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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及展望



什么是智慧图书馆



何为智慧图书馆？

• 智慧图书馆是数字图书馆的⾼级

阶段，是信息技术发展到⼈⼯智

能阶段的应⽤结果。

• 能够提供智慧服务的图书馆就是

智慧图书馆。
传统图书馆（第⼀代）

数字/复合图书馆（第⼆代）

智慧图书馆（第三代）



什么是智慧图书馆

图书馆的智慧服务通常是指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以合适的⽅式向
读者提供其所需的资源或服务，整个过程以⼀种⾃动的、⼈性化、交互
式和个性化的⽅式提供，甚⾄并⾮需要读者提出服务请求，或输⼊查询
指令，就能通过历史信息、聚类信息或其他数据分析，感知读者的需求
并提供相应服务。

智慧图书馆技术通常包括感知传导、分析判断和服务提供三⽅⾯的技
术，构成⼀个完整的图书馆系统，其中⼤量采⽤⼈⼯智能和机器学习技
术，最终达到的效果是让读者⽆法（也⽆需）区分哪些服务是图书馆员
提供，哪些服务是系统⾃动提供的。





什么是智慧型应⽤：能够通过图灵测试



智慧图书馆是⼀套完整的体系



图书馆的智慧从何⽽来？



智慧从何⽽来？

• 来⾃于数据
• 最终来⾃于馆员和读者
• 需要平台系统提供算法和算⼒



不仅仅是5G：新技术催⽣新平台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chain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Extended Reality

A EDCB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chain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Extended Reality

不仅仅是5G：新技术催⽣新平台



下⼀代服务平台：云服务（PaaS/SaaS）、平台化、微服务、多租户、中央知识库、数据安全、系统接⼝规范等

全媒体阅读：数字阅读平台、电⼦书、有声书、游戏化电⼦书、APP/WEBAPP、社交媒体（微博、微信、抖⾳）、⽂化云、数
字展览、AR、VR

资源优化建设：全⾃动密集书库、⾃动分拣、OCR、数字资源⻓期保存、下⼀代存储技术、区块链、⽣物存储

创意科技：创客空间、3D打印、BYOD、AR/VR/MR、游戏化、体验实验室、互动屏、3D显示、机脑界⾯

知识发现：发现系统、智能参考问答、替代计量学、数据科学、知识图谱等

数据服务：数据可视化、Graph Analytics、个性化服务、馆藏资源分析、⽤户分析、开放数据、内容分析、隐私保护⼯具

数字⼈⽂：关联数据、RDA、BIBFRAME、本体、SKOS、语义⽹

智慧图书馆：RFID、⼆维码、NFC/Beacon/WIFI、云计算、物联⽹、5G、区块链、⼈⼯智能、⼈脸识别、边缘计算、机器学
习、机器⼈

图书馆新技术应用矩阵















智慧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



智慧图书馆体系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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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说明 主要应⽤ 主要技术

管理
主要应⽤于图书馆内部
管理

数字典藏、财务、业务统计
app、服务管理平台

BIM、⼤数据管理、移动app、云计
算、数据挖掘、数据中⼼、⽹络安全

业务
主要应⽤于图书馆内部
业务（提供服务的后台
准备⼯作）

知识组织（采编）、数据加
⼯管理、空间管理、信息发
布

RFID、NFC、⼈脸识别、元数据与本
体、关联数据、数据处理、⽤户画
像、⼈⼯智能、机器学习、⾃动盘点

服务
主要应⽤于直接⾯向读
者的各类图书馆服务

知识发现、数字⼈⽂、阅读
推⼴、素养培训、预约⽹
借、导览导航

数字孪⽣、移动App、定位导航、信
息推送、AR/VR、个性化服务、新媒
体服务、机器⼈技术、5G、⽆⼈图书
馆

智慧图书馆是现代信息技术全面综合的应用



智慧图书馆应⽤分类



!"#$%
⽆感借阅

刷脸

&'(%
)*+,-.

Beacon

⼆维码

掌纹

指纹

瞳纹声纹NFC

查询 取阅 刷脸借出

消息推送

读者聚类

借阅历史

数据分析

⾏为更新 使⽤统计

提示注册
权限审核

跟踪

数量判断

例外处理

跟踪 跟踪

/012
,-

消息反馈



!"#$%
⽆感借阅
阅读推⼴服务
虚拟参考馆员

资源推送/读者荐购/读者社区/个⼈知识环境
智能挖掘/⾃助评估/智慧情报服务
⾏为采集/24⼩时⾃助图书馆

资源⻔户/资源发现/各类APP/H5⼊⼝

UGC/数字⼈⽂平台⼯具众包……



智慧图书馆应⽤场景



智慧图书馆应⽤场景



智慧依赖于标准规范









智慧图书馆平台及服务的实现： 
如何以智慧图书馆重构图书馆业务？



智慧图书馆的实现：FOLIO平台



“现代”ILS



智慧ILS



上海图书馆信息化⽅案

整体提升：上海图书馆东馆信息化配套设施和全市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项⽬（原名：上海图书馆东馆（信息化）配套建设项
⽬）

除⽹络和服务器云设施之外，软件系统包括六⼤⼦系统：

1. 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FOLIO）

2. ⽂献管理中⼼（智慧情报）

3. 信息加⼯平台（特藏加⼯与数字⼈⽂）

4. 智慧空间（含身份识别、智慧服务、室内导航、智能控制、⾏为控制、信息发布、运维管理系统）

5. 上图数据中台（包括初步的AI中台）

6. 统⼀服务平台（⽹站、app、数字阅读）



智慧图书馆“操作系统”：FOLIO



智慧图书馆“操作系统”：FOLIO



什么是云原⽣？

云原⽣是⼀种⽅法，⽤于构建和运⾏充分利⽤云计算模型优势的应⽤。 

采⽤开源堆栈（K8S+Docker）进⾏容器化，基于微服务架构提⾼灵活性和可维护性，
借助敏捷⽅法、DevOps⽀持持续迭代和运维⾃动化，利⽤云平台设施实现弹性伸
缩、动态调度、优化资源利⽤率。

云计算不再将重点放在资本投资和员⼯上来运⾏企业数据中⼼，⽽是提供⽆限制的按
需计算能⼒和根据使⽤情况付费的功能，从⽽重新定义了⼏乎所有⾏业的竞争格局。



容器编排
Kubernetes
OpenShift Pod

微服务
Microservices

JAR⽂件

容器技术
Containers
Docker Image

云原⽣三剑客



中台



中台的云(原⽣)实现



什么是中台？

中台是真正为前台⽽⽣的平台（可以是技术平台，业务能⼒甚⾄组织机构），它存在的唯⼀⽬的就是更好
的服务前台规模化创新，进⽽更好的响应服务引领⽤户，使企业真正做到⾃身能⼒与⽤户需求的持续对
接。 中台就像是在前台与后台之间添加的⼀组“变速⻮轮”，将前台与后台的速率进⾏匹配，是前台与后台
的桥梁。

数据中台可以实现多种功能，通过数据技术，对海量数据进⾏采集、计算、存储、加⼯、可视化，同时统
⼀标准和⼝径。 数据中台把数据统⼀之后，会形成标准数据，再进⾏存储，形成⼤数据资产层，进⽽为运
营和管理提供⾼效服务。

AI中台通常由数据和算法组成，离不开数据中台，是⼀个⽤来构建⼤规模智能服务的基础设施，对企业需
要的算法模型提供了分步构建和全⽣命周期管理的服务，让企业可以将⾃⼰的业务不断下沉为⼀个个算法
模型，以达到复⽤、组合创新、规模化构建智能服务的⽬的。



改变观念：智慧图书馆不仅是技术，⽽是运营模式



 “设计系统的架构受制于产⽣这些设计的组织的沟通结构。"



平台化 ⽣态化

改变观念：智慧的可持续来⾃于开放的⽣态



改变观念：开源社区的价值在于提供信任

初级社区维持应⽤的互操作性，提供⽤户丰富的功能；

中级社区维持应⽤的可选择性，提供⽤户灵活的组合；

⾼级社区维持不同⻆⾊之间的信任关系，减少交易成本，维持市场秩序；

宣传推⼴、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的运维是社区的主要功能。



总结
我们正处在计算架构更新换代的时代，云原⽣和中台技术新⼀代架构的两个重要特征

云原⽣技术包括容器、微服务、编排、⽆服务器、服务⽹格、DevOps等⼀系列要素

图书馆智慧服务应⽤的复杂性、可迭代性使其最适合采⽤云原⽣的中台架构

应⽤云原⽣的中台架构将需要也促成未来图书馆组织架构和服务模式的变⾰

基于云原⽣的FOLIO平台提供智慧图书馆运营的基础平台，通过⼤量的App赋能⽤
户，提供特性化、差异化服务

以上升级换代，不仅是技术，也是业务模式的变⾰，依赖于⼤量的标准规范



总结⼆

智慧图书馆标准规范的划分可以有⼏个维度，可以按业务划分和制定，分为服务规范、业
务规范、管理规范和智慧空间相关规范等，具体规范可按照应⽤场景和技术应⽤灵活制订

智慧图书馆标准规范可以有多种形式：技术规范、技术⽂档、参数要求、应⽤场景、最佳
实践等等，不拘⼀格。但都并⾮强制性的，除⾮有⾏业准⼊。⽬前只有中⽂MARC是某种
程度的强制标准。

智慧图书馆带来“平台+应⽤”架构，作为“云操作系统”，颠覆整个⾏业

智慧图书馆是对传统图书馆业务的⼀种彻底重构，是对图书馆数字⽣态的⼀种全⾯赋能。



智慧图书馆场景和业态展望：
亲切的馆员带领着⽆数有形和⽆形的“机器⼈”，穿梭于全市各类服务点

图书馆⽐你更知道你需要什么知识服务，各种⽂献知识不仅以本来⾯⽬呈
现，⽽且有讲故事、写作业、回答问题、讲座、展览、MOOC、DIY创
客…等形式按需提供

从事各类“融媒体”知识的获取、加⼯、组织、保存、精炼和重组，并提供
各类衍⽣服务。写报告、做跟踪、翻译综述、⾃动预警、指标⽣成…

图书馆成为知识服务的前台，⽽背后有⼤量的企业提供开发、运维和各类
外包，基础平台是基于云原⽣、靠算法运⾏，低边际成本、⾼附加增值

所有图书馆都可以是智慧云图书馆的⼀个克隆（实例），每⼀种类型、每
⼀类服务可以瞬间复制、按需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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