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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图书情报档案学科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漫长发展后,其一级学科最近更名为“信息资

源管理”。 作为一级学科名称,信息资源管理彰显了时代特点,涵盖了图书情报档案领域全流程,

给新领域开辟了空间,是一个与时俱进、集中外信息实践于一体的概念。 一级学科更名后,学术界

面对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加强新专业建设。 建议综合考虑研究生和本科生两个层次。 在研究生层

次上,可按原有二级学科设置专业研究方向,或根据信息资源管理内涵设置专业研究方向,或结合

前两种方式,即既保留原有二级学科又包含新方向;在本科层次上,推动将图书档案类更名为信息

资源管理类或信息管理类,使本科专业目录与研究生专业目录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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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LIS
 

&
 

Archives
 

Management
 

have
 

undergone
 

a
 

long
 

period
 

of
 

devel-
opment,

 

and
 

its
 

first-level
 

discipline
 

has
 

been
 

renamed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As
 

a
 

first-level
 

discipline
 

name,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high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covers
 

the
 

en-
tire

 

process
 

of
 

the
 

field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and
 

opens
 

up
 

space
 

for
 

new
 

fields.
 

It
 

is
 

a
 

con-
cept

 

that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integrates
 

domestic
 

and
 

foreign
 

information
 

practice.
 

After
 

the
 

rena-
ming

 

of
 

the
 

first-level
 

discipline,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needs
 

to
 

solve
 

is
 

how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ajors.
 

I
 

suggest
 

that
 

both
 

post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levels
 

can
 

be
 

con-
sidered

 

comprehensively.
 

At
 

the
 

postgraduate
 

level,
 

majors
 

can
 

be
 

set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secondary
 

disci-
plines,

 

or
 

the
 

connota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or
 

a
 

combination
 

of
 

the
 

first
 

two
 

methods,
 

which
 

can
 

not
 

only
 

retain
 

the
 

original
 

secondary
 

disciplines,
 

but
 

also
 

contain
 

new
 

majors.
 

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the
 

ma-
jor

 

name
 

of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
 

be
 

renamed
 

as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o
 

promot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undergraduate
 

catalog
 

and
 

the
 

postgraduate
 

cat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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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2年9月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

部颁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将原

来的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调整为

信息资源管理，并规定在2023年秋季招生开

始实施新的专业方案。 新目录颁布引发了图

书情报界热烈讨论，说法不同、观点各异、

分歧明显，但无论持什么观点，有一个目标

很明确，大家都希望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

促进学科发展，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图书情报档案学科专业发展和相应的专

业目录变化是数代人努力的结果，也映射出

我们学科发展经历的曲折历程。 1983年颁布

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

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中，图书馆

学、档案学、科技情报等相关学科专业分散

于多个一级学科之下，图书馆学、档案学和

科技情报分属于文学、历史学、理学三大门

类。 1990年第二版学科目录首次把“图书馆

与情报学”作为一级学科，归属于理学门

类，下设图书馆学和科技情报两个二级学

科，档案学则归属“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

“历史文献学”。

1992年国家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

中第一次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整合

为新的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包含图书馆学、文献学、情报学、档案学和

博物馆学四个二级学科。 1997年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审核的《授予博士、硕士

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将

一级学科更名为“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

理”，列在管理学门类，下设图书馆学、情报

学和档案学三个二级学科。 这一时期图书馆

学、情报学和档案学逐步走向融合。

2011年第四版学科目录中将一级学科名

称更名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此次更名

的最大特点是整体不再列出二级学科名称，并

且在《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中增设

了“图书情报”专业硕士。 这一时期图书馆

学、情报学、档案学之间进一步走向“合”，

开始寻求三个学科内涵上的统一性，希望用一

个更具有包容性和覆盖性的上位概念来命名一

级学科名称。 在学界共同努力下，经过反复

协调，2022年第五版学科目录中一级学科名

称最终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

上述每一次学科专业目录调整都带来了

重要的外溢效应，尤其是在科学研究方面。

1990年图书馆与情报学首次整合为一级学科

后，次年即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列进

资助目录。 1992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

学"列入国家"学科分类与代码"，1993年便成

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目录下与其他学科

并列的独立学科，成立了专门的学科评审

组。 今天，如果从申报数量和获得资助的项

目数量来看，图书情报档案学科在所有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学科中，已经是一个中

等规模的学科了。 1997年一级学科名称调整

为"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列于管理学门

类下，当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即将图书情报

档案学科列入资助的独立学科领域。 信息资

源管理则在10年后被列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目录，项目申报数量和获批数量逐年增

加。 过去，图书情报档案领域的学者只能挂

靠在其他学科下申报项目，不仅申报内容要

设法向这些学科靠拢，而且申报难度很大，

基本上就拿不到项目。 国家三大科学基金独

立目录的设立不仅大大提高了图书情报档案

领域的学科地位，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学者

们科研项目申报问题，产出了不少重要成

果，推动了学科快速发展，实现了质的飞

跃。 我们相信，这次一级学科名称的调整也

必然会带来正的外溢效应。

其实，在各时期调整一级学科名称时，

学者们也提出过许多选项，如“知识信息资

源科学”“文献资源学”“信息系统管理学”

“图书馆与情报学”“文献信息管理学”
 

“知识

组织与管理”等，但都没有获得共识。

二

信息资源管理（IRM）在20世纪70年代

兴起于美国政府管理领域，被描述成为一种

概念、一种战略、一种哲学、一种理论或一

种职能，后被引入工商企业，成为一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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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紧接着被欧洲图书情报界的学者引进

介绍，成为信息管理学派。 我国信息资源管

理最早是由图情领域期刊阐释并引介的，学

者们在推介国际信息资源管理特色的同时，

也结合我国图书情报实践进行了思考。 20世

纪90年代以来，信息资源管理成为我国图书

情报档案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基金设立了包括重大项目、重点项

目、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在内的近百个项

目，学术界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论文著作，从

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研究信息资源管理的理

论、实践、方法和应用，基本上形成了中国

信息资源管理的学术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

体系。 1999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在原

图书情报研究所基础上，经体制机制改革创

新建立了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该中

心在2000年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心成立以

来，依托基地重大项目探索信息资源管理的

一系列热点和前沿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成

果。 多所兄弟院校也相继建立了同名省级或

校级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

于2004年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在业内

连续19年举办信息资源管理论坛。 继而，

武汉大学在2011年创办了《信息资源管理学

报》，该刊的作者主要来自于图书情报档案领

域，体现了图情档特色。 综上看出，我国图

书情报档案领域将信息资源管理概念与图情

学院、研究中心、会议、期刊紧密关连，相关

研究和实践使信息资源管理成为图书情报档

案领域的一个核心术语。 显然，信息资源管

理自进入中国起，就已中国化并形成了富有

图书情报档案特色的信息资源管理新格局，

深深打上了中国烙印。

三

信息资源管理作为替代“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一级学科的新名称，我认为是合适

的。 其一是图书情报档案实践的内涵和外延

在信息时代均已发生重要变化，无论是从图

书情报档案学科内涵出发，还是考虑到国家

对信息资源管理人才培养的新需求，都宜采

用更能彰显时代特点的新名称。 其二是该名

称是一项集成化的概念术语，内涵十分丰

富。 相比原有的罗列式名称，信息资源管理

名称无论是面向文献、数据、大数据、信息

还是知识，都可将上述概念有机组织起来并

形成可解释性的学科逻辑体系；更重要的

是，信息资源管理涵盖了图书情报档案领域

的全流程，同时也给新领域开辟了空间，其

内涵会随着社会进步不断发展。 以上因素将

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更多动能，有利

于促进专业建设和学科规模拓展，为学科的

开放发展创造制度条件。 其三是信息资源管

理是一个与时俱进、集中外信息实践于一体

的概念。 毋庸讳言，信息资源管理是一个国

际化的概念，在美国最初主要指代政府和企

业信息管理，但不容忽视的是，信息资源管

理在中国历经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中

国化的学科术语和概念，蕴含了图书情报档

案特色，同时又超出了图书情报档案领域，

并随着信息和信息技术发展不断深化。 采用

“信息资源管理”作为一级学科名称正是体

现了建设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

语体系的重要举措。

当前要围绕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加强

建设，避免争论。“信息资源管理”已通过

国家法定程序成为本领域的一级学科名称，

意味着它将成为一项国家教育制度在一段时

期内稳定下来。 显然，未来图书情报档案学

科将按照信息资源管理定位进行发展、检阅

和评价，以“信息资源管理”为一级学科话

语建设将成为图书情报档案院系的新起点。

为此，更新一级学科认知观念并顺应新的学

科定位政策，主动调整并匹配与新学科目录

定位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机制将是图书情报档

案院系未来一段时期面临的重点工作。 在这

一过程中，我们应避免继续在一级学科名称

上陷入争论。 无论我们对旧的名称有多么熟

悉和依恋，也无论其他名称有多么合适，信

息资源管理已经成为法定意义上的一级学科

名称，我们提倡在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框

架下开展深化内涵的讨论乃至争鸣，以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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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促进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发展壮大。

20多年的一级学科定名实践表明，一级学科

定位受到学科内外的多方博弈，学科调整既

包含学理成分，体现专业性，同时也受现实

因素的制约。 正因为如此，“信息资源管

理”最终得以通过殊为不易，它是学界共同

努力争取的结果，应当成为图书情报档案学

界未来学科建设的共同行动指南。 我们希望

学界业界共同维护和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成

果，为壮大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培养新时期

的信息管理人才作贡献。

我们也不必担心学科更名后会泛化学科

边界，降低业界认可度，从而给办学和发展

带来负面影响。 特别值得类比的是，20世纪

90年代初期，第五次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

决定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教育

部本科专业目录也随之将“科技情报专业”

改为“科技信息与管理”。 北京大学紧随其

后，把系名改为信息管理系。 恰值1998年

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调整，目标是压缩原有

的本科专业数，决定把与信息有关的5个专

业（管理信息系统、经济信息管理、科技信

息与管理、信息学和林业信息管理）合并为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目录合并调整

后，科技情报专业（后为科技信息与管理，

实质上的情报学专业）消失了，许多学者感

到着急和忧虑，认为将会严重影响情报学甚

至整个一级学科的正常发展，带来学科的泛

化。 有很多文章专门针对最初更名和更名后

一段时间的状况发表评论，“泛化”的情报学

和情报学的“泛化”批评声不绝于耳。 事实

证明，专业调整后20多年来，情报学在守住

自身特色领域的同时大大拓展了专业范围，

更好地适应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同时开拓

了新的研究方向，在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融

合中研究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试想，如果没

有当初的“泛化”，情报学很可能仍然固守着

传统理论和情报机构的业务实践，在技术和

学科发展的大潮中步入死胡同，绝不可能有

今天这样的局面。 不仅作为二级学科的情报

学受益，整个图书情报档案学科也因此受

益。 信息管理逐步成为学界接受度最高的专

业名称。 国内大部分图书情报院系都采用了

此名称，大大拓展了专业的包容度和适应

力。 这次研究生专业目录调整，在学科评议

组组织的多轮讨论和意见征询中，“信息管

理”是首选名称，但由于相邻学科和主管部

门的反对未能如愿，最终确定以“信息资源

管理”替代“信息管理”，虽不得已而为之，

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四

新专业目录颁布后，如何加强新专业建设

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 我们认为需要

在研究生和本科生两个层次上综合加以考虑。

在研究生层次上，可以采用三种方式设

置：第一种是按原来的二级学科图书馆学、

情报学和档案学设置专业研究方向，各院校

在原二级学科下都设有不少具有特色和影响

的次级研究方向，这在原来的专业体系中已

经非常成熟；第二种是根据信息资源管理的

内涵设置专业研究方向，如信息资源配置、

信息资源规划、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规

制、信息资源组织、信息资源开发、信息资

源共享、信息资源服务等等，这些方向其实

和原来的图书情报档案二级学科中有的方向

具有一致性和衔接性，只不过这些专业方向

已直接隶属于一级学科下；第三种是前两种

方式的结合，既保留原来的二级学科又包含

新方向，使其更具有包容性，不致在新的一

级学科下丢失原有的特色方向。
 

在本科生层次上，我们要持续推动《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新近颁布的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相衔

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一级

学科的名称仍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包含图书馆学、档案学和信息资源管理3个

二级学科，与情报学相关的本科专业则隐含

在管理科学与工程的二级学科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中。 这与研究生目录存在明显的矛

盾，没有一个学科的研究生专业目录和本科

生专业目录存在如此大的不协调。 这个名称

与原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一样存在较大

局限性，不利于本科专业招生和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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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

呼吁按照一级学科培养人才，图书情报档案

学科因缺乏集成性强的一级学科名称，大多

数院校未能充分响应这一主张，仅有少数院

校在招生中通过信息管理类或信息资源管理

类等专业名称招收本科生，这些举措回应了

按照一级学科名称培养人才的规定，受到了

学生和社会的欢迎。 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

到，一些高校在本科阶段已按照“信息管理

类”专业名称招收和培养本科人才，这些改

革探索对于高质量培养信息管理人才是有益

的。 在实践中也有进一步值得关注的地方，

有的高校虽然按照信息管理大类招生，但在

大学二年级就按二级学科开展专业分流，这

一做法是否能更好培养专业人才，我心存疑

虑。 过早实施专业分流的做法限制了本科生

接触丰富的信息环境和多元学习体验。 我们

可以进一步探索在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或大学

四年级开始按照专门化方向分流，以期在机

制上进一步为本科生提供更宽广的舞台，更

好促进本科专业的通才培养工作。 总之，推

动本科专业目录与研究生专业目录衔接，将

本科生目录图书档案类同样更名为信息资源

管理类或信息管理类，有利于人才培养体系

更好过渡和衔接。

在科学研究方面，如前所述，信息资源

管理已经成为国家三大基金和省级基金资助

的重要领域，我们要以这次一级学科调整为

契机，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创新，实践上

进一步拓展、延伸，在每一个方向上都作出

高质量、有影响力的成果，尤其是要注重回

应国家重大需求，服务于我国社会、经济、

科技和文化建设与发展，贡献我们学界的智

慧和力量。

此次更名适逢教育部提出新文科建设、

国家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

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之际，机会与挑战

并存，机会大于挑战，我们要抓住机遇，促

进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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