６人,馆均

２８９人(２０２０年是３１８人),中位值为２０人(２０２０
年是２２人),众值为１１人,标准差为２８４人.这些

表明: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的数量差异较大,在
编人员的馆均人数较上年度减少２９人,呈现出持

续降低趋势.在编工作人员馆均值各年度变化趋

势,具体见图６.在编工作人员最多的是吉林大学,
有３０２人,２０２０年度是３１２人,较上一年度减少了

１０人.共有８所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为０,分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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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图书馆、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图书馆、江西应

用科技学院图书馆、合肥经济学院图书馆、首都师范

大学科德学院图书馆、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

学院图书馆、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图书馆、兰考三

农职业学院图书馆.经网上查询核验,上述８所高

校为中外合作办学或私立高校,故无事业编制图书

馆员.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数量排名前５位的

是:吉林大学图书馆,３０２人(２０２０年为３１２人);中
山大学图书馆,２２１人(２０２０年为２１８人);武汉大

学图书馆,２１８人(２０２０年为２２８人);山东大学图

书馆,２１２人(２０２０年为２２１人);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２０１人(２０２０年为２０４人).除了中山大学图书

馆在编工作人员排名上升外,其他４所高校图书馆

的排名和２０２０年基本一致,但数量均有所减少.

图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数量馆均值(人)

(２)在编工作人员的性别结构

共有１３６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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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５４人,占在编工

作人员总数的３３．６％,均值是９．８人(２０２０年为１０．６
人);中位值是７人(２０２０年为７人),众值为３人,标
准差是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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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整体上呈逐年减少趋势,在２０２０年保持略微增长

后,继续保持降低态势.２０２１年,女性在编工作人

员总量是２６７１３人,占在编工作人员总数的６６．４％,
均值是１９．６人(２０２０年为２１．４人),呈现持续减少态

势;中位值是１３．５人(２０２０年是１５人);众值是７人,

标准差是１９．８人.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的高校图书馆男

性和女性在编工作人员馆均值分布状况,见图７,可
见男女在编工作人员总量持续降低,性别比例基本

保持稳定.

图７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性别结构馆均值(人)

(３)在编工作人员受教育状况

共有１３３５所高校图书馆提供了在编博士学位工

作人员总量数据,其中有８７５所(２０２０年为８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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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稀缺状态.有４６０
所(２０２０年为４２８所)高校图书馆拥有博士学位工作

人员,占提交数据高校图书馆总量的３４５％,我国高

校图书馆博士学位在编工作人员总量覆盖率依然较

低,占比不足三分之一.在编博士学位工作人员总

人数为１５３２人(２０２０年是１３８３人,２０１９年是１２９４
人,２０１８年是１１３５人,２０１７年是８７０人,２０１６年是

８３４人,２０１５年是６９５人).提交数据的高校图书

馆,每馆拥有博士学位工作人员１１５人(２０２０年是

１１２人,２０１９ 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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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６
人.高校图书馆的博士学位工作人员所占比例不

大,未拥 有 博 士 学 位 工 作 人 员 的 高 校 图 书 馆 占

６５５％(２０２０年是６５４％、２０１９年是６７６％、２０１８
年是６４６％),仅拥有１名博士的占１４２％,拥有２
名博士的占７％,拥有３—４名博士的占６％,拥有５
名及以上博士的占７３％(２０２０年为６７％、２０１９年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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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是３０
人),占 在 编 人 员 的 １７１％ (２０２０ 年 是 １７２％);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图书馆,２６人,占在编工作人员

的２１％;北京大学图书馆,２５人(２０２０年是２３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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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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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人员的１６７％(２０２０年是１５４％);中山大学

图书馆,２３人(２０２０年是２１人),占１０４％(２０２０年

是９６％);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１８人(２０２０年是

１７人),占４１９％(２０２０年是４０５％).在排名前５
的高校图书馆中,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

和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的博士工作人员比例保持上

升态势,特别是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博士比例已接

近事业编制工作人员的一半.
共有１３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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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有１２６所.在编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总计１３６９５人

(２０２０年是１３０６２人),平均每馆聘用硕士学位工作

人员１０２人(２０２０年是１０５人,２０１９年是９８人,

２０１８年是１０４人,２０１７年是１０３ 人,２０１６ 年是

１０１人,２０１５年是９９人),中位值是５人(２０２０年

是６人),众值为１人,标准差是１３５人.高校图书

馆未聘用硕士学位工作人员的占９４％(２０２０年是

９％),聘有 １－２ 名硕士的占 ２０４％ (２０２０ 年 是

１９３％),聘有３－５名硕士的占２０４％(２０２０年是

１９９％),聘有６－１０名硕士的占１７７％(２０２０年是

１７７％),聘有１１－１６名硕士的占１２４％(２０２０年

是１４２％),聘 有 １７ 名 及 以 上 硕 士 的 占 １９７％
(２０２０年是１９９％).高校图书馆中硕士学位工作

人员数量排名前５位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１２５人(２０２０年是１２６人),占在编工作人员总量的

６２２％(２０２０年占６１８％);山东大学图书馆,１１４
人 (２０２０ 年 是 ９２ 人 ),占 ５３８％ (２０２０ 年 占

４１６％);吉林大学,１１１人(２０２０年是１１１人),占

３６８％(２０２０年占３５６％);中山大学图书馆,１０７
人 (２０２０ 年 是 １００ 人),占 ４８４％ (２０２０ 年 占

４５９％);复旦大学图书馆,１０２ 人 (２０２０ 年 是 ９８
人),占５８３％(２０２０年占５６３％).这５所高校图

书馆,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所占比例一直在持续增长.
在本科学历工作人员方面,共有１３３２所高校图

书馆提 交 了 有 效 数 据,本 科 学 历 工 作 人 员 共 有

１９４９０人(２０２０年为１９８３３人),是硕士学位工作人

员总人数的１４２倍(２０２０年为１５２倍,２０１９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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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人(２０２０年

为１６１ 人,２０１９ 年为 １６ 人,２０１８ 年为 １７４ 人,

２０１７年为１８２人,２０１６年为１８８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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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图书馆中,未聘用本科学

历工作人员的有１５所(２０２０年为１１所),占１１％
(２０２０年占０９％),这类情况一般发生于在编工作

人员数量少的图书馆;聘有１－１０名的占４７６％
(２０２０年占４２５％),聘有１１－２０名的占２７８％
(２０２０年占２９１％),聘有２１－３０名的占１３２％
(２０２０年占 １４６％),聘 有 ３１－５０ 名 的 占 ７９％
(２０２０年占１０４％),聘用５０名以上本科的占２４％
(２０２０年占２５％).聘用本科学历工作人员最多的

为吉林大学图书馆,总人数为１３５人(２０２０年是１４０
人);其次为山东大学图书馆,总人数为９８人(２０２０
年是９２人);再次为武汉大学图书馆,总人数为９６
人(２０２０年是１０４人).

共有１３３３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在编大专学历

工作人员的有效数据,总人数为３８２３人(２０２０年是

４３１９人),较上一年度减少４９６人.其中,未聘大专

学历工作人员的图书馆３６７所(２０２０年为２８４所),
占２７５％ (２０２０ 年 占 ２３％);聘 用 １－２ 名 的 占

３４８％(２０２０ 年 占 ３３８％),聘 用 ３－７ 名 的 占

２７６％(２０２０ 年 占 ２９７％),聘 用 ８－１５ 名 的 占

８６％(２０２０年占１１１％),聘用大专学历工作人员

超过１５人的仅占１５％(２０１９年是２４％).
共有１３３１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学历为大专以

下的在编工作人员的有效数据,总人数是１３３１人

(２０２０年是１３４３人),较上一年度减少１２人.其

中,未聘用大专以下学历在编工作人员的８６２所

(２０２０年为７４５所),占６４８％(２０２０年占６０５％);
聘用１－５ 名的占 ３２１％,与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５１％、

２０１９ 年 的 ３７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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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

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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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校图书馆的在编工作人员,
其学历学位层级明显高于其他高校图书馆.从工作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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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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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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学历学位的提升速率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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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作人员的学历

学位提升速率较为缓慢.

３３　无编制工作人员状况

合同制职工.共有１３６９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

合同制职工的有效数据,总人数为８９２３人(２０２０年

是８５７５人).合同制职工的平均值为６５人,中位

值为３人(２０２０年为３人),众值为０人,标准差为

１０１人.从２０２０年回溯至２０１３年,合同制职工的

馆均值依次为:６９人、６８人、６５人、７８人、７５
人、８１人、７７人、７人.从上述数据可知,高校图

书馆对合同制职工的使用规模还比较小.聘用合同

制职工人数排名前５位的图书馆为:清华大学图书

馆,８４人(２０２０年是７１人);山西大同大学图书馆,

７６人(２０２０ 年是 ６４ 人);暨南大学图书馆,７５ 人

(２０２０年是７５人);河北经贸大学图图书馆,６５人

(２０２０年是６６人));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６４人

(２０２０年是５６人).从聘用合同制职工人数排名前

５的高校图书馆的情况看,聘用合同制职工人数呈

增长趋势.
临时工.共有１３６９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临时

工的有效数据,馆均为３６人,中位值和众值均为０
人,临时工总人数为４８９７人(２０２０年是５２１３人).
从２０２０年回溯至２０１４年,临时工馆均人数依次为:

４２人、３８人、４６人、４５人、４５人、４８人、５４
人.高校图书馆各年所聘临时工的馆均值低于合同

制职工,总体上呈减少态势.
勤工助学生.共有１３７１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

勤工助学生的有效数据,总人数为３３５１０人(２０２０
年是３１０３２人).馆均值为２４４人,从２０２０年回溯

至２０１７年,勤工助学生馆均人数依次为:２５ 人、

２８３人、２７９人、２８９人,中位值是１０人(２０２０年

为１０人),众值是０人,标准差是４８５人.由此可

知,各高校图书馆勤工助学生人数相差较大,这主要

与图书馆的人力资源政策、资金充裕度、疫情防控政

策等有关,“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吸纳勤工助学生的

人数最多,而普通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提供

的勤工助学岗位少.

４　资源利用统计分析

共有１２２０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２０２１年

度纸质书刊外借量数据,纸质书刊外借总量约为

６５８６６万册(２０２０年是４６４５５万册),均值为５４
万册(２０２０年为４０７万册),中位值是２６７万册

(２０２０年是２万册),众值为０３万册,标准差为８１
万册.平均值和中位值均有较大幅度提升.纸质书

刊外借量排在前５名的高校图书馆是:北京大学图

书馆,７０４万册(２０２０年为４９万册);浙江大学图书

馆,６８万册(２０２０年为３４２万册);山东大学图书

馆,６３２万册(２０２０年为３８５万册);郑州大学图书

馆,６３万册(２０２０年为５０万册);清华大学图书馆,

５３２万册(２０２０年为２６４万册).

５　馆藏文献资源统计分析

共有１２９０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２０２１年度馆藏

纸质图书累积量的有效数据,纸质图书累积总量约

为１６９７ 亿 册,馆 均 值 为 １３１５ 万 册,中 位 值 为

１０９１万册,众值为４９万册,标准差为９７６万册.
纸质 图 书 累 积 量 最 小 值 为 １５０００ 册,最 大 值 为

７９５００２６册,后者约为前者的５３０倍.纸质图书累

积量排名前５的高校图书馆是:中山大学图书馆,为
７９５万册;郑州大学图书馆,为７１２８万册;山东大

学图书 馆,为 ７１０１ 万 册;吉 林 大 学 图 书 馆,为

６９３８万册;北京大学图书馆,为６５５７万册.
共获得１２５１所高校图书馆２０２１年度馆藏中文

古籍累积量的有效数据,中文古籍累积总量约为

１５０３８万册,馆均值约为１２万册,中位值和众值

均为０,标准差为６０９万册.２０２１年度高校图书馆

中文古籍馆藏量分布状况,见表４.中文古籍累积

量排名前５的高校图书馆是:北京大学图书馆,１５０
万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４１７９万册;北京师范

大学图书馆,４１１万册;山东大学图书馆,４０万册;
吉林大 学 图 书 馆,４０ 万 册;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４０
万册.

表４　２０２１年高校图书馆中文古籍馆藏量分布

馆藏量(册) 比例 馆藏量(册) 比例

０ ７５９％ ２００００－２９９９９ ２４％

１－９９９ ２８％ ３００００－４９９９９ ２５％

１０００－４９９９ ４３％ ５００００－９９９９９ １３％

５０００－９９９９ ２８％ １０００００－２９９９９９ ２７％

１００００－１９９９９ ４４％ ３０００００以上 ０９％

　　共获得１３９９所高校图书馆２０２１年度非书资料

累积量的有效数据,非书资料累积总量约为８５７８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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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件,馆均值为６１３１５件,中位值为０,众值为０,标
准差为５５３２８件.２０２１年高校图书馆非书资料累

积量的分布状况见表５.馆藏非书资料累积量排名

前５的高校图书馆是:北京大学图书馆,１２６７万

件;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１００１万件;中山大学图

书馆,７０８万件;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５８３万件;
上海大学图书馆,５７６万件.

表５　２０２１年高校图书馆非书资料馆藏量分布

馆藏量(件) 比例 馆藏量(件) 比例

０ ９１４％ ５０００－９９９９ １４％

１－５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０－４９９９９ ２３％

５０１－９９９ ０２％ ５００００－９９９９９ １６％

１０００－４９９９ ０９％ １０００００以上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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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BasicStatisticalDataofChineseAcademicLibrariesin２０２１

WuHanhua　WangBo

Abstract:In２０２１,comparedwiththepreviousyear,thetotalfundsofChineseacademiclibrariesand
averageliteratureresourcespurchasefeedecreasedslightlyandtheaveragepaperliteratureresourcespurＧ
chasefeeincreasedslightly．Theaverageelectronicresourcespurchasefeewas３．３７millionyuan,slightly
lowerthanthepreviousyear．Yet,theproportionofliteratureresourcespurchasefeeincreasedby７．９％
comparedwiththepreviousyear,whichshowedacademiclibrariesmightactivelyrespondtothenewneeds
ofreadersundertheenvironmentofCOVIDＧ１９epidemicpreventionandcontrol．Theaveragelibraryspace
was２５．５００thousandsquaremeters,unchangedfromthepreviousyear．TheprofessionaltitlesoflibrarydiＧ
rectorsweremainlyseniorandassociateseniorprofessional．Theaveragenumberofpositionedstaffwere
２８．９,whichkeptdownwardtrend．However,theacademicdegreeofpositionedstaffhadimprovedsignifiＧ
cantly,andthenumberofstaffwithdoctorsdegreeandmastersdegreekeptincreasingin２０２１．TheaverＧ
ageofpartＧtimejobstudentkeptstable．AffectedbytheCOVIDＧ１９epidemic,theutilizationrateoflibrary
resourcesincreasedsignificantlycomparedwiththepreviousyear．TheaveragevolumeofbooksandperiodＧ
icalsborrowedinacademiclibrarywere５４thousand．Theaveragecumulativevolumeofpaperbookswere
１．３１５millionincluding１２thousandvolumeofancientbooks．Wecanestimatethatthetotalvolumeof
ancientbooksinChineseacademiclibrariesmightbeover１５．０３８millionvolumes．

Keywords:AcademicLibraries;DocumentResourcesPurchaseFee;BuildingAcreage;HumanReＧ
sources;CollectionResources;HoldingBooks;Smart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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