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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展与挑战



未来已至：人类已经进入智能时代

n 大数据的日益积累、计算能力的快速增长为人类进入智能时

代奠定了基础 ；
n 大数据为智能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数据红利；

n 机器计算智能、感知智能达到甚至超越人类。

2018年“阿尔法折叠”， 
2018年年底，谷歌在科学杂
志上发布了“阿尔法折叠”
的研究成果，它可以根据
DNA的序列测出一个蛋白质
的三维结构。

2012年，在图像识别

的国际大赛ILSVRC(大型
视觉辨识 挑战竞赛)中，
加拿大多伦多 大学的研
究团队基于深度卷 积神
经网络的模型[1]夺冠， 
把TOP5错误率降到15.3 ，
领先第二名超过十个百分
比， 震惊学术圈。

2016年，Google全

资收购的DeepMind推出
名为AlphaGo 的围棋程
序[2]，以4:1的总 比
分击败世界顶级职业围
棋 选手李世石,让全世
界开始关 注人工智能
技术巨大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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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期望膨胀期：深度学习、智能机器人、
智能工作空间、虚拟助手、自动移动机器人



AI四个重要时间节点

• 第一代（1956-1970）模仿人

• 第二代（1971-2000）数据驱动

• 第三代（2001-2016）大数据+深度学习

• 第四代（2016-至今）超级人工智能
• IA：智能增强，通过数据来增强人的创造和智能
• II：智能基础设施，象网约车和餐馆推荐系统
• 2018年11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制定出台《特定新

兴技术管制审视》政策， 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
技术，也列其中

吴军，《超级智能时代的两个关键因素》CNCC2018



带来智能化升级与转型

增加 降低

收入 成本

提高 安全

效率 保障

n 智能化升级与转型已经成为各行

各业的普遍诉求

n 从信息化走向智能化是必然趋势

n AI+成为AI赋能传统行业的基本模

式

n 战略意义

p 全方位、深度渗透到各行各业、
各个环节

p 颠覆性影响，重塑行业形态，
甚至社会形态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2019年2月国务院发布，要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

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

服务平台。

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

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创新教育服务业态，建

立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新型教育服务监管制度



智能图书馆是智能教育的重要组成

智能教育基础理论

智能教育技术手段

智能教育资源

智能教育应用场景

智能教育人才培养

l   提升大数据智能学习分析

l   利用跨媒体学习

l   支持终身学习的个性化智能

l   建设智能图书馆

l   队伍组织、人才培育、国际合作



智慧图书馆的提出

2.高效的图书
馆

3.便利的图书
馆

工作
网络化 内容

数字化 功能智
慧化

阅读移
动化

用户
自主化

1互联的图书
馆

智慧
图书
馆

服务
泛在化

——刘兹恒，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对照信息新时代的几个标准

信息融入一切

网络互连一切

数据表征一切

智能灵化一切

软件定义一切

可信泛在一切



我们首先需要问自己4个问题

• 我的图书馆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网络化？
• 我的图书馆能否尽可能地引入机器的学习

效应？
• 我的图书馆能不能在服务师生与资源建设

过程中，尽可能地利用机器决策取代人工
决策？

• 最后一个问题，我的图书馆能否全面收集
各类数据与更多不同类型的数据产生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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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是概念化阶段

概念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Ø业务互联程度不高：

• 数据商应用商百花齐放，数据标准并不统一

Ø管理与服务效率不高

Ø用户体验并不便利



A算法

B数据

C算力

从当前人工智能三要素来分析

人工智能



大数据涌现和计算能力大幅提升的趋势

图书馆如何顺应人工智能带来的红利？

智慧化路径的可能选择

赋能路径：从数字化-》数据化-》
智能化-》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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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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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山分馆





 当前是数据驱动的AI

在DT时代，图书馆普遍缺乏话语权，能否在

AI时代崛起？

图书馆的目标是什么？

智慧图书馆：数据智能+网络协同

如何表现？特征是什么？

馆员能有哪些作为？



决策：通过数据让我们更好理性决策，不是基于经验，而是

通过数据（校级、部门级）；

优化：通过数据分析，进行服务的优化；

推广：基于读者的个性化需求，进行精准推荐与阅读推广

（读者画像）；

创新：通过数据的方式，形成新的服务，新的业务增长点

（对学习、科研和管理方面）。

数据从四个维度产生作用



来自三类主要服务

流程服务

• 借阅、采购、预约

协作服务

• 入馆教育、行为数据分析、科技查新

咨询服务

• 空间服务、智能问答、个性化推荐



记录每一位读者的行为数据

到馆的服务

ü好的借阅环境只是基础

ü读者感知、互动

不到馆的服务

ü接触点分布在网站和移动APP中

Ø支付宝：公众号+余额宝+快车

ü如何更多更方便地收集到读者的兴趣

ü如何让读者参与服务中

增加与读者接触点



读者的交互数据（线上线下）都会产生很多的数字足迹

Ø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搜索论文、图书关键词

Ø他们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Ø他们喜欢电子还是纸质图书

Ø他们喜欢坐在哪里阅读

Ø他们经常预约研讨间否

Ø除了他自己的专业资源外，还爱看哪些资源

将各类数据进行关联

加强对读者的洞察



智慧型图书馆建设核心是图书馆数据能

力的构建，掌握数据才能具备有资源、

懂读者、知运行的服务能力。

没有数据体系支撑的都不是新一代系统；都不是智慧图书馆



初步形成图书馆智能应用体系

图书馆应用体系:

流程服务（借还书及预约）

协作服务（学科查新）

咨询服务（馆内、校内百事通）

数据赋能中台:

本校相关学科学术态势感知

资源采购与动态分析平台

基于学生学习成长的数据支撑平台:数据模型分析，数据标签处理



2.1 业务管理决策数据的多元、立
体化



元数据处理流水线

元数
据

元数
据

收集

建立图书馆数据支撑
服务体系

数据
支撑
服务
体系

数据加工

数据整合

数据对接

数据接口

数据同步

……

以“数据”为对象，提供基于数
据的“藏用一体”的服务体系。

元数
据

清洗

元数
据

标引

元数
据

分类

元数
据

存储

元数
据

加工

学术数据

行为数据

事实数据

衍生数据

用户数据

业务数据

数据加工流程

数据加工类
型

藏

用



摸清资源家底



文献数据管理系统

文献类型覆盖图书、期刊、学位论文、专利、标

准、样本、音视频、资讯等15大类型

数据来源，学科分类，更新批次等多维度的资源

查看和管理，最小管理粒度可以到篇级。

提供查重、核对、权限等辅助工具，在智能算法

技术的帮助下，轻松管理上亿规模资源。



读者：谁在用？都用了些什么资源？

资源：都被谁用了？哪些用得好，哪些用得不好？

实现资源的管理决策



图书馆数据大屏

• 入馆人次
• 座位预约
• 资源总量
• 搜索排名
• 借阅排名
• 数据库排名
• ......



 

按照不同学科纸+电资源，

根据不同纬度和指标分

析学科资源支撑情况。

根据重点学科资源需求，建立

科资源导航门户，平台数据驱

动资源导服务，自动更新，提

升学科数据服务的生态性。

系统梳理137个双一流学校学术

成果情况，学科评估报告生成

平台、学科评估数据处理平台。

大数据中心作为数据基础，提

供机构词表、学者词表工具，

通过大数据中心提取结构化机

构成果数据，同时提供数据优

化处理平台。

面对教学、科研、学科服务

的数据资源汇编，提升核心

资源展示度和使用率。

情报决策服务

 

基于海量数据平台，提供

一站式检索。综合展示纸

电资源，分发服务，提供

多纬聚类，提升便捷性。

投稿辅助

不仅能为用户提供投稿推

荐，还可以为高校提供学

科建设引导性投稿推荐

通过大数据平台智能获取收

录情况及引用情况，实时通

知，报告生成……

学院专业资源聚类、

学院馆藏资源分析、

学院查收查引服......

馆藏评价 学科决策 参考咨询 学院图书馆



• 建立图书馆“数据集市”
• 实时看到整体运行状况和用户需求

• 馆藏政策：纸质书借阅率，刊的保障率
• 自动统计分析本校的专业和学科

• 自动匹配、生成纸质与数字资源采访列表

• 决策分析
空间布局：读者的学习习惯，粉丝的需求

与学业成绩的关联；与科研产出的关联

• 对学科（团队）的数据分析

数据驱动采访与决策



ESI学科期刊保障率、JCR学科保障率、教育
部学科保障率

学科期刊保障

期刊、图书等各种资源类型的总
体数量。

期刊整体数量

JCR、ESI、SNIP、SJR来源期
刊馆藏保障率，JCR Q1、Q2、
Q3、Q4各分区馆藏保障率，学
校导向期刊保障率。

期刊整体质量

高引用量期刊馆藏保障情况。

期刊整体引用情况

每年SCI收录期刊馆藏纸电保障情况

SCI收录期刊馆藏保障情况

对类似高校期刊建设情况对标

类似机构资源保障率对标

数据库资源收录情况。

数据库收录分析

分析学术产出者使用资源建设情况

本校学术成果引用馆藏分析

管理数据—— 馆藏资源评价分析



• 资源评价从理论走向实践
     缺少数据获取途径
• 从单一指标走向多元指标
     点击量、下载量——保障率、影响力、作者权
重

馆藏资源评价分析



图书馆运行数据的管理

运行元数据：统一集成&编辑

专业的运行元数据：规范&管理

多维度：借阅行为、下载行为、浏览行为、收藏行为、评

价行为、到馆行为......

全方位：人事数据、空间数据、设备数据......

多标准：页面记录  Open API   SUSHI   COUNTER   

ORM ……

多角度：门禁数据 、厂商日志、流通借还、页面记录、空

间设备……

门户/移动 流通借还 厂商日志 门禁数据 空间设备

运行
数据
管理
系统

数据来源管理

运行标准管理

事实数据管理

行为数据统计

……

从单一的日志数据分析，扩展到图
书馆全面运行数据管理。整合多种
类型、来源的运行数据集成。



图书馆运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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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服务方式自动化与个性化



图书馆用户数据的管理

● 用户身份认证   用户分组设定    用户单点登录     用户权限

设置   用户数据管理

身份数

据

基础数据

同步一卡
通

对 接 ILS 读者数据开放

提供单点登
陆

关联社交帐
号

第 三 方 登
录

API

CAS

Open ID

属性数

据

用户
数据
管理
系统

读者数据管理

智能消息管理

读者兴趣画像

统一认证授权

社交帐号绑定

读者标准管理

对用户数据的分级管理与控制，
可实现全面了解读者信息，打
通与读者之前的互动沟通桥梁。

● 用户数据类别



用户数据分析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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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报告的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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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行为全面记录（最近7天）



做到“千人千面+每时每刻”

基于在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的数据收集

引入互联网数据

行为分析

ü用户建模

ü社交关系分析：同学、兴趣组、师兄弟

ü关联分析

生成读者画像



洞察用户行为与个性化服务
新书提醒、资源推荐、课堂教学



洞察用户行为与个性化服务



实现图书馆的智慧空间



用户近期感兴趣的点——图书订购



医学、农学、理学科用户检索效率
高，目标更明确——懂图书馆的用户、重点用户——高端信息利用



• 图书推荐
• 基于借阅历史、学科、内容、社会关系、热门搜索

• 线下阅览习惯、其他书（网）店的热门书

• 空间资源：座位推荐
• 基于个人习惯

• 馆藏与学科背景相似度、活动与个人兴趣匹配

• 学术资源：学术头条
• 从搜索引擎——向推荐引擎转变

从人找资源—>为资源找人



学术头条

• 以用户为中心,让资源去找人；

• 海量学术资源的动态推荐；

• 基于大数据的深度学习，对用
户信息、行为动态等方面进行
捕捉，多维度制作精准的用户
画像，进而形成个性化、智能
化、精准化的推荐；

• 资源类型包括：期刊、图书、
论文、会议、专利、新闻、博
客等；

• 人工智能：自动收割、学科分
类、标签生成。



实现功能

•主动推荐：从“搜”到“推”
•个性化定制：基于用户身份+用户行为
•跨类型服务：多种类型学术资源混合推
荐
•不同的资源类型
•跨语种
•跨格式



学术服务个性化

• 学术交流的工具不断变革和创新
• 被动服务转向主动服务
• 大众服务转向个性化服务
• 传统文献库转向开放型学术资源

学术

资源

学术

头条

AI产品化：让算法利用足够的数据（学术资源），使得产品

（学术头条）运行起来，然后通过产品来获取用户，用户在提

供更多的数据……周而复始。 



数据更新自动化

学
术
新
闻

持续
更新
中…

网站源 数量

科学网 http://www.sciencenet.cn/

10万余条

实时抓取，日更
新量1000余条

中新网 http://www.chinanews.com/

Nature中文 http://www.natureasia.com/zh-cn/

生物帮 http://www.bio1000.com/news/

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

中国科技网 http://www.stdaily.com/

……

学术
会议

持 续
更 新
中…

网站源 数量

Ourglocal、WikiFPC、丁香园、中国化
学会、中国学术会议在线、中国教育
网、医学全在线
医学生物会展网、学术会议网
新浪财经—会展、新浪财经网
科学网、艾会网……

两万余条
实时抓取，日更新量50余
条

学术
论文

持 续 更
新中…

年份 数量（篇）

2014 278.8001万

2015 245.3132万

2016 235.6011万

2017 129.4645万

2018 208.1072万

2019年

持 续 更
新中…

类型 数量（篇）

中文会议论文 110746

英文会议论文 64963

SCI英文文献 618955

学位论文 291419

图书 290625

专利 33万余条



推荐策略

l 用户身份

l 用户兴趣学科

l 热点研究内容

l 期刊类型选择
（是否核心）

冷启动推荐

l 基于资源内容
l 协同过滤
l 混合推荐

l 基于知识图谱

推荐技术



冷启动推荐阶段

选择用户
身份

选择兴趣
学科

前沿热点
资源

筛选推荐
资源



角色、领域、兴趣词、期刊级别



常规推荐阶段

基于资源
内容

基于用户、
项目的系
统过滤

基于知识
图谱

筛选推荐
资源

作者

机构

刊名

学科

……

数据稀疏

辅助信息被忽略

……



排序策略

资源
排序

资源质
量

全局热
度

资源生
成时间

内容相
关度

阅读

收藏

搜索

不感兴趣

点赞

所有用户



用户标
签

产生过
行为的
资源集

用户行
为类型

实时更新，
实时影响推
荐资源顺序

阅读

收藏

搜索

不感兴趣

点赞

全局热度
所有用户
对该资源
产生行为

用户行为
类型

阅读

收藏

搜索

不感兴趣

点赞

两分钟更新
所有资源的
全局热度

推荐模型动态更新



机构数据统计



用户数据统计



用户画像



用户画像（手机端）



学者名片



后续：学术基因提取

• 学术资源的多标签

• 学术特征库的建立数十个特
征，n个标签

• 关键词：大数据、深度学习、
超级计算机

• 题材分类，分类虚构故事的
体裁

学术
DNA

（论文）

被引
量

热度

时新
度

关键
词

领域

作者

机构

权威
度

方法：决策树、SVM、神
经网络等监督学习模型，
用来预测已标记数据



学术进展机器人

• 当前某领域的学术进展如何？
• 某领域的学术热点有哪些？
• 有哪些新锐学者？
• 领域的高被引、高下载的论文有哪些？
• 某机构（作者）有哪些新学术成果？
• 某领域即将要召开的学术会议有哪些？
• 某疾病的相关学术论文和专利有新成果否？



构建学术资源的数据闭环



2.3 服务内容的知识化



• 全文全媒体的知识点抽取
• 实体识别

• 人物；事件；关联关系
• 数据抽取

• 时间、GDP

• 图表抽取

• 引用关系及引用态度

数据分析——学术资源



• 史料的电子化-》“数据化”
• 45,000多人的人名、时间、地址、职官、入仕途径、

著作、社会区分、亲属关系、社会关系、财产、
事件 

• 训练计算机判断古籍文本中人物之间的关系
• 哈佛大学、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共同主持

如，唐代人物资料的数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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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源

分解：知识
元

基于需求组
合

提取语义关
系

基于全文的知识服务



智慧情报

语义搜索

Ø数据平台：学术数据集市

智能咨询

Ø在线客服

Ø个人助理

• 扎克伯格定律（每隔一年互联网内容翻番）

知识服务

Ø无连接-》弱连接-》强连接（信用建立）-》知识社群（圈子）



语义搜索——评价科学家的影响力

基于4000万篇文献进行语义分析，且持续增加；
识别论文中的不同部分（引言、方法、结果、图表），识别作者对所引用文
献的态度，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文献内容的人工智能搜索引擎；
可对科学家或科研组织对后续研究的影响力评估。



   精准分析

精准化数据分析
•   舆情分析
•   热点统计
•   医学情报分析
•   商业情报分析

精细化数据分析
•   评论抽取
•   个性化定制

深扒王宝强离婚内幕 最大祸根源于谁_百山探索
深度解析宝宝离婚闹剧事件 细说婚姻幸福真谛!_央广网

宝强离婚最新动态,DNA结果公布马蓉原形毕露_新闻频道_中华网

…..宝宝不知道宝宝的宝宝是不是宝宝亲生的宝宝，宝宝现在担
心的是宝宝的宝宝不是宝宝的宝宝如果宝宝的宝宝真的不是宝
宝的宝宝那就吓死宝宝了宝宝的宝宝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宝宝，
宝宝很难过，如果宝宝和宝宝的宝宝因为宝宝的宝宝打起来了，
你们到底支持宝宝还是宝宝的宝宝！【宝宝心里苦，但是宝宝
不说】

菲律宾 相关

日本 相关

军民融合南海掀波 陆渔船舰队近逼菲中业岛

意大利华人捐古版中国地图 证明钓鱼岛为中国领土

大数据的精准、精细分析需要智能化技术支撑



到“精准情报”

精准医学→精准情报

理解读者：个性化、精准化

在掌握使用数据的基础上

精准服务;个性化服务

理解内容：数据化、语义化

从元数据级到全文级

自动分类;自动摘要生成

学术标签生成



精准搜索意图理解
•  精准分类、语义理解、个性化

复杂多元对象搜索
•  表格、文本、图片、视频

•  文案、素材、代码、专家

多粒度搜索
•  篇章级、段落级、语句级

跨媒体搜索
•  不同媒体数据联合完成搜索任务

Search

Search keywords 推荐

一切皆可搜索，搜索必达

读者可实现智慧搜索



其他的智慧情报应用场景

http://lib.cqu.edu.cn

人工智能助教：jill watson
在线课程，400个学生，1万个问题；
2016春季上岗，3个月下来，未被学生发现；
基于三年来4万多个问题-答案进行学习。

个人学术助理
学者投稿智能引导；
自动情报服务；
学术热点追踪。

智能参考咨询
自动简报；

专题特色库的自动化智能化
机器文献综述、自动文摘；
自动编目、自动标引。



lib.nbu.edu.cn

三、展望与未来



人工智能的三个阶段

弱智能（ANI）：感知智能

从基本的计算智能进化而来：利用大量算力

认知智能（智能1.5）

ü能够理解、思考、交流：语义解析、对话交互

强智能（AGI）:人类级别的智能

让机器有自主智能是最终理想：强大、通用

超人工智能（ASI）



深度学习之后是什么，怎样才能
实现通用智能

83

• 解决了关联，还没有解决因果；

• 解决了识别，还没有解决理解；

•解决了判断，还没有解决推理；

•解决了胜负，还没有解决意义；



智能化需要机器智能，特别是认知
智能



人类知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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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智能是今后智能化的关键

解

释

规

划

归

纳

演

绎

Can machine think like humans?
理解

认知
智能

推理

理解与解释是后深度学习时代人工智能的核心使命之一



知识图谱是实现认知智能的关键技术，
是实现机器认知智能的使能器（Enabler）



问题：给定一个实体集合，我们能否理解它们的概念并推荐一些相关实体

应用：电子商务推荐场景下，如果用户正在搜索samsung s6和iPhone 6，那么我们应该

推荐什么，为什么？

Taxonomy[1]

[1]Yi Zhang, et al, Entity suggestion with conceptual explanation, (IJCAI 2017)

可解释性推荐

基于类型的可解释性实体推荐



知识引导将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



知识将成为比数据更为重要的资产



从“小”知识到“大”知识



新一代图书馆范式

倡导一个共生协同平台和生态，实现计算-数据-智能融合，
用户只需要聚焦业务和模式创新

一个痛点是目前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往往是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工具包这三个维度提供的，需要图书馆自行集成组合。这让很多中小型馆
苦不堪言，也不利于业务和模式的创新。

从通用化到场景化
LSP不能包打天下

从模式化到智能化
可因用户而变：图书馆的C2B
Small knowledge + Bigdata=Big knowledge 

大知识+大协同=新一代图书馆



图书馆的C2B
• 图书馆和读者能够实时互动

• 5G的推广普及带来万物互联+人物互联；

• 数据等于意见
• 快速有效地收集读者的需求信息；
• 形成各类读者社区

• 服务的快速迭代
• 机器学习具有自我优化的能力，实时持续地对资源和

服务做出相应的优化；
• 根据需求打造个性化产品，高校图书馆更多服务于90

后00后的年轻人群体，更偏向于个性化需求。



过去 纸

未来

资源                     数据标准                      流程
标准

     纸 + 电 

文献/行为/用户              

    多数据标准

MARC/DC/RDA/…

        纸+电的流程规范

             新一代永远在路上

单数据标准

   MARC

      纸的流程规范

    上一代自动化系统

 进一步提升图书馆数据服务体系

S2b2c：系统S通过给每个馆b赋能，更好服务于读者c



智能图书馆OS：情报互联网



图书馆智能的进程表

感知图书馆：弱智能-2020年

• 让图书馆能更懂读者；

• 利用大数据+AI听说读看能力

认知图书馆：中智能-2025年

• 图书馆能够理解读者、思考交流

• 全新知识服务：深度语义解析、对话式交互

自主图书馆：强智能-2030年

• 有一定自主智能、行动能力；灵活、强大而通用



数据是基础
知识是关键
协同是推力



智慧图书馆体系

单点智能
协同智能
超级智能



总结：⾛向智慧图书馆

大数据：大量海量实时更新的数据和知识引擎
• 本地中央库B：全方位收集各类数据
• 网上云平台S：知识引擎提升对师生的服务能力
• 本地化APP：有效地将每一服务、每一份资源推送给

用户

借力：三个大趋势的汇聚 
• 海量数据 （Big Data）《= 互联网、物联网 
• 线上线下融合OMO：引进各种技术积木，为本馆所

用
• 互联网大平台+本地化数据=》本地化服务



lib.nbu.edu.cn

谢谢！
请批评指正！
lbs@nb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