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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现状、热点及趋势 ：基于知识图谱的
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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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智能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图书馆建设由数字化迈向智能化，构建用户画像成为图书馆智慧服务

的重要基石之一。以 CNKI 数据库为文献研究来源，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我国图书馆用户画像相关文献进

行计量分析，通过文献分析、共现网络分析、聚类分析、时区视图分析、时间线图分析等可视化知识图谱，

分析我国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的现状与热点，并深入探析其问题、发展趋势及对策，以期为我国图书馆用

户画像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关键词：智慧图书馆；用户画像；知识图谱；知识服务

中图分类号： G252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随着国家数字化战略的推进，数字技术因其信息记录、表达、存储和传播的属性，已经

深入影响到传媒出版等诸多产业，并与知识存储和传播为主要功能的图书馆融合，形成了智

慧图书馆。智慧图书馆（Smart Library）最早于 2003年由芬兰学者 Aittola 提出，最初是指

一种在图书馆内不受空间控制且能够被感知的移动图书馆服务。初景利等认为智慧图书馆应

是通过人机交互的耦合方式实现知识服务的高级图书馆形式，是未来图书馆的主导模式和最

高形态；[1]王世伟将智慧图书馆定义为具有“全面感知、立体互联、信息共享”特征的新型

图书馆；[2] 大数据时代，用户画像（User Profile）是智慧图书馆的功能之一，是精准了解

图书馆用户需求，为用户推送个性化资源的基础。用户画像最早由库珀提出，是依据用户社

会属性、生活习惯和消费行为等信息抽象出的标签化用户模型。[3]用户画像最早发源于商业

营销、计算机科学以及个性化推送等领域。随着智能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深入应用，图书馆

用户画像的成为了图书情报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将用户画像应用于智慧图书馆的研究与建

设，有助于更加精准地为图书馆用户提供个性化知识服务。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尽管国内对于用户画像的起步较晚，但是互联网兴起的影响下，用户画像研究越来越成

为图书情报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智慧图书馆一直以来倡导利用人工智能推送符合用户需求

的内容，而用户画像是其关键一步。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数据收录来源，以“图

书馆”与“用户画像”作为检索主题词，检索文献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共得到 627篇

相关文献，剔除会议纪要和热点分析等非学术文章后，最终抽取有效文献 405篇。

本文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为陈超美教授开发的 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可视化分析。该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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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能够绘制一系列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研究现状和学科前沿，为研究者开展知识管理或进

行科学决策提供依据。[4]首先，本研究将中国知网（CNKI）有效文件导入 Citespace软件，

提取所有文献的关键词，构建共现网络；然后，利用词频分析、中心性分析以及聚类分析等

方法解读知识图谱，分析总结我国图书馆用户画像的研究现状；再通过绘制时间线视图与时

区视图，分析不同时间节点的关键词以反映本主题的研究演化趋势；最后，对我国图书馆用

户画像的研究予以分析总结。

2 研究现状分析

2.1 文献时间分布分析

文献的时间分布能够反映出不同时期对于该领域的研究状况，以及研究的总体发展趋

势。本文根据检索结果，剔除掉多余数据后，共有数据 405 篇，时间设置为 201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绘制了 2011—2021 年的文献发表折线统计图，如图 1 所示。由图

可知，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起步较晚，2011 年开始有研究成果发表，到 2018 年开始呈迅猛

增长，2020 年到达顶峰，近两年相关文献研究增长迅速，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侧面反映出

图书馆用户画像的研究也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趋势

相一致。

图 1 2011-2021年相关论文发表数量折线图

2.2 文献作者分析

本文使用了 Citespace软件，以 Author（作者）为节点，绘制了中国知网中智慧图书馆

用户画像相关文献的知识图谱，如图 2所示。在图 2中，以阈值（Threshold）2 进行关键词

的共现分析，图中的节点与标签大小代表作者发文量的多少，图谱中一共有 163个节点，98

个链接，网络密度为 0.0074。可以看出，我国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学者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

基本处于各团队独自研究的状态。其中，刘海鸥和刘华伟论文发表数量最多，与其他作者的

联系较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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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书馆用户画像作者知识图谱

2.3 文献发文机构分析

本文采用 CiteSpace软件，以 Institution（机构）为节点，设置阈值为 2，如图 3所示，

绘制了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图 3中共有 70个节点，0个连接，网络密度为 0，说明各研

究机构处于相对独立的研究状态，各研究机构之间并没有进行任何合作，机构与机构之间的

连接为 0，与上节中文献作者知识图谱结果相对应。通过数据可见，图书馆用户画像的研究

机构主要集中在各大图书馆、大学的信息管理学院和各研究所，这些专业机构的相关研究极

大地推动了图书馆用户画像的研究。

图 3 图书馆用户画像相关发文机构知识图谱

2.4 共现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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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了 2011 年 1 月到 2021 年 12 月时间区域中的相关文献，以年为单位，利用

Citespace软件遵循所设定的条件对有效文献提取关键词，进行逐年分析，用节点进行连接，

生成了图书馆用户画像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如图 4所示。

图 4 智慧图书馆用户画像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该关键词共现网络包含了 259个节点，414条连线，整个共现网络的整体密度为 0.0124。

从图 4可以看出，关于图书馆用户画像领域的研究范围广泛，但研究主题之间联系不够密切，

研究较为分散，整体研究主题联接有待进一步提升。

在 Citespace 软件的设置中，圆圈大小代表研究频次，研究频次越大，圆圈越大，反之

同理。线条代表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联系越多，线条越粗，反之同理。如图 4所示，“用户

画像”、“大数据”、“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精准服务”等关键词的节点源泉较大，且连

线较粗，说明此类关键词是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领域中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在 Citespace软件所建构的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图书馆”与“用户画像”的大小处于绝

对突出的地位，“智慧图书馆”、“大数据”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在智慧图书馆方面多为

对智慧图书馆标准体系研究。在用户画像方面，图书馆标准体系中的“大数据”通常作为理

念与技术的支撑，关注用户信息、需求和使用感受等的收集与反馈。卢小宾等从标准体系研

究的视角，结合智慧图书馆大数据环境和数据生命周期模型，构建了智慧图书馆数据标准体

系框架，整个框架包涵了资源数据、管理与服务数据以及用户数据，科学地解决了当前图书

馆中读者行为分散，难以获取数据，难以提供“以用户为中心”基础服务问题。[5]潘辉从数

据驱动的视角出发，构建了全新的阅读知识结构与服务模式。此模式包涵了用户行为感知、

阅读资源数据、阅读知识组织、阅读推荐服务四大功能模块。在用户行为感知模块特别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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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图书馆的服务质量，要积极收集读者阅读需求、阅读行为习惯等相关数据。[6]莫扬海

从大数据的视角，探讨适合目前大数据环境中智慧图书馆阅读推荐服务的创新途径，提出了

要对读者需求、使用偏好等进行深度挖掘并构建用户画像，为阅读推荐服务的开展提供依据。

[7]

除了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直观地展示了各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还可以通过研究关键词

的词频来反映该关键词在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性。本文在图表中划分了五大类目，分别为关键

词的序号、关键词、出现频次、初始研究年份以及中心度。本文中截取了词频≥10的关键词

构成表格，如表 1 所示。词频≥10 的关键词一共有 20个，词频排名前五的关键词分别为用

户画像、图书馆、大数据、高校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等。一般认为，词频和中心度越高的关

键词越重要。

表 1 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关键词（词频≥10）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中心度 年份

1 用户画像 247 1.36 2011

2 图书馆 75 0.21 2011

3 大数据 59 0.31 2016

4 高校图书馆 58 0.09 2018

5 智慧图书馆 47 0.14 2011

6 精准服务 33 0.04 2017

7 知识服务 29 0.01 2011

8 数字图书馆 18 0.08 2017

9 移动图书馆 16 0.06 2018

10 个性化服务 16 0.02 2017

11 阅读推广 15 0.01 2018

12 个性化推荐 14 0.01 2018

13 数据挖掘 12 0.01 2017

14 人工智能 12 0.03 2017

15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11 0.00 2011

16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 11 0.00 2011

17 交互同化 11 0.00 2011

18 web挖掘 11 0.00 2011

19 数据驱动 10 0.01 2019

20 信息服务 10 0.01 2018

2.5 聚类分析

本文使用 Citespace 软件构建关键词聚类视图，透视当前领域内的研究焦点，从而探析

当前的研究现状。Citespace聚类视图以模块值 Q与平均轮廓值 S的高低作为判定集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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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指标。通常而言，Q值的区间是[0，1]，并且 Q值越大，网络的聚类效果越好。当 Q

值＞0.3时，说明网络结构十分紧密，联结效果较好。与之对应的 S值体现的是网络的同质

性，当 S 值＞0.5时，聚类图谱的聚类分类是比较合理的；而当 S 值＞0.7时，聚类图谱就

被视为是紧密有效的，并且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真实度。[11]

如图 5所示，本研究图书馆用户画像的关键词聚类分析 Q=0.7027，S=0.9222。Q值＞

0.3，S值＞0.5，网络结构紧密，聚类合理。据图可见，目前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领域分为

两大主题：一是围绕图书馆主体展开研究的文献，其中关键词有高校图书馆、智慧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这类文献更加偏重于对图书馆的评价体系的研究与完善；二是围绕数据挖掘在

图书馆领域的应用研究。这类文献偏重于将数据挖掘等技术引入智慧图书馆建设，构建用户

画像的模型，依托于技术的加持提升服务水平，也有聚焦于数据挖掘过程中信息泄漏风险问

题，并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意见。

图 5 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关键词聚类

3 研究热点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图书馆用户画像的研究热点，深入了解其发展方向，本文通过 Citespcae

软件，以“图书馆”和“用户画像”为关键词，建构了关键词的时区视图和时间线视图。时

区视图侧重于反映不同研究主题随时间的演变趋势及影响关系，而时间线视图则清晰地呈现

出研究主题的时间跨度与基础内容。[12]

3.1 时区视图分析

如图 6所示，用户画像为基点的图书馆研究起步较晚。图书馆的用户画像研究兴起于

2011年，2011—2015年属于研究的起步阶段，相关研究较少，且都是围绕“智慧图书馆”

和“知识服务”进行相关研究，且“知识服务”贯穿研究的始终。2016—2021年属于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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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期，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研究领域逐渐扩大

和发展，“人工智能”、“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技术在图书馆用户画像中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同时图书馆技术体系得到进一步扩充。“高校图书馆”、“移动图书馆”、“数字图书馆”

等概念纳入到用户画像的研究范围，拓展了图书馆用户画像的研究对象。相关研究也更加注

重创新服务模式，致力于构建用户数据和资源数据之间的联系，加强用户体验感，提升图书

馆的服务能力。

图 6 图书馆用户画像时区视图

3.2 时间线图分析

Citespace的时间线视图能够展示不同知识子群所涉及的具体研究内容，并从时间维度

反映他们之间的发展与联系。[12]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相关文献关键词与成果发表年份之间的

关系所构成的时间线视图，利用 Citespace绘制后，如图 7所示。首先，图书馆的用户画像

以“用户画像”为关键词逐步展开，“用户画像”与“数据挖掘”始终相伴，呈现图书馆与

技术融合的特征，通过数据挖掘、数据清洗、模型建构、场景匹配、个性化推送等一系列的

技术操作，完成图书馆用户画像的建构，而用户画像作为大数据时代精准服务的重要技术手

段，提升了图书馆精准服务水平，使图书馆资源更好的与用户需求相适配。[13]其次，我国图

书馆用户画像研究也十分重视数据安全，由于用户画像的构建涉及用户各项行为数据的挖

掘，用户隐私与数据安全管理也成为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最后，“社交网络”

与“阅读推广”也成为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重点之一，围绕读者的社交网络可以建立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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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像，促进阅读推荐的精准化，实现“找到人”—“找准人”—“抓住人”—“激发人”的

服务要求。[14]

图 7 图书馆用户画像时间线图

4 发展现状与问题

4.1 当前我国图书馆用户画像实践较为薄弱

通过对我国图书馆用户画像相关论文的梳理，我国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起步较晚，虽已

产出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但大多数研究仍处于理论层面，主要集中于模型设计、方法探

究、应用模式探讨，真正将用户画像应用于图书馆建设实践工作的案例甚少或效果不佳，分

析原因，其一是资金、技术、人才的匮乏。其二是理念的缺失和政策支持力度不足。

4.2 各机构和研究者之间缺乏研究协作

通过知识图谱分析，可以发现，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的学者，各图书馆与研究机构间的

联系过于松散，彼此之间的联系基本为零，基本处于各自独立研究的状态。这导致图书馆用

户画像的相关研究深度不够，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研究体系，对图书馆用户画像的知识体系范

畴、服务维度、模型构建、应用模式、评价体系等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与深化。

4.3 隐私保护与用户画像动态演变问题亟待解决

在建构图书馆的用户画像时，收集的用户数据越全面，构建的用户画像就越准确，但所

采集的数据时常会涉及到用户的个人隐私，包括用户的静态信息和动态信息。学者 Henczel S

提出，用户画像的研究与应用正在逐步兴起，尚未进入成熟阶段，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

有用户的隐私问题和用户偏好的演变问题。[15]一方面，图书馆在获取用户信息建构用户画像

时，用户并非静态静止不动的，而是会随着用户当下所处的场景和兴趣爱好的变化甚至是年

龄阅历而变化，因此构建用户画像时要进行动态的调整；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环境的复杂性

和不稳定性，图书馆用户数据在传输和保管过程中还面临内外部威胁，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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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当前图书馆用户画像建构面临的难题。

5 研究趋势与展望

通过 Citespace 绘制的可视化知识图谱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国图书馆用户画像的研究趋势

以及研究热点，探索图书馆用户画像的建构与发展模式，可以窥见图书馆用户画像的建构是

智慧图书馆建设的重要一环。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图书馆也应当不断进行技

术的融合创新，通过构建用户画像实现个性化资源推荐、阅读推广、图书营销等服务，推进

图书馆知识服务向智能化转型，不断创新服务内容，变革服务模式。

5.1 趋向以高校为依托构建图书馆用户画像体系，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发展

高校图书馆面向大学生、教师等用户，是图书馆体系的重要一环。尤其是高校图书馆面

向不同学科背景和学术研究需求的用户，其对图书馆个性化需求更高，因此引入用户画像体

系的建构十分必要。当前已有较多的研究针对高校图书馆建构用户画像，实现学科服务、情

景化推荐服务、阅读推广等。因此，要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的主导作用，协同大型公共图书

馆、学科图书馆等主体进行用户画像的建构与应用，以用户为中心进行图书馆资源优化与推

荐，深层次分析用户数据构建用户画像，实现图书馆服务的个性化、精准化和智能化。

5.2 趋向扩展图书馆用户画像应用范围，提高智慧服务水平

图书馆数据库资源种类繁多，数据类型多样，传统的信息检索方式难以在短期内对数据

进行有效的信息查询。[16]基于用户画像的智慧图书馆建设能减少用户与资源之间的藩篱，提

供智能化知识服务。对于图书馆来说，建立用户画像数据库，获取用户的浏览、下载、借阅

等信息，预测用户的阅读需求，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资源采购和阅读推广。对于用户来说，

用户画像还能根据用户所处的情景、兴趣偏好等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为用户进行资源推荐。

用户画像还能提供知识问答服务，借助大数据技术抓取发现用户显性与隐性问题并主动为其

推送相匹配的解答，[17] 实现用户和图书馆之间的信息准确匹配。因此，图书馆用户画像的

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从数字化逐渐迈向智慧化，不断在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效率。

5.3 趋向更加关注图书馆用户实际需求，提升个性化服务能力

信息化的发展正在推动教育从规模化转向个性化，在图书馆服务工作中关注用户个性需

求至关重要。在建构图书馆用户画像模型时，首当其冲是用户需求，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应

挖掘个体学科用户的文献资源需求和学科服务需求，并对其进行一对一的个性化文献资源推

荐和学科服务推送。[18]同时，用户需求是处于一种动态演变的过程，用户画像建构时，要充

分考虑用户需求的流变，挖掘用户认知背后隐藏的真实思维和需求，实时更新用户知识结构，

对用户的动态信息及时监测追踪和更新，提高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能力，增强用户体验。

5.4 趋向更为注重数字素养和信息安全，健全用户数字素养提升和隐私保护机制

2021年 8月 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指出，针对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敏感个人信息以及人脸识别、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要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2022年 3月 1日起



http://www.sinoss.net

- 10 -

正式施行的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算

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用户提供便捷的关闭算

法推荐服务的选项。用户选择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停止提供

相关服务。2021年 11月 5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

能行动纲要》，对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作出安排部署，提出要推动数字教育资源、数字

技能培训、数字产品和信息服务等高质量发展和开放共享，提高全民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强

化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完善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机制，完善支持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长

效机制。可见，我国越来越重视信息安全和数字素养，建立健全相关法制和政策已是建设网

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必然趋势和有力保障。

6 结语

图书馆是知识服务的重要阵地，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转型发展和智能技术的深入应用，

如何结合信息技术构建用户画像进行知识服务，已成为当下图书馆研究的重要内容。[19]本文

采用 Citespace 进行知识图谱分析，以“图书馆”和“用户画像”为关键词进行相关文献研

究，通过共现分析、聚类分析、时区分析等对图书馆用户画像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进行解

析，并对发展趋势进行展望，提出了解决对策。在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现状方面，相关研究

还比较少，尚处于探索阶段，各学者和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也极为松散，需加强学者和研究

机构间的合作，构建图书馆用户画像学术共同体构建，形成完善的图书馆用户画像学术研究

体系。在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内容方面，研究范围较广，主要强调大数据和个性化推荐等技

术的重要性，研究数据采集、处理、用户画像建模等流程和方法，但在图书馆知识服务中缺

乏实践应用和效果验证，需加强图书馆用户画像的实证研究。同时，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需

更加注重信息安全与用户隐私保护，完善相关法制和政策，提升用户数字素养。

总之，我国的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还处于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状态，未来的图书馆用户画

像研究将以高校图书馆为主导，构建多元主体融合发展的研究体系，更加关注用户实际需求，

加强用户画像应用实践，健全数字素养和信息安全保障机制，促进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多元化、

智慧化和个性化，为图书馆知识服务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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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hot spots and trends of library User Profile in China：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knowledge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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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library construction is moving from
digitalization to intelligence, and building user portraits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cornerstones of
intelligent library services. By using CNKI database a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source, this article utilizes
Citespace to analyze metrologically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library user portraits in China, adopts
visualized knowledge map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co-occurrence network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time zone view analysis, timeline graph analysis, etc.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hot spots of
library user portrait research in our country, and deeply explore its problems, development trend and
countermeasur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library user portrai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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