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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分析

□吴汉华　王波∗

　　摘要　２０２２年,高校图书馆总经费与文献资源购置费馆均值较上年度有所增长,纸质文献资

源购置费馆均值为１９８．１万元,较上年度有所减少,电子资源购置费馆均值为３６１．７万元,较上年

度有所增长.馆均面积为２．６万平方米,较上年度略有增长.馆长职称以正高与副高为主,在编

工作人员馆均值为２８．６人,降低趋势平缓,但在编工作人员的受教育水平提升明显,博士与硕士

学位工作人员数量持续增长,２９岁及以下在编工作人员仅占３．７％,馆均１．０７人.合同制人员与

临时工馆均值略微减少,勤工助学人员馆均值有所增加.图书馆资源利用率较上年度有所降低,
馆均书刊外借量４．２万册.馆均纸质图书累积量为１３６．９万册,馆均古籍累积量为１．１万册,全国

高校图书馆古籍总量在１３５９．０万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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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２０２３年８月３日,共有１３６３所高校图书

馆(２０２２年是１４００所)在“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

数据库”①中提交了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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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４所高校图书馆提交有效的２０２２年总

经费数据,总经费约为 ７７６４ 亿元.平均值② 为

６１９２万元(２０２１年是５８５７万元),比２０２１年增加

３４５万元,中位值③落在３２３３万元(２０２１年落在

３０３１万元),与２０２１年相比增长２０２万元,众值④

为６０万元,标准差⑤为８９０７万元(２０２１年是８４６７
万元),极差⑥区间略窄,为７３７８１万元(２０２１年是

８４５９７万元),这些数据表明:我国高校图书馆２０２２
年的经费较２０２１年有一定幅度的增长,馆际差距较

上一年要略窄一些.表１是年度经费区间分布状况.
共有１２５４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２０２２年

度文献资源购置费,总和约为６８０１亿元(２０２１年

是６９０１亿元,提交馆的数量为１３２５所).馆均值

约为５４２３万元(２０２１年为５２０８万元),较２０２１年

有所上升,见图１.中位值为２７９７万元(２０２１年是

２６０５万元),较２０２１年增长１９２万元,中位值落

在排名第６２７名的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和第６２８名

的吉林工商学院图书馆的数值之间.众值为２００．０
万元(２０２１年是５０．０万元),标准差为７８５６万元

(２０２１年是７６６５万元),表明２０２２年馆际文献资

源购置费的差距有所加大.文献资源购置费排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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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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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年

＜１０ １．４％ ０．９％ １．５％ １．６％ ２．４％ １．７％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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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９９．９９ １１％ １１．２％ １０．９％ １０．４％ ９．４％ １０％ １０．３％

１００－１４９．９９ ９．２％ ８．６％ ９．８％ １０．４％ ８．８％ ８．６％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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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９９．９９ ２６．３％ ２７．９％ ２８．７％ ２９．６％ ３１％ ３０．７％ 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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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０－１９９９．９９ １０．３％ １０．７％ １２．１％ １０．５％ １１．４％ ９．６％ ９．８％

２０００及以上 ６．３％ ６．７％ ６．５％ ５．４％ ６．２％ ５．９％ ６．５％

５位的高校图书馆是:清华大学图书馆,７２６４６万元

(２０２１年是７０２６５万元);浙江大学图书馆,６３８６６
万元(２０２１年是５７２５９万元);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６３３３１万元(２０２１年是６２４６５万元);中国人民

大学图书馆,６０５９７万元(２０２１年是５９２３５万元);
北京 师 范 大 学 图 书 馆,５２４５９ 万 元 (２０２１ 年 是

５７３７３万元).

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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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１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２０２２年

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总经费约为２４９８亿元(２０２１
年是２７４３亿元,提交馆的数量为１３２０所),较２０２１
年减少了２４５亿元,２０２２年度纸质文献资源购置

费总量的降低与２０２２年度提交纸质文献资源购置

费的高校图书馆总量减少有关,也与馆均纸质文献

资源购置费降低相关.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的馆均

值约为１９８１万元(２０２１年是２０７８万元),与２０２１
年相比,减少９７万元.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各年

度均值的分布状况见图２,自２０１７年以来呈持续减

少趋势.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的中位值为１４４６万

元(２０２１年是１３８９万元),即排名第６３１名的井冈

山大学图书馆的数值.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排名前

５的高校图书馆是:北京大学图书馆,２６７７．５万元

(２０２１年是３４６４．１万元)①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２４８８６万元(２０２１年是２７６０１万元);中山大学图

书馆,２３６２万元(２０２１是４３９６万元);复旦大学图书

馆,１９２１２万元(２０２１年是２５５２４万元);武汉大学

图书馆,１７７０６万元(２０２１年是１８００４万元).

图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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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８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２０２２年

电子资源购置费,总经费约为４３５９亿元(２０２１年

是４１６８亿元,提交馆的数量为１２３７所),均值为

３６０９万元(２０２１年是３３７万元),占馆均文献资源

购置费的６６５％② (２０２１年是６４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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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４名的黑

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图书馆和第６０５名的北京电子科

①本文在统计北京大学图书馆２０２２年度的数据时,包含了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的相关数据,并依照此统计口径,修订了２０２１年度的相应数据.

② 所求比例＝馆均电子资源购置费/馆均文献资源购置费.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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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学院图书馆的数值之间,为１１２２万元(２０２１年

是１０１３万元),较２０２１年增长１０９万元.标准差

为６２１．０万元,最小值仅为０．５万元,最大值达到

５４８１．０万元.标准差和极差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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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图书馆,５４８１．０万元(２０２１年是

４７４２４万元);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５０５４７万元

(２０２１年是４７７５４万元);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５０５４７万元(２０２１年是４５０６１万元);浙江大学图

书馆,４６７１９万元(２０２１年是３３６２５万元);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图书馆,３７７６２万元(２０２１年是３７９９９
万元).

图３　２００６－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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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１２９５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２０２２年度馆舍

建筑规划面积的有效数据,总面积约为３３６３９万平

方米(２０２１年是３１９８４万平方米,提交馆的数量为

１２５５所),馆均值约为２５９万平方米,达到历史新高,
相较于２０２１年的２５５万平方米,呈上升趋势.标准

差为１９４万平方米,较２０２１年的１８９万平方米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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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万平方米,众值是２
万平方米,中位值落在排名第６４８名的丽江文化旅游

学院图书馆的馆舍面积之上.馆舍面积排名前５的

高校图书馆是:山东大学图书馆,１３６万平方米(２０２１
年为１３１万平方米);中山大学图书馆,１１４万平方

米(２０２１年为１１９万平方米,取消了一个学科分馆);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１０８万平方米(同２０２１年);中
国海洋大学图书馆,１０７万平方米(２０２１年为４２万

平方米);广东工业大学图书馆,１０５万平方米.２０２２

年,馆舍面积最小的高校图书馆是北京经贸职业学院

图书馆,仅为３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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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且缓慢的增长状态.２００６年以来,高校图书馆建筑

面积的馆均值见图４.

图４　２００６－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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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３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２０２２年度在建

馆舍建筑面积的有效数据,总和为３９４５万平方米

(２０２１年是４４６２万平方米,提交馆的数量为２１４
所),馆均值是２２８万平方米(２０２１年是２０９万平

方米),标准差是１６６万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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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最末的江

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在建馆舍面积为３５０
平方米,而排名第一的广州新华学院图书馆,在建馆

舍建筑面积为７２０６３６８平方米,约为前者的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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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５万平方米之

间,分布状况见图５.

图５　２００６－２０２２年高校图书馆在建

　　　　馆舍建筑面积馆均值(万平方米)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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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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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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年男性馆长占６３７％,２０２１年是６３３％,

２０２０ 年 是 ６５２％,２０１９ 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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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

书馆馆长以男性为主,但男性馆长所占比例呈动态

下降态势.从２０２２年回溯至２０１４年,高校图书馆

专职馆长所占比例依次是:９２６％、９１６％、９０８％、

９０５％、９０１％、９２３％、９１２％、９０７％、９１５％.

２０２２年度数据显示,有８０１％的馆长为非图书

馆 学 专 业 背 景,２０２１ 年 是 ７９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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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馆长所

占比例落在８０％附近.
(２)馆长的职称状况

具有正高职称的馆长占比最高,但仍不足半数,
总体处在逐年走低趋势,在２０２２年却呈止跌回升态

势.从２０２２年回溯至２０１４年,正高职称馆长各年

所占比例依次为:４７２％、４５９％、４８４％、４８３％、

５２４％、５５３％、５４２％、５６５％、５７２％.副高职称

馆长占比位居第二,所占比例近几年在缓慢抬升,但

２０２２年这一比例却出现降低趋势,从２０２２年回溯

至２０１４ 年,各年度比例依次为:３６７％、３８４％、

３７３％、３７４％、３４９％、３２５％、３５２％、３３８％、

３３４％.中级职称馆长处在第三位,所占比例处于

稳中有升状态,从２０２２年回溯至２０１４年,各年度比

例依 次 为:１２１％、１１７％、１０９％、１０９％、９％、

９２％、８６％、７１％、７４％.中级以下职称馆长所

占比例,有缓慢抬升并保持稳定趋势,从２０２２年回

溯至２０１４年,各年度比例依次为:４％、４％、３４％、

３４％、３７％、３％、２％、２７％、２％.馆长职称数据

表明,馆长岗位与专业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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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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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２３３％.
而副高职称馆长所占比例与学校层级呈明显等级变

化态势,高职高专院校副高职称馆长所占比例超过

５０％,而 “双 一 流”建 设 高 校 副 高 职 称 馆 长 不

足１２％.
表２　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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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高

职称

副高

职称

中级

职称

其他

职称

职称

合计

学
校
类
型

高职高专
１０５

(２３３％)
２３７

(５２７％)
８０

(１７８％)
２８

(６２％)
４５０

普通高校
３８１

(５６３％)
２０８

(３０７％)
６９

(１０２％)
１９

(２８％)
６７７

“双一流”

建设高校

１０３
(８４４％)

１４
(１１５％)

２
(１６％)

３
(２５％)

１２２

职称合计
５８９

(４７２％)
４５９

(３６７％)
１５１

(１２１％)
５０

(４％)
１２４９

注:有１１４所高校图书馆未填写馆长职称状况.

(３)馆长受教育状况

在馆长学历学位教育方面,拥有博士学位的馆

长占２１５％,从２０２１年回溯到２０１４年,博士学位馆

长所占比例分别是２０％、１９９％、１８９％、２２２％、

２２８％、２１８％、２１６％、２１４％;硕士学位馆长占

３８８％,从２０２１年回溯到２０１４年,所占比例依次是

３６２％、３４５％、３１５％、３１７％、３１６％、３１１％、

３１６％、３０％,博士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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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９％,从２０２１年回溯至２０１４年,依次是４２７％、

４４９％、４８７％、４４９％、４４３％、４５６％、４４７％、

４６３％;大专及以下学历馆长所占比例为０８％,从

２０２１年回溯至 ２０１４ 年,所占比例依次是 １１％、

０７％、０８％、１３％、１３％、１６％、２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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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高校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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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类型与馆长受教育状况

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具体状况见表３.“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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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校图书馆馆长以博士学位为主,而普通高校

的本科、硕士、博士学历学位馆长均占较大比重,高
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的馆长仍以本科学历为主,硕士

学位馆长的比例也达到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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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２２％)
１８４

(４０６％)
２５３

(５５９％)
６

(１３％)
４５３

普通高校
１６５

(２４３％)
２８３

(４１７％)
２２７

(３３４％)
４

(０６％)
６７９

“双一流”

建设高校

９４
(７７％)

２０
(１６４％)

８
(６６％)

０ １２２

合计
２６９

(２１５％)
４８７

(３８８％)
４８８

(３８９％)
１０

(０８％)
１２５４

注:有１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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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７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２０２２年度在编

工作人员人数的有效数据.总人数为３８０１０人,馆
均２８６ 人(２０２１ 年是 ２８９ 人),中位值为 ２０ 人

(２０２１年同样是２０人),众值落在１０、１１和１２三个

数值上,标准差为２７７人(２０２１年是２８４人),较
上一年的离散度有所收敛.这些统计数据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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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降幅更为平缓,中位

值与上年度持平,众值区间包含上年度众值,高校图

书馆在编馆均人数处在阶段性的底部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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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８所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为０,
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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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学院或私立高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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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９人(２０２１年为

３０２人);中山大学图书馆,２０５人(２０２１年为２２１
人);武汉大学图书馆,１９９人(２０２１年为２１８人);山
东大学图书馆,１９５人(２０２１年为２１２人);上海交通

大学图书馆,１９４人(２０２０年为２０１人).除了吉林

大学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总量增加外,其他４所高

校图书馆的在编工作人员总量均在减少,上述５所

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数量排名与２０２１年一致.

图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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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０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在编工作人员

性别的有效数据① ,男性工作人员有１２６８１人,占在

编工作人员总数的３３１％,较２０２１年度的３３６％
有所下降,均值是９６人(２０２１年为９８人);中位

值是７人(２０２１年为７人),众值为３人(２０２１年为３
人),标准差是９５人(２０２１年是１０人),男性在编

工作人员总量整体上呈逐年减少趋势,仅于２０２０年

略有 增 长.２０２２ 年,女 性 在 编 工 作 人 员 总 量 是

２５６２９人,占在编工作人员总数的６６９％,均值是

１９４人(２０２１年为１９６人),呈现持续减少态势;中
位值是１３人(２０２１年是１３５人),众值是７人(２０２１
年是７人),标准差是１９１人(２０２１年是１９８人),
这些统计数据也表明女性在编工作人员数量的变化

趋势稳定,馆间差异较上一年呈收敛趋势.２０１２－
２０２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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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比例呈小范围波动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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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亦然,故在编男职工与在编女职工的总人数与在编职工总人数有略微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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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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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８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在编博士学位

工作人员总量的有效数据,其中有８４０所(２０２１年

为８７５所)高校图书馆没有博士学位工作人员,占提

交数据高校图书馆的６４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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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８所

(２０２１年为４６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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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８％(２０２１
年是３４５％),我国高校图书馆博士学位在编工作

人员总量覆盖率呈缓慢上升态势.在编博士学位工

作人员总人数为１６３５人(２０２１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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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高校图书馆在编总人数的４３％① .在

提交数据的高校图书馆中,馆均拥有博士学位工作

人员１２５人(２０２１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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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６人(２０２１年

是２７６人),表明在编博士学位工作人员馆间差异

正在变大.拥有博士学位工作人员的高校图书馆所

占比例不大,无博士学位工作人员的高校图书馆占

６４２％(２０２１年是６５５％,２０２０年是６５４％,２０１９
年是６７６％,２０１８年是６４６％),仅拥有１名博士的

占１４６％(２０２１年是１４２％),拥有２名博士的占

７％(２０２０年是７％),拥有３－４名博士的占６２％
(２０２１年是６％),拥有５名及以上博士的占７９％
(２０２１ 年 是 ７３％,２０２０ 年 是 ６７％,２０１９ 年 是

５６％),这些数据表明:拥有博士学位工作人员的高

校图书馆所占比例正在增加,部分高校图书馆对博

士学位人员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呈现出博士学位工

作人员的富集优势.在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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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人

(２０２１年是３０人),占在编人员的１７９％(２０２１年

是１７１％);北京大学图书馆,２７人(２０２１年是２５
人),占在编人员的１８２％(２０２１年是１６７％);中
国地质大学(北京)图书馆,２５人(２０２１年是２６人),
占在编工作人员的２０％(２０２１年是２１％);中山大

学图书馆,２１人(２０２１年是２３人),占１０２％(２０２１
年是１０４％);西南大学图书馆,２０人(２０２１年是２０
人),占２０６％(２０２１年是１９６％).

共有１３１２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在编硕士学位

工作人员的有效数据,其中,未聘用硕士学位工作人

员的有１２６所,占提交数据高校图书馆的９６％.
在编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总计１３７２０人(２０２１年是

１３６９５人),占高校图书馆在编总人数的３５７％,平
均每馆聘用硕士学位工作人员１０５人(２０２１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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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人(２０２１年是５
人),众值为１人(２０２１年是１人),标准差是１３４人

(２０２１年是１３５人),可见２０２２年度数据与２０２１年

度数据分布特征接近,高校图书馆硕士学位工作人

员的年度变动趋势正走向平缓.未聘用在编硕士学

位工作 人 员 的 高 校 图 书 馆 占 ９６％ (２０２１ 年 是

９４％),聘有１－２名硕士的占１８４％(２０２１年是

２０４％),聘有３－５名硕士的占２１２％(２０２１年是

２０４％),聘有６－１０名硕士的占１７６％(２０２１年是

１７７％),聘有１１－１６名硕士的占１１９％(２０２１年

是１２４％),聘 有 １７ 名 及 以 上 硕 士 的 占 ２１３％
(２０２１年是１９７％).高校图书馆硕士学位工作人

员数量排名前５位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１２３
人(２０２１ 年 是 １２５ 人),占 在 编 工 作 人 员 总 量 的

６３４％(２０２１年占６２２％);吉林大学,１１８人(２０２１
年是１１１人),占３８２％(２０２１年占３６８％);山东大

学图书馆,１０７ 人 (２０２１ 年 是 １１４ 人),占 ５４９％
(２０２１年占５３８％);复旦大学图书馆,１００人(２０２１
年是１０２人),占５７８％(２０２１年占５８３％);中山大

① 此处依照在编职工受教育状况计算出在编职工总人数为３８３９１人(在编博士１６３５人、在编硕士１３７２０人、在编第二学士学位３７７人、在

编本科１８３６９人、在编大专３３１２人、在编大专以下９７８人),高于依照在编职工总人数汇总的数值,主要是由各高校图书馆填报受教育数据统计

口径引起.为便于说明各层级教育状况,本部分在编总人数统一使用依照学历统计人数计算的数值.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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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图 书 馆,９８ 人 (２０２１ 年 是 １０７ 人),占 ４７８％
(２０２１年占４８４％).上述排名前三的高校图书馆,
在编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所占比例保持增长,复旦大

学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在编硕士学位工作人

员所占比例有所降低.
共有１３０５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在编本科学历

工作人 员 的 有 效 数 据,本 科 学 历 工 作 人 员 共 有

１８３６９人(２０２１年为１９４９０人),占高校图书馆在编

总人数的４７９％.在编本科学历工作人员是在编

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总人数的 １３４ 倍(２０２１ 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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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１ 人(２０２１ 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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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未聘

用在编本科学历工作人员的有１６所(２０２１年为１５
所),占１２％(２０２１年占１１％),这类情况一般发

生于无事业编制或在编工作人员数量少的高校图书

馆;聘有１－１０名的占４７４％(２０２１年占４７６％),
聘有１１－２０名的占３０％(２０２１年占２７８％),聘有

２１－３０名的占１２４％(２０２１年占１３２％),聘有３１
－５０名的占７５％(２０２１年占７９％),聘用５０名以

上的占１５％(２０２１年占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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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年是１３５人);其次为厦门大学图书馆,总人

数为８７人(２０２１年是９２人);其三为武汉大学图书

馆,总人数为８３人(２０２１年是９６人).
共有１３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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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２人(２０２１年是

３８２３人),较上一年度减少５１１人.其中,未聘用在

编大专学历工作人员的图书馆有４１５所(２０２１年为

３６７所),占３１８％(２０２１年占２７５％);聘用１－２
名的占３４６％(２０２１年占３４８％),聘用３－７名的

占２６３％(２０２１年占２７６％),聘用８－１５名的占

５９％(２０２１年占８６％),聘用大专学历工作人员超

过１５人的仅占１４％(２０２１年是１５％).
共有１３０３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大专以下学历

在编工作人员的有效数据,总人数是９７８人(２０２１
年是１３３１人),较上一年度减少３５３人.其中,无大

专以下学历在编工作人员的８７７所(２０２１年为８６２
所),占６７３％(２０２１年占６４８％);聘用１－５名的

占３０６％,与２０２１年的３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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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学历学位的提升速率看,发达城市的“双一流”
高校图书馆,其工作人员的学历学位提升速率最快,
而欠发达城市的普通高校图书馆,其工作人员的学

历学位提升速率较为缓慢.
(４)在编工作人员年龄带分布状况

共有１３０９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２９岁及以下在

编工作人员总量的有效数据,其中有７３０所高校图

书馆无２９岁以下的在编工作人员,占提交数据高校

图书馆的５５７％.已提交数据高校图书馆２９岁及

以下在编工作人员总人数为１４００人,占高校图书馆

在编总人数的３７％②.在提交数据的高校图书馆

中,每馆拥有２９岁及以下在编工作人员１０７人,中
位值和众值均为０人,标准差是１９６人.高校图书

馆聘用２９岁及以下在编工作人员的状况,拥有１名

的占２１５％,拥有２名的占９９％,拥有３－４名的

占７２％,拥有５－６名的占３３％,拥有７名及以上

的占２４％.
共有１３０８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３０－３９岁在编

工作人员总量的有效数据,其中有１３４所高校图书

馆无３０－３９岁的在编工作人员,占提交数据高校图

书馆的１０２％.已提交数据高校图书馆３０－３９岁

在编工作人员总人数为７５５２人,占高校图书馆在编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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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T值检验指的是对不同类型高校图书馆某项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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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依照在编职工年龄带分布状况计算出在编职工总人数为３８００２人(２９岁及以下在编职工１４００人、３０－３９岁在编职工７５５２人、

４０－４９岁在编职工１３８１４人、５０岁及以上在编职工１５２３６人),接近于依照在编职工总人数汇总的数值,本部分在编总人数统一使用依照年龄

带统计人数计算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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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数的１９９％.在提交数据的高校图书馆中,每
馆拥有３０－３９岁在编工作人员５８人,中位值为４
人,众值落在１人和２人之上,标准差是７２人,表
明３０－３９岁在编工作人员馆间差异大.高校图书

馆聘用３０－３９岁在编工作人员的状况,拥有１名的

占１３１％,拥有２名的占１３１％,拥有３－４名的占

２０．９％,拥有５－６名的占１３．９％,拥有７名及以上

的占２８．８％.
共有１３０８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４０－４９岁在编

工作人员总量的有效数据,其中有６９所高校图书馆

无４０－４９岁的在编工作人员,占提交数据高校图书

馆的５．３％.已提交数据高校图书馆４０－４９岁在编

工作人员总人数为１３８１４人,占高校图书馆在编总

人数的３６．３％.在提交数据的高校图书馆中,每馆

拥有４０－４９岁在编工作人员１０．６人,中位值为７
人,众值为２人,标准差是１０．７人.高校图书馆聘

用４０－４９岁在编工作人员的状况,拥有１名的占

６８％,拥有２名的占７．８％,拥有３－４名的占１５％,
拥有５－６ 名的占 １１．８％,拥有 ７ 名及以上的占

５３．３％.
共有１３０７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５０－５９岁在编

工作人员总量的有效数据,其中有７７所高校图书馆

无５０－５９岁的在编工作人员,占提交数据高校图书

馆的５．９％.已提交数据高校图书馆５０－５９岁在编

工作人员总人数为１５２３６人,占高校图书馆在编总

人数的４０．１％.在提交数据的高校图书馆中,每馆

拥有５０－５９岁在编工作人员１１．７人,中位值为７
人,众值落在１人、２人和３人之上,标准差是１３人,
表明５０－５９岁在编工作人员馆间存在较大差异.
高校图书馆聘用５０－５９岁在编工作人员的状况,拥
有１名的占８％,拥有２名的占８．１％,拥有３－４名

的占１３．４％,拥有５－６名的占１１．４％,拥有７名及

以上的占５３．２％.

３．３　无编制工作人员状况

合同制职工.共有１３２５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

合同制职工的有效数据,总人数为８４９１人(２０２１年

是８９２３人).合同制职工的平均值为６．４人(２０２１
年是６．５人),中位值为３人(２０２１年是３人),众值

为０人(２０２１年是０人),标准差为１０人(２０２１年是

１０．１人).从２０２１年回溯至２０１３年,合同制职工的

馆均值依次为:６．５人、６．９人、６．８人、６．５人、７．８人、

７．５人、８．１人、７．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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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人(２０２１年是８４人);山东大学图书馆,８３
人(２０２１年是６１人);暨南大学图书馆,７５人(２０２１
年是７５人);山西大同大学图书馆,７２人(２０２１年是

７６人);北京大学图书馆,６９人(２０２１年是６１人).
在上述５所高校图书馆中,有３所聘用合同制职工

人数呈增长趋势,１所持平,１所人数较上一年度略

微减少.
临时工.共有１３２６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聘用

临时工的有效数据,馆均为３．４人(２０２１年是３．６
人),中位值和众值均为０人,临时工总人数为４４９８
人(２０２１年是４８９７人).从２０２１年回溯至２０１４年,
临时工馆均人数依次为:３．６人、４．２人、３．８人、４．６
人、４．５人、４．５人、４．８人、５．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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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６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

勤工助学生的有效数据,总人数为３３５２２人(２０２１
年是３３５１０人),总人数较上一年度略微增加.馆均

值为２５．３人,从２０２１年回溯至２０１７年,勤工助学

生馆均人数依次为:２４．４人、２５人、２８．３人、２７．９人、

２８．９人,中位值是１０人(２０２１年为１０人),众值是０
人,标准差是５０．３人(２０２１年是４８．５人).由此可

知,各高校图书馆勤工助学生人数相差较大,与图书

馆的用工需求、人力资源总量、学校聘用政策等有

关,“双一流”高校图书馆聘用勤工助学生的人数最

多,普通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聘用勤工助学

生人数少.

４　资源利用统计分析

共有１１８７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２０２２年

度纸质书刊外借量数据,纸质书刊外借总量约为

５０２５．７ 万 册 (２０２１ 年 是 ６５８６．６ 万 册,２０２０ 年 是

４６４５．５万册),均值为４．２万册(２０２１年是５．４万册,

２０２０年为４．１万册),中位值是１．９万册(２０２１年是

２．７万册),众值为２万册,标准差为６．５万册.平均

值和中位值均较上一年度有大幅度下降.纸质书刊

外借量排在前５名的高校图书馆是:浙江大学图书

馆,６４．５万册(２０２１年是６８．０万册);北京大学图书

馆,６１．３万册(２０２１年为７２．９万册);山东大学图书

馆,４９．９万册(２０２１年为６３．２万册);清华大学图书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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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４５．７万册(２０２１年为５３．２万册);武汉大学图书

馆,４０．６万册(２０２１年为４５．１万册).

５　馆藏文献资源统计分析

共有１２５６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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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９亿册(２０２１年是１６．９７亿册),馆均值为

１３６．９万册(２０２１年是１３１．５万册),中位值为１１５．７
万册 (２０２１ 年是 １０９．１ 万册),众值为 ５３．３ 万册

(２０２１年是４９．０万册),标准差为９９．３万册(２０２１年

是９７．６万册).纸质图书累积量最小值为１３１１８
册,最大值为８０９２４７０册,后者约为前者的６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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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９．３万册(２０２１年是７９５．０万册);北京

大学图书馆,７３１．２万册(２０２１年是７１６．９万册);郑
州大学图书馆,７２７万册(２０２１年是７１２．８万册);山
东大学图书馆,７０８万册(２０２１年是７１０．１万册);南
京大学图书馆,６４０．３万册(２０２１年是６３３．１万册).

共获得１２５６所高校图书馆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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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５９万册(２０２１年是１５０３．８万册),馆均值约为１．１
万册(２０２１年是１．２万册),中位值和众值均为０,标
准差为５．９万册(２０２１年是６．１万册).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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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是１５０万册);中国人民大学图

书馆,４１．８万册(２０２１年是４１．８万册);北京师范大

学图书馆,４１．２万册(２０２１年是４１．１万册);南京大

学图书馆,４０万册(２０２１年是４０万册);复旦大学图

书馆,３７．５万册(２０２１年是３７．５万册).
共获得１２９８所高校图书馆２０２２年度非书资料

累积量的有效数据,非书资料累积总量约为８０４．２万

表４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高校图书馆中文古籍馆藏量分布

馆藏量

(册)

比例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馆藏量

(册)

比例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０ ７５．９％ ７６．８％ ２００００－２９９９９ ２．４％ ２．３％

１－９９９ ２．８％ ２．２％ ３００００－４９９９９ ２．５％ ２．３％

１０００－４９９９ ４．３％ ５％ ５００００－９９９９９ １．３％ １．２％

５０００－９９９９ ２．８％ ２．９％ １０００００－２９９９９９ ２．７％ ２．３％

１００００－１９９９９ ４．４％ ４．２％ ３０００００以上 ０．９％ ０．８％

万件(２０２１年是８５７．８万件),馆均值为６１９５．４件

(２０２１年是６１３１．５件),中位值和众值均为０,标准

差为５６９５２件(２０２１年是５５３２８件).２０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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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７万件(２０２１年是１２６．７万件);华中科

技大学图书馆,１２６．８万件(２０２１年是１００．１万件);
中山大学图书馆,７０．８万件(２０２１年是７０．８万件);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５８．３万件(２０２１年是５８．３万

件);上海大学图书馆,５７．６万件(２０２１年是５７．６万

件).
表５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高校图书馆非书资料馆藏量分布

馆藏量

(件)

比例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馆藏量

(件)

比例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０ ９１．４％ ９１．１％ ５０００－９９９９ １．４％ １．４％

１－５００ １．１％ １．５％ １００００－４９９９９ ２．３％ ２．２％

５０１－９９９ ０．２％ ０．２％ ５００００－９９９９９ １．６％ １．５％

１０００－４９９９ ０．９％ １．０％ １０００００以上 １．１％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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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BasicStatisticalDataofChineseAcademicLibrariesin２０２２
WuHanhua　WangBo

Abstract:In２０２２,comparedwiththepreviousyear,thetotalfundsofChineseacademiclibrariesinＧ
creasedslightly．Theaverageliteratureresourcespurchasefeewas１millionand９８１thousandYuananddeＧ
creasedslightlyfromlastyear．Theaverageelectronicresourcespurchasefee was３ millionand６１７
thousandYuanincreasedslightlycomparedwiththepreviousyear．Theaveragelibraryspacewas２６０thouＧ
sandsquaremeters,increasedslightlyfromthepreviousyear．Theprofessionaltitlesoflibrarydirectors
weremainlyseniorandassociateseniorprofessional．Theaveragenumberofpositionedstaffwere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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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keptslightlydownwardtrend．Theacademicdegreeofpositionedstaffhadimprovedsignificantly,

andthenumberofstaffwithdoctorsdegreeandmastersdegreekeptincreasingin２０２２．However,the
youngpositionedstaffwhoseagewasbelow２９yearsoldwereveryscarcewith３．７％andtheiraveragewere
１．０７personperacademiclibrary．Theaverageofcontractstaffandtemporarystaffdecreasedwhilepart－
timejobstudentsincreased．Theutilizationrateoflibraryresourcesdecreasedcomparedwiththeprevious
year．Theaveragevolumeofbooksandperiodicalsborrowedinacademiclibrarywere４２thousandvolumes．
Theaveragecumulativevolumeofpaperbookswere１millionand３６９thousandincluding１１thousandvolＧ
umeofancientbooks．WecanestimatethatthetotalvolumeofancientbooksinChineseacademiclibraries
mightbeover１３millionand５９０thousandvolumes．

Keywords:AcademicLibraries;DocumentResourcesPurchaseFee;BuildingAcreage;HumanReＧ
sources;CollectionResources;HoldingBooks;Smart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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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MultiＧdimensionalPlanning,DesigningandImplementationof
ProjectPromotionforUniversityLibraryRenovation

—TakingPeking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

HuangNing　ZhengQingwen　HuangTao

Abstract:ThelargeＧscalerenovationofuniversitylibrarybuildingsisnotonlyacomprehensiveupdate
ofthebasicequipmentandfacilitiesofthelibrary,butalsoasystematicupgradeofinformationandintelliＧ
genttechnologyimplementation．ItisalsoafavorableopportunityforthelibrarytoimplementnewdevelＧ
opmentconceptsandachiev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Basedontheexistingbuildingconditions,

throughsystematicplanningandscientificdesign,therenovationprojectiseffectivelypromotedtoachieve
this．ThisarticletakestherenovationprojectoftheEastBuildingofPeking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Ｇ
pletosummarizeandformthe“Trinity”and“FourStepPromotion”methods．ThisexperiencehasbeenefＧ
fectivelypracticedandsuccessfullyverifiedinthesmoothrenovationprocessoftheEastBuilding,andefＧ
fectivelypromotedtheorganicintegrationoflibrarydevelopmentconceptsandrenovationprojects．

Keywords:LibraryRenovation;TopＧLevelDesign;TrinityDesign;FourＧStep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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