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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数智驱动的发展下，人工智能技术与图书馆资源管理的融合成为图书馆资源管理创新发展的关键路径。基于此，本

文深入探究了数智驱动下 AI技术与图书馆资源管理的融合的意义、数智驱动下 AI技术与图书馆资源管理的融合的策

略旨在更好地向智能化、高效化、个性化方向发展，以此来满足读者日益多样化的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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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nder the development driven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library resource management has become a key path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resource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AI technology and library resource management under the driv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as well 

as the strategies for such integration, aiming to better develop towards intelligence, efficiency, and 

personalization, thereby meeting the increasingly diverse information needs of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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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一是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

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二是夯实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依托现有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广电5G网络和互

联互通平台，形成国家文化专网。三是鼓励多元主体依托国家文化专网，共同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四是鼓励和支持各类文化机构接

入国家文化专网，利用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探索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五是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

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六是统筹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和公共文化云建设，增强公共文化

数字内容的供给能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 [1]。高校应该根据国家的政策性文件，走符合国家发展的道路，这样才能够更好地

使图书馆向着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一、数智驱动下 AI技术与图书馆资源管理的融合的

意义

（一）提升服务效能，增强用户体验

在传统的图书馆当中，往往受制于人力和时间限制，导致难

以满足用户日益多样化的需求。人工智能的出现能够随时随地地

对学生进行回答，使其能够快速地获取所需要的信息，从而节省

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除此之外，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够对学生

和教师的需求进行预测，这不仅能够增强他们的体验，还能够提

高他们的阅读兴趣。

（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

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的汇聚地，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紧迫需

求。随着用户需求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形式，他们已经不仅仅局

限于简单的资源借阅，还渴望更精准、高效的知识获取体验。而

人工智能技术凭借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关键

信息；其智能处理能力能够实现复杂任务自动化，大幅减少人力

物力成本 [3]。

（三）促进知识创新，推动文化传承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更好地捕捉到海量的文献资源中的有价值

的信息，从而为使用者提供一些创新性的思路 [4]。例如：在文化

传承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护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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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欣赏到珍贵的文化遗产。此外，还能

够利用 VR技术来让学生与教师有一个全方位的体验，这不仅能够

使其进行真实的寻找，还能够在不费时间的前提下就找到相关的

书籍和资料，从而使教师与学生有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二、数智驱动下 AI技术与图书馆资源管理的融合的

策略

（一）降低采购成本

传统资源采购决策往往依赖于采购人员的经验判断、读者反

馈以及有限的调研数据，存在主观性强、信息不全面、决策滞后

等问题。在书籍采购方面，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图书人员在采购的

过程当中可以整合图书馆内部的历史借阅数据、读者检索记录、

馆藏资源使用频率等多源数据，还可以根据外部的学术趋势、出

版动态、读者兴趣偏好等数据进行采购，这样能够更好地调整每

一部分书籍的采购比例 [5]。在书籍成本优化方面，人工智能技术

能够对市场价格波动、供应商信誉、资源质量等多维度的数据进

行实时的检测，以此来评估不同供应商的报价。例如：人工智能

技术在面对大量电子资源采购需求时可根据各数据库的使用频

率、读者满意度、性价比等指标对不同数据库进行综合评估与排

序，从而帮助图书馆选择最具价值的资源进行采购，避免出现资

源浪费的情况 [6]。在采购质量评价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也能够对

电子期刊中的影响因素引用次数、论文质量等标准来判断其文章

的学术影响力；人工智能技术也能够对纸质图书的内容创新性、

逻辑严谨性进行评估，从而保证采购的质量。由此可见，图书馆

人员可通过人工智能实行科学化的决策 [7]。

（二）提升分类编目的效率

在传统的分类编目方面往往依赖于人工进行操作，从而出现

效率低下、易出错、更新滞后等问题，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

可以实现分类编目的自动化、智能化与高效化 [8]。一是人工智能

技术能够自动解析图书的书名、作者、出版信息、主题内容，并

为每一本书分配类型编号，使学生在借书的过程中就知道在第几

排第几列；二是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实时追踪新书入库、旧书下

架、资源更新，并自动调整分类编目的信息，保证学生进行借书

的过程中只需要扫码和搜索就能够看到这本书所处的状态；三是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根据学生借阅历史、搜索记录、偏好标签等数

据来了解学生的需求与兴趣偏好，从而更好地为其推荐个性化的

图书，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四是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够保证图书

资源的分类编目符合国际规范，便于国际间的资源共享与交流。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自动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服务模式，不仅提

高了分类编目的效率与准确性，还为学生提供了更加便捷、高

效、个性化的资源检索与利用体验 [9]。

（三）提高资源整合的效率

传统图书馆的图书种类会分散在不同载体、格式的数据库

中，使教师和学生在查找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例如：研究

西方文学研究的教师，在探索某一文学流派或作家作品时，既要

翻阅厚重的纸质文学经典原著，又要寻找与之相关的电子学术期

刊论文，更需在多个文学数据库、图书馆馆藏系统以及学术资源

平台中进行反复对比与信息筛选，这就可能会使一些信息发生遗

漏现象，导致研究效率低下、不够全面 [10]。人工智能技术当中

的知识图谱技术能够在信息资源与知识体系的构建、组织、检索

以及知识服务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也就是可以将不同的，只要

是与之相关的内容就能够联系起来。例如：教师输入“华兹华斯

诗歌”这一关键词后，系统不仅会为其推荐《华兹华斯诗选》等

经典书籍，还会为其推送涵盖不同教师地从主题、意象、语言风

格等多维度进行的深度剖析的电子研究论文以及相关的视频资

料，这不仅能够为教师提供多方面的思考方向，还能够让教师可

以直接地进行比较，从而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可以应用到研究当

中 [11]。

（四）提升学生的体验

在数智驱动的发展中，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更好地为学生进行

服务。人工智能技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能力，能够对其提出的图

书馆开放时间、馆藏资源分布等基础信息和研究课题咨询、学术

写作指导等专业问题进行回答 [12]。其中，人工智能技术对于简单

的问题能够直接地进行回答，对于复杂的问题则会转变成人工客

服的形式进行回答。例如：天津泰达图书馆举办“数智前行，启

航未来”AI 智能阅读体验周活动，就对其回答内容进行了设置，

这不仅能够更加的符合学生的需求，还能够使学生更愿意去进行

阅读。图书管理人员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能够为学生和

教师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个性化的服务，从而提升他们的满意

度与忠诚度，推动图书馆更好地进行发展 [13]。

（五）提高数据安全保护

在数智驱动的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与图书馆资源管理

的融合能够更好地提升服务效能、优化资源配置，然而，伴随出

现的也有一些数据的安全问题，基于此，本策略对其进行了深入

的分析。首先，从全流程的规范与责任视角出发，图书馆的建

立应该从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共享及销毁方面来全面地展

开 [14]。具体来说：数据采集在收集必要信息的过程当中，应该

实施严格的身份验证与授权机制；存储环节是指利用访问日志记

录所有的访问行为，便于对有问题的地方进行查找；数据处理是

指人工智能算法需要进行安全的评估，防止出现一定的问题导致

数据出现泄露的问题；共享环节需要建立一定的层级制度，使每

一个人都有自己能够查看的范围；销毁是到达保留期限且没有利

用价值的数据应该进行销毁，防止占据内存。其次，图书馆应建

立包含身份认证、权限管理及行为监控的控制体系。身份认证方

面不仅可采用数字拼音和标点结合的方式，还可以通过短信验

证码的方式，更可以通过人脸和指纹识别的方式，从而提升账户

的安全性；管理权限方面可根据用户的角色在后台为其提供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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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访问权限，在登录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访问内容过多的现象。

最后，图书馆应建立完善的数据备份与恢复策略，确保数据在丢

失或损坏之后能够迅速地恢复。图书馆可以采用定期自动备份与

增量备份的方式进行结合，对于图书馆已经有的内容则只需要增

加就可以，不需要重新再进行备份，从而节省一定的空间；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将数据备份到多个地方，防止出现一个盘损坏其他

地方用不了的情况。这样的方式能够更好地保证图书馆资源的安

全 [15]。

三、结束语

数智驱动下人工智能技术与图书馆资源管理的融合，是图书

馆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本文从降低采

购成本、提升分类编目的效率、提高资源整合的效率、提升学生

的体验、提高数据安全保护等策略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旨在

更好推动图书馆行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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