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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研究用户数据资源化利用，以促进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方法］ 归纳分析了图书馆 4 种不同类型的用

户数据，介绍了用户数据的采集方法，并对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用户数据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用户数

据资源化利用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架构和模式: 建设用户信息数据库，提供精准个性化服务; 搭建即时交互式平台，提升用

户体验服务; 构建泛在知识环境，尝试泛在图书馆服务; 适应用户需求转变，提供知识化服务。［结果 /结论］ 高校图书馆应高

度重视用户数据的资源化利用，创新图书馆服务的内容和形式，促进图书馆事业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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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paper studied user data resource utilization to promote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service

innovation． ［Method］ It made an inductive analysis of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library user data，introduced user data collec-

tion methods，then analyzes characteristics of library user data under the big data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user data re-

source utilization，it proposed university libraries' service innovation architecture and pattern: construction of user informa-

tion database to provide accurate personalized service; establishment of Ｒeal－time interactive platform to improve user ex-

perience service; Building ubiquitous knowledge environment to try ubiquitous service; adapt to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to

provide knowledge service． ［Ｒesult /Conclusion］ University libraries should pay high attention to the utilization of user da-

ta，so as to innovate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service content and form and promote the new development of library cause．

〔Key words〕user data; resource utilization; service innovation; university library

随着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研时代的

来临，科学数据量呈几何级增长。Brooks Hanson ( 2011)

提出了“数据驱动科学发展，科学就是数据，数据就是科

学”［1］，表明了数据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大数据蕴藏

着无穷的价值，将促使各行各业的革命性改变。用户是图

书馆的服务对象，是图书馆创新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图书

馆作为高校信息中心和信息服务提供者，应积极地把握大

数据带来的机遇，加强对用户数据的资源化和增值利用，

促进服务内容纵深发展，最终实现信息共享和知识创新。

1 图书馆用户数据归纳分析

用户数据是指用户基本信息及其在使用图书馆的过程

中产生及关联的各种信息。图书馆可获得的用户数据按数

据类型的不同可分为用户基本信息、需求信息、行为信息、

反馈信息四大类。对这海量、无序的用户数据进行资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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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分析用户的行为特征，掌握用户的数据需求特征，

能够全面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图书馆与用户交互过程

中可获得的数据具体归纳分析如表 1 所示。

表 1 图书馆用户数据归纳分析

序号 数据类型 数 据 内 容 数据来源

1 基本信息

统计学信息
年龄、性别、单位、家庭地址、毕业院校、学

历、电邮、电话、个人照片等
用户注册信息、用户信息登记表

关联信息
学习经历及成绩、论文、专著、教材、专利、
项目、课件、设计图、试验产品、获奖情况等

用户注册信息、教务、档案、科研管理

系统

2 需求信息

数据采集
数据管理计划的制定、数据库选择、检索词及

检索策略确定等

数据生产 实验设计、调研方式和方法的选择、元数据等

数据存储和管理
数据管理计划的实施、数据储存设施的确定、
数据质量筛选、数据评价等

数据保存和共享
数据的上传、共享、查询、下载、权限管理、
用户管理等

数据引用和出版
数据挖掘、数据发现、数据引用、知识产权和

版权、隐私和安全问题等

用户定制信息、用户需求调研、用户需

求提交单、用户检索日志

3 行为信息

流通借阅 借阅文献种类、借阅册数等

参考咨询 咨询方式、咨询内容、咨询时间等

数据库利用 检索、浏览、下载、复制等

科技查新 委托合同、背景技术、查新目的、查新报告等

文献传递 文献内容、传递方式、文献格式等

培训讲座 内容、方式、时间、人员等

流通借阅信息、参考咨询交互信息、馆

际互借信息、网络服务器访问记录、代

理服务器日志、浏览器日志、科技查新

及文献传递委托单

4 反馈信息 反馈内容 用户互动 反馈方式
网站留言、MOOC 互动、微信点赞、用

户反馈信息表、用户评价记录

2 图书馆用户数据的采集

表 1 中图书馆用户数据的数据按照结构分，包括 3 类:

一类是各类数据库中记录的用户基本信息、文献借阅信息

等结构化数据，数据规范性强，结构清晰，使用方便; 一

类是用户在利用数据库时生成的日志记录等半结构化数据，

通常为 HTML 页面、XML 文档形式，数据量大，价值密度

低，需要进行抽取利用; 另一类是用户反馈信息、行为信

息等非结构化数据，如文档、图片、报表等等。对于这 3

类数据有不同的采集方法: ①结构化数据的采集: 结构化

数据存储于关系数据库中，具有一定逻辑结构，可直接通

过接口进行调用，使用方便; ②半结构化数据的采集: 半

结构化数据具有结构，但结构变化大，能实现非结构化数

据与结构化数据结构自由转换，需要根据用户 IP 或者事先

设定好的用户标识，提取用户的日志信息，并设定规则对

数据进行清洗，提取保存用户的使用行为记录; ③非结构

化数据的采集: 非结构化数据没有固定结构，不能将其标

准化，不能保存于关系数据库，只能以文件形式存放，所

以采集、存储以及使用这些非结构化数据需要智能化的系

统，该系统能够实现非结构化到结构化数据转换，提供统

一的仿真接口完成各个异构数据源的融合，实现数据的一

致性，消除数据的异构性［2］。从异构数据源融合集成用户

数据，关键在于不同系统中用户标识要具有惟一性［3］。

3 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用户数据的特征分析

大数据，即数量巨大、结构复杂、类型众多的数据构

成的数据集合。在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用户数据具有了

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崭新的特点。对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用

户数据的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将多元化的用户数据序化

为用户数据资源，并开发利用用户数据资源、提高用户数

据资源价值。

3. 1 数据量更大且分布更广

图书馆可获得的用户数据不仅包括用户基本信息和行

为信息，也包括科研、教务、档案等管理系统中关联的用

户信息，还包括用户评价、反馈等信息，数据量更大。同

时，数据分布性更广，主要体现在图书馆用户数据会分布、

驻留在图书馆各种应用与服务系统。如: 用户基本信息存

在于用户管理系统中; 用户需求信息和行为信息遍布于

—211—

2017 年 5 月

第 37 卷第 5 期
基于用户数据资源化利用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研究

May，2017
Vol. 37 No. 5



OPAC 系统、查新委托平台等图书馆应用管理系统中; 用

户利用数据库产生的日志保存于不同数据库商的服务系统

中; 用户反馈信息存在于网站留言、微博、微信等系统中。

另外，用户置身于泛在网络环境，其信息行为突破了时空

限制，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利用各种移动终端使用图

书馆; 可以方便地借助网络技术以电子邮件、Web、BBS、

讨论组、QQ、微博、微信等方式与图书馆进行互动。这就

使得用户数据呈现出分布性、发散性的特点。并且，图书

馆用户数据来源渠道也更多: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手机、

电脑、传感器等，都可以成为图书馆用户数据的来源。

3. 2 数据异构化程度更高

大数据环境下，数据形式更加灵活多样，如数据库数

据、文本、文档、表格、音频、视频文件等。数据的存储

形式不同，数据所在的服务器不同，操作系统的开发平台

不同，诸多的差异使得数据之间无法互换、共享。根据数

据格式的不同，数据大致可分为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

据和非结构化数据，但只有 15%左右的信息有效存储于结

构化数据库［4］。数据异构化，使得用户数据资源化的难度

加大。应用 Web 服务技术、SOA 技术、XML 技术等新技

术，将非结构化数据转换为结构化数据，存入关系数据库

中统一管理，实现异构数据的转换、融合，将是图书馆用

户数据资源化的研究重点。

3. 3 数据的动态性更强

图书馆用户数据是图书馆与用户在交互活动中产生并

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用户基本信息中的统计学信息是相

对静态的，而用户需求信息、行为信息和反馈信息是动态

的，呈现出多样化、动态性、多变性的特点。尤其对于移

动用户来说，移动终端设备、网络环境、行为情景的不同，

使得移动用户的信息需求与传统用户具有更显著的区别特

征，用户移动搜索的目的更为多样化，如检索学习辅助资

料、浏览时事新闻、社交沟通、娱乐休闲、位置导航等。

日志是最重要的动态数据，能够反映用户的个性化特征，

是图书馆确定核心用户、分析用户需求、预测用户信息行

为等的重要依据。通过图书馆日志的知识发现研究，可以

了解用户的使用方法、搜索特征、数据库的访问率等，从

而改进图书馆主页建设、资源采购、业务流程等。

3. 4 数据的复杂性更高

图书馆的用户数据从产生的机制来看，有动态与静态

之分; 从数据格式看，有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

化之别; 从来源来看，有人工录入和自动获取之异［3］。另

外，传统的图书馆用户信息行为中，用户只是图书馆信息

资源的利用者，与图书馆进行单线互动，用户之间基本上

没有互动，而在社会网络大数据环境下，用户可以参与各

种社会软 件 或 者 社 会 网 络 站 点 ( 如 Facebook、YouTube、

Wikipedia，人人网、豆瓣网等) ，通过交流和互动获得多

方信息，集信息利用者、创建者和传递者于一体。社会网

络是一种全新的信息交流模式，具有强烈的参与性和互动

性，吸引了用户的热点关注和广泛参与，已成为用户在网

络世界交流的主阵地。为了让社会网络中的用户能方便地

利用图书馆，同时也吸引潜在用户，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已开

始尝试图书馆与社会网络站点的融合，如在 Facebook、You-

Tube、人人网、豆瓣网上的图书馆。这种模式不仅增大了图

书馆的信息空间，也使得图书馆用户数据更为复杂多样。

3. 5 信息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国际图联规定: 图书馆用户享有个人的信息隐私权，

图书馆员及其所属机构应保护用户的信息隐私，不论其使

用何种形式的信息、享受何种形式的服务［5］。大数据时

代，人们通过智能搜索以及强大的机器运算能力，可以对

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关联、对比、分析，从而锁定个人的

真实身份，个人的隐私和尊严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伤害。同

时，基于网络服务的数字图书馆系统，拥有分布广域性、

体系结构开放性、信息资源共享性和信道共用性等特点，

导致系统难免脆弱［6］。这些使得用户信息安全形势更加严

峻。图书馆如何采用身份验证、加密、访问控制等多种技

术的集成来保证用户信息安全，是用户数据资源化建设首

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4 基于用户数据资源化利用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

图书馆零散、无序的用户数据大多分散储存在图书馆

各个系统中，没有进行整合，也没有深入开展数据分析和

挖掘工作，不能作为资源被图书馆或其它服务系统所利用。

用户数据资源化利用是从海量、分散、有噪声、异构的用

户数据中提炼出潜在的、有价值的用户知识、模型或规则，

并与其他知识生产、组织和服务系统开放关联，以利于图

书馆科学运行和服务创新。

基于用户数据资源化利用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架构

如图 1。

具体来说，基于用户数据资源化利用的高校图书馆服

务创新主要包括以下 4 种模式:

4. 1 建设用户信息数据库，提供精准个性化服务

用户信息是图书馆提供精准的个性化服务的前提。图

书馆应通过全方位、多渠道地采集用户信息，如通过数字

资源管理分析数据库进行数字资源用量分析、资源分布、

热点统计、下载监控等，结合用户基本信息、需求信息等，

完美地抽象出用户的信息全貌，全面构建用户信息数据库，

并应用智能数据挖掘软件系统，精准分析用户需求信息，

实现精准用户服务。如，通过对用户性别、职业、借阅记

录等统计数据的挖掘，预估用户的潜在需求; 通过纵向分

析用户的信息行为，掌握用户信息行为的变化规律; 通过

分析用户的反馈信息，了解用户对图书馆的满意度、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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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用户数据资源化利用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架构

度，针对不同目标用户群体实施精准的个性化服务。

4. 2 搭建即时交互式平台，提升用户体验服务

用户不仅是图书馆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信息的传递

者、生产者、评价者。为提高用户的忠诚度和满意度，首

先图书馆应建立以用户为中心、具有交互功能的一站式信

息检索平台，使用户能方便快捷地获得信息; 同时采用

“超链接”技术，在用户需求的信息资源旁进行相关内容

的链接，实现 “知 识 发 现”功 能; 其 次，借 助 微 信、微

博、QQ 等新媒体，加强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信息交互，建

立用户参与服务创新的激励机制和评估机制，促进用户体

验、评论、讨论、分享信息; 第三，图书馆可以尝试与社

会网络站点的融合，以扩大图书馆的用户群，也扩展图书

馆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如，耶鲁大学科学图书馆网页集成

了社交网站 Facebook 和 MySpace; 清华大学图书馆在人人网

平台上建立了书友会并分享了 “人人网校内———图书搜

索”［7］。

4. 3 构建泛在知识环境，尝试泛在图书馆服务

泛在知识环境是指由网络设施、硬件、软件、信息资

源、人等有机组成的新一代科技知识基础结构，通过计算、

存储和通信方面的最大便利，使资源能够更为彻底地发挥

作用而构建的一种普遍的、综合性的知识环境［8］。泛在知

识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将以智能化、简单化、人性

化为特征，以交流、协作为中心并基于通用技术使资源最

大限度的重复使用［9］。泛在图书馆服务立足用户需求，倡

导“用户在哪里，服务就在哪里”，为用户提供一种无处

不在、无时不有的服务。目前图书馆能提供的泛在服务模

式主要包括: ①移动图书馆: 利用手机、PDA 等移动终端

作为接受、传播服务的主要渠道，解决了时空障碍; ②嵌

入式服务: 嵌入式学科服务和嵌入式桌面信息服务将图书

馆服务置于用户的信息环境，即时高效、无缝对接; 特别

是一些高水平大学实行的 “学科分馆———学科馆员”模

式，将使学科服务在创新模式中得以长足发展［10］; ③图书

馆云服务: 指基于云计算的各项服务。 “云计算”将计算

任务分布在大量计算机构成的资源池上，提供了高度虚拟

化的服务，如 SaaS 服务，使用户真正做到“按需而用、即

需即用”; ④基于 MOOC 的在线服务模式: 图书馆通过多

种方式参与 MOOC，如 参 与 开 放 存 取 问 题 的 讨 论，进 行

“信息素质教育”、 “数据素养教育”等课程设计和制作，

或将图书馆员‘嵌入’MOOC 环境从而向学习者提供信息

支持。

4. 4 适应用户需求转变，提供知识化服务

用户能够方便地利用搜索引擎、网络数据库等获得大

量的公开信息，因此，用户所需求的信息也不再是单一的、

常规性的、事实型的信息，而是经过加工的二次、三次信

息或者具有“知识特征”的综合性信息，图书馆以馆藏文

献的流通阅览和简单咨询为主的传统信息服务方式急需向

以数据揭示、数据管理、数据挖掘、数据关联、数据发现

等为主的数据知识化服务模式转变。比如: ①建立整合用

户信息数据库、专家库、机构知识库、特色资源库、学科

导航库等为一体的科学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并为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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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科学数据管理划制定、数据分析、数据处理、数据库

管理等方面的技术支持服务; ②以科技查新带动学科服务

及技术竞争情报服务的开展，如产业导航、企业运营类专

利导航等; ③以定题和专题情报服务带动数据分析、数据

挖掘等服务，为用户提供决策支持; ④以机构知识库、特

色资源库、学科导航库等的制作促进数据资源开发与利用;

⑤挖掘知识内容，构造可扩展和可视化的知识地图，形成

支持创新的知识空间; ⑥应用信息智能技术服务促进数字

参考咨询服务，如本体学习技术、语义网技术、推送技术

等。

在数据密集型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应高度重视用户数

据的资源化利用，通过多渠道采集、融合用户数据，采用

数据挖掘、数据关联等技术，掌握用户数据特征，构建用

户画像，有助于图书馆迅速定位用户群体，优化调整图书

馆运行策略，创新图书馆服务的内容和形式，实现高校图

书馆从信息中心到科学数据中心的转型，促进图书馆事业

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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