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

2021 年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位授权点名称： 图书情报

学位授权点代码： 1255

学位授予层次： 博士 □ 硕士 ☑

学位授予类型： 学术学位 □ 专业学位 ☑



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复旦大学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培养单位文献信息中心，

挂靠图书馆，由文科馆、理科馆、医科馆、张江馆、江湾

馆、古籍部以及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人文社科数据研究

所、国家智能评价与治理实验基地等机构组成。

为适应“元宇宙”等新形势下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需

求，完善图书情报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图书情报人才培养

模式，提高图书情报人才培养质量，本学位点不断探索在

高校图书馆培养 MLIS 的新模式，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上

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等共同制定培养方案。

2020 年开始，利用上海市三年(2018-2021)文教行动计划，

培养传统书画文物修复保护人才；利用中国索引学会平台，

培养地方文献保护与索引编撰方向研究生。

师资团队包含复旦图书馆资深馆员、从国内外研究型

大学/公共图书馆引进的专业馆员以及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研究科研团队（由杨玉良院士领衔），团队以高水平国际化

发展的目标，积极推进建设一流科研机构。同时，配备思

政专职人员 1 人，辅导员（兼职）3 人，教学科研秘书 1

人，其他行政管理人员与党政事务人员 6 名。

2020 年招收图书情报专业硕士 40 人；2021 年招收图

书情报专业硕士 41 人，授予学位 29 人。毕业去向主要有：

高校或公共图书馆、企业、政府机关、大中型文献情报机





学术规范、方法论与论文写作》等课程，进一步加强学术

规范意识的培养。严格按照《复旦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

文规范》、《复旦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等文件精神开展

论文写作指导。实行学位论文答辩巡视督导制度，推出了

学生学位论文质量与导师招生资源配置挂钩的联动机制。

所有学位论文须参加硕士论文盲审抽检，学位论文答辩小

组由三名副教授以上职称的老师组成，聘请校外资深专家

参与答辩，答辩结果为不合格的学生无条件延期毕业。对

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进行分流退出制度，严格规

范研究生学籍管理。

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率先引入规范性“索引”，

为学位论文索引国家标准编撰提供实践样本，将创新词汇

索引编制作为评估论文质量的重要手段。截至 2021 年 12

月，文献信息中心培养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研究生共计 115

名，学位论文在相似度检测及学校各项抽检评定中全部通

过。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复旦大学文献信息中心历来重视“师德师风”建设，

着力打造一支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

心的研究生导师队伍。通过定期召开导师例会，导师座谈

会、师生研讨会等，不断加强导师理想信念教育和职业道



德教育。并结合专业特色，依托校内外各类资源，以专题

报告、走访参观、座谈交流等形式，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深化思政育人内涵，强化“三全育人”实效。

作为“时代楷模”的钟扬教授，原为古籍保护与修复

方向生物保护组学科带头人。全体导师将学习“钟扬精神”

与贯彻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工作有机结合，在加强

立德树人职责意识方面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2020

年，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教师团队荣获复旦大学十佳教师

团队“钟扬式科研团队”。

本学位点切实保障学生权益。针对研究生奖助学金、

优秀毕业生等评审活动，成立专项评审委员会，制定相关

评审制度。 积极开展研究生代表选举，鼓励学生积极提案、

建言献策。研究生利用学生社团如古籍保护学社、家谱学

社、索引学社、书画保护社等积极参与曝书节、线装家谱

制作装订体验（获得“中国好作业”金奖、中国图书馆学

会“宣传推广优秀项目”）、《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编制》国家

标准等具有重大社会与学术影响力的工作。研究生利用专

业特长参与学科发展情报分析、专题情报咨询服务项目、

数据大赛等工作，学以致用，为走向社会提前热身的同时，

也为工作后角色无缝转换奠定良好基础。

此外，本学位点坚持开展高水平、高层次和实质性的

国际合作交流。近年来先后与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



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香港大学、

澳门大学等图书馆建立了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有 50 余名

教师先后到这些单位访问进修、合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