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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library staff in the newly-built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newly-built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o developing ABC 

management in following four aspect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staff, comple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version of staff grade; realizing the scientific staffing and further optimizing the quality evaluation.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staff in A, B, C grades shall adopt different kinds of managements as authorized 

management, participatory management and instructional management. In addition, it introduces the 

procedures of constructing the ABC management of newly-built undergraduate colleges’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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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职工现状的基础上，从提升职工素质、完善职工等级建设和转换、实现职工配置的科

学化、进一步优化素质评测四方面论述了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开展职工 ABC 管理的必要性，指出对 A、B、C 类职工应分

别采用授权式管理、参与式管理和指示式管理，介绍了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实施职工 ABC 管理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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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ABC分类管理法是意人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于 19世纪创立的一种管理方法，它将存货按重

要程度分为 ABC三类，并根据其重要程度采用对应的管理方式
[1]
。虽然 ABC管理方法创立之初的目的是为

提高存货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率，但实际使用效果表明，它同样适用于人力资源管理，成为激发不同类

型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组织目标的重要方法。 

新建本科院校是在 20世纪 90年代后期以来，主要由原专科院校升格组建而成，经过 20多年的发展，

已成长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作为新建本科高校发展的支柱之一，推行职工 ABC管理，对

于充分发挥职工的主观能动性，推动图书馆建设，服务教学科研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 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职工现状 

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职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 A类职工，他们构成图书馆的核心队伍，决定图书馆

的发展方向；第二类是 B类职工，他们构成图书馆的支撑队伍，对图书馆整体业务的推进和实施具有重要

影响；第三类是 C类职工，他们构成图书馆的基础队伍，承担着库室管理等业务工作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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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 ABC类职工结构分析表 

项目 A类职工 B类职工 C类职工 

在工作中的地位 决定性影响 有一定影响 影响小或无影响 

学历、职称情况
[3]
 

硕士及以上学历或副高及

以上职称 
本科学历或中级职称 

专科及以下学历，初

级职称或无职称 

专业背景
[4]
 

受过图情专业教育，或较为

系统的图情专业在职培训 

受过较为系统的图情专

业在职培训 

基本没有接受过图情

专业教育或培训 

职业性质
[5]
 专业馆员 专业馆员或辅助馆员 辅助馆员 

工作特点 

强大的责任心、事业心、创

新精神和主动工作意识，职

业发展方向明确 

有一定的责任心、事业

心和创新精神，职业发

展不明确 

缺乏责任、事业心、

创新意识和职业发展

方向，工作得过且过 

所从事岗位特点 核心岗位 重点岗位或普通岗位 普通岗位 

工作业务含量 高 中 低 

 

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认为 A、B、C 类职工分别占职工总数的 20%、70%和 10%
[6]
。对于新建本科院

校图书馆，其 A、B、C类职工比例结构与企业相比，A类职工比例低于企业，C类职工比例高于企业，ABC

类职工结构不合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缺乏有效的人才积累。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主

要来源于原专科院校图书馆，基于专科办馆的职工结构不足以满足本科办馆需求，缺乏本科办馆所需的 A

类职工和优秀 B类职工的积累。第二，人才引进困难。在新建本科院校完成从专科教育模式向本科教育模

式的转型过程中，学校重点关注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图书馆难以获得应有的关注；同时由于高水平人才稀

缺，造成图书馆，尤其是非一线城市的图书馆对高水平人才缺乏吸引力。第三，图书馆依然还承担着学校

引进人才家属等人员的安置职能
[7]
。

 

2 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开展职工 ABC 管理的必要性 

2.1 提升职工素质的需求 

引入职工 ABC管理制度，能明确职工等级及其在图书馆工作的作用，充分实现职工的分层管理，全面

调动图书馆职工的工作热情，促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还能准确掌握不同等级

职工的特点和工作需求，制定职工培训工作计划，使得 ABC类职工通过参加针对性的业务培训，切实提升

业务素质和业务技能，确保图书馆业务工作能获得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 

2.2 完善图书馆职工等级建设和转换 

职工 ABC管理的实施，能促使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完成基于职工 ABC管理需要的分类标准体系建设，

为确定职工等级建设提供依据；完成 C类职工向 B类职工和 B类职工向 A类职工晋升的通道，为职工等级

转换指引方向。职工在充分掌握等级划分标准的基础上，明确自己等级，同时也能在了解自己不足的基础

上，制定发展方向，实现由低级别向高级别转换。因此说，职工 ABC管理能有效实现职工的良性循环，为

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后备力量支持。 

2005

Advances in Computer Science Research (ACSR), volume 61



2.3 有助于实现职工配置的科学化 

实现职工-岗位的科学匹配，使每一个职工都能获得与其能力、职业发展等相匹配的岗位是新建本科

院校图书馆实现其发展目标的基础
[8]
。传统的职工-岗位匹配主要依赖管理人员的经验与主观判断，在开展

职工-岗位匹配工作中，更容易用性别、年龄、职称等依附于人身的客观物质差异为标准，忽视了内化在

人身中的素质能力的重要作用，极易出现职工-岗位不匹配的情况。职工 ABC管理是在对职工素质进行准

确评测和岗位要求等进行全面描述的基础上，在充分考虑内化于职工人身中的业务素质的基础上，开展职

工-岗位匹配工作，有力地提升了职工-岗位匹配的公开化与科学化水平，打破传统的论资排辈等对职工-

岗位配置的负面影响，实现职工素质和岗位要求之间的高度一致，有效消除传统的职工-岗位配置中的弊

端，实现职工-岗位配置的最优化的目标。 

2.4 有助于进一步优化素质评测 

素质评测作为职工管理核心环节，切实提升素质评测的科学性、准确性，是提高职工管理水平的关

键因素。职工 ABC管理中所确定的等级指标体系，能根据不同等级的职工，采取不同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价，

实现职工素质的分层素质评价，不但有效提高了职工素质评测的科学性，为职工管理提供有效的素质评测

保障
[9]
。通过素质评测，可以及时掌握职工各方面变化的信息，为调整职工-岗位匹配提供依据，实现职工

管理由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转变，进一步提高职工管理的科学化、合理化水平
[10]

。 

3 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职工 ABC 管理方法 

3.1 A 类职工管理方法：授权式管理 

A 类职工具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及自主创新意识，能主动根据图书馆发展需要

确定工作目标，对他们宜采用授权式管理。在图书馆审核的基础上，为其提供人、财、物保障，赋予其自

主决策、行动的权力，为其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图书馆主要起监督保障的作用。 

A 类职工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较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培训应着眼于创新意识与创新

能力的提升，主要以参加海外或国内举办的、有关图书馆发展前沿动态为主要内容的高水平培训。 

3.2 B 类职工的管理：参与式管理 

B 类职工业务素质或完成工作的主观意愿上存在缺陷，责任心、事业心和创新精神都有待提高，但他

们又是图书馆业务工作最主要的执行者。为了充分调动 B类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对其宜采用参与式管理。

首先图书馆要明确 B类职工的工作内容和要求，使其能准确了解、掌握所承担的工作。其次图书馆应支持

他们按自己的想法开展工作，在其充分履职的基础上，尽量减少对其工作的指示和约束。再次要建立起有

效的沟通机制，主动加强与 B类职工的沟通与交流，让他们参与决策，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最后要协助

他们规划职业生涯，强化他们对自我和图书馆的认知，增强他们在职业生涯规划中的主动性，确保他们的

职业规划与图书馆发展目标保持高度一致，促使他们能尽快成长与成熟。 

B 类职工是图书馆业务工作开展的支撑力量，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因此对他们的培训应

同时兼顾图书馆专业知识和发展前沿动态。通过图书馆专业知识培训，有效弥补其专业知识的不足，为其

业务工作的完成构建良好的专业基础；通过参加图书馆发展前沿发展动态的培训，使其了解图书馆发展趋

势，开阔工作思路，提高创新意识，促使他们向 A类职工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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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C 类职工的管理：指示式管理 

因 C类职工的业务素质存在较大不足，且工作的主动性较为欠缺，因此对他们宜采用指示式管理。图

书馆主要采取单向沟通形式，明示 C类职工做什么、怎么做、如何做、何时做，并通过完善的管理规定或

业务细则等将其工作内容、流程、要求等固化下来，规范其行为，确保其能按要求完成所承担的工作。 

C 类职工业务知识薄弱，难以满足业务工作需要，因此对 C 类职工应以基础业务知识培训为重点，逐

步引入 B类职工培训内容，使其在完成所承担工作的同时向 B类职工晋升。 

4 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职工 ABC 管理实施步骤 

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实施职工 ABC管理，通常可分为前期准备、等级确定和管理实施三个阶段。 

4.1 前期准备阶段 

主要完成制度体系建设和等级标准制定。根据职工 ABC管理的需要，构建包含管理原则、管理方法、

考评制度、奖惩规定、等级调整等内容的职工 ABC管理规章制度体系，为职工 ABC管理的开展提供有效的

制度保障。同时以职工学历、职称、专业背景教育、工作经验、岗位性质等为依据，制定等级分类指标体

系，为科学确定职工等级提供依据。为确保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在构建指标体系时要坚持唯一性原则和完

备性原则。唯一性原则是指每一个指标所反应的内容必须是唯一的，不同指标的内涵不能有交叉融合的现

象。完备性原则是指标体系应覆盖确定职工等级的全部参数，不能有所遗漏。 

4.2  等级确定阶段 

主要完成职工信息搜集评价和职工等级确定工作。根据等级分类指标体系，完成与等级确定有关的职

工信息搜集、整理等工作，并通过选拔性评测、配置性评测、开发性评测、和诊断性评测等方法确定职工

的等级。其中选拔性评测重点是要遴选出优秀职工并给予对应的等级，配置性评测主要是通过评测结果确

定等级，开发性评测是选拔具有培养价值并能在较短时间内从现有等级晋升到上一等级的职工，诊断性评

测则是指找出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职工，确定其等级和管理方法，避免负面效应的出现。 

4.3 管理实施阶段 

主要完成职工 ABC管理实施和等级调整工作。根据职工 ABC管理需要，全面推行职工 ABC管理，确保

职工 ABC管理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通过考评工作的开展，对职工履行 ABC管理的情况进行评判，落实奖

惩规定，对于满足晋升上一级等级的职工应及时晋升，对于未能完成要求的职工则应及时将其调整到下一

等级。 

5 结语 

本文在对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职工现状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实施职工

ABC 管理，对于提高其职工整体素质，解决其建设与发展中人力资源不足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指出新

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结合自身条件，推行职工 ABC管理已成为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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