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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笔试图书专业科目考试大纲

图书专业科目测查对象主要是报考军队院校、训练机构教员和图书馆文职人员岗

位，从事教学、教学辅助等专业技术工作的考生。为了便于考生了解掌握测查目的、

测查内容和相关要求，制定本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

主要测查考生对图书馆文职人员岗位要求密切相关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相关

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灵活运用能力，以及应当具备的自主学习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创

新实践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应变适应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等能力要素。

二、考试方式和时限

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限为 120分钟。

三、试卷分值和试题类型

试卷满分为 100分。试题类型为客观性试题。

四、测查内容

图书专业科目测查内容包括图书档案基础综合和图书专业知识两部分。图书档案

基础综合部分包括管理学概论、信息管理学概论等内容，图书专业知识部分包括图书

馆学概论、图书情报管理实务等内容。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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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图书档案基础综合

第一篇 管理学概论

主要测查考生对管理和管理学等基础知识、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运用所学的管

理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观察分析应对突发性、风险性情况，适应新环境

变化，从多角度、多层次分析问题，运用多种方案、多种途径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问

题的能力。

第一章 管理与管理学的基本概念

一、管理的概念与必要性

管理的概念；管理的构成要素；管理的必要性。

二、管理的职能与性质

管理的职能；管理的性质；管理的自然属性；管理的社会属性。

三、管理者的角色与技能

管理者的角色；管理者的技能。

四、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 管理的基本原理

一、管理原理概述

管理原理的特征；管理原理的意义。

二、管理原理的概念、特征与要点

系统原理；人本原理；责任原理；效益原理。

第三章 管理的基本方法

一、管理方法概述

管理方法的重要性；管理哲学；管理方法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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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的主要方法与运用

法律方法；行政方法；经济方法；教育方法；技术方法。

第二篇 信息管理学概论

主要测查考生对信息管理、交流、政策法规等知识的掌握程度，运用所学的信息

管理学基本原理主动判断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需求、形成学习目标，选择并执行合

适的学习方法，并评价学习效果的能力；以及把握工作实践中遇到有关问题的本质、

事物的内在联系，并进行全面剖析的能力。

第一章 信息管理

一、信息管理概述

信息管理的概念；信息管理的对象；信息管理的总目标和分目标；信息管理宏观

层次的任务和微观层次的任务；信息管理的视角；信息生命周期管理。

二、信息管理沿革

传统管理阶段；技术管理阶段；资源管理阶段；知识管理阶段。

第二章 信息交流

一、信息交流概述

信息交流的概念；信息交流的特征；信息交流的类型；信息交流行为；信息交流

的条件和要素。

二、信息交流模式

香农—维弗的通信模型；拉斯韦尔的 5W 模式；施拉姆模型；维克利的 S-C-R 模

式；米哈伊洛夫广义的科学交流系统模式。

三、信息交流机制

社会信息流的形成；直接交流与社会代理交流；信息传递模式。

四、网络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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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交流的模式；网络信息交流的特点；移动信息交流；网络环境下科学信

息交流的工具。

第三章 信息分布

一、信息产生与分布中的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的表现与作用形式；马太效应的负面影响。

二、信息内容的离散分布规律

布拉德福定律；齐夫定律；网络信息的内容分布。

三、信息生产者的分布规律

洛特卡定律；普赖斯定律；网络信息的生产者分布。

四、信息对时间的分布规律

指数增长律；逐渐过时律；网络信息的时间分布。

第四章 信息系统

一、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

信息系统的概念；信息系统的功能；信息系统的类型；信息系统的架构模式。

二、信息系统的开发

信息系统开发的技术基础与运行环境；信息系统开发的阶段；信息系统开发方法。

三、信息系统的管理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质量管理；信息系统运行与维护管理；信息系统评

价。

四、信息系统的安全

信息系统安全体系结构；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策略；信息系统安全技术。

第五章 信息机构及其管理

一、信息机构的类型与职能

信息机构的概念；信息机构的类型；信息机构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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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机构的运行与管理

信息机构的运行机制与运行效率；信息机构的管理策略；信息机构核心竞争力的

识别与发展。

三、公益性信息机构及其管理

公益性信息机构的性质；公益性信息机构的定位；公益性信息机构的经营思想；

公益性信息机构的协作管理。

第六章 信息政策与信息法律

一、信息政策

信息政策的概念、内容、类型和作用；国家信息政策体系的构建；网络信息政策。

二、信息法律

信息法律概念、作用、调整对象；信息法律与信息政策的关系；信息法律体系的

基本框架、主要内容和立法模式；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法律（知识产权、信息隐私、信

息安全、人工智能）。

第二部分 图书专业知识

第一篇 图书馆学概论

主要测查考生对图书馆学有关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用合适的方法准确对图书馆

专业信息资料进行整合、提取；检验考生运用图书馆学理论知识，对实践中遇到问题

进行推断判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一章 图书馆学基本概念

一、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与定义

图书馆学研究的微观对象和宏观对象；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代表性观点。

二、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图书馆应用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图书馆现代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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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的研究；图书馆学教育的研究；图书馆事业史和图书馆学

发展史的研究。

三、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

四、图书馆学的相关学科

与图书馆学有直接关联的学科；与图书馆学有间接关联的学科。

五、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

第二章 图书馆及其社会职能

一、图书馆的概念与构成要素

图书馆的概念；图书馆的构成要素。

二、图书馆的起源与发展

图书馆的产生及意义；影响图书馆发展的因素；图书馆发展的特点。

三、图书馆的属性

图书馆的一般属性；图书馆的本质属性。

四、图书馆的社会职能

社会文献信息流的整序职能；文献信息的传递职能；开发智力资源与进行社会教

育职能；搜集和保存人类文化遗产职能；满足社会成员文化欣赏与娱乐需要的职能。

五、图书馆的类型

图书馆类型的划分；各种类型图书馆的概念、职能定位、特点和任务

六、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社会角色定位与发展方向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社会角色定位；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发展方向。

第三章 图书馆事业

一、图书馆事业建设原则

图书馆事业的概念；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原则；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成就。

二、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结构

我国图书馆事业结构的构成；我国图书馆事业结构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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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馆际合作与资源共享

馆际合作与资源共享的必要性；馆际合作与资源共享的内容；我国图书馆馆际合

作与资源共享的障碍。

四、图书馆联盟

图书馆联盟的概念；图书馆联盟的任务；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中国国家

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中国教育科技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协

同创新联盟等。

五、图书馆法

图书馆法的概念；图书馆法的作用；图书馆法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

书馆法》。

第四章 图书馆管理

一、图书馆管理概述

图书馆管理的概念；图书馆管理的意义；图书馆管理的基本要求；图书馆管理的

对象。

二、图书馆管理原则

集中管理；民主管理；计划管理；经济管理。

三、图书馆业务工作

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基本流程；图书馆业务机构的设置；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的内

容及关系。

四、图书馆规章制度

图书馆规章制度的概念；图书馆规章制度的基本类型及主要内容。

五、图书馆统计

图书馆统计的概念；图书馆统计的作用；图书馆统计的基本指标；图书馆统计分

析的内容；图书馆统计分析的计算方法。

六、图书馆工作标准化

图书馆工作标准化的概念；图书馆工作标准化的内容。



本大纲内容版权归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所有

未经书面协议授权不得违法转载或使用

— 8 —

本大纲内容版权归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所有

未经书面协议授权不得违法转载或使用

七、图书馆工作评价与图书馆评估

图书馆工作评价的标准；图书馆评估的标准。

第二篇 图书情报管理实务

主要测查考生对信息资源建设、组织检索、信息服务与用户的基本程序等专业知

识的掌握程度，检验考查考生全面剖析问题、贯彻有关政策规定，从多角度、多层次

分析问题的能力。

第一章 信息资源建设

一、信息资源建设基本理论

（一）信息资源的概念与类型

信息资源的概念；信息资源的类型；实体信息资源；数字信息资源；馆藏信息资

源。

（二）信息资源建设的概念与内容

信息资源建设的概念；信息资源建设的内容；信息资源建设的新领域。

（三）信息资源建设的原则与政策

信息资源建设的原则；信息资源建设的政策。

（四）信息资源建设的影响因素

与信息资源建设相关的新技术、政策、法律、知识产权制度，信息资源供给侧。

二、信息资源的选择与采集

（一）信息资源的选择

信息资源选择理论；馆藏结构的概念；馆藏结构的内容；实体信息资源选择；数

字信息资源选择。

（二）信息资源的采集

实体信息资源的采集；数字信息资源的采集；虚实结合的信息资源采集新模式；

数字信息资源采集的新技术。

三、数字信息资源建设

（一）特色数据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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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数据库的类型；特色数据库建设流程。

（二）网络信息资源建设

网络信息资源建设的内容；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方式。

（三）开放存取信息资源建设

开放存取信息资源的类型；图书馆对于开放存取信息资源的利用。

（四）数字信息资源的整合

数字信息资源整合的概念；数字信息资源整合的方式。

四、馆藏信息资源的管理

（一）馆藏文献的布局与排列

馆藏文献布局的依据；馆藏文献布局的方式；馆藏文献排列的方法。

（二）馆藏文献的复选与剔除

馆藏文献复选与剔除的原因；馆藏文献复选与剔除的标准；贮存图书馆的作用。

（三）数字馆藏的管理

数字馆藏的特点；数字馆藏的安全管理；数字馆藏的长期保存。

（四）馆藏信息资源的评价

馆藏信息资源的评价标准；馆藏信息资源的评价方法；网络环境下馆藏信息资源

的评价标准。

五、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一）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目标与内容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目标；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内容。

（二）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建设

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建设目标；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构建原则；信息资源保障体

系的建设模式。

第二章 信息组织

一、信息组织概述

（一）信息组织的概念与目的

信息组织的概念；信息组织的目的；信息组织与信息检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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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组织的层面

基于外部属性特征的信息描述；基于内容属性特征的信息标引。

（三）信息组织的处理方式与研究内容

信息组织处理的目标；信息组织处理的基本方法；信息组织的研究内容。

二、信息组织原理

（一）信息组织的控制机制

描述控制；词汇控制；句法控制；相关因素控制。

（二）信息组织规范控制的依据

概念逻辑原理；知识分类原理。

三、信息描述

（一）信息描述概述

信息描述的概念；信息描述的作用；信息描述的常用规范。

（二）信息描述项目（著录项目）、描述信息源

信息描述项目的概念；描述性元数据标准；《都柏林核心集》1.1版的 15个基本

元素；信息描述的不同详略级次；描述信息源（著录信息源、著录根据）的概念。

（三）检索点与规范文档

检索点的概念；标目的作用；辅助著录包含的内容；参照法的作用；参照法的类

型；规范控制的作用；名称规范档的组成。

（四）信息描述的计算机编码

MARC格式；机读目录格式中书目记录的组成；信息描述置标语言（SGML，

HTML，XML）。

（五）信息描述工作（信息编目）的程序与方法

信息描述工作的程序；信息描述工作的方法。

四、分类法

（一）分类法的概念与类型

信息分类的作用；分类法的概念；分类法的类型。

（二）分类法的结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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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法的结构；复分表的作用；使用复分表需要注意的问题；分类标记符号及其

作用。

（三）分类法类目体系的建立

类目的划分；分类法类目之间的关系。

（四）网络分类法

网络分类法与传统分类法的区别；大众分类法。

（五）国内外主要分类法

《杜威十进分类法》；《国际十进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中

国图书馆分类法》。

五、主题法

（一）主题法的概念与类型

主题法的概念；主题法的类型。

（二）叙词表的结构组成

叙词表的结构；分类主题一体化词表。

（三）主题法词汇控制

词汇的选择；词形控制与词义控制；词间关系控制；叙词表的编制与维护；叙词

表编制和管理中的计算机使用。

（四）国内外主要主题词表

《美国国会标题表》；《医学标题表》；《汉语主题词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六、分类标引与主题标引

（一）信息主题与主题分析

信息主题的结构；信息主题的类型；主题分析的水平和要求。

（二）分类标引工作

分类标引的要求；类目辨析；号码配置方法；标引工作程序；分类标引规则；同

类书区分与索书号。

（三）主题标引工作

分析主题类型与结构；主题概念的转换方法；标识的确定；主题标引的查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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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配规则；各种主题、信息资源类型的标引规则。

（四）分类主题一体化标引

一体化标引的基础；一体化标引工具；一体化标引方法。

七、信息组织智能化技术

（一）信息组织中的自然语言处理

自然语言与受控语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信息组织中的应用。

（二）自动分词与实体抽取

自动分词；词性标注；实体抽取。

（三）自动分类与聚类

自动分类；自动聚类。

（四）自动标引

自动标引的种类；自动标引的方法；关键词抽取；赋词标引。

八、语义网环境下的信息组织及发展趋势

（一）语义网信息组织

语义网概述；RDF；本体与本体构建；知识图谱；关联数据。

（二）信息组织的发展趋势

文献细粒度数据化；数据语义关联化；传统分类法、主题词表的形式化、本体化

改造；知识组织系统丰富化、集成化；信息描述相关标准和书目数据开放关联化。

第三章 信息检索

一、信息检索概述

信息检索的广义与狭义理解；信息检索的本质；信息检索的类型；信息检索的特

性；信息检索的发展阶段。

二、信息检索系统

（一）信息检索系统及其构成

信息检索系统的概念；信息检索系统的物理构成和逻辑构成；文献信息检索系统

的特点及其基本结构；全文信息检索系统的特点与实现技术；网络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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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检索模型

布尔模型；向量模型；概率模型等。

三、信息检索技术与方法

（一）信息检索策略与调节方法

构造信息检索策略的步骤；信息检索策略的调节方法。

（二）常用信息检索方法

布尔逻辑检索；位置限定检索；短语检索（精确检索）；截词检索；字段限定检

索；引文检索。

四、信息检索评价

（一）信息检索评价概述

信息检索评价的价值；信息检索评价的类型。

（二）信息检索评价指标体系

检索效率评价指标；检索效果评价指标；网络检索评价。

五、信息检索实务

（一）文献数据库的功能、检索与利用

文献数据库的功能；文献数据库的检索；文献数据库的利用。

（二）网络搜索工具的功能、检索与利用

网络搜索工具的功能；网络搜索工具的检索；网络搜索工具的利用。

第四章 信息服务与用户

一、信息服务与用户概述

（一）信息服务与用户的概念

信息服务的概念；用户的概念。

（二）信息服务的原则

公平服务原则；充分服务原则；科学服务原则；区分服务原则；文明服务原则；

资源共享原则；特色服务原则。

二、用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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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户信息需求分析

用户信息需求的类型；用户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网络用户信息需求的新特点。

（二）用户信息行为分析

用户信息行为的特征；用户信息行为的控制机制；网络用户信息行为的类型。

三、信息服务方式

（一）信息提供服务

文献外借服务；文献阅览服务；文献传递服务。

（二）信息检索与咨询服务

信息检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三）学科与知识服务

学科服务；知识服务。

（四）信息素养教育服务

信息意识与信息道德教育；图书馆利用教育；信息检索知识和技能教育。

（五）信息服务的新发展

阅读推广服务；移动阅读服务；个性化信息服务。

第五章 图书馆信息化建设

一、图书馆信息化概述

图书馆信息化的概念和特征；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原则；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发

展阶段；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二、图书馆自动化

图书馆自动化的概念；图书馆自动化研究的内容；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特点、图

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功能结构；图书馆自动化各子系统功能及主要流程。

三、数字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及其相关概念；数字图书馆体系结构功能；数字图书馆技术方法；数

字图书馆的建设发展。

四、智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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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图书馆及其相关概念；智慧图书馆的构成与体系功能框架；智慧图书馆的建

设发展；智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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