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维一体 多措并举
武汉大学专业馆员队伍建设实践与探索

尤传明 武汉大学图书馆



馆员是大学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

首要根基，高校图书馆人才队伍

建设是实现高校图书馆可持续发

展的根本要求，也是新时代大学

学科建设改革发展的内在要求

坚持四维一体，多措并举，在把好关口、

增强能力、用好政策、实现愿景四个方面，

开展了专业馆员队伍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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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摸清家底，把脉定位专业馆员队伍面临历史新方位

国字号人才 2 人

博士学位 19 人
硕士学位 117 人

正高 11 人
副高 52 人

女：182

男：59

本科及以下：23

本科：82

硕士：117

博士：19 20-29岁：16

50岁及以上：
106

30-49岁：
119

性别 学历 年龄

男性 59 人
女性 182 人

20-29岁 16 人
30-49岁 119 人
50岁及以上 106人

正高：11

副高：52

馆员：178

职称



据《数智时代中国图书馆影响

力评价报告(2024)》：

武汉大学图书馆凭借优越的学

术资源、优质的服务质量以及

网络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异表现，

荣登全国本科院校图书馆影响

力排行榜第五名

一、摸清家底，把脉定位专业馆员队伍面临历史新方位



一、摸清家底，把脉定位专业馆员队伍面临历史新方位

数智教育教学科研方
式方法改革对馆员队
伍素质提出新要求

数据驱动的学科服务
对馆员队伍服务创新

提出新要求

双一流建设融入国际
国内竞争对馆员多维
服务内涵提出新要求

发挥数据价值支撑学校
管理决策对馆员队伍服

务能力提出新要求

AI时代高校创新生态对大学图书馆功能提出新要求



二、把好“四关”，科学规划馆员队伍职业全生命周期

1 严字当头，把好招聘入口关 招聘成果

2022年至今共引进专业馆员38名，包括博士4名、
硕士31名，其中图书情报占比29%，计算机、理工
类占比39%

招聘标准

从政治思想、学科背景、学历学位、招聘程序等方
面都提出了比学校要求更高的标准，在严格把好招
聘入口关的同时，也稳定了队伍建设的基本盘

政治思想：严格把关
学科背景：图书情报、计算机类为主
学历学位：事业编以博士为主，
                 非编以优秀硕士为主
招聘程序：客观公正，优中选优



二、把好“四关”，科学规划馆员队伍职业全生命周期

实施新进馆员入职培

训计划，每年下半年

常态化开展新进馆员

岗前培训

实施青年馆员能力素

质提升行动计划，每

年上半年开办青年馆

员培训班

开展馆院合作共建行动，
与学校A+学科信管学
院长期开展合作共建，
全面提升馆员队伍专业、
学术能力水平

2 全面系统，把好基本培训关

实施学科馆员培训计划，通过专家讲

座、服务管理创意赛、提交研讨报告

等培训形式，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如

信息可视化工作坊，数据馆员工作坊、

科研分析工具高阶培训，科研文献知

识研习班等，提升学科馆员数据基本

素养，数据技能与思维

实施四大行动计划



二、把好“四关”，科学规划馆员队伍职业全生命周期

3 人岗相适，把好岗位聘任关

统筹协调、人岗相适、

自愿申报、能上能下 第八轮岗位聘任 27%

91% 3



二、把好“四关”，科学规划馆员队伍职业全生命周期

4 科学合理，把好职称晋升关

年度 申报类型 申报 最终获批

2023年

正高 4人

33人副高 12人

其他 39人

2024年

正高 2人 2人

副高 13人 7人

其他 36人 33人

修订完善新的职称评聘标准，在强调学术为先的前提下凸显多元评价、服务创新、业界
影响等因子，从2023年起，一改以往少数或无人参评的现象，队伍职称结构不断优化



三、增强“四力”，整体提升专业馆员队伍业界核心竞争力

1 争取支持，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l 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主题

l 三年来选派参会/培训/进修：

国外14人次、境外15人次 ;

经费总量115 万元

需求政策

发布《图书馆阅读报告》
学校政策支持

项目资金保障

馆员能力升级



三、增强“四力”，整体提升专业馆员队伍业界核心竞争力

2 大力扶持，增强学术科研能力

  坚持开展青年馆员
科研能力提升支持计划

• 每年立项10项，其中重点2项

加大学术成果绩效
奖励力度

2022—2024年共发表：
• C刊及以上期刊论文 40 余篇
• 主编及参编著作 27 部
• 校级以上科研项目 36 个



三、增强“四力”，整体提升专业馆员队伍业界核心竞争力

3 AI助力，打造智慧服务能力

“学” 开设AI相关专题讲座，组织AI专题业务学习，

提供AI资源导航、AI素养微视频等在线学习

资源，助力馆员AI素养的提升
构建馆员AI

学习赋能体系

“研” 举办“AI赋能图书馆服务创新”交流研讨会，

邀请相关学科专家学者，推动馆员间跨部门

的交流与研讨
促进跨机构、跨
部门AI交流研讨

“用” 鼓励馆员在数字素养教育、数字资源建设与

服务、学科服务、阅读推广、线上咨询等多

种服务场景中融入AI主题
拓展 AI 服务主

题与场景



三、增强“四力”，整体提升专业馆员队伍业界核心竞争力

馆员基于AI开展研究、创新服务、扩大影响，智慧服务成果
显著

3 AI助力，打造智慧服务能力

馆员围绕AI开展研究，已发表核心论文4篇，
主持相关研究项目9项，涉及数字素养教育、
科技査新、学科服务、融媒体建设等方面

组织开展AI素养教育、数据库AI工具使用、AI馆员研究，举办AI主题读书
节等系列活动，并受邀赴馆外做AI相关报告，服务影响力持续扩大



三、增强“四力”，整体提升专业馆员队伍业界核心竞争力

4 激励担当，增强创新服务能力

创立“馆长特别奖”，利用捐赠基金
每年奖励6-8名馆员，每人奖励3000元

l 读者服务一线岗

l 支撑保障服务岗

l 学术成果突出贡献岗



四、用好“四策”，全力打造专业馆员队伍全面发展新局面

1 用足学校扶持政策，做大队伍规模

政策
实施

用足学校定编定岗政策及图书馆人才队

伍建设专题会议政策，从2022年起，

一改以往七年队伍急剧减员局势

每年常态化招聘事业编1次，非事业编2次

近年来队伍规模基本做到了稳中有升
队伍
发展



四、用好“四策”，全力打造专业馆员队伍全面发展新局面

2 用准绩效激励政策，做强队伍实力

重点提高科研成果奖励绩效与查收查引、科技查新服务绩效奖励

查收查引奖励绩效标准：5%创收比例

科技查新奖励绩效标准：专职人员45个以内按10%创收比

例，45个以上按20%创收比例；兼职人员按20%创收比例

   

2024年与2023年相比较：

• 科研绩效奖励额度增长5倍左右

• 查收查引、科技查新奖励绩效增长近15%

• 未来学习中心示范性建议、信息化建设专项绩效

以总计不超过30万的“小杠杆” 
撬动了队伍实力增强 “大作为”



四、用好“四策”，全力打造专业馆员队伍全面发展新局面

3 用活职称政策，激发队伍潜能
学校职称新政：破除唯论文、唯帽
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
建立更加符合科研规律和人才发展
规律的评价体系

体现岗位差异多元化、分层次的评
价指标；重视成果质量，拓宽成果
认定范围，支持潜心研究

《关于印发武汉大学实验技术等系列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办法的通知》

（武大人字〔2023〕13号）中：图书资料技术系列高级岗位申请条件



四、用好“四策”，全力打造专业馆员队伍全面发展新局面

4 用好荣誉激励政策，焕新队伍面貌

• 武汉大学杰出青年/先进女教职
工/保密/综治先进个人

• 武汉大学学生社团/志愿服务/社
会实践活动等优秀指导教师

•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
• 湖北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先进工作者
• 湖北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光荣在馆30年

荣誉奖”
• “馆员风采”大赛

• “馆长特别奖”奖励基金
• 精神文明建设/作风建设/校庆

工作/本科教学评估等专项奖励
• 荣休仪式

三大荣誉体系

与职称、考核、绩效挂钩



五、实现“四化”，努力实现专业馆员队伍发展机制常态化

期 望 愿 景

人才选拔
科学化

激励机制
多元化

培训体系
系统化

文化建设
和谐化

确保人才质量、提升馆员能力、激发创新潜能、营造良好生态
努力实现专业馆员队伍建设发展机制常态化



百年名校，人文荟萃；珞珈山下，卷帙飘香

武汉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