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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背景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
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
质态。

 新质生产力是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
到的新的词汇。 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具体体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的中国创新和实践，是科技创新交叉融合突破所产生的根本性成果。新
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凝聚了党领导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深邃理论洞见和丰富实践经验。 

2024年3月5日，李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大力推进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摘自：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8%B4%A8%E7%94%9F%E4%BA%A7%E5%8A%9B/63458194?fr=ge_al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5%8F%91%E5%B1%95%E7%90%86%E5%BF%B5/20398217?fromModule=lemma_inlink


01 背景

全球正逐步进入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引领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伴随着数据、算法的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并不断赋能社会的各行各业，激发创新成果的涌现，成为经济增长和产业变革的新引擎。人工智能环境下，新兴的信息

技术造就了图书馆的不断变革，图书馆由传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以及复合图书馆形式迈向了智慧图书馆。新的技术催生了新

的需求，智慧服务作为图书馆里的核心业务，应提供更多、更好和更新的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1】

[1]严栋.国际图联战略规划研究（2010—2024年)[J].数字图书馆论坛,2019,(11):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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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变化

1、相对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以及信息管理，由于信息资源管理更强调“信息资源作为一种战略资源”的重要性，是作为整个社

会的基础设施来加以看待、研究与建设，因而信息资源管理被赋予更大的学科价值与社会使命。信息资源管理致力于从“战略资源”

角度审视和对待信息，信息资源与生产资源、能源资源、资本、人才资源等具有同等的地位。[1]

         [1]初景利,黄水清.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更名的解析与思考[J].图书情报工作,2022,66(14):3-9.

           2、“要开展文献信息服务的业态创新研究，立足信息资源形态、信息技术的变革与发展，在用户需求牵引下进行文献信息服务或

产品创新，形成新时代适应创新需求的业态模式，如与第四科研范式相适应的文献信息服务体系、面向全球领先领域的文献信息服务体

系等”[2]

       [2]夏立新,郭致怡.推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思考[J].图书情报工作,2023,67(01):9-15.

3、图书、情报和档案是人类文明不同阶段的产物，与文明延续始终相伴，当代图书馆、档案馆被称为记忆机构，情报工作在各个

领域发挥“耳目、尖兵、参谋”与“引领”作用，信息社会对图情档学科有越来越广泛的需求，我们这一代有责任承前启后，推进

图情档学科发展。其次，图情档学科与图情档事业休戚相关，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参与和支持图情档事业的发展，事业兴旺必将对

学科兴旺带来直接的积极影响。[3]
              [3] 冯惠玲. 以信息资源管理的名义再绘学科蓝图[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2, 12 (06):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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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业 趋 势

[ 1 ] 中 国 政 府 网 .   习 近 平 ： 高 举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旗 帜   为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而 团 结 奋 斗 — —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二 十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上 的 报 告 [ E B / O L ] .   ( 2 0 2 2 - 1 0 - 2 5 ) [ 2 0 2 4 - 0 4 - 1 5 ] .   h t t p s : / / w
w w. g o v. c n / x i n we n / 2 0 2 2 - 1 0 / 2 5 / c o n te n t _ 5 7 2 1 6 8 5 . h t m .

[ 2 ]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   “ 十 四 五 ”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规 划 [ E B / O L ] .  
( 2 0 2 1 - 0 6 - 1 0 ) [ 2 0 2 4 - 0 4 - 1 4 ] .  
h t t p s : / / z wg k . m c t . g o v. c n / z f x xg k m l / g g f w / 2 0 2 1 0 6 / P 0 2 0 2 1 0
6 2 3 5 9 8 6 7 3 3 3 8 3 1 1 . p d f.

[ 3 ] 刘 莉 ,   邵 波 .   生 成 式 A I 赋 能 智 慧 图 书 馆 的 融 合 路 径 探 析 — — 以 扎 耶
德 大 学 图 书 馆 为 例 [ J ] .   图 书 馆 学 研 究 ,   2 0 2 3 ( 1 2 ) :   3 4 - 4 3 .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1]。“十四五”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中提出要持续推动公共文化服

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布局公共文化领

域“新基建”，拓展公共文化智慧应用场景，建设

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助力全国公共图书馆智慧化

升级和服务效能提升[2]。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

的主力军，一直都承担着满足用户文化和信息需求

的职能，应在内容、形式、平台和技术等方面统筹

用力，把握大语言模型带来的机遇，实现公共文化

服务的高质量供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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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进 步

文章指出未来的AI系统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大规模

的社会风险和恶意使用的可能性，呼吁重新调整

AI监管方向，制定更有力的行动策略，以应对AI
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

当前全球科技公司正在竞相开发能够自主行动和追

求目标的AGI（通用人工智能）系统。

Geoffrey Hinton表示，“AI将会比人类更聪明，担

心AI可能会发展出自己的次级目标，从而寻求更

多的权利，导致不可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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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L调查的未来12个月内生成式AI在研究图书馆中应用最多的领域

北美研究型图书馆协会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ARL）

的调查显示，AI已被应用于图书馆工作的多个

方面，包括评估AI响应的指导、自动编目和元

数据生成、用户支持的聊天机器人、AI用户社

区建设、辅助研究指导、简化图书馆服务流程、

加强信息发现和检索，以及馆藏资料的保护和

保存等。除了这些特定领域的应用，图书馆还

利用AI技术开展创新服务，如提供馆藏的虚拟

现实体验和个性化阅读推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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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障重构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重构研究,项目批准号:19ZDA346,2019-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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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图书馆是以高质量的全媒体资源为核心，在先进的智能技术推动下实现馆员和用户协

同感知与创新的，高于数字图书馆的未来图书馆发展模式，它是集技术、资源、服务、馆员和

用户于一身的智慧协同体[1]。

不断发展的智慧图书馆内涵

[ 1 ] 李 显 志 ， 邵 波 .   国 内 智 慧 图 书 馆 理 论 研 究 现 状 分 析 与 对 策 [ J ] .   图 书 馆 学 研 究 ,   2 0 1 3 ( 第 8 期 ) :   1 2 -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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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图书馆是集多要素于一体，各要素之间又相互关联、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的生态系统，

它秉持泛在化、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具有互联、高效和便利等多方面的特点和优势，

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是智慧图书馆产生的核心技术，人的知识和智慧是智慧图书馆实现其核心

优势和功能的关键，智慧图书馆的最终目的是为用户提供更加深层次的服务，辅助创新性人才

的培养[1]。

不断发展的智慧图书馆内涵

[ 1 ] 段 美 珍 ,   初 景 利 .   国 内 外 智 慧 图 书 馆 研 究 述 评 [ J ] .   图 书 馆 论 坛 ,   2 0 1 9 ,   3 9 ( 1 1 ) :   1 0 4 - 1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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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图书馆以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及智能计算等设备和技术为基础，将图书馆的专业化

管理和智能的感知、计算相结合，有效、精准、快捷地为用户提供所需的文献、信息、数据等

资源，提供经过深加工的知识服务，提供用户需要的智能共享空间和特色文化空间，是虚实有

机融合的图书馆。在本定义中，虚即虚拟，指用户可随时随地利用图书馆，而不必考虑其物理

存在；实指实体，在智能化提供到馆文献服务和空间服务等业务时，智慧图书馆又是一个实体

建筑，它既可以是新建馆舍，也可以是对现有图书馆的改造升级；其设备和技术构成中，物联

网实现感知功能，大数据、区块链支持记忆功能，智能计算支持思考分析判断功能；最终目的

是为图书馆用户（包括读者、管理者等）提供各种近似于人工的知识服务[1]。

不断发展的智慧图书馆内涵

[ 1 ] 李 玉 海 ,   金 喆 ,   李 佳 会 ,   等 .   我 国 智 慧 图 书 馆 建 设 面 临 的 五 大 问 题 [ J ] .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   2 0 2 0 ,   4 6 ( 0 2 ) :   1 7 -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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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智慧咨询服务

场 景 1  ：  问 答 式 参 考 咨 询 服 务 场 景

图书馆智慧参考咨询系统能以妥善的风格 ，准确自动地解

答读者在使用图书馆服务时碰到的问题 。包括（1）图书馆政

策服务问答指导；（2）图书馆资源查询与推荐；（3）图书

馆讲座 、展览等活动信息及参与方式；（4）资源使用指导，

读者问题解决 、故障排解；

场 景 2  ：  智 慧 数 字 馆 员 服 务 场 景
智慧数字馆员通常通过数字人形象与用户互动，提供更直观 、

个性化的体验 。可通过触屏、PC 、移动端等方式提供服务。

场 景 3  ：  智 慧 机 器 人 馆 员 服 务 场 景

通过集成先进的传感器和人工智能算法，提供多维度的互动服

务。这些机器人不仅能够协助进行图书的自助借还，还能提供

智慧导览 、视障帮助 、解决故障等。

已有案例：
1. 国家图书馆推出AI问答系统
https://ianswer.yilinkin.com/，
https://mp.weixin.qq.com/s/AnTG-nWzSe7vB9HJt-Mg1Q 
 2.台湾公共资讯图书馆打造了AI智慧馆员——晓书
https://reading.udn.com/read/amp/story/7009/7841213

3.云瀚应用-海恒“小海豚数字馆员”
https://mp.weixin.qq.com/s/JS1h4PhsFJ37FjZwweMeZw 
 4.云瀚应用-Chat BK博看智慧咨询
https://mp.weixin.qq.com/s/zyQC81uHqetvoU06fbFm3w

https://ianswer.yilinkin.com/
https://mp.weixin.qq.com/s/AnTG-nWzSe7vB9HJt-Mg1Q
https://reading.udn.com/read/amp/story/7009/7841213
https://mp.weixin.qq.com/s/JS1h4PhsFJ37FjZwweMeZw
https://mp.weixin.qq.com/s/zyQC81uHqetvoU06fbFm3w


2.2 智慧资源发现

已有案例：
1. 日本横滨市立图书馆推出AI借书检
索服务
https://libraryview.me/2024/01/22/16
742/#more-16742

场 景 4 ： 启 发 式 资 源 检 索 服 务

启发式文献检索服务区别于图书馆传统基于关键词搜索模式

的文献检索模式，支持采用自然语言进行文献检索。用户采用自

然语言提问的形式，可对图书馆购买的电子学术数据库进行搜索。

场 景 5 ： 跨 资 源 智 能 馆 藏 检 索 与 推 荐

     

跨资源智能检索与推荐系统可以根据读者的需求，在不同类型的文

献资源池中寻找相应的资源反馈读者 。该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大语言

模型LLM对读者需求的准确理解，并将需求转化成对后台不同类型

检索API的调用请求 。 2.清华大学图书馆上线AI导航助手     https://mp.weixin.qq.com/s/sB-
l6wnq9kad1gT65LjOQA
3.卢森堡国家图书馆针对数字化的期 刊和报纸进行馆藏语义搜索
https://chat.eluxemburgensia.lu/

https://mp.weixin.qq.com/s/sB-


2.3 智能采编辅助

已有案例：
1.美国爱荷华州某图书馆利用ChatGPT进行图书审查剔除
[https://mp.weixin.qq.com/s/yR8nyKnPOoGgCciSeRI5qA]
2. 比利时皇家图书馆AI自动编目[ Hannes Lowagie. One automatic cataloging flow:        
tests and first results[EB/OL].[2023-08-29].
https://repository.ifla.org/bitstream/123456789/2686/1/157-lowagie-en.pdf]                    
3.德国国家图书馆AI自动索引实验研究[ https://c18004-
vod.l.core.cd n.streamfarm.net/18004initag/ondemand/app2080931841/cenl/networkgr  
oups/20231130_Machine-basedSubjectCataloguing.mp4]
4.面向中图法自动分类的大语言模型提示学习实践与研究
[戎璐.面向图书自动分类的大语言模型提示学习研究.图书馆学研究，2024（ 1 ）]            
5.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馆员编目任务实验研究
[https://journal.code4lib.org/articles/17867https://shareok.org/bitstream/handle/11244/  
339626/oksd_bodenhamer_reliability_and_usability  of  2023.pdf?sequence=3&isAllo   
wed=y]

①基础数据自动解析：系统接收到新书的基础数据后， 

自动   解析并填充必要的元数据字段，如题名 、作者 、

ISBN等。

②智能分类号推荐 ：大模型根据书目的内容和主题提供

一个或多个分类号推荐，供编目人员选择和参考。

场 景 8： 智 慧 采 访 数 据 处 理 与 分 析

在图书馆采编流程中，集成大模型可以极大地优化并提升数据处理和分 

析的效率与质量。

例如： 电子资源自动数据处理

通过大模型提取各数据商的合同要素 ，生成统一格式表格。

场 景 6： 基 于 动 态 需 求 的 交 互 式 采 购 建 议

根据馆员prompt要求， 自动生成符合金额 、类型 、出

版社 、 声誉等的要求的采购书单建议。基于当前采购流程

的AI模块嵌入 。

场 景 7 ： A I 辅 助 自 动 编 目 流 程

https://mp.weixin.qq.com/s/yR8nyKnPOoGgCciSeRI5qA
https://repository.ifla.org/bitstream/123456789/2686/1/157-lowagie-en.pdf
https://journal.code4lib.org/articles/17867https:/shareok.org/bitstream/handle/11244/


2.4 数字人文智慧研究与服务

场 景11： A I 辅 助 大 众 创 作

利用图书馆历史文献资源和知识库（包括古代和近现代图书/报刊/

杂志/   老照片/音视频等），提供融合的一站式检索的资源库，协助文

学创作者挖   掘特定历史背景中的人物 、事件等信息 ，获取全面的 、

脉络性的历史知识 。 

已有案例：

1.利用AI辨别匿名手稿
[ https://doi.org/10.5565/rev/anuariolopedevega.492]
2.AI破译2000年前「上古卷轴」
[ https://36kr.com/p/2636589727497344]
3.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书局开发荀子古籍大语言模型
[ https://mp.weixin.qq.com/s/7miULilIIfzUC_kKhy_D3Q]
4.北京大学与字节跳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开发“识典古籍”平台“古籍智能
助手”
[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710483654168875.html]
5. 山东大学数字人文实验室开发文翰（ WH）边疆古籍大模型
[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710483654168875.html]
6.上海图书馆古籍智慧增强检索平台

场 景 9： A I 辅 助 古 籍 研 究

借助大模型能力提供直观易用的资源平台 ，在平台上应

用先进的文本处理和内容理解技术协助用户进行古籍文献研

究：（1）古籍的文字识别和文本处理（2）古文的内容理解

和注释（3）文白翻译与现代语境转换

场 景10： A I 辅 助 历 史 信 息 考 证

利用知识库+大模型的方式 ，为用户提供已有资源中的特

定信 息，辅助历史地理 、社会学 、文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考

古，并提供 创新性服务 。



2.5 馆员智慧助手

场 景13： 馆 员 A I 助 手 （ C o pil ot ）

图书馆馆员AI助手（Copilot）是馆员业务工作的得力助手，通过

整合馆员知识库和图书馆服务平台的智能副驾驶 ，为馆员提供AI增

强的业务支持和 智慧工作场景 。馆员助手支持各领域中生成式 AI工

具调用与创意使用，集成如学术助手 、写作助手 、多模态助手 、业

务培 训助手等大模型的创新工具应用， 以提高工作效率。

已有案例：

1.云瀚应用-馆员助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e411873N?p=5&vd_source=74ec
02                     dfe3e395784a48781a673eece6]
2.云瀚应用-云瀚本地大模型应用套件

场 景12： 图 书 馆 服 务 平 台 （L SP）副 驾 驶

开发图书馆服务平台副驾驶（Copilot），为馆员提供辅助 

。该系统具备文字和语音输入功能，允许馆员通过平板电脑

或桌面电脑快速提出业务需求，能够利用大模型技术提供实

时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e411873N?p=5&vd_source=74ec02


02 AI与智慧图书馆建设---个人观点

从服务层面看，生成式AI的加入将加速图书馆服务方

式、服务内容以及服务效果转型，实现服务方式由检

索－问答的转变，服务内容全面化、多语言化、多模

态化的升级，服务创新以及资源活化的赋能。生成式

AI自身也在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升级。从图书馆信息

构成层面看，生成式AI既可以补全图书馆信息的不

足，图书馆的特殊性数据同时也能够优化模型，赋能

模型的知识性。从社会与管理层面看，生成式AI赋

能图书馆馆员的数据分析预测，辅助图书馆管理层的

决策制定，也能反向推动生成式AI向通用人工智能

更近一步。因此，生成式AI与智慧图书馆是双向

赋能的关系[1]

[1]刘莉, 邵波. 生成式AI赋能智慧图书馆的融合路径探析——以扎耶

德大学图书馆为例[J]. 图书馆学研究, 2023(12): 34-43.

双向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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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与文献资源管理03



03 新质生产力与文献资源管理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的

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我国经

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动力源泉。

他强调：“新质生产力由技术

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

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

生。”

引自：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03 新质生产力与文献资源管理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

升为核心标志。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依靠创新驱动是其中

关键。

新质生产力，就是这些要素质量上发生新的变化，与以往有着质的区别，赋予了新的内涵，具备

了新的特征，表现出“三高”，即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

新质生产力代表一种生产力的跃迁，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提

出意味着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更体现了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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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的侧重点已经改变

数字资源总量变化  (可信度90%)

1、截至2023年OA文章总数量超过了4000万篇；

2、2022年的OA文章数量首次超过了Closed文章量。

数据来源：基于学术资源平台统计

year total OA Closed
2000 2027615 379829 1647786
2001 1963476 387303 1576173
2002 2352057 443822 1908235
2003 2464476 475625 1988851
2004 2585567 524241 2061326
2005 2726589 577886 2148703
2006 3010262 635805 2374457
2007 3395116 705016 2690100

2008 3542126 786154 2755972
2009 3800942 895061 2905881
2010 4162886 1009127 3153759
2011 4460369 1133287 3327082
2012 4723946 1298007 3425939
2013 5462782 1464158 3998624
2014 5668632 1621734 4046898
2015 5769017 1881025 3887992
2016 6645216 2099563 4545653
2017 6678438 2361254 4317184
2018 6953852 2768058 4185794
2019 7346378 3098691 4247687
2020 8712977 3787992 4924985
2021 8527686 4063277 4464409
2022 8918766 4489650 4429116
2023 2835869 1455633 1380236



03 新质生产力与文献资源管理

引自图聚：图书馆该如何与互联网相处2023-11-15

高校图书馆在知识传播链条中的作用已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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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技术的革命已经开始



03 新质生产力与文献资源管理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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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绩效评估系统工作流程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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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源管理——以南京大学图书馆为
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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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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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图书

中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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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图书馆2012-2022各类型文献资源经费情况

万
元



03 新质生产力与文献资源管理

早期的技术飞跃，本质上大多是累加性的不同。

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将改变图书、情报工作的完成方式，而且使图书、情

报服务能够完成比今天更多的工作。

AI为高校图书馆的资源管理和数字化进程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03 新质生产力与文献资源管理

图书馆大模
型应用典型

场景

基于动态需求的交互式采购建议场景 
A I辅助自动编目流程场景
智慧采访数据处理与分析场景

个人知识研究环境PKE服务场景
智慧学科服务场景

A I素 养 教 育 场 景  

A I辅助古籍研究场景
A I辅助历史信息考证场景 
A I辅助大众创作场景

智能阅读伙伴服务场景 
元宇宙虚拟馆员服务场景 

阅读推广AI工作站场景

图书馆服务平台（ LSP） 副驾驶场景 
馆员AI助手（ Copilot ）场景

问答式参考咨询服务场景 
智慧数字馆员服务场景 
智慧机器人馆员服务场景

启发式资源检索服务场景 
跨资源智能馆藏检索与推荐场景

自动元数据描述与分类场景 
图像自动识别与标引场景

管理决策

资源发现 数字人文

资源加工
阅读推广

咨询服务

采编辅助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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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新质生产力的建设



Reflection and Response

思考与应对04



04 思考与应对

一、掌控下一代图书馆系统是当前文献资源管理的基本要求

2024年5月1日，美国图书馆杂志发布了《2024年图书

馆系统报告》。揭示了图书馆技术行业的现状[1]：

l大型企业：Clarivate、EBSCO Information 

Services、Follett School Solutions和OCLC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等大型组织拥

有丰富的资源，不断扩大他们的产品组合，覆盖多个

商业领域和图书馆类型。

l许多公司已经宣布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添加到他们的产

品中。随着行业继续致力于利用人工智能，可以预期

在未来一年左右，下一代图书馆平台产品中能够更广

泛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1]BREEDING M .2024 Library Systems Report:Companies focus on developing practical solutions.[EB/OL].[2024-05-01]https://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or
g/2024/05/01/2024-library-system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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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指数指导采访   我的建议：以数据平台为核心，融合其他平台体系，快速抢滩AI智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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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智能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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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可用性智能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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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入GPT时代是高校图书馆资源管理转型的关键所在

AI在图书馆中的应用正在逐渐深化和拓展，为图书馆的服务和管理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相信AI在图书馆中的应用将会更加广泛和深入，为读者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对高教行业的影响是极深刻的。其起到的作用可能并不是我们现在

经常说的“赋能”，而是“颠覆”。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AI在图书馆中的应用带来了许多便利和优势，但也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

需要解决。例如，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读者的个人

信息和借阅记录不被泄露或滥用。此外，AI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也需要得到保障，以避免因系统

故障或误判而对读者造成不便或损失。



04

支持采用中英文方式进行提问，对
海量文献进行快速定位

将搜索答案用中文展示给用户，可以对
相关文件进行AI分析和交互式问答

智能语义搜索 搜索答案展示

思考与应对

2023年：AI智能学习助手实验项目



04 思考与应对

AI大语言模型生
成答案

本地知识库

AI大语言模型读
懂问题

提出问题 本地知识库中搜索答案

将本地知识库答案反馈反馈答案

利用开源的向量化工具，将本地知识
库进行切片，以向量的方式进行存储

再将答案通过大语言模型进行反馈
当用户发出问题时，先通过大语言模
型在本地知识库当中进行答案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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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数据库和大语言模型的作用向量数据库的概念与搜索

向量数据：指由多个数值组成的数据，
这些数值通常表示某种特征或属性。

向量数据库：能够高效地存储和查询
大规模的向量数据。是一种专门用来
处理向量嵌入的数据库。它通过比较
值并找到彼此相似的值来索引向量，
以便于搜索和检索。

向量数据库作用:对大量的非结构化数
据进行处理，例如对文本、语音、图
像、视频等的向量化。

大语言模型作用：是一种深度学习算
法，可以通过大规模数据集训练l来学
习识别、总结、翻译、预测和生成文
本等。

向量数据库和大语言模型的作用
向量数据库和大语言模型的作用

基于大语言模型结合本地知识库的应用

向量数据库和大语言模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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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问答
l 基于文章内容，读者可进行交互

式问答，回答的结果可在PDF文
章中标出段落

快速总结文献
l 对于文献可进行快速总结，并以

中文的方式对总结内容进行展示

生成知识图谱
l 生成文献核心概念的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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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翻译
l 将英文文献摘要、题名等字段

快速翻译成中文

AI总结
l 快速总结一篇文章摘要，将文

字信息浓缩成较短的内容

AI智能推荐
l AI推荐相似性较高的其他文献

并引导读者阅读

2023年：AI智能学习助手实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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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建设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文

献资源保障体系

三、构建基于GPT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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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图书馆专业化能力培训

能力要求 人工智能（AI）应用场景 对图书馆的技能需求 对图书馆专业性的挑战

日常网页浏览与移动页面浏览 了解其工作原理 加强了对图书馆专业人员信
息素养的需求

在图书馆系统中检索 培训用户 加强图书馆对用户信息技能
的培训

提供知识发现服务，如提供人工智能产品、
提供数据集

产品学习及用户培训

智能对话、语音助手 建立知识库，掌握创建会话代码 加强了对图书馆专业岗位人
员的需求

用户管理：用户信息需求分析、行为分析、
情感分析

数据处理、数据分析 需要图书馆具有数据收集能
力，以及相应的数据分析工
具

机器人应用 系统分析、编程能力 提高效率，但同时需要更多
的专业人员

智慧图书馆建设 数据分析 需要图书馆对人工智能技术
实现综合应用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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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图书馆专业化能力培训

发展思路：把握人才与技术的“双抓手”

l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新兴的人工智能技术赋予用户全新的体验，而馆员的智慧对于技术、设备的应用维护、智慧服务的

创新、资源的开发整合有直接影响，馆员应当提升其业务能力及技术水平，实现人工智能在图书馆的成功落地。

l对于图书馆员来说, 提升对数据的敏感性、加强数据的收集能力、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能力、以及利用数据进行决策的能力、

对数据的批判性思维将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基本要求。

人工智能的应用离不开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

l在当前的图书馆界，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应用仍处于初期阶段。当前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弱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应用上，即对特

定领域的智能化探索，如生物识别、智能算法和语音交互等技术的深入研究和应用实践。

l目前对于强人工智能即多领域综合智能的研究，在图书馆界的研究与应用尚显不足。强人工智能涉及更广泛的技术领域，

如人机交互、决策支撑和专家系统等，这些技术具有在多个领域实现智能化协作的潜力。

领域内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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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语言模型及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术给图书馆带来的深远影响已受到国内外学者
的广泛关注。已有的研究注重AIGC应用于智慧
图书馆的宏观框架，目前相关研究正在向智慧
图书馆智慧场景延伸。

六、切实改变思路，迎接新的变化

   大模型正以其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重塑着我们的世界。大模型落地场景包括知识管

理、自动编目、智能客服、智能运维、数据分析、员工办公助手、流程优化、文档助手、虚

拟数据合成等。

   行业大模型指利用大模型技术，针对特定数据和任务进行训练或优化，形成具备专用知

识与能力的大模型及应用。如果说通用大模型是通才，行业大模型就是专才。与通用大模型

相比，行业大模型核心在提高性价比、增强专业性并保障数据（特别是私有数据）安全。



04 思考与应对

    大模型的引入正在逐步改变图书馆服务的面貌，使其更加智能化和高效。然而，随着

技术的发展，如何有效解决专业性、合规性和安全性问题，将是决定这些技术能否在图书馆

领域广泛应用和发展的关键。通过不断优化和调整，预计未来大模型将在图书馆行业中扮演

更加重要的角色。

    图书馆定制化大模型非常重要：针对图书馆的特定需求，开发定制化的大模型，通过

专业训练和调优，增强模型对专业术语和操作的理解和执行能力。

六、切实改变思路，迎接新的变化



感谢关注！

  2024年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