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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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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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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教育背景（education background） 职称(and academic title)

硕士

master
本科

graduate
专科

Training school
其它

others
正高级

Senior-title
副高级

Vice-senior title
中级

Middle title
初级

Primary title
其它

others
三级医院

Level 3 Hospitals 100 10 41 26 23 1 14 43 33 9

二级医院

Level 2 Hospitals
37 1 8 13 15 0 4 16 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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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了解上海医院图书馆的现状，为医院图书馆的标准化，规范花建设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中国图书馆学会医院图书馆

委员会统一编制的“中国图书馆情况调查表”，对上海医院图书馆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对医院图书馆人员的学历职称构成，年度

经费、设备、馆舍面积、学科馆员设置、馆藏、数字资源的建设等方面的数据，按三级、二级医院分别进行统计分析，归纳总结。结

论：通过本次调查，了解到上海地区 45 家三、二级医院在人员结构、经费、设备、数字资源的利用等方面差距较大，有待与各方面

共同探索，改进工作，缩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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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上海地区三、二级医院图书馆的现状，分析医院图

书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课题组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

上海地区三、二级医院图书馆进行了调研。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内容

本次调研从 2008 年 5 月至 10 月针对上海地区床位数在

500 张以上的三级及二级医院图书馆。调研的内容包括图书馆

的人员结构、职称、设备、经费、数字图书馆建设、读者服务、资
源共建共享等 137 个问题，222 个项目，采用单选题、多选题和

填充等问卷调查方式，调研表收回后按三级、二级医院分别进

行统计分析。
1.2 调查方法

根据以上的标准与方案，本次调查由复旦大学华山医院、
交通大学瑞金医院、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上海市医学会、徐
汇区中心医院、第八人民医院和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员

组成课题组，向上海市 63 家医院发放调查表，并电话跟踪回

收，实际回收 45 份，回收率为 71.4 %，收回调查表涉及的三级

医院 25 家，二级医院 19 家，医学研究所 1 家。

2 结果

2.1 图书馆工作人员人数与职称构成

表 1 图书馆人员学历、职称构成

Table 1 The staff numbers, education backgrounds and academic ti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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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格显示医院图书馆有限的硕士研究生都在三级医

院，副高以上职称的人员也基本在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在这方

面存在较大的差距。
2.2 年度经费与设备

表 2 年度经费与设备

Table 2 Budget and hardwares in libraties

医院等级

Hospital Level
年度经费（2007）

Budget
电脑（台）

Computer
服务器 (台)

Server

三级医院

Level 3 Hospitals
952.15-992.15（万元） 336 21

二级医院

Level 2 Hospitals
170.54 （万元） 89 9

三级医院年平均经费为 41.15 万元，经费最多为 104 万

元，最少的 5 万元。二级医院平均经费为 10.28 万元，经费最多

为 50 万元，最少的是 1.5 万元。45 家图书馆供读者使用的电脑

有 425 台，三级医院平均每馆 12.92 台，二级医院平均每馆

4.68 台。45 家图书馆拥有服务器 30 台，三级医院平均每馆

0.88 台，二级医院平均每馆 0.42 台。三级医院有 10 家图书馆

已使用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二级医院却只有一家医院使用

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与三级医院相比自动化程度较差。
2.3 馆舍面积、学科馆员设置、馆藏

表 3 馆舍面积、学科馆员设置、馆藏

Table 3 Library areas, subjective librarian establishment, library resources

医院等级

Hospital Level
面积（M2）

Areas
学科馆员设置

Subjective librarian establishment
馆藏 (册)

Library resources

三级医院

Level 3 Hospitals
10918 是 yes 23% (6/26) 781311

二级医院

Level 2 Hospitals
2826 否 no 100% (19/19) 221671

在馆舍方面，三级医院平均馆舍为 439.15 平方米，面积最

大为 1500 平方米，最小的为 80 平方米，二级医院平均馆舍为

156.11 平方米。面积最大为 400 平方米，最小仅为 30 平方米。
45 家图书馆馆藏文献总量为 100.2982 万册，三级医院平均每

馆 3.005 万册，二级医院平均每馆 1.167 万册，收藏文献总量多

的馆有 10 万余册，最少的为 100 册。
2.4 数字资源建设

13 家二级医院图书馆购置了中文数据库，其中清华同方

《中国医院知识仓库》9 家，重庆唯普中文科技期刊库 3 家，万

方数据 1 家。附属于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的 18 家三级医

院图书馆可以利用所属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而二级医院信

息资源相对比较贫乏，有 6 家二级医院没有中文数据库。

3 结果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经过多年的建设，上海地区医院图书馆已

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在人员配备、经费保障、共享平台建设及情

报分析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发展。
3.1 图书情报人员的配备与图书馆功能不相适应

目前关于医院图书情报人员编制国家无统一的编制条

例，参照 1981 年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条例》
规定：学生 1000 名，配备 15 名图书专业人员，在此基础上每增

加 100 名学生，50 名研究员，各增加 1 名图书专业人员。相对高

校而言，医院同为知识密集性机构，若按上述编制要求，被调查

的 19 家二级医院图书馆中有 90 %以上的图书馆是缺编的。与

三级医院相比，二级医院图书馆缺编的情况尤为严重[1]。笔者以

为图书馆人员的编制可参考图书馆现有的藏书量和每年完成

课题的数量，以及为临床医生检索服务的量综合考虑而定。
3.2 经费不足制约图书馆的发展

在 19 家二级医院图书馆中，年经费 5 万以下的 5 家，5~10
万的 5 家，11~50 万的有 6 家 （有 3 家医院没有说明经费数

量），年经费最多的有 50 万，最少的仅为 1.5 万元。而交通大

学、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图书馆年经费都在 100 万以上。二、三级

医院图书馆馆藏图书的总量参差不齐的，二级医院图书馆经费

的不足，使二级医院图书馆不能及时添置设备与书刊或购置自

动化管理系统, 严重制约医院图书馆发展，也影响临床医务人员

掌握相关新理论新技术的信息，影响医院整体竞争力的提高。
3.3 区域内资源共享平台尚未建立

由于各级医院图书馆又隶属不同的主管单位，导致上海地

区至今未建立一个统一的生物医学文献资源共享平台。在被调

查的 26 家三级医院图书馆中，有 3 家图书馆建立了图书馆的门户

网站。被调查的 19 家二级医院图书馆中，仅有 1 家图书馆建立了

图书馆的门户网站，实现馆间的资源共享的基础还较为薄弱[2]。
3.4 专业信息服务层次较低

专业的信息服务的层次是医院图书馆工作的核心所在，图

书馆应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拓宽服务领域，为医院领导决策层

做好参考咨询，为医务人员教育科研做好参谋工作。被调研的

26 家三级医院中有 23 % 的图书馆实行了学科馆员制度。2007
年全年完成课题 366 项，平均每个图书馆完成课题 14 项。被调

研的 19 家二级医院的图书馆基本未设立学科馆员，也没有参

考咨询服务的专职人员。

4 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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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是知识传播的集散地，医疗服务业是知识密集型

的行业，医院图书馆肩负着为医务人员及时、准确地提供专业

医疗信息的任务，应充分发挥医院图书馆作用。笔者认为医院

图书馆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4.1 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医院图书馆发展纲要

尽快制定全国性的医院图书馆条例，为医院图书馆立法。
只有在法律上确立医院图书馆的地位, 才能从根本解决医院图

书馆的生存权、人员保障、经费、设备以及资源分布等一系列问

题。如 1994 年由广东省卫生厅颁布的《广东省医院图书馆规范

化管理》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笔者呼吁由中国图书馆协会医

院图书馆委员会牵头制定全国性的医院图书馆条例，医院图书

馆条例将为医院图书馆良性、持续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3]。
4.2 建立区域内医院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平台

医院图书馆是专业图书馆，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医院图

书馆依靠自身的财力、人力，无法较完整收集所需的文献资源

以满足广大医务人员的需求。为此应由权威部门协调组建医院

信息资源共享共建机构，统筹规划。打破医院图书馆各自为政

的局面，统一标准和规范，发挥资源丰富的优势，在尊重知识产

权的前提下，建立信息资源的共享平台，为本地区医学文献资

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更多的资源保障。
4.3 提高医院图书馆人员专业水平

本次调研显示本市医院图书馆普遍存在人员结构老化，

专业水平较低的情况，有的馆员虽已达大专学历或中级职称，

但其业务能力与实际工作岗位要求有一定差距，尤其是外文文

献服务水平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这将严重影响图书馆服务质

量的提高，如何提高馆员素质也是医院图书馆亟待解决课题。
可依托中国图书馆学会医院图书馆分会的各项活动，并根据图

书馆人员的实际情况，依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进行培训，在

地区内建立图书情报工作培训基地。如此能逐步形成学习与工

作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可以不定期聘请高校、公共图书馆的专

家授课，或是医院图书馆资深的馆员做专题讲座，使图书馆馆

员的学习培训成为长效机制。此外，设立学科馆员是提高图书馆

工作人员服务技能的重要途径，多数医院图书馆缺少具备专业

知识又有丰富检索经验的馆员。如何找准切入点，分层次地提供

各种信息服务，是值得探讨的课题，也是医院图书馆努力的方向，

要了解读者对医学文献的需求,根据读者需求设立服务项目[4]。
4.4 拓展科技信息服务新领域

互联网和医学文献数据库的发展确实是挤压了一部分传

统图书馆的服务空间。所以医学图书馆的服务必须有创新，在

创新中求生存。医学图书馆应拓展的服务领域：（1）利用网络延

伸服务的功能，建立图书馆网站，或者在医院网站上建立图书

馆主页，这样既可以展示图书馆的工作流程，又能及时与医护

人员在网上沟通，了解用户的需求。并及时补救服务过程中的

差错。推出方便快捷的网上服务, 读者可以在网上查看借阅记

录, 网上续借, 网上预约借书等。(2) 图书馆员应深入到科研活

动中去, 医务人员既要从事繁忙的临床工作又要完成科研课

题, 其工作量是相当繁重的。纵观课题立项的全过程: 选题—预

查—筛选—定题—回溯检索—实验—更新检索—立项完成。每

一步骤都与检索息息相关，鉴于图书馆馆员的专长和所具备信

息素养，完全可能参与到临床科研中去，为医务人员提供高质

量的信息服务。（3）开展专题服务, 网上参考咨询，推荐重点医

学网站，建立网上医学资源的导航，重点学科医学资源导航工

作等[5]。
医院图书馆正面临深化改革的大环境，会遇到不同的困难

和挑战。医院图书馆应以促进医院发展为目的，确立自身的发

展方向，使其既有的优势及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医院图

书馆工作人员亦应解放思想，拓展服务领域，全心全意地为医

务人员服务，医院图书馆的事业一定会持续地得到发展。
致谢:感谢所有参加调研工作的图书馆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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