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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背景，系统研究了智慧图书馆的服务创新模式及其发展
路径。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法、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重点探讨了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
据、5G+AR/VR等前沿技术在图书馆服务中的创新应用场景与实践效果。研究选取了上海图书
馆、深圳图书馆等国内典型案例，以及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等国际先进实践，深入分析了不同规
模图书馆在智慧化转型过程中的差异化发展策略。研究发现，当前智慧图书馆建设在技术应用
层面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着数字鸿沟、数据安全、服务均等化等多重挑战。基于实证分
析，本文提出了分级建设方案、数据安全保障体系、馆员培训机制等优化建议。此外，智慧图
书馆的服务创新核心在于“技术赋能人文”，需要在技术应用与服务设计中实现平衡。在未来
发展中，应重点关注个性化服务的精准化、数据安全体系的完善化、服务模式的可持续化等关
键问题，同时积极探索元宇宙、绿色计算等新兴技术在图书馆服务中的创新应用，推动智慧图
书馆向更智能、更包容、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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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推进[1]，图书馆作

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载体，正经历从传统

到智慧的转型。根据《2023年中国智慧图书

馆发展报告》[2]所述，截至 2022年，全中国

已有超过 60%的省级图书馆引进了人工智能

或物联网技术，智慧图书馆建设目前已成为

国内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智慧图书馆研究起步较早[3]，如新

加坡国家图书馆通过“MyLibrary”平台实现

个性化推荐，用户可根据自身兴趣定制选取

相对应图书推荐。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利

用 AR技术构建虚拟特藏展厅，为用户提供

更沉浸式的书中内容体验。国内研究多集中

于技术应用[4,5]（如 RFID、大数据），但对

服务于中小型图书馆的方案还有所欠缺，存

在“重技术轻服务”的现象。

1.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选取上海图书馆

、深圳图书馆等标杆案例）与文献分析法（

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2.智慧图书馆的技术支撑体系

2.1 核心技术及其功能

智慧图书馆依赖四大技术：

• 物联网（IoT）[1,6]：通过 RFID标签

与传感器网络，实现图书自动盘点与错架提

示（如浙江图书馆应用后，图书定位效率提

升 70%，错架率稳定 0.3%以下）；

• 人工智能（AI）[7]：武汉大学图书馆

的“小图”智能机器人可解答 80%的常见咨

询问题，大大节省了服务时间并提高了服务

效率；

• 大数据分析[8,9]：南京图书馆通过借

阅数据优化采购决策，使新书利用率提高

35%。大数据分析宜可帮助图书馆精准把握

用户需求。上海图书馆通过分析 200万条借

阅记录，构建了用户画像系统，实现了个性

化推荐。；

• 5G+AR/VR：国家图书馆的“典籍元

宇宙”项目让用户通过 VR设备沉浸式浏览

古籍，这种新型图书馆体验使用户浏览量在

三个月内突破五十万次。

2.2 技术融合的服务升级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深刻重塑图

书馆的服务模式：在服务方式上，实现了从

传统的“人找书”到基于大数据的“书找人”

的智能化转变；在服务时空上，突破了传统

物理限制，实现了 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在

服务内容上，则由单一借书还书升级为个性

化的知识推荐。

杭州图书馆的“信用借阅”系统就是这

一转型的典型例证，该系统通过与支付宝信

用分对接实现“无卡借书”的便捷服务。这

不可以仅提升了用户体验，让读者借书更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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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更使该馆的用户流失率显著降低了 22个
百分点，充分展现了智慧化服务创新的实际

成效。

3.智慧图书馆服务创新模式

3.1 资源服务：从标准化到个性化

智慧图书馆在服务创新方面也做出了突

破，其中上海图书馆的“e卡通”[10]平台通

过分析用户的历史阅书喜好来给用户个性化

的智能投送相似书籍，其推荐书单的点击率

较传统推送方式提升了 48%，大大提高了资

源利用率。与此同时，复旦大学图书馆[11]引
入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创新性地实现了语义

检索功能，支持用户进行“模糊查询”—例

如当读者输入“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这类

非传统式搜索书籍名称时，系统能够智能关

联相关学术专著，极大地提升了检索效率和

用户体验。这两个典型案例充分展现了人工

智能技术在图书馆服务中的创新应用价值。

3.2 空间服务：虚实融合与动态管理

深圳图书馆的“虚拟分馆”允许用户通

过 Avatar 参加线上读书会，该项目采用

Unity3D引擎开发，具有以下创新特性：

• 三维重建：激光扫描技术实现实体馆

1：1数字化建模

• 虚拟化身：支持用户自定义 Avatar形
象

• 社交互动：提供聊天室，与人隔空交

流等功能

表 1.虚拟分馆活动类型及参与数据

活动类型 举办频次 平均参与人数 用户满意度

虚拟书展 每月 1次 1200 92%

作家见面会 每季 1次 800 88%

读书沙龙 每周 1次 300 95%

如表 1，以上表格为深圳图书馆的虚拟

分馆数据，由图表可以明确看出该项目特别

受到年轻用户青睐，18—35 岁用户占比达

76%。值得注意的是，虚拟活动也带动实体

馆访问量增长了 17%，以此更表明了线上线

下服务具有协同效应。

4.典型案例分析

4.1 上海图书馆东馆：技术赋能

该图书馆部署了机器人导览、数字孪生

管理系统等，其创新核心在于“以人为中心”

的设计：

• 无障碍服务：视障读者可通过语音指

令获取盲文图书；

• 文化沉浸式体验：AR屏幕展示古籍

修复过程，吸引 35岁以下年轻用户占比提高

25%。

• 部署 20台服务机器人，年服务量超

50万人次

• 以数字孪生系统实现全馆设备智能管

控合一

4.2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数据驱动的个性化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MyLibrary”平台

[12]通过智能分析用户的阅读偏好、文献停留

时长等行为数据，让图书馆的服务系统更快

的实时更新：一方面，平台基于实时数据分

析动态调整主页推荐内容，使书籍资源推送

精准度显著提升；另一方面，系统分析结果

还能直接指导实体馆馆藏的布局调整，并作

为与当地学校合作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

依据。这种数据驱动的服务创新模式，使得

平台能够持续迭代优化，最终实现高达 91%
的用户满意度，充分展现了大数据分析在提

升图书馆服务质量方面的核心价值。

4.3 经验总结

这些成功案例的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首先，在技术应用层面始终坚持需求

导向原则，各馆在引入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时，都进行了充分的用户调研，确保

技术方面能与本地读者的实际需求精准匹配

。其次，在服务设计上创新性地实现了传统

与现代的融合，通过 AR古籍展示、虚拟读

书会等数字化形式，既保留了图书馆的传统

文化底蕴，又成功吸引了 18-35岁年轻用户

群体。第三，建立了包含数据监测、效果评

估、持续改进的可持续优化系统，如新加坡

“MyLibrary”平台通过持续分析用户行为数

据，动态调整服务策略，使满意度稳定在

91%以上。这种“需求导向+代际融合+持续

迭代”的服务模式，为智慧图书馆建设提供

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5.挑战与优化路径

5.1 主要挑战

智慧图书馆建设面临两大突出挑战：首

先是数字鸿沟问题，调查显示 60岁以上老年

用户中，有 68%表示对智能借阅终端、移动

APP等新技术应用存在使用障碍，其中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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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年读者完全无法独立操作系统，这直接

影响了该群体获取智慧服务的平等性。其次

是数据安全隐患，根据《2023年图书馆网络

安全报告》[12]统计，国内省级图书馆平均每

年发生 3.2起数据泄露事件，涉及读者个人信

息、借阅记录等敏感数据，其中 83%的事件

源于系统漏洞或管理缺陷。这些问题不仅威

胁用户隐私保护，更可能削弱公众对智慧服

务的信任度，需要从技术适老化改造和数据

安全防护体系构建两方面着力解决。

5.2 优化对策

在日后的智慧图书馆建设中需要着重注

意建立分量级提出图书馆建造的方案（按预

算高低）；完善对于智慧图书馆的数据安全

体系，如对隐私等建立额外安全网由专人定

期维护；加强对馆员的定期培训，由优秀智

慧图书馆分享及提高平均馆中服务质量及效

率。

6.结论与展望

由这些数据以及杰出图书馆的案例都表

明，智慧图书馆的本质是“技术+服务+人文”

的三元融合，三者缺一不可。技术的应用需

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服务的创新应兼顾效

率与人文关怀，而人文精神的传承则是图书

馆智慧化转型的最终目标。在未来，AI（如

基于人工智能的虚拟馆员或元宇宙式的图书

馆活动）将进一步提升服务的个性化和交互

性，而以降低数据中心能耗为目标的绿色计

算技术则能助力图书馆实现可持续发展。此

外，随着区块链、边缘计算等技术的成熟，

智慧图书馆有望构建更安全的数据管理体系

，并在资源共建共享、跨馆协作等方面实现

突破，最终打造出更具包容性、创新性和可

持续性的智慧文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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