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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习近平主席在 2019 年新年贺词中勉励大家“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一年的努力和奋斗，让川大人在不断前行中增添了奔跑和追梦的豪情。时值冬日岁尾，四

川大学图书馆制作完成了“2019 年第 2 期明远学习榜”，和大家一起总结学习中的点点滴

滴。在新的起点上展望未来，我们将携手奔跑，继续追梦。 

在本期明远学习榜中，年度榜、新生榜、热书榜交相辉映，一个个新时代的追梦人，

一个个昂扬向上的学习集体形象跃然纸上。勤读、乐读的文新人将本科生外借学院机构排

行榜、本科生人均外借学院机构排行榜、研究生外借学院机构排行榜和本科生人均外借学

科专业排行榜等众多榜单的第一都收入囊中。文新教师在教职工外借学院机构排行榜夺魁

更让我们明白“师者，人之模范”的真谛。面对如此强势的文新学习群体，道教与宗教文

化研究所毫不退缩，勇夺研究生人均外借学院机构排行榜的冠军，不愧是执国家重大文化

工程《中华续道藏》编纂之牛耳的学术团体。外借学科专业排行榜异彩纷呈，本科生学科

专业排行榜公共管理学院的哲学专业荣登榜首，而研究生学科专业排行榜的第一则由历史

文化学院的中国史专业获得。同时，华西医学专业未来的“急诊医生”“屠呦呦”们，努

力践行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崇高信念，续写着多个入馆排行榜的不败传奇。而在文新、

华西临床双雄的包围下，法律人以其特有的敏锐与智慧突出重围，屡次夺得综合利用排行

榜的前三名。2019 年年度榜中不仅有众望所归的期许，也有更多意料之外的惊喜。 

除了备受关注的年度榜外，最令人欣喜的则是新生榜。刚入校的新同学们，怀揣着梦

想，充满了好奇，榜单中闪耀着他们的身影。在外借榜系列中，文新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水利水电学院水利类专业、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纷纷登顶，透过火热的数字就能看见他们

对知识的热切渴求。其中，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中国画专业班级首次名列多个榜首。越

来越多的新同学、新集体加入到热爱阅读群体中来。而入馆榜和综合利用榜，也再非一家

独大。数学学院的数学类专业、机械工程学院的机械类专业及化学工程学院的工科试验班

等更多的学科、专业上榜，甚至独占鳌头。新同学们饱含着热情、锐气，他们会不断成长，

也许未来的榜单中还会写下他们更多的名字。 

刹那风华容易被遗忘，但时光会镌刻下所有美丽，本期还推出了热书榜，我们将各学

科中借阅次数最多和借阅时间最长的图书呈现给大家，希望让书籍以“朋友圈”的方式与

大家见面。也许上榜图书也曾与你相遇，也曾在你书桌上“相见恨晚”。透过图书的借阅，

可以看见川大学子对知识的渴望，对学习的热情。他们充满对人生的好奇和对生命的体悟，

《梦的解析》《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等著作名列前茅；他们以更开阔的国际视野，

探索世界，展望未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成为了政治、法律类科学的榜首，

《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则在哲学类图书榜

中居前三；他们关注中国社会和现实，《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代表作高居社会类图

书前列；在这一个传统媒体、新媒体等融合时代，他们试图从理论上探究传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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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关于电视》等一部部经典传媒

著作，进入榜单。而理工医农学科榜中，《微积分 (第三版) 同步辅导及习题全解》《Fluent

高级应用与实例分析》《中国药膳辩证治疗学》《土壤微生物研究原理与方法》等图书伴

成为他们最长情的陪伴。“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十年光阴，同学们眼望远方、脚

踏实地。他们将眼前的田野与远方、诗同中国梦宏大愿景交织在一起，树立了新的人生理

想、信念，为建设祖国而努力学习和工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新年贺词中指出的那样“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

行”，2019 年是一个勤学、奋进的年份，明远学习榜用热情的话语，将无数个追求梦想的

影像永远记录在 2019 年画卷里。 

本期“明远学习榜（http://libweixin.scu.edu.cn/phb/201902phb/login.php）”，每个学院、

每个班级、每个专业的同学，都可以了解利用图书馆开展学习的情况。各位同学，请扫描

二维码查询排行榜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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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明远学习榜 2019 年第 2 期内容介绍 

一、基本目标  
本期明远学习榜深化服务方式，创新服务理念，转换服务思路，通过挖掘校内师生对

文献资源的多维度需求，进一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服务创新，实现对人才培养尤其是本

科教育更深层次的支撑功能。 

二、榜单设置 

2019年第 2 期明远学习榜是总第三期榜单，包含年度总结榜、新生榜和近十年外借图

书排行榜。前两类榜单又分别从“学院机构”“学科专业”“学习班级”“学生个人”四

个维度进行描述，共计 79个榜单。 

第一类外借排行榜。主要展示学院机构、学科专业、学生班级所有学生或新生在校期

间图书借阅册次排名。 

第二类是入馆排行榜。主要展示学院机构、学科专业、学生班级所有学生或新生在校

期间入馆总次数排名。 

第三类是综合利用排行榜。主要展示学院机构、学科专业、学生班级所有学生及新生

个人的“图书馆资源综合利用指数”排名。“图书馆资源综合利用指数”是指对图书馆资

源和服务的综合利用情况，由图书外借量、图书预约量、入馆次数和校外访问量四个方面

数据构成。以年度榜学院机构排行为例，说明其构成算法：    

学院机构综合利用指数 = (WJ2 + RG2 + YY2 + XW2) × 0.25 × 1000  

其中 WJ2、RG2、YY2、XY2 分别代表学院机构本年度外借量、入馆数、预约量和校

外访问量的相对值，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WJ2 =
学院机构所有在校生外借量

学院机构所有在校生外借总量
           RG2 =

学院机构所有在校生入馆数

学院机构所有在校生入馆总数
 

YY2 =
学院机构所有在校生预约量

学院机构所有在校生预约总量
           XW2 =

学院机构所有在校生校外访问量

学院机构所有在校生校外访问总量
 

近十年外借图书馆排行榜，参考中图分类法(其中 I 类和 T 类按中图法前两位进一步分

类)。按学科分类提取外借册次和外借时长两个参数来对外借图书的使用情况进行描述，从

而通过这两个维度展示十年来图书文献受欢迎的程度。 

1.外借次数榜算法： 

外借次数排名：按外借总次数排序得到的排名 

每副本平均外借次数：外借总次数除以复本数 

平均外借次数排名：按每副本平均外借次数排序得到的排名 

2.外借时长（小时数）榜： 

外借时长排名：按外借总时长排序得到的排名 

每副本平均外借时长：外借总时长除以复本数 

平均外借时长排名：按每副本平均外借时长排序得到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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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明远学习榜之年度榜 

一、年度冠军榜  

2020 年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回顾过去一年师生对图书馆的利用情况，我们选择了外借、

入馆、综合利用资源等相关 48 个榜单第一名，组成了 2019 年度榜之冠军榜，向本学年在

图书馆资源利用上表现突出的师生表达敬意。 

冠军类别 获得者/获得单位 

本科生外借总册次第一的学院机构 文学与新闻学院 

本科生人均外借册次第一的学院机构 文学与新闻学院 

本科生外借册次第一的学科专业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本科生人均外借册次第一的学科专业 哲学/公共管理学院 

本科生外借册次第一的学习班级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181040101 班 

本科生人均外借册次第一的学习班级 哲学/公共管理学院 174010102 班 

本科生外借册次第一的学生个人 哲学/公共管理学院 范同学 

本科外借册次第一的年级 2018 级 

研究生外借总册次第一的学院机构 文学与新闻学院 

研究生人均外借册次第一的学院机构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研究生外借册次第一的学科专业 中国史/历史文化学院 

研究生人均外借册次第一的学科专业 宗教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研究生外借册次第一的学生个人 工商管理/商学院 吴同学 

 研究生外借册次第一的年级 2018 级 

研究生人均外借册次第一的年纪 2018 级 

教职工外借总册次第一的学院机构 文学与新闻学院 

教职工人均外借册次第一的学院机构 社区建设办公室 

教职工外借册次第一的教师个人 古籍整理研究所 彭老师 

冠军类别 获得者/获得单位 

本科生入馆次数第一的学院机构 华西临床医学院 

本科人均入馆次数第一的学院机构 华西口腔医学院 

本科入馆次数第一的学科专业 临床医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本科人均入馆次数第一的学科专业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 

本科入馆次数第一的学习班级 药学/华西药学院 165050107 班 

本科人均入馆次数第一的学习班级 药学/华西药学院 165050107 班 

本科入馆次数第一的学生个人 临床医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涂同学 

本科入馆次第一的年级 2016 级 

本科人均入馆次第一的年级 2016 级 

研究生入馆次数第一的学院机构 华西临床医学院 

研究生人均入馆次数第一的学院机构 法学院 

研究生入馆次数第一的学科专业 法律/法学院 

研究生人均入馆次数第一的学科专业 法律史/法学院 

研究生入馆次数第一的学生个人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法学院 李同学 

研究生入馆次数第一的年级 2018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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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人均入馆次数第一的年级 2017 级 

教职工入馆次数第一的学院机构 华西临床医学院 

教职工人均入馆次数第一的学院机构 社区建设办公室 

教职工入馆次数第一的教师个人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冯老师 

冠军类别 获得者/获得单位 

本科综合利用图书馆第一的学院机构 文学与新闻学院 

本科综合利用图书馆第一的学科专业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本科综合利用图书馆第一的学习班级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181040102 班 

本科综合利用图书馆第一的学生个人 历史学/历史文化学院 李同学 

本科综合利用第一的年级 2016 级 

研究生综合利用图书馆第一的学院机构 文学与新闻学院 

研究生综合利用图书馆第一的学科专业 法律/法学院 

研究生综合利用图书馆第一的学生个人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马同学  

研究生综合利用第一的年级 2018 级 

教职工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第一的学院机构 文学与新闻学院 

教职工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第一的教师个人 社区建设办公室  高老师 

二、外借排行榜 

（一） 学院机构外借排行 

    2019年度，全校 32个本科学院外借图书共计 218332册，平均每个学院外借 6823 册，

其中 11个学院外借总册次高于平均值。自 2018年度开始统计以来，文学与新闻学院始终

是外借总册次榜单冠军。与 2019半年榜相比，外借总册次榜单没有太大变化，仅法学院从

第五名退为第七名，相应地，华西临床医学院和计算机学院各前进一名。本科生人均外借

册次前三位的学院为文学与新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和法学院，自 2018年度榜以来，三所

学院始终保持着前三甲的位置，其中文学与新闻学院为 2018 年度榜亚军，2019 半年榜之

后便成为常驻冠军。本科生外借册次、人均外借册次前十位的学院机构见表 1和表 2。 

表 1 本科生外借总册次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外借册次 

1 文学与新闻学院 28633 

2 建筑与环境学院 12739 

3 公共管理学院 12708 

4 经济学院 12424 

5 华西临床医学院 11211 

6 计算机学院 11201 

7 法学院 11183 

8 历史文化学院 9744 

9 艺术学院 8696 

10 商学院 7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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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科生人均外借册次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人均外借册次 

1 文学与新闻学院 14.25 

2 国际关系学院 14.17 

3 法学院 11.12 

4 历史文化学院 9.76 

5 公共管理学院 7.33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6.24 

7 外国语学院 5.52 

8 建筑与环境学院 5.46 

9 物理学院 5.29 

10 数学学院 5.15 

    位列研究生外借总册次榜单前三甲的学院为文学与新闻学院、法学院和历史文化学院。

研究生外借总册次榜单一直较为稳定，自 2018年开始排名统计以来，榜单前六位的学院及

顺序均未改变。相较于 2018 年度榜，艺术学院、商学院从榜上无名到分列榜单第八、九名。

华西临床医学院在 2019半年榜曾掉出榜单，终于在年末又进入榜单，名列第十。研究生人

均外借册次第一位的学院机构为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自 2018年开始排名统计以来，它

始终是第一位，且人均外借量与第二名的差距在 10本以上。榜单第二位为文学与新闻学院，

人均 17.27 册，该学院 2018 年度榜排行第四，2019 年度榜排行第三，两年时间里一直在

稳定的进步。国际关系学院人均外借 15.96册，为榜单第三位，该学院排名较为稳定，一

般是榜单第二、三位。研究生外借册次、人均外借册次前十位的学院机构见表 3和表 4。 

表 3  研究生外借总册次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外借册次 

1 文学与新闻学院 34474 

2 法学院 13313 

3 历史文化学院 12831 

4 公共管理学院 12003 

5 外国语学院 8958 

6 经济学院 7708 

7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5600 

8 艺术学院 5421 

9 商学院 5376 

10 华西临床医学院 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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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研究生人均外借册次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人均外借册次 

1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27.05 

2 文学与新闻学院 17.27 

3 国际关系学院 15.96 

4 外国语学院 14.47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31 

6 历史文化学院 12.30 

7 艺术学院 10.67 

8 法学院 9.32 

9 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 8.60 

10 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 6.47 

    2019 年度，教职工外借图书共计 21683 册，平均每人借阅 3.06 册。其中外借总册次

排名前三位的学院机构分别为文学与新闻学院、外国语学院、图书馆。名次虽与 2019 半年

榜相同，但文学与新闻学院比 2018年借书总量有所提升，外国语学院略有下降，图书馆则

有大幅度提升。人均外借册次第一位的学院机构，是来自机关的社区建设办公室，人均外

借达 36.17次！排名第二、三位的则分别为古籍整理研究所和海外教育学院，均为常据榜

单前列的学院机构。教职工外借册次及人均外借册次前五位的学院机构见表 5和表 6。 

表 5 教职工外借总册次前五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外借册次 

1 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3 

2 外国语学院 1888 

3 图书馆 1673 

4 历史文化学院 1121 

5 公共管理学院 909 

表 6 教职工人均外借册次前五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人均外借册次 

1 社区建设办公室 36.17 

2 古籍整理研究所 15.62 

3 海外教育学院 12.20 

4 文学与新闻学院 10.94 

5 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究开发中心 8.63 

（二） 学科专业外借排行 

    2019年度，本科生外借总册次排行前三的学科专业分别是文学与新闻学院的汉语言文

学专业、法学院的法学专业和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这三个专业也是自 2018

年以来始终雄踞外借总册次排行前三甲的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外借总册次是 2019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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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的三倍，法学专业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也比 2019半年榜翻了一番。历史文化学院的

历史学专业，首次进入榜单便位列第五，令人惊喜。本科生人均外借册次前三位的学科专

业则分别为公共管理学院的哲学专业、文学与新闻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专业，其中冠亚军几乎不相上下，人均外借分别为 22.41册和 21.97册，平均除寒

暑假外每周借书一册。本科生外借册次、人均外借册次前十位的学科专业见表 7和表 8。 

表 7 本科生外借总册次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外借册次 

1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18195 

2 法学/法学院 11183 

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学院 6401 

4 临床医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5940 

5 历史学/历史文化学院 5117 

6 口腔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4290 

7 哲学/公共管理学院 4124 

8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4003 

9 预防医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3886 

10 英语/外国语学院 3685 

表 8 本科生人均外借册次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人均外借册次 

1 哲学/公共管理学院 22.41 

2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1.97 

3 历史学/历史文化学院 16.35 

4 编辑出版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15.86 

5 建筑类/建筑与环境学院 15.59 

6 考古学/历史文化学院 14.73 

7 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院 14.17 

8 新闻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11.96 

9 网络与新媒体/文学与新闻学院 11.32 

10 文物与博物馆学/历史文化学院 11.23 

    与 2019半年榜相比，虽然亚军和季军调换了位置，但外借总册次排名前三的研究生专

业仍是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法学院法律专业、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入榜

专业与 2019年半年榜相同，40%都来自文学与新闻学院，其他专业也主要为人文社科类，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专业是唯一入榜的理工科专业。来自文学与新闻学院宗教语言文学

专业有五名同学，以人均外借 63.20册荣登榜首，同样来自该学院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专

业以人均外借 32.53册位列榜单亚军。此外，文学与新闻学院还有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

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四个文学、文艺理论类专业上榜。榜单第十位人均外借 25.99册，超过

人均外借第一的本科专业。研究生外借册次、人均外借册次前十位学科专业见表 9和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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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研究生外借总册次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外借册次 

1 中国史/历史文化学院 6247 

2 法律/法学院 5981 

3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学院 5543 

4 宗教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4486 

5 汉语国际教育/文学与新闻学院 3898 

6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3855 

7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3665 

8 新闻与传播/文学与新闻学院 3574 

9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学院 3332 

10 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学院 3306 

表 10 研究生人均外借册次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人均外借册次 

1 宗教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3.20 

2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文学与新闻学院 32.53 

3 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学院 30.08 

4 经济史/经济学院 29.57 

5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8.49 

6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7.73 

7 宗教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27.35 

8 伦理学/公共管理学院 27.33 

9 文艺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7.30 

10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5.99 

（三） 年级外借排行 

截止 2019年底，在校的共有 2014~2019六个本科年级，除了医学院系有五年制专业外，

少数延期生也在其中。2018级和 2017级是外借册次和人均外借册次最高的两个本科年级，

可见大二和大三为本科生学习压力最大、借书最多的时段。2019级新生虽初来乍到，只有

半年的数据，但也能够排名第四位。本科年级外借及人均外借册次排行见表 11。 

表 11 本科年级外借册次排行 

排行 本科年级 外借册次 人均外借册次 

1 2018 71769 7.78 

2 2017 56512 6.15 

3 2016 43317 4.72 

4 2019 23416 2.54 

5 2015 22072 2.53 

6 2014 1246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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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中 2018级和 2017级外借总册次和人均外借册次最高，看来无论是硕士研究生

还是博士研究生，二、三年级都是从单纯专业知识学习向专项研究迈进的重要节点，其学

业强度最大。同时，数据显示近几个年级的图书外借量大幅增加，其一定程度上，是双一

流大学建设目标驱动下，高校对硕博士毕业标准不断提升的结果。研究生年级外借及人均

外借册次排行见表 12和表 13。 

表 12 研究生年级外借册次排行 

排行 研究生年级 外借册次 

1 2018 62456 

2 2017 46371 

3 2019 26876 

4 2016 20730 

5 2015 2452 

表 13 研究生年级人均外借册次排行 

排行 研究生年级 人均外借册次 

1 2018 6.91 

2 2017 5.66 

3 2016 3.35 

4 2015 3.15 

5 2019 2.91 

（四） 本科班级外借排行 

    2019 年度本科生外借总册次排名前十的班级全部来自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

业，其中包括 2018级和 2017 级正处于大二、大三的四个班级，另外 2016级的 161040104、

161040105 两个毕业班也未尝放松，同样进入榜单。排名第一的班级为文学与新闻学院汉

语言文学专业 181040101班，外借图书共计 1448册，它在 2019半年榜中便已经成为榜单

冠军。榜单第二位的汉语言文学 181040102班在半年榜中还排在第七位，进步很大。排名

第三的汉语言文学 171040102 班已经连续三次上榜。人均外借册次排名第一的本科班级为

公共管理学院哲学专业 2017 级的 174010102班，人均外借 46.44册，它同时也进入了 2018

年度榜和 2019 半年榜，分别排名第三和第二，稳步前进，终成冠军。榜单中依然以 2017

级和 2018 级为主，但仍有三个 2016 级毕业班进入榜单，分别是公共管理学院哲学专业

164010102班、164010101班和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学 161040104班。外借册次、人均

外借册次排行前十位的本科班级见表 14和表 15。 

表 14 本科生外借总册次前十位的学习班级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年级 班号 外借册次 

1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8 181040101 1448 

2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8 181040102 1423 

3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7 171040102 1069 

4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8 181040104 1002 

5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7 171040103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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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7 171040104 968 

7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6 161040104 965 

8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7 171040101 894 

9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8 181040103 870 

10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6 161040105 866 

表 15 本科生人均外借册次前十位的学习班级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年级 班号 人均外借册次 

1 哲学/公共管理学院 2017 174010102 46.44 

2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6 161040105 45.58 

3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8 181040101 38.11 

4 哲学/公共管理学院 2016 164010102 37.00 

5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8 181040102 35.58 

6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8 181040105 32.76 

7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8 181040106 32.26 

8 编辑出版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7 171040501 31.54 

9 哲学/公共管理学院 2016 164010101 31.29 

10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6 161040104 31.13 

（五） 个人外借排行 

    来自公共管理学院哲学专业的范同学在 2019年度共借阅图书 285册，为本科生外借榜

的冠军，2019 半年榜时范同学还尚未入榜，所以 TA 应该是下半年进步最快的同学啦！同

样来自公共管理学院哲学专业的胡同学为榜单亚军，全年借阅图书254册，TA同样还是2019

半年榜冠军，以及 2018年度榜排行第六的本科生哟。榜单第四名的郑同学在 2019 半年榜

中排行第八，也是两个榜单中唯一一名 2018级学生。并且，这个爱读书的孩子已经从水利

水电学院转到了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外借册次排行前十位的本科生见表 16。 

表 16 本科生外借册次前十位的学生个人 

排行 姓名 学院机构 专业 外借册次 

1 范同学 公共管理学院 哲学 285 

2 胡同学 公共管理学院 哲学 254 

3 李同学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 233 

4 郑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汉语言文学 205 

5 廖同学 华西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 199 

6 兰同学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87 

7 杨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汉语言文学 185 

8 项同学 公共管理学院 哲学 173 

9 关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汉语言文学 172 

10 黄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汉语言文学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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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中，冠军依然是来自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的吴同学，他已经连续蝉联 2018年度

榜、2019半年榜研究生外借图书榜冠军，2018年他借阅图书达 797册。排名第二的是来自

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的李同学，借阅书籍 384册，TA是以每天一本以上的速度在阅读。

2019 半年榜中李同学还排名第四，可见 TA 的借阅数量始终在持续稳定的增长。排名第四

位的邹同学，仅仅暑假期间便借阅 70本书籍，是所有在校学生中数量最高的。研究生外借

前十榜单以 2018级同学为主，仅冠亚军为 2017级、第十位杨同学为 2016级同学。外借册

次排行前十位的研究生见表 17。 

表 17 研究生外借册次前十位的学生个人 

排行 姓名 学院机构 专业 外借册次 

1 吴同学 商学院 工商管理 587 

2 李同学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 384 

3 王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298 

4 邹同学 
视觉合成图形图象技术国

防重点学科实验室 
软件工程 293 

5 高同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宗教学 270 

6 徐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文艺学 250 

7 张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235 

8 陈同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209 

9 俞同学 公共管理学院 中外政治制度 203 

10 

杨同学 

马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202 

   教职工中，借阅数量最高的是来自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彭老师，全年外借图书 225册。彭

老师也是 2018 年度榜排名第三、2019 半年榜排名第二位的老师。来自社区建设办公室的

高老师借阅图书 217本，为榜单第二，TA同样也是 2018年度榜和 2019半年榜冠军。其实

榜单上的每一位老师都上榜不止一次了。可见，阅读是一旦养成便可终生受益的习惯。外

借册次排行前五位的教职工见表 18。 

表 18 教职工外借册次前五位的教师个人 

排行 姓名 学院机构 外借册次 

1 彭老师 古籍整理研究所 225 

2 高老师 社区建设办公室 217 

3 莫老师 电气工程学院 181 

4 杨老师 图书馆 168 

5 胡老师 建筑与环境学院 166 

三、入馆排行榜 

（一） 学院机构入馆排行 

截止 2019 年底，全校本科生共计入馆 1855898 次。入馆次数最高的学院为华西临床

医学院，达 195240次，几乎是排名第二的华西口腔医学院的二倍。当然，这与学生基数有

关，华西口腔医学院本科生人均入馆次数便排名第一，人均入馆 77.24次。除华西口腔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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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外，人均入馆次数排名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同样也是华西医学院系，分别为华西公共卫

生学院和华西药学院，人均入馆也达到了 70次以上。华西五所医学院，入馆次数占本科生

总入馆次数的 27%，且全部进入人均入馆次数前十榜单，排名第一、二、三、五、七位。

相对而言，医学生们更爱泡图书馆，而文科生们更爱借书。本科生入馆次数及人均入馆次

数前十位的学院机构见表 19 和表 20。 

表 19 本科生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入馆次数 

1 华西临床医学院 195240 

2 华西口腔医学院 110143 

3 计算机学院 109060 

4 经济学院 97297 

5 建筑与环境学院 91533 

6 文学与新闻学院 90608 

7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87064 

8 华西药学院 83949 

9 电气工程学院 78339 

10 法学院 68943 

表 20  本科生人均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人均入馆次数 

1 华西口腔医学院 77.24 

2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73.16 

3 华西药学院 71.94 

4 法学院 68.53 

5 华西临床医学院 63.49 

6 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 62.10 

7 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 60.63 

8 国际关系学院 55.79 

9 文学与新闻学院 45.10 

10 历史文化学院 42.77 

    在研究生中，医学院系排名优势就没有本科生中那么明显啦。入馆总次数冠军虽然依

旧是华西临床医学院，但它与商学院学生数量都超过了三千人，两所学院体量占全校 47

个学院机构的 20%，以人均入馆次数来看，华西临床医学院排名第 11位，商学院更是排名

至第 39位。相较于本科生入馆次数排行，文科院系排名及占比均有明显提高。尤其是法学

院，体量仅排第五位，但入馆总次数排名第二，人均入馆次数排名第一，比第二位国际关

系学院高出约 15次。这相当于，2019年法学院 1429名研究生比国际关系学院 215 名研究

生人均多来了 15 次图书馆。研究生入馆次数和人均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院机构详见表 21

和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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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研究生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入馆次数 

1 华西临床医学院 212946 

2 法学院 183765 

3 文学与新闻学院 139009 

4 经济学院 58623 

5 公共管理学院 56730 

6 华西口腔医学院 56474 

7 历史文化学院 55592 

8 商学院 45410 

9 外国语学院 42949 

10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36791 

表 22  研究生人均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人均入馆次数 

1 法学院 128.60 

2 国际关系学院 103.93 

3 循证医学教育部网上合作研究中心 99.30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95.68 

5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78.45 

6 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 73.87 

7 文学与新闻学院 69.64 

8 外国语学院 69.38 

9 口腔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68.00 

10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66.77 

截止 2019年底，教职工中入馆次数最高的三所学院机构分别是华西临床医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和外国语学院。社区建设办公室的 6位老师人均入馆次数最高，达 75.83 次，

外借册次榜单的亚军高老师也来自于该机构。教职工入馆及人均入馆次数前五位的学院机

构见表 23和表 24。 

表 23 教职工入馆次数前五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入馆次数 

1 华西临床医学院 8505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3651 

3 外国语学院 3495 

4 文学与新闻学院 3254 

5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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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教职工人均入馆次数前五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人均入馆次数 

1 社区建设办公室 75.83 

2 校工会 46.75 

3 法学院 37.50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37.26 

5 国际关系学院 34.73 

（二） 学科专业入馆排行 

    华西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华西药学院药学等三专业已经

连续获得 2018 年度榜、2019 半年榜中本科入馆前三甲，在 2019 年度榜中它们依然如此，

只是临床医学超越口腔医学成为冠军。榜单中，医学、理工科、文科等专业的比例依然是

2:2:1。本科生人均入馆冠军的是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专业，自

2018年统计以来，该专业和学院很少入榜，值得关注。此外，前十榜单依然被医学类专业

垄断，占据了榜单的 70%。本科生入馆次数及人均入馆次数前十位的专业详见表 25、表 26。 

表 25 本科生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入馆次数 

1 临床医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113750 

2 口腔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93717 

3 药学/华西药学院 74318 

4 法学/法学院 68943 

5 预防医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59502 

6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56366 

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学院 55240 

8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46459 

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学院 46286 

10 软件工程/计算机学院 32395 

表 26  本科生人均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人均入馆次数 

1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空天科学与工程学

院 85.05 

2 口腔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81.49 

3 医学影像技术/华西临床医学院 78.32 

4 预防医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76.48 

5 药学/华西药学院 74.39 

6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71.87 

7 护理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71.16 

8 法医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 68.60 

9 法学/法学院 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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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学院 67.64 

    研究生入馆次数专业榜中，虽然华西三个医学专业口腔医学、外科学、内科学依然名

列前茅，但其占比已有所下降，甚至人均入馆次数榜单中医学类专业已经消失。再次印证

了我们之前的论断，本科生中医学生泡图书馆较多，理工科次之；而研究生阶段文科院系

入馆次数更高，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确更加依赖实体图书馆；而随着理工科学生进

入实验室、医学生进入医院实习，他们对图书馆的使用便相应减少。2019年度，法学院研

究生们明显比较勤奋，竟有八个专业进入研究生人均入馆次数榜单。研究生入馆次数和人

均入馆次数前十位的专业详见表 27和表 28。 

表 27 研究生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入馆次数 

1 法律/法学院 84411 

2 口腔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50165 

3 外科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45078 

4 内科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38518 

5 诉讼法学/法学院 28346 

6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学院 25578 

7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学院 23349 

8 中国史/历史文化学院 23070 

9 汉语国际教育/文学与新闻学院 19935 

10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17091 

表 28  研究生人均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人均入馆次数 

1 法律史/法学院 219.67 

2 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学院 203.17 

3 人权法/法学院 183.45 

4 法学理论/法学院 178.63 

5 司法制度/法学院 178.36 

6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法学院 174.63 

7 诉讼法学/法学院 159.25 

8 刑法学/法学院 157.89 

9 

法医病理学与法医临床学/华西基础与法

医学院 135.25 

10 法律/法学院 129.07 

（三） 年级入馆排行 

    在 2019年度，本科生中入馆次数和人均入馆次数最高年级为 2016级，入馆共计 529438

次，人均入馆 57.72次。2016级正当大四，其中应当很大部分都是五年制的医学生。其次

是正值大二的 2018级，大三的 2017级反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懈怠，而 2019级新生初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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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良好的学习习惯尚有待养成。本科年级入馆次数、人均入馆次数排行见表 29和表 30。 

 

表 29 本科年级入馆次数排行 

排行 年级 入馆次数 

1 2016 529438 

2 2018 444603 

3 2017 375278 

4 2019 239096 

5 2015 238918 

6 2014 28565 

表 30 本科年级人均入馆排行 

排行 年级 人均入馆次数 

1 2016 57.72 

2 2018 48.19 

3 2017 40.81 

4 2014 32.20 

5 2015 27.40 

6 2019 25.93 

    研究生入馆与人均入馆次数最高的年级分别是 2018 级和 2017级，硕博士生一般入学

一年半之后开始专注于毕业论文的写作。从人均入馆看，2017、2018、2016三个年级分揽

前三甲，且数据差异并不大，均在 40次以上。其年级入馆、人均入馆排行详见表 31 和表

32。 

表 31 研究生年级入馆排行 

排行 年级 入馆次数 

1 2018 447980 

2 2017 428421 

3 2016 262576 

4 2019 154666 

5 2015 21040 

表 32 研究生年级人均入馆排行 

排行 年级 人均入馆次数 

1 2017 52.25 

2 2018 49.57 

3 2016 42.43 

4 2015 27.01 

5 2019 16.74 

（四） 本科班级入馆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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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9年底，本科生入馆及人均入馆次数前十的班级延续着 2019半年榜的局面，

全部是来自华西系列医学专业的 2015 级、2016 级本科班级，而药学专业取代了半年榜的

口腔医学专业，成为榜单中最为亮眼的专业。获得两个榜单双料冠军的是来自华西药学院

2016 级药学专业的 165050107 班，他们人均入馆竟达 322.22 次，算起来寒暑假无休每日

都到图书馆打卡。一个班的同学都能保持这样程度的勤奋，值得敬佩。入馆次数和人均入

馆次数前十位的本科班级详见表 33和表 34。 

表 33 本科生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习班级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年级 班号 入馆次数 

1 药学/华西药学院 2016 165050107 7411 

2 药学/华西药学院 2016 165050103 7023 

3 药学/华西药学院 2016 165050101 6297 

4 口腔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2015 155030104 5966 

5 药学/华西药学院 2016 165050102 5409 

6 药学/华西药学院 2016 165050104 5194 

7 医学影像技术/华西临床医学院 2016 165020402 5113 

8 口腔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2015 155030106 5079 

9 口腔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2015 155030201 4961 

10 临床医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2015 155020503 4945 

 

表 34 本科生人均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习班级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年级 班号 人均入馆次数 

1 药学/华西药学院 2016 165050107 322.22 

2 药学/华西药学院 2016 165050103 260.11 

3 口腔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2015 155030104 248.58 

4 法医学/华西基础与法医学院 2015 155010102 243.28 

5 医学影像技术/华西临床医学院 2016 165020402 232.41 

6 口腔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2015 155030106 220.83 

7 药学/华西药学院 2016 165050101 217.14 

8 口腔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2015 155030201 215.70 

9 预防医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2015 155040203 210.56 

10 药学/华西药学院 2016 165050102 208.04 

（五） 个人入馆排行 

在 2019年度，入馆次数最高的两位本科生分别是来自华西临床医学院的涂同学和华西

口腔医学院的高同学，他们在 2019半年榜中便已分列冠亚军，两人差距不大，入馆次数都

超过了 900次，平均下来，全年雷打不动地每日入馆 3次。排名第三的是来自空天科学与

工程学院的赵同学，TA 在 2019 半年榜排名第九，当时入馆 448 次，年底竟然入馆达 831

次，冲入了前三甲。榜单大部分同学均为医学生，仅有一位文科生上榜，是来自法学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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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学。入馆次数前十位的本科生见表 35。 

 

表 35 本科生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生个人 

排行 姓名 学院机构 专业 入馆次数 

1 涂同学 华西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961 

2 高同学 华西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 920 

3 赵同学 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831 

4 杨同学 华西药学院 药学 822 

5 黄同学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796 

6 卿同学 华西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 779 

7 杨同学 华西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 767 

8 刘同学 法学院 法学 766 

9 杨同学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760 

10 李同学 华西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759 

由于法学院法学分馆的启用并纳入统一管理，今年法学院研究生表现的非常突出，入

馆次数最高的十名研究生全部来自法学院。如果将法学分馆的数据去掉，排行前十的同学

就完全不同，说明目前榜单上的十位同学常去的图书馆以法学分馆为主。榜单冠军李同学

在 2019半年榜已经是冠军，2019全年更是入馆达 2831 次，平均每个月入馆达 257 次，每

天入馆 8次以上。由于学习年限的原因，本科生个人榜单以大四、大五的同学为主，而研

究生个人榜单则以二年级和三年级为主。入馆次数前十位的研究生见表 36。 

表 36 研究生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生个人 

排行 姓名 学院机构 专业 入馆次数 

1 李同学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2831 

2 陈同学 法学院 法律 2334 

3 胡同学 法学院 诉讼法学 1515 

4 张同学 法学院 法律 1493 

5 李同学 法学院 诉讼法学 1431 

6 靳同学 法学院 诉讼法学 1198 

7 孙同学 法学院 诉讼法学 1192 

8 王同学 法学院 诉讼法学 1172 

9 张同学 法学院 国际法学 1079 

10 董同学 法学院 诉讼法学 1067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冯老师已经连续三度蝉联教职工入馆次数冠军，TA 在 2018 年入馆

812次，2019年 6月时入馆 810次，11月时已入馆达 1049次。冯老师入职川大已经有 26

年，仍然保持着高涨的学习热情。榜单第二名和第三名为法学院的毛老师和后勤集团的姜

老师，2019年度入馆 999次、771次，二位老师也分别为 2019半年榜的季军和亚军。入馆

次数前五位的教职工详见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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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教职工入馆次数前五位的教师个人 

排行 姓名 学院机构 入馆次数 

1 冯老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49 

2 毛老师 法学院 999 

3 姜老师 后勤集团 771 

4 黄老师 科技产业集团 620 

5 陈老师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08 

四、综合利用榜 

（一） 学院机构综合利用排行 

    2019年度，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情况最好的三所本科学院为文学与新闻学院、华西临

床医学院与经济学院，三所学院同样已经在 2018 年度榜、2019 半年榜三度蝉联前三甲。

文学与新闻学院在外借榜单中独占鳌头，华西临床医学院在入馆榜单中表现亮眼，而它们

果然不负众望，成为综合利用榜单的冠亚军。十强榜单中文科院系占比 60%，远超其他学

科。本科生综合利用前十位的学院机构见表 38。 

表 38 本科生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综合利用指数 

1 文学与新闻学院 714.43 

2 华西临床医学院 683.46 

3 经济学院 543.36 

4 公共管理学院 432.48 

5 建筑与环境学院 400.78 

6 华西口腔医学院 374.90 

7 历史文化学院 363.61 

8 商学院 351.96 

9 计算机学院 346.20 

10 法学院 335.72 

    研究生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情况最好的依然是文学与新闻学院和华西临床医学院，榜

单季军为法学院，这三所学院也是 2018年度榜前三甲、2019半年榜前三甲，以及 2019届

毕业研究生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机构榜单前三甲。与 2018 年度榜相比，商学院名次有明显

提升，而华西口腔医学院首次进入榜单。研究生综合利用前十位的学院机构见表 39。 

表 39  研究生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综合利用指数 

1 文学与新闻学院 851.60 

2 华西临床医学院 552.76 

3 法学院 4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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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共管理学院 391.35 

5 商学院 377.27 

6 历史文化学院 360.01 

7 经济学院 305.66 

8 外国语学院 239.05 

9 建筑与环境学院 182.56 

10 华西口腔医学院 168.97 

    教职工中，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排行第一的依然是文学与新闻学院，它同样也是 2018

年度榜、2019半年榜单冠军。除此之外，连续三次上榜的学院还有外国语学院和历史文化

学院，华西临床医学院是首次进入榜单。详见表 40。 

表 40 教职工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前五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综合利用指数 

1 文学与新闻学院 511.45 

2 华西临床医学院 452.65 

3 外国语学院 427.73 

4 历史文化学院 401.34 

5 建筑与环境学院 309.85 

（二） 学科专业综合利用排行 

    2019年度，本科生中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情况最好的专业是文学与新闻学院的汉语言

文学专业、华西临床医学院的临床医学专业和法学院的法学专业。临床医学在 2019 年中时

尚排名第六，年底便进步到第二位。与 2018年度榜、2019半年榜相比，榜单中 90%的学院

专业是稳定的，其中一半为医学类专业。历史文化学院的历史学专业曾在 2019半年榜中落

出榜单，年底又进入榜单。综合利用排行前十位的本科专业详见表 41。 

表 41 本科生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综合利用指数 

1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79.50 

2 临床医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658.20 

3 法学/法学院 538.14 

4 口腔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509.11 

5 预防医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380.30 

6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

院 363.578 

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学院 301.49 

8 药学/华西药学院 300.76 

9 历史学/历史文化学院 28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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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学院 271.45 

法学院的法律专业从 2019半年榜的第三位，提升到了 2019年度榜首位。榜单二、三

位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和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则分别是 2019半年榜的亚军

和冠军。研究生榜单中医学专业大大减少，只剩下华西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一个专业，人

文社科类专业占了榜单的 80%，理工科类则只有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专业上榜。综合利

用排行前十位的研究生专业见表 42。 

表 42  研究生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综合利用指数 

1 法律/法学院 662.18 

2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学院 584.95 

3 中国史/历史文化学院 577.27 

4 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439.09 

5 工商管理/商学院 424.26 

6 新闻与传播/文学与新闻学院 411.50 

7 口腔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411.16 

8 汉语国际教育/文学与新闻学院 340.56 

9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学院 336.79 

10 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学院 326.90 

（三） 学生年级综合利用排行 

    本科年级的图书馆综合利用指数从 2016级、2017 级、2018级递减，分别对应大四、

大三、大二。综合利用指数包括外借量、入馆量、预约数、校外访问四方面数据，说明综

合而言大四同学对图书馆提供的多种服务最为了解。本科年级综合利用排行详情见表 43。 

表 43 本科年级综合利用排行 

排行 年级 综合利用指数 

1 2016 900.89 

2 2017 819.81 

3 2018 740.34 

4 2015 458.47 

5 2019 261.06 

6 2014 48.02 

    研究生中，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情况最好的年级依次是 2018级、2017级、2016 级，

分别对应着研二和博二、研三和博三、博四，2016 级的指数只略高于新入学的 2019 级。

研究生一般是二年级开题，看来开题后同学们对图书馆的综合利用指数最高，而本科生则

是越临近毕业综合利用指数越高。研究生年级综合利用排行详情见表 44。 

表 44 研究生年级综合利用排行 

排行 年级 综合利用指数 

1 2018 9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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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 805.27 

3 2016 393.21 

4 2019 369.57 

5 2015 42.66 

（四） 学生班级综合利用排行 

    2019年度，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排行前十位的本科班级有七个来自文学与新闻学院的

汉语言专业，三个来自历史文化学院的历史学专业。它们分属 2018级、2017级、2016级

三个年级，其中 2017级的大三班级占了一半。排名第七位的汉语言文学 181040101班，是

唯一曾上榜 2019 年度榜的班级，也是当时榜单中唯一的新生班级。2019 下半年，汉语言

文学 181040102班异军突起，超越其他班级成为榜单冠军。详见表 45。 

表 45 本科生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前十位的学习班级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年级 班号 综合利用指数 

1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8 181040102 594.09 

2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6 161040104 589.72 

3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7 171040102 533.73 

4 历史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6 161060103 530.13 

5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7 171040101 523.25 

6 历史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7 171060103 521.27 

7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8 181040101 506.82 

8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7 171040103 486.42 

9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17 171040104 480.39 

10 历史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6 161060101 474.00 

（五） 个人综合利用排行 

    2019年度，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指数最高的是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专业的李同学，TA

已经大四，在 2019半年榜排名第四。其次是法学院法学专业的何同学，TA同样进入了 2019

半年榜，当时排行第三。榜单第三名是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郑同学，TA在外

借榜单中排行第四，在两个榜单中都是唯一上榜的 2018 级同学。入榜本科生以 2016 级、

2017级同学为主，主要来自历史文化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等文科院系。排名前十位的本

科生信息见表 46。 

表 46 本科生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前十位的学生个人 

排行 姓名 学院机构 专业 综合利用指数 

1 李同学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 480.64 

2 何同学 法学院 法学 456.22 

3 郑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汉语言文学 410.71 

4 刘同学 华西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395.03 

5 郑同学 法学院 法学 393.21 

6 张同学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 3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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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郭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汉语言文学 375.37 

8 刘同学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 374.68 

9 胡同学 公共管理学院 哲学 356.10 

10 杨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汉语言文学 333.81 

    研究生中，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指数排行前十位的同学主要来自 2018级和 2017 级。

排行第一来自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马同学，同样也是 2019半年榜冠

军。排行第二的是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的李同学，TA 在 2019 半年榜和年度榜中

均为入馆次数最高的研究生。排行第七位的杨同学是榜单中唯一一名 2016 级学生，TA 来

自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榜单中还有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邹同学，是唯一

一位上榜的理工科专业学生。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前十位的研究生详见表 47。 

表 47 研究生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前十位的学生个人 

排行 姓名 学院机构 专业 综合利用指数 

1 马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363.66 

2 李同学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335.68 

3 吴同学 商学院 工商管理 332.37 

4 徐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文艺学 295.84 

5 戴同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280.93 

6 邹同学 
视觉合成图形图象技术

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 
软件工程 278.95 

7 杨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 278.95 

8 刘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278.01 

9 李同学 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史 271.33 

10 李同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267.24 

    2019 年度教职工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指数榜单冠军高老师已经多次上榜，TA 不仅是

2018 年度榜和 2019 半年榜的冠军，也多次获得教职工外借榜单冠军。来自高分子科学与

工程学院的陈老师与文学与新闻学院的赵老师，分列综合利用榜单第二、三位。综合利用

图书馆资源前五位的教职工见表 48。 

表 48 教职工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前五位的教师个人 

排行 姓名 学院机构 综合利用指数 

1 高老师 社区建设办公室 594.07 

2 陈老师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343.89 

3 赵老师 文学与新闻学院 309.44 

4 彭老师 古籍整理研究所 304.53 

5 党老师 水利水电学院 2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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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明远学习榜之新生榜 

一、新生冠军榜  

2019 年秋，来自各地的新生进入了四川大学学习。在新的校园、新的学习环境中，满

溢的求知欲促使他们大量阅读图书馆文献。在此，我们选择了外借、入馆和综合利用等三

个方面共 31 个表来呈现新生群体对图书馆资源的利用情况。冠军榜的设立是为了集中呈现

优秀的集体和个人。 

冠军类别 获得者/获得单位 

本科新生外借总册次第一的学院机构 文学与新闻学院 

本科新生人均外借册次第一的学院机构 国际关系学院 

本科新生外借册次第一的学科专业 水利类/水利水电学院 

本科新生人均外借册次第一的学科专业 中国画/艺术学院 

本科新生外借册次第一的学习班级 中国画/艺术学院 

本科新生人均外借册次第一的学习班级 哲学/公共管理学院 

本科新生外借册次第一的学生个人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刘同学 

研究生新生外借总册次第一的学院机构 文学与新闻学院 

研究生新生人均外借册次第一的学院机构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研究生新生外借册次第一的学科专业 中国史/历史文化学院 

研究生新生人均外借册次第一的学科专业 土地行政与房地产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研究生新生外借册次第一的学生个人 外国哲学/公共管理学院 陈同学 

冠军类别  

本科新生入馆次数第一的学院机构 华西临床医学院 

本科新生人均入馆次数第一的学院机构 法学院 

本科新生入馆次数第一的学科专业 机械类/机械工程学院 

本科新生人均入馆次数第一的学科专业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学院 

本科新生入馆次数第一的学习班级 医学技术类/华西临床医学院  195020401 班 

本科新生人均入馆次数第一的学习班级 哲学/公共管理学院 

本科新生入馆次数第一的学生个人 预防医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刘同学 

研究生新生入馆次数第一的学院机构 华西临床医学院 

研究生新生人均入馆次数第一的学院机构 法学院 

研究生新生入馆次数第一的学科专业 口腔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研究生新生人均入馆次数第一的学科专业 司法制度/法学院 

研究生新生入馆次数第一的学生个人 法学/法学院  李同学 

冠军类别  

本科新生综合利用图书馆第一的学院机构 华西临床医学院 

本科新生综合利用图书馆第一的学科专业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本科新生综合利用图书馆第一的学习班级 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院  191080101 班 

本科新生综合利用图书馆第一的学生个人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刘同学 

研究生新生综合利用图书馆第一的学院机构 文学与新闻学院 

研究生新生综合利用图书馆第一的学科专业 法律/法学院 

研究生新生综合利用图书馆第一的学生个人 应用心理学/公共管理学院 杨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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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借排行榜 

（一） 学院机构外借排行 

    2019级新生仅有 2019 年 9月~11月的数据，因此数据量较小。在全校 32所本科学院

中，本科生外借总册次冠军依然是文学与新闻学院，共计外借图书 1515册。国际关系学院

的 26名新生以人均外借图书 9.35册排在榜单首位，马克思主义学院的 29名新生则以人均

外借 6.24册成为榜单第二位。外借册次、人均外借册次排行前十位的本科学院详见表 1

和表 2。 

表 1 本科新生外借总册次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外借册次 

1 文学与新闻学院 1515 

2 公共管理学院 1497 

3 艺术学院 1273 

4 水利水电学院 1006 

5 法学院 940 

6 华西临床医学院 938 

7 经济学院 877 

8 华西口腔医学院 875 

9 建筑与环境学院 865 

10 物理学院 860 

表 2 本科新生人均外借册次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人均外借册次 

1 国际关系学院 9.35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6.24 

3 法学院 5.34 

4 文学与新闻学院 4.46 

5 华西口腔医学院 3.85 

6 历史文化学院 3.81 

7 公共管理学院 3.71 

8 艺术学院 3.57 

9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3.22 

10 物理学院 3.16 

研究生新生在 5人以上的学院机构共计 47所，外借总册次最高的分别为文学与新闻学

院、公共管理学院和历史文化学院，借阅量均超过两千册。其中文学与新闻学院更是外借

达 5445 本，占所有学院机构外借册次的 20%。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体量较小，仅有 43

名研究生新生，然而他们的外借总册次也达到第八名，并以人均外借 22.74册成为人均外

借榜冠军，为榜单亚军文学与新闻学院的两倍！研究生外借册次、人均外借册次排行前十

位的学院机构详见表 3和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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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研究生新生外借总册次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外借册次 

1 文学与新闻学院 5445 

2 公共管理学院 2519 

3 历史文化学院 2047 

4 法学院 1569 

5 外国语学院 1302 

6 华西临床医学院 1075 

7 艺术学院 1006 

8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978 

9 经济学院 926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790 

表 4 研究生新生人均外借册次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人均外借册次 

1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22.74 

2 文学与新闻学院 11.94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13 

4 外国语学院 8.92 

5 艺术学院 8.67 

6 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 8.61 

7 国际关系学院 7.78 

8 历史文化学院 7.7 

9 法学院 5.25 

10 数学学院 5.12 

（二） 学科专业外借排行 

    2019级新生中，外借册次最高的并非外借榜常客人文社科类专业，而是水利水电学院

的水利类专业，共计外借书籍 1006册。虽然水利类专业人数多，在各专业中排名第二，但

他们借阅书籍的热情值得鼓励。全校 90个本科专业中，外借总册次超过 500册的有十个，

正是榜单中的十个专业。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的本科新生非常有学习热情，以人均外借

9.93册成为所有专业中的冠军。我馆艺术类书籍大部分收藏在江安图书馆，相信江安馆丰

富的画册与画论能够为同学们完成学业提供必要的支持。本科生外借册次、人均外借册次

前十位的学科专业见表 5和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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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本科新生外借总册次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外借册次 

1 水利类/水利水电学院 1006 

2 法学/法学院 940 

3 口腔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787 

4 工科试验班/化学工程学院 624 

5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622 

6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学院 585 

7 机械类/机械工程学院 570 

8 中国语言文学类/文学与新闻学院 569 

9 新闻传播学类/文学与新闻学院 523 

10 化学类/化学学院 517 

表 6 本科新生人均外借册次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人均外借册次 

1 中国画/艺术学院 9.93 

2 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院 9.35 

3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8.29 

4 哲学/公共管理学院 6.98 

5 物理学/物理学院 6.83 

6 美术学/艺术学院 6.27 

7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学院 6.24 

8 经济学/经济学院 6 

9 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学院 5.78 

10 历史学类/历史文化学院 5.69 

    历史文化学院的中国史专业，在 2019 半年榜、2019 年度榜中均为外借册次最高的研

究生专业，而 2019 级新生甫一入校，便同样成为研究生新生中的冠军，非常厉害。全校

407个研究生专业中，而借阅书籍超过 500册的专业共计 13个。人均外借册次最高的研究

生专业为公共管理学院土地行政与房地产管理专业与外国哲学专业，两个专业体量都很小，

分别有 5人和 9人。值得称道的是，2019级研究生人均外借前十位的专业，它们仅有半年

数据，但外借册次与 2019年度榜的差距并不大，希望这样的学习热情能够继续保持。研究

生外借册次、人均外借册次排行前十的学科专业见表 7和表 8。 

表 7 研究生新生外借总册次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外借册次 

1 中国史/历史文化学院 936 

2 汉语国际教育/文学与新闻学院 769 

3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726 

4 宗教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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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学院 687 

6 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655 

7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学院 653 

8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18 

9 法律/法学院 598 

10 口腔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561 

表 8 研究生新生人均外借册次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人均外借册次 

1 土地行政与房地产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31.8 

2 外国哲学/公共管理学院 24.89 

3 宗教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24.55 

4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4.2 

5 文艺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1.83 

6 固体力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 21 

7 中外政治制度/公共管理学院 20.67 

8 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6 

9 中国古典文献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57 

10 机械工程/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 20.33 

（三） 本科班级外借排行 

    2019级本科生中，外借册次最高的班级为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 191011001班，该班级

的 28位同学共计借阅图书 286册。其次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191080101班，该班

的 26 位同学借阅书籍 243 册。法学院法学专业 191030107 班排名第三，共借阅图书 233

册。这三个班级的人均外借册次在所有本科班级中分别排名第五、六、三位，是学习氛围

良好的班集体没错啦！而人均外借册次最高的班级，则是公共管理学院哲学专业 194010701

班和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191040105班，人均外借分别为 17.22册和 11.74册，

冠军的优势非常明显。外借册次、人均外借册次排行前十的本科班级详见表 9和表 10。 

表 9 本科新生外借总册次前十位的学习班级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班号 外借册次 

1 中国画/艺术学院 191011001 286 

2 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院 191080101 243 

3 法学/法学院 191030107 233 

4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191040105 223 

5 服装与服饰设计/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193090301 208 

6 数学类/数学学院 192010302 198 

7 美术学/艺术学院 191010501 188 

8 中国语言文学类/文学与新闻学院 191040101 184 

9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学院 191070101 181 

10 中国语言文学类/文学与新闻学院 191040102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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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本科新生人均外借册次前十位的学习班级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班号 人均外借册次 

1 哲学/公共管理学院 194010701 17.22 

2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191040105 11.74 

3 法学/法学院 191030107 11.65 

4 数学类/数学学院 192010302 10.42 

5 中国画/艺术学院 191011001 10.21 

6 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院 191080101 9.35 

7 服装与服饰设计/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193090301 8.67 

8 中国语言文学类/文学与新闻学院 191040102 8.57 

9 历史学类/历史文化学院 191060201 7.86 

10 法学/法学院 191030105 7.70 

（四） 个人外借排行 

   在所有 2019级本科生中，借阅书籍最多的是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刘同学，

TA 在三个多月中外借图书 83 册，也就是每天一本的速度吧！其次是建筑与环境学院土木

工程专业的乾同学和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王同学，分别借阅书籍 69

册和 62册。外借册次前十位的本科生见表 11。 

表 11 本科新生外借册次前十位的学生个人 

排行 姓名 学院机构 专业 外借册次 

1 刘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汉语言文学 83 

2 乾同学 建筑与环境学院 土木工程 69 

3 王同学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62 

4 王同学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60 

5 李同学 数学学院 数学类 52 

6 罗同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类 49 

7 郑同学 法学院 法学 48 

8 杨同学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类 47 

9 郝同学 华西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 44 

10 彭同学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类 43 

    2019级研究生中，外借册次最高的是公共管理学院外国哲学专业的陈同学，借阅书籍

达 121册，这样的“读书种子”请来一打！数学学院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的高同学借阅图

书 114册，为榜单第二名，TA也是十强榜中唯一一名非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学生。研究生榜

单中，同学们借阅图书的数量远远超过本科生，借阅量超过 30册的研究生有 118名。外借

册次前十位的研究生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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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研究生新生外借册次前十位的学生个人 

排行 姓名 学院机构 专业 外借册次 

1 陈同学 公共管理学院 外国哲学 121 

2 高同学 数学学院 运筹学与控制论 114 

3 赵同学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113 

4 徐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112 

5 汤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112 

6 赵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文艺学 110 

7 杨同学 公共管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 106 

8 孔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 104 

9 乔同学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 101 

10 田同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96 

三、入馆排行榜 

（一） 学院机构入馆排行 

    2019级本科生中，入馆次数最高的三所学院为华西临床医学院、计算机学院和公共管

理学院。全校 32个本科学院中，入馆次数超过 8000次的一共有 12个学院。人均入馆次数

最高的为法学院，人均入馆 35.22 次。其次是数学学院和物理学院，分别人均入馆 34.23

次和 33.2次。每个学院的人均入馆次数相差不大，全校 32所学院中，人均入馆在 29 次以

上的有 12所，在 20次以下的仅有两所。令人意外的是，历来都在榜单上的文学与新闻学

院竟然两个榜单都没有上榜。而 2019级新生榜单与之前榜单最明显的区别，是华西医学院

系在榜单中占比较小。新生使用图书馆的习惯亟待养成，他们是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具备学

科特征的。本科生入馆次数及人均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院机构见表 13和表 14。 

表 13 本科新生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入馆次数 

1 华西临床医学院 14979 

2 计算机学院 12732 

3 公共管理学院 11966 

4 经济学院 11935 

5 机械工程学院 11471 

6 水利水电学院 11389 

7 电气工程学院 9764 

8 建筑与环境学院 9606 

9 物理学院 9030 

10 化学学院 8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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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本科新生人均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人均入馆次数 

1 法学院 35.22 

2 数学学院 34.23 

3 物理学院 33.2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32.48 

5 华西口腔医学院 31.33 

6 生命科学学院 30.98 

7 水利水电学院 30.78 

8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30.19 

9 公共管理学院 29.69 

10 国际关系学院 29.35 

    研究生群体不同于本科生，他们在大学中已经形成对图书馆的使用习惯。因此，研究

生榜单更加具备学科特点，也与之前榜单反映出的特性较为吻合。首先，医学院系占比约

30%。华西临床医学院为入馆次数最高的学院，而华西口腔医学院、循证医学中心等均进入

人均入馆次数前十榜单。其次，文科院系是榜单中的主力学院。其中法学院总入馆次数排

名第二，且与第一相差无几，比第三名多了约 10000次，是第四名的 2.5倍，人均入馆次

数达 85.68次，为人均榜单冠军，是亚军国际关系学院的两倍。研究生入馆次数和人均入

馆次数前十位的学院机构详见表 15和表 16。 

表 15 研究生新生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入馆次数 

1 华西临床医学院 25979 

2 法学院 25617 

3 文学与新闻学院 15253 

4 经济学院 9823 

5 华西口腔医学院 9248 

6 公共管理学院 7488 

7 历史文化学院 5046 

8 外国语学院 5005 

9 商学院 4806 

10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4509 

表 16 研究生新生人均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人均入馆次数 

1 法学院 85.68 

2 国际关系学院 44.55 

3 外国语学院 34.28 

4 文学与新闻学院 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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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29.72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29.45 

7 华西口腔医学院 29.17 

8 循证医学教育部网上合作研究中心 28.6 

9 华西临床医学院 28.55 

10 口腔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23.2 

（二） 学科专业入馆排行 

    2019级本科新生中，入馆次数最高的十个专业大部分都是理工类专业。其中机械工程

学院的机械类专业和水利水电学院的水利类专业入馆次数均超过 1.1万次，是入馆次数最

高的本科专业。人均入馆次数最高的三个本科专业则分别为电子信息学院通信工程专业、

公共管理学院哲学专业和华西口腔医学院的临床医学专业，恰好分属工、文、医三个学科

大类。本科生入馆次数及人均入馆次数前十位的专业详见表 17和表 18。 

表 17 本科新生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入馆次数 

1 机械类/机械工程学院 11471 

2 水利类/水利水电学院 11389 

3 工科试验班/化学工程学院 7876 

4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7800 

5 化学类/化学学院 7284 

6 经济学类/经济学院 7189 

7 临床医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6964 

8 计算机类/计算机学院 6798 

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学院 6634 

10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学院 6605 

18  本科新生人均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人均入馆次数 

1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学院 38.70 

2 哲学/公共管理学院 37.91 

3 临床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37.90 

4 物理学/物理学院 37.83 

5 经济学/经济学院 36.33 

6 数学类/数学学院 35.41 

7 法学/法学院 35.22 

8 核工程与核技术/物理学院 34.74 

9 数学/数学学院 34.52 

10 档案学/公共管理学院 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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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级研究生中，入馆次数最高的专业为华西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专业与法学院法律

专业，超过第三位外科学专业达 3000次以上。而人均入馆次数最高的十个研究生专业中，

竟然有九个都是法学院的。冠军司法制度专业人均入馆232.25次，平均每天入馆3次以上。

即使是第十位刑法学专业，也平均每天入馆一次。这可能与法学分馆投入使用有关。研究

生入馆次数和人均入馆次数前十位的专业详见表 19和表 20。 

表 19 研究生新生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入馆次数 

1 口腔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8510 

2 法律/法学院 7950 

3 外科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4788 

4 内科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3846 

5 金融/经济学院 3805 

6 诉讼法学/法学院 3298 

7 汉语国际教育/文学与新闻学院 2825 

8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学院 2732 

9 民商法学/法学院 2713 

10 法学/法学院 2679 

表 20  研究生新生人均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人均入馆次数 

1 司法制度/法学院 232.25 

2 法律史/法学院 225.50 

3 法学理论/法学院 175.17 

4 社区护理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123.40 

5 经济法学/法学院 118.07 

6 法学/法学院 116.48 

7 人权法/法学院 112.60 

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法学院 104.63 

9 诉讼法学/法学院 99.94 

10 刑法学/法学院 96.87 

（三） 本科班级入馆排行 

2019级本科新生中，入馆次数最高的三个本科新生班级为华西临床医学院医学技术类

专业 195020401班、匹兹堡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193120201班和商学院会计学专业

194021004班，入馆次数分别为 1775次、1214次、1196 次。除冠军班级超出亚军五百余

次外，第二名至第十名相差不大。公共管理学院哲学专业 194010701班是人均入馆次数最

高的本科班级，平均每人入馆 63.33次。其次是数学学院数学类专业 192010302班和生命

科学学院生物科学类专业 192040202班，人均入馆 57.21次、57.10次。人均榜单中，数

学学院数学类专业有三个班级上榜，法学院法学专业有两个班级上榜。入馆次数和人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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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次数前十位的本科班级详见表 21和表 22。 

表 21 本科新生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习班级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年级 班号 入馆次数 

1 医学技术类/华西临床医学院 2019 195020401 1775 

2 材料科学与工程/匹兹堡学院 2019 193120201 1214 

3 会计学/商学院 2019 194021004 1196 

4 临床医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2019 195020503 1189 

5 工业工程/匹兹堡学院 2019 193120301 1176 

6 生物科学类/生命科学学院 2019 192040202 1142 

7 数学类/数学学院 2019 192010402 1142 

8 临床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2019 195030301 1137 

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学院 2019 193030101 1120 

10 航空航天类/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 193130101 1120 

表 22 本科新生人均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习班级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年级 班号 人均入馆次数 

1 哲学/公共管理学院 2019 194010701 63.33 

2 数学类/数学学院 2019 192010302 57.21 

3 生物科学类/生命科学学院 2019 192040202 57.10 

4 数学类/数学学院 2019 192010402 57.10 

5 数学类/数学学院 2019 192010201 50.14 

6 法学/法学院 2019 191030107 50.00 

7 法学/法学院 2019 191030105 47.95 

8 网络空间安全/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2019 193140106 47.52 

9 医学技术类/华西临床医学院 2019 195020401 46.71 

10 物理学类/物理学院 2019 192020203 46.27 

（四） 个人入馆排行 

2019 级本科新生中，华西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专业的刘同学入馆次数高达 405 次，

可谓一骑绝尘，将其他人远远抛在身后。计算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的全同学入馆 280 次，

华西口腔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钟同学入馆 250次，分列榜单第二位和第三位。2019 级新

生共计 8966人，有 188位同学入馆在 100次以上，但 19.36%的同学入馆不超过 5次,34.58%

的同学入馆不超过 10次。入馆次数前十位的本科生见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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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本科新生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生个人 

排行 姓名 学院机构 专业 入馆次数 

1 刘同学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405 

2 全同学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280 

3 钟同学 华西口腔医学院 临床医学 250 

4 王同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类 245 

5 李同学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239 

6 余同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类 236 

7 曹同学 水利水电学院 水利类 233 

8 马同学 建筑与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228 

9 韩同学 匹兹堡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7 

10 郭同学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210 

    2019级研究生中，入馆次数最高的十名同学有九名都来自法学院。法学专业的李同学

入馆达 591次，张同学达 511次。在 9234名 2019级研究生中，有 13位同学入馆超过 300

次。如果把同学们进入图书馆的行为画成一条抛物线，研究生的抛物线峰值更高，开口更

小，而本科生抛物线更加平缓，覆盖面更为广泛。入馆次数前十位的研究生见表 24。 

表 24 研究生新生入馆次数前十位的学生个人 

排行 姓名 学院机构 专业 入馆次数 

1 李同学 法学院 法学 591 

2 张同学 法学院 法学 511 

3 潘同学 法学院 诉讼法学 455 

4 杨同学 法学院 经济法学 420 

5 刘同学 法学院 法律 417 

6 刘同学 法学院 法学理论 397 

7 陈同学 法学院 法律 389 

8 向同学 华西临床医学院 外科学 368 

9 程同学 法学院 经济法学 367 

10 王同学 法学院 法学 363 

四、综合利用榜 

（一） 学院机构综合利用排行 

    综合利用指数，是对图书外借、图书预约、入馆次数和校外访问四种图书馆使用行为

作出的综合衡量，反映的是同学们对图书馆的多维利用情况。在 2019级本科生中，综合利

用图书馆情况最好的三所学院分别为文学与新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与华西临床医学院。

其中文学与新闻学院和华西临床医学院在 2019半年榜和 2019年度榜中也名列三甲，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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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则第一次入围，这无疑是不懈努力的明证。本科生综合利用前十位的学院机构见

表 25。 

表 25 本科新生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综合利用指数 

1 文学与新闻学院 720.90 

2 公共管理学院 667.50 

3 华西临床医学院 651.72 

4 计算机学院 508.47 

5 经济学院 506.04 

6 生命科学学院 475.30 

7 华西口腔医学院 473.55 

8 水利水电学院 459.86 

9 历史文化学院 456.13 

10 物理学院 432.32 

    2019级研究生中，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情况最好的三所学院为文学与新闻学院、华西

临床医学院和公共管理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和华西临床医学院对图书馆资源综合的利用

一如既往，昂首进入前三甲。公共管理学院与本科榜相似则从前两期的第五逆袭成为了榜

眼，公共人在学习的道路上开始提速了。研究生综合利用前十位的学院机构见表 26。 

表 26  研究生新生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前十位的学院机构 

排行 学院机构 综合利用指数 

1 文学与新闻学院 703.56 

2 华西临床医学院 573.79 

3 公共管理学院 466.91 

4 法学院 432.59 

5 经济学院 390.60 

6 历史文化学院 320.65 

7 商学院 310.40 

8 华西口腔医学院 237.90 

9 外国语学院 176.53 

10 建筑与环境学院 156.35 

（二） 学科专业综合利用排行 

    2019级综合利用指数较高的十个本科专业中，文科专业、医科专业、理工科专业的比

例为 2:2:6。本次榜中理工专业第一次强势横扫本科新生综合利用学科专业排行榜，成为

了大赢家。文科专业虽稍落下风，但法学院的法学在入围学科专业中，依然独领风骚，充

分说明了文科专业潜力巨大，“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综合利用前十位的

本科专业详见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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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本科新生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综合利用指数 

1 法学/法学院 665.98 

2 水利类/水利水电学院 663.54 

3 工科试验班/化学工程学院 588.92 

4 口腔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572.60 

5 生物科学类/生命科学学院 541.84 

6 临床医/华西临床医学院 540.12 

7 机械类/机学械工程学院 497.66 

8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高分子科学与工程机械类学院 474.51 

9 化学类/化学学院 429.48 

10 新闻传播学类/文学与新闻学院 428.91 

2019级研究生中，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情况最好的三个专业为华西口腔医学院的口腔

医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中国史和法学院的法律。在本届学习榜中法学院专业多次名列三甲，

是他们善于利用各种规则、各种条件来学习的体现。榜单中的十个专业，有不少专业多次

上榜，说明它们一直以来都有着良好的使用习惯，实现了对图书馆资源的多维度利用。综

合利用前十位的研究生专业见表 28。 

表 28  研究生新生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前十位的学科专业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综合利用指数 

1 口腔医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732.00 

2 中国史/历史文化学院 604.64 

3 法律/法学院 512.59 

4 金融/经济学院 506.16 

5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学院 460.60 

6 汉语国际教育/文学与新闻学院 458.24 

7 新闻与传播/文学与新闻学院 457.59 

8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443.50 

9 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423.05 

10 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415.19 

（三） 学生班级综合利用排行 

    在 2019级所有的本科班级中，对图书馆资源综合利用情况最好的班级为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专业 191080101班。其次为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191080101 班和

商学院会计学专业 194021004 班。上榜的班级以文科院系为主，理工医类仅数学学院数学

类 192010302班和华西临床医学院医学技术类专业 195020401班两个班级上榜。详见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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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本科新生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前十位的学习班级 

排行 学科专业/学院机构 班号 综合利用指数 

1 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院 191080101 672.75 

2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学院 191070101 426.43 

3 会计学/商学院 194021004 420.74 

4 数学类/数学学院 192010302 409.87 

5 汉语言文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191040105 401.83 

6 法学/法学院 191030107 379.55 

7 中国语言文学类/文学与新闻学院 191040101 370.50 

8 医学技术类/华西临床医学院 195020401 355.69 

9 历史学类/历史文化学院 191060201 352.21 

10 法学/法学院 191030101 350.69 

（四） 个人综合利用排行 

    2019级本科生中，图书馆综合利用指数最高的是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刘

同学，TA也是新生外借榜单第一名。其次是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类专业的杨同学，TA 在新

生外借榜排名第八位，入馆榜排名第十二位。指数第三位的则是建筑与环境学院土木工程

专业的乾同学，TA的借阅量在新生中排名第二。图书馆将持续关注读者的使用行为，他们

在接下来的四、五年间表现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排名前十位的本科生信息见表 30。 

表 30 本科新生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前十位的学生个人 

排行 姓名 学院机构 专业 综合利用指数 

1 刘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汉语言文学 480.64 

2 杨同学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类 456.22 

3 乾同学 建筑与环境学院 土木工程 410.71 

4 刘同学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395.03 

5 谈同学 公共管理学院 哲学 393.21 

6 罗同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类 392.25 

7 龚同学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类 375.36 

8 赵同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374.68 

9 林同学 化学工程学院 工科试验班 356.10 

10 彭同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类 333.81 

    在 2019级研究生中，对图书馆资源综合利用情况最好的为公共管理学院应用心理学专

业的杨同学，TA也在外借榜中排名第七，想必预约图书与校外访问使用也比较多。第二位

是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专业的赵同学，TA在外借榜排名第六。第三位为法学院诉讼法学

专业的潘同学，TA的入馆次数排名第三。研究生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排行前十位的学生详

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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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研究生新生综合利用图书馆资源前十位的学生个人 

排行 姓名 学院机构 专业 综合利用指数 

1 杨同学 公共管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 902.61 

2 赵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文艺学 760.51 

3 潘同学 法学院 诉讼法学 697.92 

4 李同学 法学院 法学 680.99 

5 孔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 638.48 

6 钱同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艺术学理论 591.47 

7 高同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宗教学 558.96 

8 范同学 经济学院 金融 533.40 

9 张同学 法学院 法学 499.70 

10 金同学 公共管理学院 教育经济与管理 4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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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明远学习榜之热书榜 

一、哲学类图书外借排行榜 

近十年外借的哲学类书籍中，占据次数与时长排行榜前十位的不是黑格尔、康德等高

深的哲学家，而主要是心理学著作，说明在大学生涯中，通过不断自我完善成长为心智成

熟的大人，是同学们的“刚需”。初入大学，出于对各种事物的好奇，而同学们能够主动

选择阅读的途径来学习与成长。从学术上看，对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浓厚兴趣，折射

出大家对心理学问题持续关注；《禅宗语言》亦是学术界独具只眼、将禅宗与诗学相结合

的跨学科佳作；《知识考古学》《疯癫与文明》的上榜，体现出福柯对后现代学术思想的

巨大影响。 

表 1 哲学类外借次数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次数 

1 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 佩克 吉林文史出版社 72.00 

2 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格雷 吉林文史出版社 69.00 

3 厚黑学 李宗吾 江苏文艺出版社 68.00 

4 爱的艺术 弗罗姆 光明日报出版社 65.50 

5 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 九州出版社 64.00 

6 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 中华书局 63.00 

7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福柯 三联书店 62.00 

8 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 弗雷泽 大众文艺出版社 62.00 

9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尼采 译林出版社 62.00 

10 天才向左 疯子向右 贾米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9.67 

表 2 哲学类外借时长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时长 

1 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 九州出版社 71213 

2 禅宗语言 周裕锴 浙江人民出版社 71202 

3 厚黑学 李宗吾 江苏文艺出版社 70597 

4 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 光明日报出版社 70339 

5 知识考古学 富科 三联书店 70201 

6 
少有人走的路: 

心智成熟的旅程 
佩克 吉林文史出版社 69112 

7 
疯癫与文明 :  

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福柯 三联书店 67734 

8 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 弗雷泽 大众文艺出版社 66789 

9 爱的艺术 弗罗姆 光明日报出版社 65272 

10 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 所罗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6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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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类图书外借排行榜 

近十年外借的社会学类图书中，最受关注的作者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其《乡土中

国》《生育制度》为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代表作。梅罗维茨属于媒介环境学派，他的

《消失的地域》被认为是百部传播学经典之一。波兹曼《娱乐至死》对后印刷时代媒介变

化后果的分析、勒庞《乌合之众》对大众传播中的社会心理解析发人深省。另外，SPSS 统

计分析方法及其应用，也受到关注，进入了外借时长榜单。 

表 3 社会学类外借次数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次数 

1 乡土中国 费孝通 北京出版社 66.67 

2 乡土中国 费孝通 上海人民出版社 65.33 

3 菊与刀:插图典藏本 贝内迪克特 华文出版社 62.75 

4 
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梅罗维茨 清华大学出版社 58.00 

5 娱乐至死 波兹曼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7.80 

6 厚黑学 李宗吾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57.25 

7 人性的弱点（升级测试版） 卡内基 中国戏剧出版社 57.00 

8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勒庞 法律出版社 54.50 

9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费孝通 北京大学出版社 54.50 

10 人性的弱点全集 卡内基 光明日报出版社 50.00 

表 4 社会学类外借时长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时长 

1 
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梅罗维茨 清华大学出版社 75297 

2 乡土中国 费孝通 上海人民出版社 70788 

3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费孝通 北京大学出版社 66446 

4 菊与刀:插图典藏本 贝内迪克特 华文出版社 63558 

5 人性的弱点全集 卡内基 光明日报出版社 63035 

6 厚黑学 李宗吾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62100 

7 社会学研究方法 风笑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1733 

8 SPSS其实很简单 约克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1447 

9 SPSS统计分析标准教程 贾丽艳 人民邮电出版社 61364 

10 性史 福柯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61159 

在政治、法律类图书中，最受欢迎的可谓是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这本国际政治名著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矛盾将从意识形态及经济冲突，转向文明间的

冲突，引起强烈反响。刘星《西窗法雨》、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都既富有专业性，

又对初学者十分友好。《洞穴奇案》则是寓言式的经典法学著作，通过对假想公案拟出的

十四种判决书，反映了 20世纪各个流派的法哲学思想。另外，法医学、比较法、法治社会

等法学领域的问题，也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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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政治、法律类外借次数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次数 

1 规训与惩罚 : 监狱的诞生 福柯 三联书店 58.00 

2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亨廷顿 新华出版社 55.50 

 3 洞穴奇案 舒贝尔 三联书店 53.00 

 4 士与中国文化 余英时 上海人民出版社 53.00 

 5 社会契约论 卢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9.67 

 6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亨廷顿 新华出版社 49.67 

 7 西窗法雨 刘星 法律出版社 46.80 

 8 
我也有一个梦想 : 近距离看美国之

三 
林达 三联书店 46.00 

 9 刑法学 高铭暄 北京大学出版社 45.67 

 10 景观社会 德波 南京大学出版社 45.00 

表 6 政治、法律类外借时长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次数 

1 士与中国文化 余英时 上海人民出版社 65153 

2 法医活体损伤鉴定影像学图谱 依伟力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61096 

3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亨廷顿 新华出版社 59330 

4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福柯 三联书店 57150 

5 Homi K. Bhabha  Byrne, Eleanor. Palgrave Macmillan 56983 

6 入党积极分子教育新读本 梁代生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56970 

7 极权主义的起源 阿伦特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56406 

8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亨廷顿 新华出版社 56272 

9 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 达马什卡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53132 

10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苏力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2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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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事类图书外借排行榜 

近十年最热门的军事类图书，便是《孙子兵法》，它是我国诸子百家时期的一部兵家

著作。榜单中，对《孙子兵法》的注释、鉴赏、阐释著作几乎达 70%。除此之外，早期欧

洲战争中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西点军校等也受到关注。有趣的是，《西点军校的经

典法则》不仅仅是讲军事，还是一部著名的管理学参考书。孔飞力是哈佛大学的清史学者，

他讨论和反思晚清时期地方叛乱的著作也被一再重读。 

表 7 军事类外借次数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次数 

1 西点军校的经典法则 杨立军 学林出版社 43.33 

2 《孙子兵法》鉴赏 陈云金 武汉大学出版社 38.33 

3 孙子兵法. 尉缭子. 鬼谷子 孙武 山西古籍出版社 37.67 

4 孙子兵法新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

部《孙子》注释小组 

中华书局 36.50 

5 孙子百谋 唐志龙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36.33 

6 孙子兵法:the art of warfare 孙武 中华书局 33.00 

7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

化结构 

孔飞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1.40 

8 孙子译注 郭化若 上海古籍出版社 31.00 

9 孙子三论:从古兵法到新战略 钮先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9.67 

10 兵以诈立 : 我读《孙子》 李零 中华书局 26.00 

表 8 军事类外借时长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次数 

1 孙子百谋 唐志龙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37424 

2 孙子兵法. 尉缭子. 鬼谷子 孙武 山西古籍出版社 36714 

3 西点军校的经典法则 杨立军 学林出版社 34424 

4 《孙子兵法》鉴赏 陈云金 武汉大学出版社 34015 

5 
Cities at wa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ollak, Martha 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2870 

6 孙子兵法:the art of warfare 孙武 中华书局 32251 

7 孙子兵法新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

部《孙子》注释小组 

中华书局 31894 

8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

化结构 

孔飞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0380 

9 孙子三论:从古兵法到新战略 钮先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8344 

10 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参考 侯鲁梁 京华出版社 27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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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类图书外借排行榜 

近十年外借的经济学类书籍中，进入榜单的首要类别为经济学教材与软件操作工具教

程，如《经济学原理》、《投资学》，以及 EViews软件的使用等。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

昆的《经济学原理》包含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册，因为条理清晰，行文生动有

趣，被全世界几百所大学用作课程教材。其次是轻松有趣的经济学普及书籍。例如，《富

爸爸，穷爸爸》是很好的理财启蒙书，《牛奶可乐经济学》则着重解析日常生活现象背后

的经济学原理。 

表 9 经济类外借次数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次数 

1 富爸爸，穷爸爸 清崎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69.50 

2 牛奶可乐经济学 弗兰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8.33 

3 经济学原理（英文版） 曼昆 机械工业出版社 65.00 

4 货币战争 宋鸿兵 中信出版社 65.00 

5 国富论 亚当.斯密 陕西人民出版社 57.50 

6 
怪诞行为学（升级版）： 

可预测的非理性 
艾瑞里 中信出版社 57.33 

7 
计量经济学软件: 

 EViews操作简明教程 
刘巍, 暨南大学出版社 57.33 

8 竞争优势 波特 华夏出版社 56.00 

9 货币战争 2：金权天下 宋鸿兵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54.67 

10 
牛奶可乐经济学: 

最妙趣横生的经济学课堂 
弗兰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3.67 

表 10 经济类外借时长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时长 

1 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 曼昆 北京大学出版社 67832 

2 数据分析与 EViews 应用 易丹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6415 

3 货币战争 宋鸿兵 中信出版社 66091 

4 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 曼昆 北京大学出版社 65834 

5 富爸爸，穷爸爸 清崎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65764 

6 
计量经济学软件: 

EViews 操作简明教程 
刘巍 暨南大学出版社 65531 

7 投资学 博迪 机械工业出版社 64624 

8 经济学原理（下册） 曼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4389 

9 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 曼昆 北京大学出版社 64246 

10 金融炼金术 索罗斯 海南出版社 6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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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教育类图书外借排行榜 

读书时老跑神？阅读的过程就是遗忘的过程？文化教育类榜单冠军《如何阅读一本书》

告诉你，除了随手翻阅之外，你还可以怎样去阅读：使用下划线、进行主题阅读、做读书

笔记等方法，最终成为能够进行有效阅读的专业读者。文化教育类外借图书榜单中，大部

分为传媒类书籍，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等。外借时长榜单中，讲述大学历史的图书占比

达一半以上。有趣的是，相关大学全部是教会大学，我校华西校区也源自一所教会大学—

—华西协会大学。此外，日本与我国一衣带水，同属东亚汉文化圈，《菊与刀》作为二战

后美国专家对日本民族文化的深刻剖析，也令同学们非常好奇。 

表 11 文化教育类外借次数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次数 

1 如何阅读一本书 阿德勒, 商务印书馆 65.60 

2 菊与刀 本尼迪克特 文汇出版社 60.33 

3 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 本尼迪克特 商务印书馆 53.67 

4 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 本尼迪克特 九州出版社 53.00 

5 数字化生存 内格罗蓬特 海南出版社 50.50 

6 关于电视 布尔迪厄 辽宁教育出版社 50.50 

7 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 刘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0.33 

8 《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 布伦德尔 华夏出版社 49.00 

9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麦克卢汉 商务印书馆 49.00 

10 做新闻 塔奇曼 华夏出版社 48.67 

表 12 文化教育类外借时长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时长 

1 香飘魏歧村:福建协和大学 谢必震 河北教育出版社 76416 

2 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 刘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8927 

3 做新闻 塔奇曼 华夏出版社 65372 

4 如何阅读一本书 阿德勒 商务印书馆 64780 

5 东吴大学 文乃史 珠海出版社 62686 

6 华中大学 柯约翰 珠海出版社 62518 

7 福建协和大学 斯科特 珠海出版社 62518 

8 
教育与宗教: 

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 
徐以骅 珠海出版社 61393 

9 之江大学 队克勋 珠海出版社 61393 

10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 麦奎尔 清华大学出版社 6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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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学类图书外借排行榜 

文学类书籍中，由于小说的阅读量过高，与其他类别的图书远非同一量级，因此我们

将小说类图书从榜单中去除了。近十年外借的文学类图书榜单显示，最受同学们关注的作

者为龙应台、钱钟书、王小波。学术类书籍，则有《叙事学导论》和《宋代诗学通论》上

榜，反映出我校文学专业中符号学、宋诗研究的特色与优长。语言类书籍中，进入外借次

数榜单的主要是锻炼语言能力的外语小说，而进入外借时长榜单的则以语言学及对外汉语

教学类图书为主。 

表 13 语言、文学类外借次数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次数 

1 孩子你慢慢来 龙应台 文汇出版社 78.00 

2 苏菲的世界 戈德尔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73.67 

3 围城 钱钟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68.75 

4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重庆出版社 68.67 

5 小王子（中英对照） 圣埃克苏佩里 中国书籍出版社 67.50 

6 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 高铭 武汉大学出版社 67.50 

7 向死而生 北野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67.00 

8 希腊神话故事（插图珍藏本） 施瓦布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67.00 

9 
金字塔原理 :  

思考、写作和解决问题的逻辑 
明托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66.00 

10 林徽因 张清平 百花文艺出版社 66.00 

表 14 语言、文学类外借时长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时长 

1 认知语言学概论 李福印 北京大学出版社 70277 

2 
金字塔原理 : 

思考、写作和解决问题的逻辑 
明托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69945 

3 希腊神话故事（插图珍藏本） 施瓦布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68868 

4 叙事学导论 罗钢 云南人民出版社 66637 

5 宋代诗学通论 周裕锴 巴蜀书社 66514 

6 围城 钱钟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66270 

7 傲慢与偏见（中英对照全译本） 奥斯丁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65863 

8 对外汉语教学入门 周小兵 中山大学出版社 65667 

9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释疑 201例 彭小川 商务印书馆 65429 

10 对外汉语教学导论 周小兵 商务印书馆 64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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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艺术类图书外借排行榜 

近十年外借的艺术类书籍中，可以发现同学们较为关注某些艺术门类，尤其是电影，

无论是电影概论、影片赏析或影评写作类书籍，借阅量都比较大。另外，摄影、乐理、设

计、绘本等类书籍也很受欢迎，例如以对无印良品的塑造为国人所知的日本设计师田中一

光，温暖的几米绘本等。理论与学术方面，李泽厚《美的历程》为研究中国美学的经典之

作，本雅明认为摄影和电影等机械复制手段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艺术认知方式。此外，

文学与图像、符号学与电影等交叉学科话题，也持续受到关注。 

表 15 艺术类外借次数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次数 

1 又寂寞又美好 几米 辽宁教育出版社 78.00 

2 履历表 几米 现代出版社 65.00 

3 设计的觉醒 田中一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3.33 

4 
摄影小史：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本亚明 江苏人民出版社 48.67 

5 认识电影 詹内蒂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46.00 

6 美的历程 李泽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4.67 

7 
基本乐理简明教程 

（附习题及答案） 
童忠良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44.33 

8 如何写影评 科里根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44.33 

9 
图像学研究：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 
帕诺夫斯基 上海三联书店 44.00 

10 
天堂电影院： 

52部美丽电影阅读笔记  
阿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4.00 

表 16 艺术类外借时长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时长 

1 设计的觉醒 田中一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64087 

2 电影的故事 卡曾斯 新星出版社 63228 

3 基本乐理教程 童忠良 上海音乐出版社 60294 

4 电影是什么？ 巴赞 中国电影出版社 55702 

5 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本亚明 江苏人民出版社 54955 

6 艺术与观念 弗莱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 53448 

7 基本乐理简明教程（附习题及答案） 童忠良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53363 

8 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  巫鸿 上海人民出版社 52567 

9 认识电影 詹内蒂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52352 

10 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 麦茨 三联书店 51718 

     



四川大学明远学习榜（2019 年第 2 期） 

47 

八、历史类图书外借排行榜 

在历史类外借书籍中，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毫无疑问的位居榜首，这本以“大历史

观”写成的明史著作，以其新颖的学术观念与书写方式，影响范围远远超出历史学界，成

为人文领域的“学术流行书”。外借次数榜单中，既包括通俗历史演义、名人传记，也包

括名人情书、异国文明、经典史书。时长榜单虽大部分与次数榜单内容相同，但新出现了

两部有关全球文明的历史著作，也有一本以英文写成的张光直教授的中国考古学著作。此

外，榜单首位的《文幼章传》、第七位《民国时期的老成都》，则体现出对民国时期成都

文化生活的关注。 

表 17 历史类外借次数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次数 

1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 中华书局 84.00 

2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 三联书店 71.00 

3 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当年明月 中国海关出版社 62.00 

4 苏东坡传 林语堂 东方出版社 59.00 

5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库恩 上海译文出版社 57.50 

6 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 李冬君 北京大学出版社 56.00 

7 爱你就像爱生命 王小波 重庆出版社 54.33 

8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王明珂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3.00 

9 史记精讲 韩兆琦 中国青年出版社 52.67 

10 左传 左丘明 中华书局 52.33 

表 18 历史类外借时长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时长 

1 文幼章传 : 出自中国的叛逆者 文忠志 四川人民出版社 83402 

2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 中华书局 75783 

3 三礼通论 钱玄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65113 

4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 三联书店 65043 

5 苏东坡传 林语堂 东方出版社 64371 

6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王明珂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3344 

7 民国时期的老成都 王泽华 四川文艺出版社 58822 

8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 斯塔夫里亚诺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57545 

9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Chang, 

Kwang-chih 
 57242 

10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戴蒙德 上海译文出版社 55129 

     

 



四川大学明远学习榜（2019 年第 2 期） 

48 

九、理学类图书外借排行榜 

理学类图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等多门学科的图

书。进入近十年外借次数榜和时长榜的理学类图书非常不同。次数榜中，微积分参考书多

达七本（感受到同学们被高数支配的恐惧了吗？）。另外三本中，道金斯《自私的基因》

与霍金《时间简史》，分别为生物科学和物理学领域的著名科普著作，而 Origin软件的教

程参考书是唯一一本同时进入次数榜与时长榜的图书。时长榜中，ABAQUS、MATLAB、Origin

等数值分析类软件的使用是热门话题。此外，榜单中还包括三本英文书籍，分别关于拓扑

学、量子化学、量子物理。 

表 19 理学类外借次数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次数 

1 微积分 (第三版) 同步辅导及习题全解 黄淑森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56.25 

2 微积分辅导及习题精解 张天德 新华出版社 55.00 

3 
Origin 8.0 实用教程 :  

科技作图与数据分析 
肖信 中国电力出版社 53.50 

4 自私的基因 道金斯 中信出版社 53.50 

5 微积分学习指导 齐民友 武汉大学出版社 53.25 

6 
微积分 (第三版) 习题解答与注释 : 

 《微积分(第三版)学习参考》缩编本 
赵树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0.50 

7 时间简史（插图本） 霍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49.50 

8 微积分学习辅导与提高 苏燕玲 机械工业出版社 48.67 

9 微积分 (第三版) 学习参考 赵树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8.67 

10 高等数学题型全攻略 吴云天 化学工业出版社 48.00 

 

表 20 理学类外借时长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时长 

1 Open problems in topology II Pearl, Elliott. Elsevier 82582 

2 Ideas of quantum chemistry Piela, Lucjan Elsevier 76215 

3 新编高聚物的结构与性能 何平笙 科学出版社 73033 

4 
Origin 8.0 实用教程 : 

科技作图与数据分析 
肖信 中国电力出版社 71449 

5 ABAQUS 有限元分析常见问题解答 曹金凤 机械工业出版社 70990 

6 MATLAB 数值分析 周品 机械工业出版社 70529 

7 高等断裂力学 王自强 科学出版社 67871 

8 Atomic and molecular clusters Johnston, R. L. Taylor & Francis 66832 

9 基于 ABAQUS 的有限元分析和应用 庄茁 清华大学出版社 66656 

10 流式细胞术 杜立颖 北京大学出版社 6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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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医学类图书外借排行榜 

与理学类外借次数榜单类似，近十年医学类图书外借次数榜被习题集占领了，所以明

白为何华西 er常年雄踞入馆次数冠军了吗？学霸就是这样炼成的！从中也能够看到医学中

比较重要的几种类型：基础医学中的解剖学、生理学、流行病学和微生物学，临床医学中

的内科学、精神病学，以及药学的基础药物化学等等。相对来说，次数榜意味着更高的周

转率，时长榜意味着更长时间的持有与更加深入的阅读，当然这只是种倾向，并非绝对。

从医学类外借时长榜中可以看到，营养学与食疗方法是其中的热点。另外，一些科研方法

如 SPSS的应用、医学统计方法等，也较受关注。 

表 21 医学类外借次数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次数 

1 药物化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徐正 人民卫生出版社 57.00 

2 SPSS 在医学科研中的应用 王乐三 化学工业出版社 51.00 

3 奈特人体解剖彩色图谱 内特尔 人民卫生出版社 49.86 

4 生理学学习与解题指南 余承高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49.00 

5 流行病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王滨有 人民卫生出版社 49.00 

6 生理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罗自强 人民卫生出版社 48.75 

7 内科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 刘文励 人民卫生出版社 48.50 

8 卫生统计学 方积乾 人民卫生出版社 48.00 

9 精神病学 郝伟 人民卫生出版社 47.50 

10 医学微生物学习题集 李凡 人民卫生出版社 47.00 

 

表 22 医学类外借时长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时长 

1 中国药膳辩证治疗学 周文泉 人民卫生出版社 84714 

2 妇女更年期病症的饮食调养 陈惠中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84714 

3 中华现代药膳食疗手册 孟仲法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84714 

4 小儿出血性疾病 王红美 山东大学出版社 84050 

5 临床统计方法及 SPSS 应用 孙海双 科学出版社 75501 

6 SPSS 在医学科研中的应用 王乐三 化学工业出版社 72069 

7 医用统计方法 金丕焕 复旦大学出版社 71101 

8 不孕与不育 罗丽兰 人民卫生出版社 69854 

9 口腔美学修复临床实战 刘峰 人民卫生出版社 69349 

10 世界最新医疗保健（一） 周树春 新世界出版社 68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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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农学类图书外借排行榜 

我馆收藏的农学类图书，对应的主要是我校生命科学学院的农药学、园林植物与观赏

园艺、风景园林专业，以及建筑与环境学院的风景园林等专业，与其他类别相比，所涵盖

的书籍种类与受众面较小，外借次数与时长也较小。由于我校专业设置的特点，近十年外

借的农学类图书榜单中，一方面是与农药学相关的土壤微生物研究书籍，另一方面则为园

林观赏性植物的识别与应用类书籍。除此之外，中国有着悠久而独特的饮茶文化，宋人陆

羽的《茶经》也成为受欢迎的案头读物。 

表 23 农学类外借次数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次数 

1 园林景观植物花卉图典 江荣先, 机械工业出版社 35.00 

2 花卉事典 季静 化学工业出版社 28.00 

3 土壤微生物研究原理与方法 林先贵 高等教育出版社 28.00 

4 木本花卉 195 种 薛聪贤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5.00 

5 土壤与环境微生物研究法 李振高 科学出版社 24.50 

6 园林景观植物识别与应用·花卉 刘延江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2.00 

7 芳香植物景观 周厚高 贵州科技出版社 22.00 

8 花的密码 波伊谢特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1.67 

9 观赏乔木 徐晔春 中国电力出版社 19.50 

10 茶经译注（外三种） 陆羽 上海古籍出版社 18.00 

表 24 农学类外借时长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时长 

1 土壤与环境微生物研究法 李振高 科学出版社 46386 

2 土壤微生物研究原理与方法 林先贵 高等教育出版社 44521 

3 园林景观植物花卉图典 江荣先, 机械工业出版社 33255 

4 花卉事典 季静 化学工业出版社 28593 

5 芳香植物景观 周厚高 贵州科技出版社 25288 

6 水土保持学 文俊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4754 

7 
江西九岭山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

察报告 
李振基 科学出版社 24721 

8 园林景观植物识别与应用·花卉 刘延江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4417 

9 
海河流域农田水循环过程与农业高

效用水机制 
康绍忠 科学出版社 23476 

10 观赏乔木 徐晔春 中国电力出版社 2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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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工学类图书外借排行榜 

工学类图书，包括工业技术、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环境科学和安全科学等多门学科

书籍，其中工业技术又包含冶金、机械、能源与动力工程、原子能、电工技术、无线电、

自动化、计算机、轻工业、建筑科学、水利工程等多种多样的工学门类。近十年工学类图

书外借次数榜单以计算机相关书籍为主——从 C++、Python 等编程语言，到 OpenCV、MFC

等基于 C++语言的开发，以及 Linux 操作系统等。外借时长榜单也以软件教程为主，其中

40%的图书都是关于 FLEUNT 软件的应用，该软件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商用 CFD 软件包，

具有丰富的物理模型，能够模拟处理各种复杂流场。MATLAB 为三大数学软件之一，能够

实现数值分析、数据可视化等多方面功能。另外，也有关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的两本图

书上榜。 

表 25 工学类外借次数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次数 

1 鸟哥的 Linux 私房菜（基础学习篇） 鸟哥 人民邮电出版社 64.00 

2 
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 :  

a programmer's perspective 
布赖恩特 机械工业出版社 55.50 

3 安藤忠雄 埃斯波西托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54.00 

4 Python 核心编程 陈仲才 人民邮电出版社 53.50 

5 化工原理例题与习题 姚玉英 化学工业出版社 52.67 

6 Python 学习手册 卢茨 机械工业出版社 52.00 

7 MFC 程序设计轻松入门 欧阳志宏 人民邮电出版社 49.33 

8 学习 OpenCV（中文版） 布拉德斯基 清华大学出版社 49.00 

9 PPT 演义 : 100%幻灯片设计密码 陈魁 电子工业出版社 48.67 

10 C++ Primer Plus 中文版 普拉塔 人民邮电出版社 48.00 

表 26 工学类外借时长排行前十的图书 

排名 题名 作者 出版社 外借时长 

1 Fluent 高级应用与实例分析 江帆 清华大学出版社 70856 

2 
电力系统的 MATLAB/SIMULINK 仿

真与应用 
王晶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68092 

3 FLUENT 流体计算应用教程 温正 清华大学出版社 67768 

4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雅各布斯 译林出版社 67673 

5 FLUENT 入门与进阶教程 于勇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67491 

6 MATLAB 实用教程 苏金明 电子工业出版社 67413 

7 FLUENT 工程技术与实例分析 周俊杰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67410 

8 MATLAB 函数速查手册 邓薇 人民邮电出版社 67016 

9 安藤忠雄 埃斯波西托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67015 

10 鸟哥的 Linux 私房菜, 基础学习篇 鸟哥 人民邮电出版社 66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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