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分论坛·数智时代的图书馆与用户关系重构

从单向供给到双向共生：
数智时代图书馆与用户关系的连接与赋能
清华大学图书馆  张秋  202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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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来临



新的社会形态：人机混合社区

复杂博弈

我

意识

AGI
刘嘉.站在新进化节点上——通用人工智能与第二次认知革命.2025年6月19日



2025年5月29日下午，清华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联合图书馆综合办公室文
科图书馆党支部，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
学习时讲话精神 推动人工智能健康
有序发展”为主题开展联学共建，清
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学院原常务副
院长胡显章，新闻与传播学院原党委
书记王健华、院长周庆安，图书馆馆
长金兼斌、副馆长张秋及40余名党
员、群众参加。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
书记史安斌主持活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图书馆
综合办公室文科图书馆党支部开展主题联学活动



2024年12月18日，清华大学新
闻学院与人工智能学院双聘教
授沈阳带领师生团队倾力打造
的“人机共生：未来艺术的共
创”画展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
文楼开幕。该展览由清华大学
科学博物馆、清华大学新闻学
院新媒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展示了人工智能与艺术创作深
度融合的最新成果。

展览策展人、清华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博士陈禄梵身着由沈
阳教授团队研发的AIGC服装
大模型“元裳”生成的服装亮相，
这是AI生成服装首次在学术场
合发布展示。









成长期：体制突破
2021-2025初创期：模式探索

2009-2020

发展期：构建生态
2026-2030

2009 2020 2025 2030

爆发期：引领变革
2031-2035

影响：
~101（数十）学生

影响：
~103（数千）学生

影响：

~105（数十万）学生

影响：

~107（数千万）学生
农耕时代
亲-子、师-徒

工业时代
大规模、标准化

数智时代
创新型、个性化1810 2020？

年代

“天下大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数智时代教育范式大转折

郑泉水.好的教育，是在破界创生中激发每一个人学习者的潜能——数智时代重塑教育的未来.2025年6月11日



数智时代
图书馆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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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范式与时代冲击

传统服务模式：

图书馆作为资源守护者，用户被动接受服务，形成单向

传递链条。

数字洪流冲击：

数据驱动、个性化需求、UGC内容崛起，倒逼服务模式

变革。

核心挑战：

被动服务导致用户流失，静态资源形成信息孤岛，亟需

破局。



破局方向

传统模式

单向供给

静态资源

被动服务

      双向共生模式

用户参与共创

主动价值赋能

动态知识生态



深度参与

用户
即协作者

价值共创

知识
即共同资产

动态迭代

服务
即生命体

三大支柱

双向共生的核心逻辑

循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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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最好的
继承就是创造新
的历史，对人类
文明最大的礼敬
就是创造人类文
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的任务



牢记初心使命
坚守责任担当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服务社会

文化传承创新
国际交流合作

 



以用户为

中心 
以资源为

基础 
以技术为

引领 
以服务为

导向

清华大学图书馆建设理念



数智时代，特别以人工智能为核
心开展图书馆前沿探索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开展图书馆前沿服务探索

• 2024年3月，协同完成 Scopus AI、中国知网 AI 学术助手、 ScienceDirect 
AI 等工具试用，评估和优化这些工具在学术研究和图书馆服务应用效果；

• 2024年4月，“开矿专栏” 推出《学科馆员眼中的 Scopus AI》、《AIGC 学术
伦理初探：政府机构、出版界、高校的三重约束》；

• 2024年7月，制作推出AIGC专题资源导航，涵盖AI基础知识、AI工具概览、AIGC
伦理、AI助手应用等模块，为用户提供一个全面AI学习资源平台；

• 2024年11月，图书馆第十届服务宣传月以“书香润心 智启未来”为主题，在计
算机系马少平老师的支持下，特别推出人工智能专题书架，激发读者对AI领域
的兴趣和探索； 

• 2024年12月，以“AI4R，AI FOR RESEARCH”为主题开展科学研究训练营活动。

• 通过这些前沿服务探索，努力将图书馆服务和人工智能时代相结合，促进人工
智能技术在学术研究和信息服务的深入应用，提升师生人工智能素养和AI应用
能力。







2024年12月5日，清华大学图
书馆2024年科学研究训练营
在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活动
以“AI for Research”（简称
“AI4R”）为主题，邀请经济管
理学院教授/图书馆教师顾问
李宁、中文系教授李飞跃、
计算机系博士研究生刘潇、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博
士王美玲、微软AI亚太区首
席应用科学家李烨、图书馆
馆长金兼斌等6位专家学者作
学术报告，并与近300人次师
生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学术
研究中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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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建设者 创造者



毕业读者座谈会（ 2023年6月7日）

新教师座谈会（2024年8月30日）

Ø 2023年4月27日，专利资源和工具用户交流会
Ø 2023年5月11日，学生馆员座谈会
Ø 2023年6月7日，毕业读者座谈会
Ø 2023年11月13日，学生馆员座谈会
Ø 2023年11月14日，气候院交流
Ø 2024年8月30日，新教师座谈会
Ø 2024年11月21日，法律图书馆读者座谈会
Ø 2024年12月19日，教师顾问座谈会

学生馆员座谈会（2023年5月11日）教师顾问座谈会（2024年12月19日）

气候院交流（2023年11月14日）

高质量发展：请进来、走出去



读者座谈会：请进来
• 2023年4月7日，教师顾问座谈会

• 2023年4月25日，专利数据库深度用户交流会

• 2023年5月9日，学生馆员座谈会

• 2023年5月16日，读者之星分享会

• 2023年6月7日，学生馆员座谈会（毕业生专场）

• 2023年11月13日，举办秋季学期学生馆员座谈会

• 2024年9月14日，法律图书馆召开法学院学生干部座谈会



• 2021年4月26日，求真书院

• 2021年8月17日，人文学院

• 2022年4月28日，地学系

• 2022年9月20日，社会科学学院

• 2023年6月7日，社会科学学院、临床医学院

• 2023年11月14日，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 2024年4月18日，法学院

• 2024年10月18日，国家重点实验管理中心

• 2024年12月11日，安全科学学院

• 2024年12月31日，医学院

• 2025年3月20日，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图书馆

走
出
去



精
准
发
力

系
统
发
力

持
续
发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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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在 清 华 · 真 人 图 书 馆

周 年

13
读 书 文 化 月  

年

2 0 1 3 年 — — 2 0 1 5 年
读 书 文 化 周
每 年 举 办

次
2

2 0 1 6 年 开 始
读 书 文 化 月
每 年 举 办

次
1

文科馆牵头

图书馆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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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图书馆文化矩阵

2013
4月起

2013
5月起

2017
12月起

2023
9月起

0

从读书文化周   到水木读书月
通过集中形式开展的深化阅读推广活动，建设书香校园，使
师生在阅读与交流中启智润心、涵养品格，使文化在阅读与
交流中薪火相传、保持活力。

学在清华·真人图书馆

作者面对面

水木开卷·从游悦读

其他
文化品牌 清华读书讲座闻 道 师生同读一本书

“我是读书人”
阅读经验分享会

音乐讲座

活动从一名好老师出发，以真人面对面、零距离沟通的形式
让读者开展“真人图书”阅读，感悟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方式
与方法。

活动以“人文精神、人文素养”为核心，精选人文社科领域
的重点新书和经典好书，邀请作者（译者）、出版者和相关
领域的专家、学者做客清华，与师生面对面交流探讨，搭建
“读者—作者—出版者”的交流平台。

邀请学校资深教授、名师导师，重读经典，重新发现，重新
感受智慧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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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在 清 华 · 真 人 图 书 馆

周 年

2013年2023年

59
学 在 清 华 · 真 人 图 书 馆

场 活 动

59
学 在 清 华 · 真 人 图 书 馆

场 活 动

13
学 在 清 华 · 真 人 图 书 馆

年

69
学 在 清 华 · 真 人 图 书 馆

场 活 动

500万+
学 在 清 华 · 真 人 图 书 馆
线 上 线 下

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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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清华·真人图书馆（2013年至今）

真图嘉宾

中国科学院
院士

薛其坤

中国工程
院院士

关肇邺

国际重要
奖励获得者

丘成桐

读者眼中的真图 线上线下结合的真图

十次“良师益友”
获得者

朱克勤

中国工程院
院士

戴琼海

2000+

线下观众

500万+

线上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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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在 清 华 · 真 人 图 书 馆

周 年

59
学 在 清 华 · 真 人 图 书 馆

场 活 动

59
学 在 清 华 · 真 人 图 书 馆

场 活 动

8
作 者 面 对 面

年

41
作 者 面 对 面

场 活 动

500万+
作 者 面 对 面

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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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面对面（2017年至今）

1800+

线 下 观 众

500万+

线 上 观 众



感谢您下载千库网平台上提供的PPT作品，为了您和千库网以及原创作者的利益，请勿复制、传播、销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千库网将对作品进行维权，按照传播下载次数进行十倍的索取赔偿！

ibaotu.com

立德树人

面向馆员

核心力量

面向教职工

教书育人

面向学生

 清华大学图书馆立体化阅读推广服务体
系

线上线下整合协同，贡献大学智慧和大学力量



  我们一起回顾历史     
   我们一起书写现在

          我们一起创造未来

喜迎110馆庆 共读一本书
全馆共有50位同事参加这次朗读活动。朗读者
中既有既有已经在馆工作超过30年的老师，也
有到馆不到一年的年轻馆员。

通过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平台，配合书中的文字
和图片，分七期推出这本书完整的朗读音频，
与读者和听众一起，共同回顾和纪念清华图书
馆走过的百十年风雨历程。

“我报名参加‘共读一本书’活动的时候，正巧读完《清华时间简史》
意犹未尽，读来仿佛穿越到过往岁月，能和先生们同游“最爱的清华
图书馆”…这是一本非常有共情力的“有声图书”，是图书馆人写自
己的历史，是图书馆人讲自己的故事，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我们日复
一日努力的每一个当下，也许是琐碎的、重复的、片段化的，有些不
确定的声音偶尔会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
的命题，书中给出了答案。熟悉的声音带领我们回到过往，在历史的
阶梯中，感受清图从百年前的一个小小图书室到如今规模的戮力攀登，
也让我们展望未来，百又十年风华正茂，正是扬帆远航时。”



“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
清华大学教职工读书推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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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校工会合作，清华教职工读书推进行动启动



第
一
场

和校工会联合推出清华大学教职工读书推进行动

彭凯平主讲《活出心花怒放的
人生——积极心理学的启迪》 吕舟老师主讲《穿越中轴线》叶锦添老师主讲《从摄影走向奥斯卡：

叶锦添的艺术人生》

第
二
场

第
三
场

第
四
场

于康老师主讲《合理膳食行
动——体重管理与慢病防控》





图书馆分工会积极响应校工会的号召，图书馆分工会积极响应校工会的号召，组织全馆各工会小组开展“感悟中轴线，
用阅读共情古都神韵”系列读书会活动，共有130多位会员老师参与了各自工会小组举办的各有特色读书会活动。

“看展览、听讲解、穿中轴、过新年”——美
术图书馆分工会小组举办中轴线主题读书会

读者服务部工会小组举
办《天地中和:北京中
轴线文化遗产》共读一
本书活动

信息参考部工会小组举办《天地中和》——北京中轴
线文化遗产共读活动

阅读北京中轴线，致敬背后的清华人——资源建设部工会小组举办主题阅
读活动

文科馆工会小组组织会员和公司同事一起开展了以中轴线为主题的
读书会，共读了书籍《天地中和: 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和《探访
北京中轴线》两本书

该活动是图书馆分工会开展的“共读一本书”品牌特色活动之第四期，该活动以共读经典的方式，发挥图书馆场馆育人、文化育人的作用，积极营造
阅读良好氛围，提升工会会员艺术修养，促进会员间的情感交流，拉近心灵距离，让会员在阅读中传承文化、汲取力量。

《天地中和：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共读经典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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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创新内容创新 形式创新



水木开卷·从游悦读
图书馆+宣传部+书院管理中心

每期邀请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悦读导师推荐图书，带来他的悦读故事和悦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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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

连接

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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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开卷·从游悦读（2023年9月至今）

融媒体阅读量 已达 

3200万+

宣传部

图书馆

书院管理中心

跟清华老师一起

获得阅读的力量



R
Resources  资源 空间 人

清圕
READ
模式

E Effect  作用 效果 影响

A Advance 发展 前景 未来 

D Dynamic 动态 活力 成长



北馆

北馆

北馆

文科图书馆

美术图书馆

法律图书馆

图书馆馆藏珍品文献展

图书馆馆藏甲骨珍品展

“家在清华”专题书架

文科图书馆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与工具专题书架

美术图书馆高仿真画手卷系列展

法律图书馆“故纸拾律”文书展

+

金融图书馆金融图书馆金融学好书荐读

总分携手，整合为要，携手共进



研究生会
师生同读一本书

真人图书馆

出版社

研团委教师发展中心

宣传部

校工会 国家大学生文化素

质教育基地

更多合作深度融合，协同推进，多向共生

水木开卷·从游悦读

图书馆+

“同学你好！欢迎来到我的书房”
系列视频

“闻道”系列活动

《清华大学荐读书目》清
华师生共读经典系列视频

邺架轩·读书沙龙清华教职工读书推进行动



时代之变

与图书馆之问

双向奔赴

协同共生

清华图书馆

实践与探索

未来发展

“干就完了”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图书馆就已经收藏了泰戈尔研究的相关资料。1923年泰戈尔访华前夕，《清华周刊》
就特约清华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毕树棠先生撰文《太戈尔研究指南》，向师生介绍1913-1923年间中、英文重要杂志上
关于泰戈尔著作的文章。吴汉章先生也于1924年在《清华周刊》上介绍了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英译本泰戈尔相关图
书20余种。百年来，清华大学图书馆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纸本图书资料和庞大的电子资源。今天的图书馆员们，继续
沿着前辈的足迹为读者深度挖掘和揭示馆藏，希望大家更好的阅读泰戈尔。此次纪念活动中，图书馆从馆藏中选取
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展出，藏品最早的版本可追溯至1913年。同时，为了引导读者重拾经典，更加深入地理解和
传承泰戈尔的思想，图书馆在人文社科图书馆同步推出“穿越百年，重读泰戈尔”专题书架，为读者提供借阅服务，
让读者在这个特别时段，穿越时光长河，感受泰戈尔的永恒魅力。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老论文897篇，来自17个院系，其中陈新宇老师和其带的研
究生对106篇法政老论文进行了研究，并在《清华大学学报》发表了论文《百折
不却壮志-近代清华大学 106 篇法政毕业论文研究》（张嘉颖 陈新宇，2025 年第 
3 期）。该论文是利用馆藏论文的研究成果，为近代清华大学毕业论文的整理与
利用提供一个范例，也为图书馆坚持使命驱动和价值驱动提供了范例。



知识的保存从来都是一项艰苦的斗争

享誉古代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因管理不善而日渐式微
博德利爵士的巨额投入才使牛津的新图书馆得以建成

纳粹政权纵火焚烧了成千上万册犹太人的书籍
卡夫卡的手稿则有可能因为他生前的遗嘱而不见于后世

……
在这本书中，博德利图书馆馆长理查德·奥文登横跨三千年的历史记录和
资料，介绍了从泥板到云数据存储时代的知识受难史，探讨了知识保存的
现状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图书管理员和档案馆馆员等众多有识之士的
努力和牺牲也在书中有精彩的呈现。

知识的发现、知识的利用和知识的创造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图书馆的努力就是让这件不那么容易的事情变得更容易一些！



发现



AI成为赋能所有科学
流程的必要组成部分！

——图灵奖得主 Yoshua Bengio

AI和AGI一定是赋能图书馆
未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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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更宏大的视野思考图书馆的未来

数智
时代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
强调：“高质量发展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
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
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



p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展目标、改革
任务、外部环境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其矛盾的尖锐性、形势的复杂
性、挑战的风险性、较量的残酷性前所未有，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伟
大斗争不亚于战场上的生死拼搏。

p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
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
局面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统筹研究部署，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

新时代：最重要的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转变发展理念 创新发展模式 增强发展动能

使命

驱动

创新

驱动

问题

导向

目标

导向



《人民日报》（2025年06月10日 第01版，记者：胡健 陈家兴，原题《国家越开放，会促使我们更加进步——对话任正非》

6月10日，人民日报罕见地将对任正非的专访刊登在头版显著位置。此
前人民日报头版人物专访，几乎从未给予任何民企掌门人这种规格待遇。
这是很不寻常的。这篇访谈的内容涵盖很广，涉及外部封锁、芯片技术、
基础研究、人工智能、开放战略等多个话题，而任正非的回答一如既往
地冷静、克制而坚定，并有很多金句迸出。比如，美国是夸大了华为的
成绩，华为还没有这么厉害，要努力做才能达到他们的评价；人工智能
也许是人类社会最后一次技术革命；对理论科学家要尊重，因为我们不
懂他的文化，社会要宽容，国家要支持。

不去想困难，干就完了，
一步一步向前走



坚守图书馆的长期主义



战略
定力

历史
耐性



把图书馆“活” 成
一个个解决方案



2025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分论坛·数智时代的图书馆与用户关系重构

谢谢， 敬请批评指正！
清华大学图书馆  张秋  2025年6月26日

2025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分论坛·数智时代的图书馆与用户关系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