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 波

南京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智能机器人研究院联合实验室

南京大学智慧图书馆研究与测评中心

武汉@2021年5月13日

高校图书馆智慧化建设进程中若干问题研究

2021  全国未来智慧图书馆论坛

南京大学香雪海

Research on Several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Background

1、背  景

NJU Library

2019中国未来智慧图书馆发展论坛

2019年11月15日   南京

智慧化时代的到来，让图书馆从信息化向

智能化转变。图书馆作为一个不断生长着

的有机体，藏书、馆员和读者三要素随着

环境和需求的变化，被赋予了更多、更广

的内涵。本届论坛以“跨界融合智慧 -- 新一

代智慧图书馆”为主题，在国家“双一流”战

略布局和科学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下，以智

慧图书馆为切入口，探索未来图书馆发展

的无限可能性。

智慧图书馆建设“十四五”开局之问



Background

1、背  景

NJU Library

2019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评选结果

1999年物联网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之后，物物相联的智慧理念逐渐影响社会的各
个方面，“智慧城市”“智慧国家”，甚至“智慧地球”的概念相继被提出，2009年我
国也提出建设“感知中国”中心。同时，“智能”“智慧”开始与图书馆建设和服务相
联，学者从初步了解和认识“智慧图书馆”，进而系统阐述“智慧图书馆”的核心要
素和特点：书书相联、书人相联、人人相联；全面感知、整合集群、无线泛在。
随着技术的发展，尤其是5G通信技术的成熟和应用，智慧图书馆的理念开始付
诸实践，正在变为现实。智慧图书馆的探索实践过程也是图书馆转型发展的过
程。2019年智慧图书馆开始从学术研究向实践建设转化，关于智慧图书馆的研
究成果丰硕，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等都在探讨智慧时代图书
馆发展的新业态和转型升级。研究成果涉及智慧图书馆理论研究和实践建设的
各个方面，包括理念转变，技术应用、平台建设、框架构建，资源建设、数据
分析、人员培养，业务规划、空间再造、联盟重组，以及服务向“智慧”升级和相
应的模式、策略等。学界关于智慧图书馆的理论研究和业界关于智慧图书馆的
实践探索，共同推动图书馆向“智慧”转型发展。

（吴澍时,《中国图书馆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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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基于图情档学科发展的基本分析，对新一代“数智”环境

与图情档之间的碰撞作了一些分析和思考。可以说，“数智”

赋能已经成为引领图情档创新发展的驱动力，正在深入

影响图情档的研究范式与实践逻辑。当然，仍然需要指出，

我们不能将“数智”赋能看成是图情档学科发展的“直通车”，

另一方面更不能浪费“数智”赋能效用的机会成本。在新一轮

竞跑阶段，图情档学科亟需从微观的转向开始，适应“数智”

环境的变化，面向需求、基于场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推动图情档学科不断繁荣发展。

•图情档的发展离不开过去一代代学术人和从业者的积累和贡献，

更离不开面向未来的“守护者”“开拓者”和“传承者”。下

一代图情档发展必然更加开放化、智能化、协同化和生态化。

希望我们不负时代的馈赠、历史的青睐，共创图情档的新未来！

1、背  景
Background

引自：图书情报知识，2020年第3期

学界思考



1、背  景

Background

图情涉及的大数据与AI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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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知识图谱、自动标签和推荐算法



1、背  景

Background

2020年6月23日到24日，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召开，大会的主题是“融合，创新，发展”，大会分了很多个版块，在中新智慧城市高峰论坛版块，智慧图

书馆是很重要的部分，中新天津生态城智慧图书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之一，当天下午，发布了《中新天津生态城智慧图书馆指标体系》。这套

智慧图书馆指标体系包含5项一级指标、26项二级指标，为公共图书馆智慧发展提供实践参考的同时，也指导本馆未来十年的智慧化建设。

引自：www.wicongress.org/

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

业界进展

智慧图书馆建设“十四五”开局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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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图书馆副馆长刘炜：FOLIO作为一

种理念，其云原生、微服务等技术的跨越，以及

开放的社区生态合作模式是未来智慧图书馆平台

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本次研讨会围绕“智慧图书馆转型”这一主题，探

讨了新时代图书馆智慧阅读与智慧服务的发展方

向，讨论了十四五时期图书馆系统平台向下一代

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过渡与转型的途径方法。

引自：下一代图书馆智慧服务平台研讨暨长三角智慧阅读圆桌会议 2021.4.23

图情行业新进展

智慧图书馆建设“十四五”开局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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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2021年4月28日上午

     JALIS

沈辅成

引自：“十四五”规划背景下高校图书馆
发展与服务创新学术研讨会

暨2021年ProQuest数字资源与图书
馆技术交流讨论会

图情行业新进展



1、背  景
Background

南京图书馆

引自：2021年4月28日下午     南图-

南大   图书馆大数据实验室成立会议。

图情行业新进展



1、背  景
Background

国家图书馆

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

引自：2021年4月28日  下午   南图-南大   

图书馆大数据实验室成立会议。

图情行业新进展

智慧图书馆建设“十四五”开局之问



1、背  景
Background

2021年5月12日    论坛的举办，对深化江苏省图书馆之间

的协同合作，在区域资源协作共享基础上实现行业大数

据共享协作，形成区域性智慧服务共享体系，推动未来

建设高水平高校智慧化服务体系上具有重要意义。

倡议构建高校 智慧图书馆服务联盟

图情行业新进展

智慧图书馆建设“十四五”开局之问

引自：江苏科技大学新闻稿



1、背  景
Background 企业状况

智慧图书馆建设“十四五”开局之问

南京数件技术研究院



南京大学图书馆“十四五”规划的建设任务是在现有基础上调整定位，实现管理与服务的精准转型与变革，

在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核心使命的发展过程中提供精准化服务和发挥出学校

公共数字化平台的最大效能。图书馆“十四五”期间的主要任务是“一平台四中心”建设，主要包括：

1、文献与数据资源中心建设；

2、图书馆学习支持中心建设；

3、科研支持中心建设；

4、古籍保护与文化传承中心建设；

5、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服务支撑平台建设。

2、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智慧服务

Background

智慧图书馆建设“十四五”开局之问

问题一：如何正确认知智慧图书馆？



2、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智慧服务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Smart service

智慧图书馆的概念众说纷纭，落地可行的具体措施有哪些？

         在建设的过程中，借鉴第三方的概念、做法等，结合图书馆本行业的特点，产生创新的图

书馆服务，都可以作为智慧图书馆的组成部分。智慧是个生长体，就像小孩慢慢长大一样，智

慧图书馆也是一个慢慢长大的过程。

         智慧图书馆的建设核心要以时下的新概念“智联网”为基础来发展。智联网是建立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基础之上，是具备智能的连接万事万物的互联网，是智能时代的

重要载体和思维方式。智联网通过将物理世界抽象到虚拟世界，并借此建立完整的数字世界，

构筑新型的生产关系。智联网将改变旧有思维模式，从而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

大规模社会化协作。智慧图书馆要做到一切的数据互联、数据联动。在获得大数据的情况下，

利用这些数据做什么是智慧图书馆的核心。

问题一：如何正确认知智慧图书馆？



2、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智慧服务

引自：2012年5月20日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图书馆“智
慧图书馆”服务系统揭幕。

NJU Library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Smart service

国内首创5个+，成为早期智慧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

读者服务项
目

服务类型 借鉴互联网服务 南京大学创新实
践

Web服务 体验 Google+ Book+
知识发现 搜索，资源整

合
谷歌、百度 Find+

手机服务 APP 网易客户端、微
信

Mobi+

终端交互服
务

触摸互动 分众、维络城 Pad+

学科服务 专业服务门户 39健康网（医学）Subject+

问题一：如何正确认知智慧图书馆？



资源、服务、技术、空间、用户、馆员——核心要素

智能时代：

资源提供
智慧时代：

知识服务

• 以AI为核心定义智慧图书馆

• 以解决不同场景的用户核心诉求为服务目标

• 知识服务体系化、结构化、智能化

• 图像技术（人脸识别、OCR图片识别、NLP...）

• 知识图谱

• 语音技术（识别、合成...）

• 机器人技术

• 。。。
引自：李显志，邵波．国内智慧图书馆理论研究现状分
析与对策. 图书馆杂志，2013/08

2、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智慧服务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Smart service

问题一：如何正确认知智慧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相关系统测评与NLSP运行调度

智慧图书馆测评中心 Smart Library Evaluation Center

2、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智慧服务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Smart service



引自：沈奎林  南京大学图书馆      沙枣树下说新语      奎林说   2020-12-20 

2、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智慧服务

问题一：如何正确认知智慧图书馆？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Smart service

智慧图书馆建设“十四五”开局之问



2、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智慧服务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Smart service

智慧服务是图书馆的名片，如：目前图书馆行业已对外推出自动分拣机器人、盘

点机器人、迎宾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科沃斯机器人、贩卖机器人、支付宝办证、刷脸办证、

导航找书、扫码借书、刷脸借书、扫码听书、互动体验、手机导航找书、5G覆盖等一系列智慧

服务。

智慧服务是指个人或组织运用智慧为其他人或组织提供的服务。智慧既是服务的工具，也是服

务的内容。智慧服务包括策划、科研、教育、培训、咨询、广告、新闻、法律、财务、设计、

程序开发等各类服务。

引自： 百度



2、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智慧服务

https://www.xmind.net/m/Ywrx/

智能设备的嵌入是智慧图书馆 建设

的基本做法

智慧图书馆是以满足读者知识需求

为目标，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新技术，重新组织融合图书馆的资

源、技术、服务、馆员和用户五要

素，为用户提供智慧化服务和管理

的智慧综合体。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Smart service

问题二：图情机器人提供的服务何时能普及吗？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Smart service

“图宝”在微电影中客串演出，并推动情节发展，被称为“女二号”

“AI+图书馆” 之机器人

    Library  robot

2019年4月26日微电影

2、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智慧服务

咨询类机器人
引自：南京大学新闻网.南京大学打造机器人图书管理员“图宝” 系国内高校首创[EB/OL].
（2017-05-19）[2018-03-15].http://news.nju.edu.cn/show_article_2_45673

问题二：图情机器人提供的服务何时能普及吗？



2018年10月第四代图客                2017年5月18日发布（第三代）

2、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智慧服务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Smart service

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产业前瞻与共性关键技术）项目，BE2017154，多模态智能图书盘点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2017/06-2020/05

2015年第一代

“AI+图书馆” 之机器人

问题二：图情机器人提供的服务何时能普及吗？



定位与盘点机器人进展

第五代（2021年5月正式发布）  

         超高频机器人
         
         高频机器人

          视觉辅助定位

         

2、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智慧服务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Smart service 问题二：图情机器人提供的服务何时能普及吗？



定位与盘点机器人进展

2、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智慧服务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Smart service



关键参数概览2、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智慧服务



RFID标签

X

Y

d

天线沿书架移动扫描，云平台大数据分析建模

定位

大数据

感知
利用RFID,在移动扫描过程中采集信息

利用云平台，对采集海量数据进行大数据处理

对射频信号进行建模，实现厘米级图书定位

射频信号采集

云平台大数据处理

高精度定位算法

定位实现过程

报表
错架报表、丢失图书报表，自动发送到邮箱

自动生成报表

定位与盘点机器人进展

2、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智慧服务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Smart service







邵波,张文竹.下一代图书馆系统平台的实践与思考[J].图书情报工

作,2019,63(01):98-104.

邵波等.数据驱动视野下高校智慧图书馆建设及服务规划——兼

论 “ 十 四 五 ” 时 期 智 慧 图 书 馆 发 展 路 径 [ J ] . 图 书 情 报 工

作,2021,65(01):41-45.

3、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实践现状
The practice status of the next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问题三：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核心是什么？

智慧图书馆建设“十四五”开局之问



合理地统筹图书馆馆藏，实
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对
现有工作和服务流程进行整
合和优化

除了传统的印刷资源，各种形
式的电子资源、数字资源，包
括电子书、电子期刊、电子档
案、视频、开放存取

资源等都在研究中发挥着越
来越大的作用
图书馆必须加强对这部分资
源的采购和管理

分散的系统不仅给用户利用
带来麻烦，同时也可能造成
沟通不畅，造成资源的浪费
和重复劳动

2、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实践现状
The practice status of the next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问题三：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核心是什么？



LSP重要
组成

统一资源管理
•纸质和电子资源从采
购到揭示的整个生命
周期

•支持各种资源描述，
包含MARC、关联数
据、RDF等 发现系统

•实现资源统一揭示，
全文下载

二次文献库
•机构库、专家库、
特色库

大数据分析平
台
•分析每天产生的大
数据库支持馆务决
策大数据中心

•支持海量数据的的
知识库及智能链接

开放平台
•支持第三方接入的
图书馆API

采购(PDA)
•基于读者选择的采
购平台,及用于书商
的采购平台

图书馆联盟平
台
•多馆跨区域资源共享、
流通

“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以用户为中心，具

备开放的生态环境，具备纸电数资源一体化管

理，利用云服务和共享知识库连接所有图书馆、

数据资源和用户。

2、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实践现状

The practice status of the next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国内外LSP已快速进入应用期

问题三：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核心是什么？



NLSP

NLSP平台服务

纸电一体化管理

开放的API接入环境

微服务技术架构

互联网云服务模式

中央知识库

供应商平台

第三方服务

NLSP——智慧图书馆的数据流核心

AI智能服务

VR沉浸式服务

大数据服务

空间场景服务

AI

VR

机器辅助服务

智慧图书馆

读者服务平台

开
放
平
台

开
放
平
台

2、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实践现状
The practice status of the next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邵波,单轸,王怡.新一代服务平台环境下的智慧图书馆建设:业务重组与数据管理[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02):27-37.

问题三：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核心是什么？



学科建设
科研服务

一体化资源管理 资源馆藏智能布局 多元化读者服务 运行监控
辅助决策

3、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实践现状
The practice status of the next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可以更有效地作为知识组织和服务这一资源生态系统的连接者，通过数据分析和知识发现快速地为用户从海量
知识环境中提取出所需信息，让图书馆更好地在信息生产者和信息消费者之间建立平衡机制，从单一的双向服务，升级为融合服务，
进而带来信息系统生态链的全面升级。

问题三：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核心是什么？



运行看板 业务工作

馆藏量监控

科研保障

资源应用 采购与经费

读者行为

01 02 03 04 05 06 07

3、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实践现状
The practice status of the next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2020年9月南京大学读书节，发布：NLSP3.0，南京大学智慧图书馆建设将由初级阶段进入成长阶段

问题三：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核心是什么？



读者个体在某个时间段在图书馆的所有活动数据，

到馆情况、借阅情况、空间利用情况、座位预约情

况、打印复印、期刊电子资源利用及其他相关数据，

生成个人阅读报告；

方便读者自己查看，同时方便图书馆针对重点读者

开展个性化的服务。

读者数据服务

3、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实践现状
The practice status of the next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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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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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台建设



3、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实践现状

运行
效果

平台安全稳定

作为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南京大学NLSP
已基本成熟，可以支撑智慧图书馆的未来发展。

构架与SaaS云服务，减轻系统运维、存储、备份压力

达到稳定运行，流程通畅

纸、电、数全资源管理，学院分馆体系搭建完成

标准开放的API接口体系，可扩展多项应用

部署简单，上网就工作，在家就能办公

迭代式更新，无需闭馆，服务不停顿更新

大数据分析，提高用户服务质量和馆藏质量2020年9月：服务读者4.3万人，处理借还44万多次

1

2

3

4

5

6

7

NLSP3.0

The practice status of the next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4、从LSP进化到KSP的设想与尝试
Imagine and try

LSP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NLSP  (Next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Nanjing University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

NLSP1.0      

NLSP2.0

NLSP3.0

问题四：向KSP (Knowledge Service Platform)   进化的可能性？      

智慧图书馆建设“十四五”开局之问



ERM
（Electronic Resource Management）

电子资源管理

DAM
（Digit al Asset Management）

数字资产管理

DMA
（Data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统一的数据监控与分析

ILS
（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

纸质资源管理

图书馆管理系统

传统ILS
纸质资源管理系统

传统ILS处理纸质资源可看作“just-in-case”，
因为传统ILS只能处理纸质资源；

电子资源管理系统

ERM
电子资源管理系统

ERM处理电子资源可看作另一个“just-in-
case”，因为处理的分离造成过程的不连续性；

NJU Library

3、从LSP进化到KSP的设想与尝试
Imagine and try

问题四：向KSP (Knowledge Service Platform)   
进化的可能性？

智慧图书馆建设“十四五”开局之问



知识服务
发展趋势

人 员 的 专 家 化 、 团
队 化

对 象 的 个 性 化 、 专
业 化

方 式 的 网 络 化 、 虚
拟 化

手 段 的 集 成 化 、 智
能 化

经 营 的 产 业 化 、 效
益 化

过 程 的 全 程 化 、 一
体 化

内 容 的 知 识 化 、 创
新 化

资 源 的 数 字 化 、 共 享
化

3、从LSP进化到KSP的设想与尝试
Imagine and try

问题四：向KSP (Knowledge Service Platform)   
进化的可能性？



用户画像与
精准发现

定题跟踪与持
续信息发现

学科前沿与学
术热点发现

学科与科技竞
争情报发现

仓储式发现 陈列式发现         推荐式发现 机构发现 学者发现学科发现

“个性化”发现

“通用性”
发现

与所服务对象
最佳匹配的

馆藏检索

3、从LSP进化到KSP的设想与尝试
Imagine and try

知识发现

问题四：向KSP (Knowledge Service Platform)   
进化的可能性？



Imagine and try

重点：图书馆业务流程重组：在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构建过程中，最核心的是纸电数

资源一体化管理与发现系统的重组，其构建过程也以BPR理论为指导，同时又要考虑图书馆的业

务流程重组的专业性和特殊性。

        重组包括：1) 图书馆采访流程再造；

                              2) 图书馆馆藏建设模式再造；

                              3) 图书馆服务流程重组；

                              4) 图书馆人员再造。

数据即未来，在图书馆数据管理与服务方面：1) 革新图书馆服务理念。2) 一体化读者服务和

资源服务。3) 重构图书馆学术服务。4) 强化图书馆数据管理。

图书馆联盟作为我们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探讨“图书馆新联盟”这个模式。

3、从LSP进化到KSP的设想与尝试

问题四：向KSP (Knowledge Service Platform)   
进化的可能性？



NJU Library

3、从LSP进化到KSP的设想与尝试
Imagine and try



问题五：建立基于新一代平台的图书馆联盟体系的实
效及难点？

联盟电子资源共享服务

联盟大数据服务

联盟资源建设分析

联盟性的采选策略服务

新联盟元数据共建共享

联盟通用读者服务

依托新一代智慧型图书馆服务平台的云服务模式，由原来的单体系统联盟模式升级为基于互联网云服务的联盟模式。在基于联

盟规则体系下，建立主动型的联盟服务，使联盟各馆在享受联盟资源开放与多元联盟服务的同时，共同致力于提高联盟的活跃

性、供给性、开放性，以及联盟对读者的多元化、精准化知识服务。

云联盟

3、从LSP进化到KSP的设想与尝试
Imagine and try



开放的开发者联盟

提供托管服务的云服务平台

开放互联、可扩展

丰富、活跃的应用市场

新一代图书馆管理系统，不仅仅是

一个资源管理的工具，而是一个解

决图书馆方方面面需求的容器，构

建一个支持图书馆发展的“生态环

境”（新业态），可持续发展。

建立图书馆联盟体系-联盟平台新生态

3、从LSP进化到KSP的设想与尝试
Imagine and try 问题五：建立基于新一代平台的图书馆联盟体系的实

效及难点？



统一的接口规范，图书馆技术部可将授权后

的接口提供给第三方厂商对接自助借还机、

门禁等等；

开放平台

支持第三方开发者按照标准接口接入，开发

标准化的应用，上架后对接到应用市场，提

供丰富多元的应用；

应用市场

支持本馆接口监控，接口每日的调用情况可

直接预览。异常可直接预警。

本馆接口调用管理

建立图书馆联盟体系：一体化
的 开 放 平 台 管 理

3、从LSP进化到KSP的设想与尝试
Imagine and try



构建合理的馆藏体系-基于资源画像的采购策略

利用数据挖掘、聚类分析等技术，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与馆藏的关系、学术水平等），再结合经费预算和学科分类情况设定的采购策略，

得出采购指数信息，对资源进行为维度的评分，考虑用户对普及性读物、考试类书籍、畅销书籍、大众休闲书籍、综合类书籍 、热点书籍 、

参考工具书等的需求，给予适当的采购；加强数据库建设；

3、从LSP进化到KSP的设想与尝试
Imagine and try



构建合理的馆藏体
系-基于大数据的智
能 采 选

确定基础专业长期稳定、优

势专业适当增长、新兴专业

重点建设的馆藏体系发展规 

划，促进馆藏结构合理化发

展 。

3、从LSP进化到KSP的设想与尝试
Imagine and try



以知识共享为主的管理制度

共享知识交流学习探讨
线下开展以读者为中心的读书讲座，交

流小组等，丰富员工知识面，提升员工

素质，打造知识型团队，营造互帮互学、

互助互爱的中心文化氛围。

馆内鼓励制度
为促进知识共享的有效进行，为知识

的贡献者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和物质

奖励，同时将知识共享纳入馆员业绩

考核和晋升的一部分。同时保护好知

识提供者的名誉及出版权著作权等。

提升馆员学习能力
利用自身优势，不拘泥于单一的学习方式 ，利

用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到其他院校参观学习、接

受专业培训等等，来提升馆员的素质 ，促进知

识共享的有利进行 。

3、从LSP进化到KSP的设想与尝试
Imagine and try



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社交型服务

在社交网络应用的基础上，推动读者驱动采访、读者参与资源编目或描述、读者生成内容等。在图书馆系统更加开放的平台上，提供读者参与的图书馆资源

建设与管理机制。

支持记录图书捐赠信息，读者可以在线提交捐赠信息，查看捐赠公告，查

看自己的捐赠记录；

读者捐赠

支持读者自由荐购/采购单荐购，荐购排行榜，荐购生命周期管理

读者驱动采购/荐购

支持创建阅读列表，阅读列表可以与课程关联，以供读者在统一检索查看、

收藏；

读者也可以添加自己的阅读列表。

阅读列表

为读者提供线上交流互动的平台。读者可以通过书评在应用内分享自

己的读后感；通过分享向应用外扩大图书覆盖面。图书馆可以通过书

评促活、通过分享拉新。

图书评论

3、从LSP进化到KSP的设想与尝试
Imagine and try



1 . 记 录 用 户 所 有 的 行 为 轨 迹 ， 包 括 借 阅

行 为 、 浏 览 行 为 、 收 藏 、 评 论 等 行 为 ；

2 . 基 于 读 者 的 属 性 与 兴 趣 ， 为 读 者 建 立

标 签 ；

3 . 精 细 化 的 积 分 管 理 ， 积 分 关 联 到 行 为

记 录 上 ， 通 过 行 为 完 成 积 分 分 值 的 变 更 ，

精 细 化 服 务 ；

基 于 用 户 轨 迹 与 标 签 形 成 个 性 化 的 推 送 。

形成用户个人图书馆

3、从LSP进化到KSP的设想与尝试
Imagine and try



馆藏体系障碍

高校图书馆盲目注重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

量的提高，馆藏体系缺乏灵活性和科学性；

馆藏建设着重服务于重点学科和专业，而

忽视其他学科和专业；注重特色建设，而

忽视地域信息资源 的发掘 和开发，等等 。

观 念 、 技 术 和 管 理 障 碍

长期以来，知识 共享在业界还相当多地停 

留在表面上，表现在如馆员意识固化 ，布

局重藏轻用 、管理封闭化等。大部分图书

馆都只愿共享，不愿共建。这些因素导致

馆际协作障碍重重，致使馆藏利用率低下 ，

严重阻碍了知识资源的共享 。

01 02

4、 智慧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困境与期望

The Dilemma and Expec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rt Library

问题六：阻碍智慧图书馆建设进程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智慧图书馆建设“十四五”开局之问



管 理 体 系

机构需要重组，业务需要调整，人员需要

培养，才能使整个图书馆体系真正成为以

用户为中心、不断自我优化的系统。

人 才 问 题

图情专业学生在图书馆就业率。
03 04

4、 智慧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困境与期望

The Dilemma and Expec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rt Library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年第4期刊发程焕文，刘佳亲《挑战与回应: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方向》,该文认为：我国高校图书馆
正面临着“缺经费”“缺馆员”“缺读者”的三重现实困境，与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的基本条件相差甚远。

问题六：阻碍智慧图书馆建设进程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The Dilemma and Expec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rt Library

4、 智慧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困境与期望

数据增速快

数据信任危
机

数据价值高

开发科学

数据密集

多类型
并存

研究数据管理

数据驱动

数据管理

数据资产

数据挖掘

数据仓储与共享 数据关联

数据安全

数据引用与分析

数据资产与出版

管理难度
大

学科发展呼唤图书馆应具备新的服务能力

问题七：智慧图书馆建设进程中我们应注重什么？



数据与服务的监控与调度的力度需进一步提升

LSP作为数据流核心，通过数据融合后的监控与调度，以直观图表模式提供给管理者，带来的馆务管理提升；

馆藏量监控
对资源馆藏数据进行多维度数据图表监控，以及变化
趋势监控；

科研保障监控
通过对纸电数资源的整理，对各院系、学科的使用资
源进行资源保障监控；

采购与经费监控
对各类资源的经费使用数据，经费使用变化，供应商
经费数据等，进行数据图表监控；

业务工作监控
对馆务人员的操作行为、次数、行为占比等数据进行
数据图表监控；

资源应用监控
根据纸质资源的借还数据，电子资源的访问下载数据，
进行数据图表监控；

读者行为监控
对读者变化、读者类型、读者借还、读者属性、读者
流量等数据，进行数据图表监控；

4、 智慧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困境与期望
The Dilemma and Expec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rt Library

问题七：智慧图书馆建设进程中我们应注重什么？



u 知识无边界

u 读者零跑路

u 全民学习、泛在学习、终身学习

u 由人找知识变成知识找人

搭 建 面 向 读 者 的 新 型 知 识 服 务 平 台

由LSP打造KSP知识服务平台

The Dilemma and Expec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rt Library

4、 智慧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困境与期望

问题七：智慧图书馆建设进程中我们应注重什么？

智慧图书馆建设“十四五”开局之问



多终端全资源用户中心，统一身份认证；系

统互联互通，实现用户、资源、数据、行为

互联等；优化用户体验，提升读者的资源使

用率

以用户为中心

4、 智慧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困境与期望
The Dilemma and Expec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rt Library

问题七：智慧图书馆建设进程中我们应注重什么？



在 线 教 育

针对在线教育领域：深入教、学、练、考每个环节，重

新定义在线教学，功能环环相扣；

资源的课件化、试题化，构建完善的在线学习平台；

资源内嵌视频，音频，动画等媒体资源；

实现纸电一体化；

4、 智慧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困境与期望
The Dilemma and Expec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rt Library

问题七：智慧图书馆建设进程中我们应注重发展什么？



创建知识社群

以人为本来推动知识社群

实体的知识社群

人力资源活动、定期举办的读书会、知识讲座、知识评鉴、专家演

讲、教育训练等，以实际运作的过程来进行知识分享。而读者可以

借由面对面的接触、直接的交谈或交流，在第一时间得到实质的回

馈、响应。

虚拟的知识社群

虚拟的知识社群则是透过网络社群互动平台，及个人化的使用接口，

让读者与专家彼此能在评论区、专栏区、留言区、文件区等，提供

文件与想法，并和志同道合的同伴，针对共同的兴趣或主题，远程

进行交流。

4、 智慧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困境与期望
The Dilemma and Expec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rt Library

问题七：智慧图书馆建设进程中我们应注重发展什么？



智慧空间管理与服务

南京数件技术研究院

（南京大学）

4、 智慧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困境与期望
The Dilemma and Expec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rt Library

问题七：智慧图书馆建设进程中我们应注重发展什么？



4、 智慧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困境与期望

The Dilemma and Expec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rt Library

“数智”赋能已经成为引领图情档创新发展的驱动力，正在深入影响图情档的研究范式与实践逻辑。

智慧图书馆已成为智慧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建设智慧社会，这是科学判断信息社会发展趋势的战略部署。

当前的主要工作包括：

理念转变，技术应用、平台建设、框架构建，资源建设；

数据分析、人员培养，业务规划、空间再造、联盟重组；

服务向“智慧”升级和相应的模式、策略等。

学界关于智慧图书馆的理论研究和业界关于智慧图书馆的实践探索，共同推动图书馆向“智慧”转型发展。

建设智慧图书馆，推进智慧化服务

问题八：近期的主要工作应该是什么？



凝心聚力

打造无边界、智慧化的服务体系

5、结语

Conclusion

智慧图书馆建设“十四五”开局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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