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lib.cqu.edu.cn/

数智纽带·智慧共生
图书馆“服务+数据+管理”
三位一体用户生态重构实践

魏群义 重庆大学图书馆 

2025年6月26日∙南昌

2025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http://lib.cqu.edu.cn

创办于1930年10月 1952年系科调整 2000年5月三校合并后
成立新的重庆大学图书馆

重庆大学图书馆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重庆市馆藏最丰富的高校图书馆，创办于1930 年，

历史悠久，管理与服务并重

概况
建筑
面积 59362平米

图书
馆藏 539万册

阅览
座位 5481 年总

经费 4000+万/年

2010年虎溪新馆启用

数字
资源 1598万册/种

装修后的理工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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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智时代图书馆用户生态及其内涵
用户、馆员、图书馆......



数智时代的到来

      2025年或将成为中国的“数智”
元年。Deep Seek重塑算力生态，
人形机器人进入量产，量子计算开
始商业化，类脑芯片技术取得突破，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中国疾
行于数智风暴之眼。
   ——网易•2025 “数智”风暴眼看中国

http://lib.c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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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化的概念

数智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有机融合，可

以理解为“数字化+智能化”，是在数字化

基础上融合应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智

能技术的过程。



http://lib.cqu.edu.cn/

数智时代图书馆用户生态

主体

协同

环境

用户
生态

用户（师生、
职能部门、
校友、社会
读者、团体）
馆员（专业
馆员、辅助
馆员、学生
馆员）
图书馆

服务重构
数据驱动
管理升级

用户受益
用户信任
价值共创

人机协同

人机共生

人机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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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智时代图书馆用户生态的内涵

l 人机协同的生态定位

     数智时代的用户生态强调“人智”与“机智”的深度融合。用

户不再是被动接受服务的对象，而是与智能系统共同参与知识生产、

资源优化和服务设计的主动主体，并构建“用户需求-智能响应-馆

员干预”的协同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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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图书馆用户生态的内涵

l 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

      基于生态位理论，用户生态需维持主体（用户、馆员、图书馆）

与环境（人机协同—人机共生—人机共智）间的动态平衡。用户需

求的多样性与技术供给的适配性需通过良性机制实现调节，避免需

求萎缩或服务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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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图书馆用户生态的内涵

l 全周期服务链整合

      生态内涵涵盖“需求感知→资源匹配→服务交付→反馈优化”

的全周期链条。图书馆需通过数据驱动、AI赋能、应用牵引等，实

现跨区域、跨层级、跨学科的资源协同，满足用户多样化的服务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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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图书馆用户生态重构目标

通过数据洞察用户需求，

图书馆能提供更贴合用户

兴趣与需求的资源和服务，

减少盲目性，让每位用户

都能快速获取所需，提升

整体服务效率与质量。

提升服务精准度

深入挖掘和管理数据，将

其转化为决策依据，图书

馆可依据数据优化资源配

置、调整服务策略，以数

据为指引推动各项业务发

展，实现智慧化运营。

强化数据驱动力

借助数据与智能手段，图

书馆在管理上能更高效地

协调人员、物资等，精准

把控流程，降低运营成本，

提升管理水平，保障服务

与管理的协同共进。

优化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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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重构：场景化延伸的体系重塑
场景、延伸、融合......



1. 场景化服务延伸 

文献服务 空间服务

教育教学 学科服务

情报服务 文化服务

社会服务 ......

常规通用服务

强化用户受益，针对用户在不同时空、不同
任务目标下的具体需求情境（场景），设计并

交付定制化、嵌入式的服务解决方案。

精准识别 主动触达

沉浸体验 闭环解决

http://lib.cqu.edu.cn/



场景化服务延伸的策略

• 识别读者入馆前后、
线上服务的痛点和需
求点

• 挖掘学校核心职能部
门的业务痛点和难点

洞察用户需求

• 学科高质量发展
• 教学高质量发展
• 学生高质量发展
• 教师高质量发展
• 治理高质量发展

识别关键场景
• 智能化服务
• 移动式服务
• 融入式服务
• 嵌入式服务
• 数据化服务

技术赋能实现

http://lib.cqu.edu.cn/



 场景化服务延伸的目标 
维度  常规服务  场景化服务 延伸

主动性  被动响应（用户发
起）

主动预判需求
（基于行为数据）

颗粒度  标准化、大众化 个性化、精准化

技术依赖  基础管理系统 AI中台+物联网+
数据融合

馆员角色  服务执行者 场景设计师/数
据分析师

用户感知  我需要去图书馆 "图书馆懂我所需
"（无感触达）

常规服务与场景化服务延伸对比

http://lib.cqu.edu.cn/

l 提升服务粘性与渗透率

l 凸显服务核心场景价值

l 实现服务的润物细无声

l 促进馆员服务思维转变



2.跨界服务创新 ：跨界、融合、创新


跨界服务创新是指突破传统图书馆的服务范围和资源壁垒，与

其他行业、机构、平台进行深度合作，共创、整合、引入全新形态

的服务内容和价值，打造更广阔、更具活力的服务生态圈。

开放共享 价值共创 深度融合 生态共赢

http://lib.cqu.edu.cn/



 跨界服务创新的途径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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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内容融合
政府数据、资源服务
商、博物馆、档案馆

服务/模式共创
图书馆+、“知识付费”
与公益性、知识联盟

场景/渠道整合
校内职能管理部门、

文化活动、科技展会、
社区中心、党群服务
中心、企业HR部门

技术/能力合作
AI公司、数据公司、

教育科技公司
跨界服
务创新



 跨界服务创新价值分析 


• 极大丰富服务内涵与价值：引入全新资源、工具和视角，解决用户更

广泛、更深层次的需求。

• 提升图书馆社会影响力：从“文献中心”转型为不可或缺的“知识服

务枢纽”和“城市智慧客厅”。

• 构建可持续发展生态：通过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成本分摊、优势互补，

增强自身造血能力。

• 激发内生活力与创新：引入外部先进理念和技术，倒逼图书馆内部管

理和服务创新。

http://lib.c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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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驱动：全数据体系促价值提升
数据、治理、价值......



土地 劳动力

资产 技术

数据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

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2022年3月

六、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20）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21）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

（22）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

数据成为生产要素

http://lib.cqu.edu.cn/



《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2022年5月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http://lib.cqu.edu.cn/



任务9：数据要素×科技创新

l 推动科学数据有序开放共享

l 以科学数据助力前沿研究

l 以科学数据支撑技术创新

l 以科学数据支持大模型开发

l 探索科研新范式

“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

发布时间：2023年12月31日

http://lib.cqu.edu.cn/



1.智慧图书馆全数据体系 

http://lib.cqu.edu.cn/

杨新涯,文佩丹,卓应忠. 智慧图书馆的全数据体系研究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3, 67 (13): 29-35.

l 文献元数据

l 文献内容数据化数据

l 全面信息管理系统的运行数据

l 读者行为数据

l 支持智慧图书馆系统的知识库

l 零数据



2.资源整合与数据治理 

统一数据
标准

• 制定《图书馆数据治理规范》，定义字段命名、格式、权限级别

建立数据
中台

• 构建逻辑统一的数据湖/数据仓库，通过ETL工具抽取多源数据，实现物理/虚拟集成。

构建数据
血缘图

• 用元数据管理工具追踪数据来源、加工过程、使用流向，保障可追溯性

接口开放
• 提供API接口供第三方系统调用

数据整合关键技术路径

http://lib.cqu.edu.cn/



3. 数据价值挖掘 

层级  目标  典型应用场景 

描述性分析  现状呈现 月度借阅排行榜、空间利用率仪表盘、电子资
源访问量TOP10。

诊断性分析  归因分析 某类书籍借阅量骤降的原因定位（是否因数据
库替代？宣传不足？）。

预测性分析  趋势预判 基于历史数据预测考试周座位需求量，主动调
度开放备用空间；文献采购智能推荐模型。

处方性分析  决策优化 动态调整馆员排班（结合咨询高峰时段数据）；
成果分析与研究方向的适配与调整。

数据价值及应用场景

http://lib.cqu.edu.cn/



3. 数据价值挖掘 
用户画像建模

从“千人一面”
到“千人千馆”

潜在意图层

场景需求层

行为偏好层

基础属性层 身份/学科/借阅权限

检索关键词聚类+电子书标注热区

考试季、毕业季求职

跨领域关联推荐（如法学生高频
检索AI伦理→推送科技法课程）

http://lib.cqu.edu.cn/



4.构建智能服务体系

智能服务体系是以数据为驱动，以人工智能(AI)、大数据分析、物联网

(IoT)、云计算等数智技术为支撑，整合图书馆内外部资源与服务流程，构建自

动化、智能化、可感知、可迭代的服务运行与供给系统。

人找服务 服务找人

无感化 预见性

个性化 一站式

http://lib.cqu.edu.cn/



5.关注数据安全与伦理 
图书馆数据安全面临的挑战

敏感数据集中
• 户阅读倾向可能反映政治/

宗教/健康等敏感信息

敏感数据集中
• 从入学到毕业的全生命周期

行为轨迹易被关联识别

公众信任基石
• 图书馆作为公益机构，数据

滥用将直接摧毁社会公信力

安全与伦理实践框架

维度  措施 

法律
合规 

如签订数据使用授权协议（明示“拒绝画像仍
可享基础服务”）。

技术
防护 

如数据传输加密（SSL/TLS）、存储脱敏
（如姓名→用户ID）、权限分级（RBAC模

型）、区块链存证。

伦理
治理 

如设立数据伦理委员会，审查算法偏见（例如
避免向边缘学科用户减少推送）；定期发布

《数据使用透明度报告》。

用户
赋权 

如提供“隐私控制面板”：允许用户查看自身
数据、关闭行为跟踪、一键清除历史记录。

http://lib.cqu.edu.cn/



5.数据安全与伦理 

三不原则

不强制收集

不过度分析

不对外共享用
户敏感数据

• 资源整合是底座

   打破数据孤岛，让“服务+管理”有据可依

• 价值挖掘是引

   擎驱动服务从“经验决策”转向“智能决策”

• 安全伦理是护栏

    保障用户权利，维系可信智慧纽带的公共价值

http://lib.c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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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升级：技术赋能协同治理体系
服务协同、流程再造、用户关系......



1. 组织协同机制

图书馆传统组织
架构可能的痛点

唯有打破“部门墙”，才能让数据、

人才、服务在共生生态中流动，真

正实现“数智纽带·智慧共生”。

• 决策效率低下
• 信息传递失真

垂直层级

冗长

• 职能重叠 ·职能真空

• 数据割裂 ·目标冲突

横向部门

割裂

• 专业人才低效消耗
• 创新机制缺失

人才价值

被压制

• 技术部门边缘化
• 数据治理主体缺失

数字化

转型阻力

http://lib.cqu.edu.cn/



1.组织协同机制

跨层级融通 跨部门协作 跨域生态协同

人机协同进化 制度保障层

图书馆组织协同机制正在从 单向协作 向 多中心、跨域共生 的生
态网络进化。

协同方向

http://lib.cqu.edu.cn/



1. 组织协同机制

协作目标与规划

明确跨部门协作的目标，
旨在打破壁垒，整合资源。
通过科学规划，确定在图书
馆用户生态重构中，各部门
需协同完成的具体任务与步
骤，确保工作有序推进。

沟通渠道搭建

构建多元沟通渠道，涵
盖定期会议、线上交流平台
等。让各部门能及时分享信
息、反馈问题，保障信息流
通顺畅，消除误解与隔阂，
促进紧密合作。

资源协调共享

推动各部门资源的协调
与共享，人力、物力、数据
等资源合理调配。避免资源
浪费，发挥最大效能，共同
为用户生态重构提供坚实支
撑，提升服务品质。

跨职能组队原则

http://lib.cqu.edu.cn/



2. 流程再造

图书馆传统业务流程的核心痛点体现在流程断层化、人工依赖高、响应

迟滞、数据割裂等维度，具体可系统归纳为以下方面：

流程碎片
化

人工操作
依赖

响应机制
迟滞 数据孤岛

标准化缺
失

数字化能
力断层

http://lib.cqu.edu.cn/



2.流程再造

流程再造是依托数字技术对图书馆传统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再设计，通

过清除冗余环节、重构协作路径，实现效率与体验的跃迁。

简单优化 用技术重写规则

http://lib.cqu.edu.cn/



3. 强化用户关系管理

http://lib.cqu.edu.cn/

• 建立新型用户关系，实现全面受益

• 强化用户关系管理，建强信任关系

• 增强用户互动融入，实现价值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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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位一体”用户生态重构实践
场景化、体系化、数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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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位一体”用户生态重构实践

1. 场景化推动服务重构，促进用户受益与价值共创

2. 体系化推动数据治理，提升智慧化服务用户体验

3. 数智化赋能服务管理，强化图书馆用户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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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场景化推动服务重构

l 服务梳理：服务设计思维的服务

流程规范

l 服务内容：6大类67项服务

l 梳理内容：服务组织、服务对象、

服务展示与营销、服务规则、服

务流程、统计指标与要求、信息

系统支持和基本功能模块



1.1 服务的场景化重构：学科服务

http://lib.cqu.edu.cn/

学
科
服
务
工
作
站



1.1 服务的场景化重构：外译出版服务

http://lib.cqu.edu.cn/



1.1 服务的场景化重构：校友服务

http://lib.cqu.edu.cn/

2024年联合校友总会推出
微信推文的点击量近5万次

12项文献服务
主要推荐：
数字资源访问
文献传递服务
会议空间服务



校友服务成效与认可度

http://lib.cqu.edu.cn/

>10万
校友用户数量

>7万册
年借还图书量

386册
年个人最高借阅量

>30万
年数字资源访问量

>5万
年入馆人次

>4000篇

月文献传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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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服务价值共创

1999级校友韩伟两年时间相继捐赠图书 5125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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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拓展校内学院/职能部门合作
l 学校二级学院：学院分馆建设、专业文献数据库共建、定题情报分析、

科技查新、查收查引
l 教学管理部门：本科生院/教务处（电子教材教参平台、文明经典阅读服

务平台、新生信息素养教育）；研究生院（研究生论文提交、电子教材
教参平台、新生信息素养教育）

l 科研管理部门：科发院（机构知识库）、社科处（商学经济学/一般社会
科学ESI学科分析）

l 学科管理部门：发规处（学科竞争力/贡献度分析）、双一流办（学科影
响力提升项目）

l 其他职能部门：人事处（人才评价分析、成果数据服务）；校友总会
（校友服务，文献捐赠）；组织部、巡视办、纪委（学科发展现状分
析）；信息化办、宣传部、党办校办、档案馆（数字记忆项目）



http://lib.cqu.edu.cn/

1.3 拓展校外合作，提升社会影响力
l 文献资源建设：川渝方志办（方志图书馆）；

老科学家文献库（重庆市老科学家协会）；作

家文库（重庆市作家协会）

l 情报信息服务（政府职能部门）：重庆市知识

产权局（大型知识产权公益培训、专利分析项

目）、沙坪坝区市场监管局（专利动态纵览）、

合川区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服务中心（专利服务）

l 情报信息服务（大型科技企业）：塞力斯（知

识产权培训）；重庆耐德（专利预警项目）

l 文献信息服务（中小学）：重庆市第一中学



http://lib.cqu.edu.cn/

2. 体系化推动数据治理

文献管理 数据管理 数据治理

数据治理的概念与目标：

（1）数据治理是对数据资产管理行使权力和控制的活动集合

（2）最终目标：提升数据质量和挖掘数据价值



http://lib.cqu.edu.cn/

数据治理：意识和能力

数据治理
数据馆员

培养一支数据馆员队伍
全面开展数据治理工作
大幅度提升元数据质量
奠定智能应用数据基础



http://lib.cqu.edu.cn/

2.1 数据治理场景之弘深检索系统
02

• 打造面向用户的一站
式、全覆盖的文献检
索、获取平台，提升
用户体验

• 整合图书馆绝大部分
商业数据库（与
ERMS同步）

• 整合馆藏纸本文献
• 整合OA资源/OA期刊
• 整合文献服务（单篇

订购、文献传递、纸
电图书荐购、图书预
约、通借、转借…）

弘深检
索系统

索引数据
库

商业数据
库

OA资源
自建特色
数据库

纸质馆藏

中文全文数据库
外文全文数据库

SCIE/SSCI
EI
Scopus
......

OA资源库
OA期刊

博硕论文数据库
重大文库
信息素养平台
数字特藏平台
……

OPAC
重大文库



2.1 数据治理场景之机构知识库

http://lib.cqu.edu.cn/

完整、统一的机构成果仓储平台

权威、高效的第三方成果数据服务

辅助双一流建设的学科分析平台

高校科研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保存:全面收集和数字化加工与重庆大学相关的多模态

资源，构建重庆大学的多模态记忆资源库作为数据基础。

知识挖掘：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进行知识挖掘，智能关联

编织起一个百年重大的记忆资源知识网络，清晰而全面地

展现重庆大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学科发展演变史、学术研

究的学者关联网络。

智能应用：应用数据可视化、VR/AR、智能交互等技术，

多渠道、多场景地为校史展演、云上展览、虚拟校园、未

来学习中心等做支撑，让尘封的大学历史得以数字化再现。

2.1数据治理场景之“数字记忆”项目

http://lib.cqu.edu.cn/



• 国内首个高校数字记忆平台

• 面向百年校庆，2029年全面建成

• 联合校内宣传部、信息办、校友会、档

案馆等多个部门

• 强化用户参与

• 入藏目标100万件

• 二期已建设完毕

重庆大学“数字记忆”

http://lib.cqu.edu.cn/



数字记忆项目资源建设成果
知识总量

实体：101,159条
关系：2,856,011条

实体识别

人物：78,611 
地点：16,312
机构：1,808   
学科：4.221
事件：205

关系识别

人物关系：1,909,621
地点关系：359,972
机构关系：482,472
学科关系：103,648
事件关系：298

资源总量
1,569,297条

与重庆大学相关的网站
B站微信公众号、微博

抖音等互联网资源

600,854/ 1,217,048

（清洗去重后/总采集量）

互联网记忆

袁祥辉、潘英俊、钟先信、先武、陈
雍乐、唐克荣、杨学恒、李芳昱、刘

云宏等校内专家教授

专访资源

重庆大学地标共建计划
图书馆加馆藏平台资源
青春时光纪念册资源等

91,293 / 259 / 199

读者共建

重庆大学学术成果总库数据库
260,498

学术成果总库

图书馆与“数字记忆”相关的特藏资源
《年鉴》《大事记》《校史》

《人物传记》《档案文稿》等资料

图书馆特藏资料

http://lib.cqu.edu.cn/



• 面向毕业生、校友和

在校生收集珍藏校园

回忆的照片

• 以班级为单位集结成

电子相册。全部资源

纳入馆藏

面向学生的应用：[ 青春时光纪念册 ]小程序

http://lib.cqu.edu.cn/



2.2 启动图书馆AI工作坊

http://lib.cqu.edu.cn/

AI素养提升

提升馆员对AI的认知水平，

提升馆员AI素养和技术水平。

AI项目策划

以馆内项目形式，结合业务

实际策划AI项目。

AI实践应用

推动AI在业务板块的深度应

用和实践。



AI增强检
索

AI咨询馆
员

元数据组
织与揭示

AI辅助科
研

个性化资
源推荐

AI情报分
析服务

智能排架
视觉盘点 ……

http://lib.cqu.edu.cn/

2.3 AI赋能智慧图书馆服务

实现个性化、智能化、高效化
提升感知度、显示度和满意度



http://lib.cqu.edu.cn/

案例：书人合一的智能推荐系统

阮冈纳赞图书馆五定律：

• 书是为了用的（书贵为用）

• 每个读者有其书（人皆可读）

• 每本书有其读者（书有其爱）

• 节省读者的时间（省时便人）

•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的有机体（馆有生机）

数据是理解用户的重要基础

猜你喜欢

智能订阅

资源推送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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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智化赋能服务管理

数智
赋能

2 智慧服务 3 馆务管理

全周期流程化

全面信息化协同化开展

设置扁平化

培训常态化
5 馆员队伍

4 用户关系1 管理机构



3.1 机构设置扁平化

http://lib.cqu.edu.cn/

促进创新
知识服务中心

启智润心
文化育人中心

全球互联
学术资源中心

面向未来
终身学习中心

图书馆：大学知识产生与科技创新的源泉



3.2 多部门协同：学科情报服务

学科馆
员

情报分
析专员

数据馆
员

技术馆
员

面向学院的学
科评价服务

面向校领导、职能部
门的学科评价服务

数据收集
数据清洗
数据规范

平台搭建
技术维护

http://lib.cqu.edu.cn/



3.3 馆务管理全面信息化

http://lib.cqu.edu.cn/



3.4 全周期流程化用户关系管理

意见收集 意见分解 纳入督查督办 意见处理 读者评价

校长信箱、馆长信箱、网络
咨询、电话咨询、读者沙龙

录入馆务系统的督查督办系
统，设置处理时间

微信自动发送评价调查反馈

解决问题，填写处理情况意见分析、确定责任人

http://lib.cqu.edu.cn/

每三年发布一次读者意见分析报告



3.5 多层次、全覆盖的馆员培训体系：学科馆员能力体系

学术评价能力培训 知识产权分析培训

科技查新能力培训 数据馆员能力培训

http://lib.cqu.edu.cn/



一线馆员技能培训

人员范围：前台/保安 

培训与考核：

• 资料汇编 

• 集中培训

• 现场答题

• 情景考核

http://lib.cqu.edu.cn/



常态化快乐馆员培训（每月一期）
http://lib.cqu.edu.cn/



建强学生馆员队伍-图管会
http://lib.cqu.edu.cn/

阅览室管理 尚悦斋阅读
分享活动

今日我值班
活动

读者沙龙 学习生活羊
皮书编撰

校长书单推
介



图书馆联盟重构

未来图书馆用户生态展望

• 打破边界的实体
重组

• 运行机制的创新
重构 

构建“教研融合神
经中枢”

• 教育科研资源链
打通路径 

• 促进学术研究的
创新发展 

打造“高校知识生
产引擎” • 实现图书馆与用

户的价值共创
• 促进高校图书馆

价值全面跃升

构建供需共生的有
机体

http://lib.c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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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莅临重庆大学图书馆
指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