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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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4 年获批以来，复旦大学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

授权点已走过十年的发展历程。依托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丰富

资源和深厚学术底蕴，学位点不断探索学科交叉与前沿技术

的深度融合，逐步构建起多元化的创新图情人才培养模式，

为图书情报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已打造一支学科结构

合理、年龄梯度优化且业务素质过硬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截

至 2024 年 12 月，本学位点拥有图书情报专硕导师 33 人，

全部为高级职称，其中 67%持有博士学位。师资队伍以中青

年骨干为主，涵盖经验丰富的教授和富有创新潜力的青年才

俊。此外，本学位点拥有行业导师 28 人，分别来自上海图

书馆、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香港城市大学

等单位。行业导师兼职指导研究生进行实践活动，在专业硕

士培养中扮演着连接学界和业界桥梁的角色。 

招生与就业方面，本年度共招收图书情报专业硕士 41

人，其中推免生 15 人，统考生 26人。本年度毕业生 40 人，

39 人获得学位，就业率为 87.5%。毕业去向主要分布在图书

馆、档案馆、信息服务机构、IT公司等。近五年，学位点累

计培养毕业生 144 人，为全国各地区、各行业输送了一批高

端复合型图情人才。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为适应图情学科发展需求，本学位点在生源质量、论文

质量和实践教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保障与改进措施。 

（一）优化生源质量，多渠道吸引优秀人才 

本年度报考人数达 246人，复试分数线为 245分，计划

招生 35 人，实际招生 41 人，推免生 17 人。其中，35 人来

自双一流建设高校，港澳台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各两名。数据

表明，本学位点生源质量显著改善，进一步吸引了来自国内

外的优秀学生报考。 

同时，为吸引更多优质生源，本学位点加强招生宣传，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扩大招生信息的宣传覆盖面。

线上利用新媒体平台、学校官网等渠道，发布招生政策、研

究方向介绍和导师信息；线下则通过参加研招宣讲、举办校

园开放日等活动，与潜在考生面对面交流。 

（二）提升论文质量，多维度保障学术水平 

本年度学位论文抽检率为 62.5%，初审通过率为 92%，

复审通过率达到了 100%，这一数据得益于学位点在论文质量

保障方面的多项举措。 

导师责任制落实到位，学术规范贯穿全程。本学位点严

格执行导师负责制，要求导师全程参与学生论文选题、开题、

研究及撰写等环节，确保论文质量符合学术规范。同时，学

位点将学术规范教育纳入研究生培养的必修内容，通过课程



教学、专题讲座等形式，强化学生学术诚信意识。 

此外，本学位点还建立了全过程质量监控体系，涵盖论

文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正式答辩等关键环节，确保论

文质量稳步提升。 

（三）强化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多方面推动产学研深

度融合 

深入推进图情案例建设，探索案例开发、研究和教学新

路径，提升案例育人效果。本学位点推送教学案例获 2024

年全国图书情报创新案例大赛“优秀案例奖”。 

同时，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已与多个优质单位合作

设立实践基地，包括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所（市级）、

浙江图书馆（校级）、上海艺术品博物馆（校级）等。这些

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覆盖图书采访编目、

流通服务、参考咨询、数字化与系统管理、古籍鉴定与修复、

碑帖鉴定与修复、竞争情报分析等多个领域。通过实际操作

与项目参与，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截止 2024 年 12月，本学位点拥有上海图书馆和浙江图

书馆两个校级示范性基地，基地将为学生提供更高质量的实

践平台，并助力培养更多适应行业需求的综合性人才。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本学位点在教育改革方面积极探索，为培养高素质、创



新型图情专业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强化思政教育，筑牢理想信念 

本学位点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课程，同时积极开展

“红色文化与信息素养”等主题研讨活动，进一步强化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丰富文化建设，增强文化传承意识 

本学位点通过举办“金秋曝书节”、“藏书故事大赛”

等文化活动，增强学生的文化传承意识和实践能力。2024年，

“金秋曝书节”获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颁发的“中华传统晒

书活动优秀案例”；在“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藏书故事大赛”

中，本学位点学生积极参赛并获全国一等奖、三等奖。 

（三）推进国际化战略，提升学科影响力 

本学位点积极推进国际化培养战略，通过联合研究项目，

提升学科国际影响力。2024 年，学位点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

比亚大学联合开展“数字人文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项目，

推动学科交叉与国际合作。此外，学位点还邀请多位国际知

名学者开设讲座，为学生提供国际前沿的学术视角。 

（四）朋辈引领，科研卓越，服务社会，赋能未来 

朋辈助力，学业与职业指导并重。本学位点通过“朋辈

导师计划”，为低年级学生提供学业和职业指导，从而增强

学生的学习动力和职业规划能力。 

科研成果丰硕，彰显学科实力。本学位点在智慧图书馆



建设和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成果显著。2024 年，“复

旦大学智慧图书馆数字基座建设研究”项目荣获上海科学技

术情报成果奖一等奖；“东亚语言数据库”项目荣获中国数

字人文年会数据库类最佳项目。   

服务社会，助力经济发展。本学位点积极与上海市研发

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合作，开展“AI4S、AI4SS 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与课程建设”项目。项目聚焦人工智能与社会科学

的交叉领域，进一步提升学位点的社会影响力和服务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