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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I）技术在智慧图书馆领域中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和价值。

本文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现状，指出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图书馆服务中面临的一些问题，

并提出构建全面而精细的数据管理体系、加大技术研发与创新的投入力度、建立隐私保护机制等具体对策。

以此增强人工智能赋能下智慧图书馆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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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图书馆作为知识传播与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正经历

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智慧图书馆作为图书馆发展的高级形态，旨在通过集成先进的信息技术

和智能设备，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个性化的服务体验。而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迅

猛发展，为智慧图书馆服务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可能。 

随着大数据、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 AI 技术的不断成熟与普及，图书馆开始探索

如何利用这些技术深入挖掘用户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服务的精准化与智能化。AI 技

术的引入，使得图书馆能够更加精准地捕捉用户动态，预测用户需求，从而提供更加贴合用

户期望的服务体验。因此，本文旨在探讨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智慧图书馆服务，期望为智慧图

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示。 

一、人工智能在智慧图书馆中的应用 

（一）人工智能在智慧图书馆服务与应用领域的拓展 

多位学者探讨了人工智能（包括生成式 AI 如 Sora、类 ChatGPT、AIGC）在智慧图书馆

中的广泛应用。如李涛阐述了 Sora在构建可视化知识生态系统、打造智慧化虚拟交互空间、

精进算法技术效率以及强化智慧信息管理与建设等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1]
。王毅等聚焦于

类 ChatGPT技术的智慧化应用，详细剖析了其在资源深度挖掘与拓展、智能化咨询服务创新、

阅读推广策略优化及文化创意服务个性化定制等方面的赋能路径
[2]
。蔡子凡等进一步细化了

AIGC 技术在智慧图书馆各环节的应用场景，从文献智能采购、资源高效组织、个性化阅读

服务、精准决策咨询、素养教育体系构建到用户精细化管理等，均提出了具体的实施策略与

优化建议
[3]
。刘凌宇等强调了类 ChatGPT技术嵌入智慧图书馆后所带来的多重价值，包括显

著提升资源建设的质量与效率、深度优化用户体验、实现人员能力的数智化跃升，以及推动

管理决策向更加智能化、数据化方向转型
[4]
。徐芳深入分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智慧图书馆

中的多元化应用场景，包括虚拟咨询服务的智能化升级、学科知识服务的精准化推送、针对

中小微企业专题信息服务、阅读推广活动的创新实践以及信息素养教育与培训全面覆盖
[5]
。 

（二）人工智能对智慧图书馆建设、服务模式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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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聚焦于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基石、路径及其演进逻辑，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如何深

度融入并促进智慧图书馆的构建。李菲菲在这一领域提出了具体的构建策略与前瞻愿景，特

别强调了技术创新与模式革新作为智慧图书馆发展双轮驱动的不可或缺性
[6]
。陆康等学者敏

锐地注意到了 AI 应用中的伦理维度，他们强调伦理规范与原则在智慧图书馆建设中的核心

地位，认为建立健全的伦理治理体系是确保智慧图书馆稳健发展的基石
[7]
。多位学者共同指

出了 AI技术在重塑图书馆服务模式与提升服务效能方面的重要作用。储节旺等认为，AI的

广泛应用正引领图书馆服务从单一向多元、从普适向个性、从智能向智慧三大方向深刻转变，

特别是在 AIGC 技术的助力下，图书馆在信息检索、知识组织、参考咨询、特殊群体服务、

阅读推广及用户培训等多个环节实现了显著优化，加速了智慧图书馆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

[8]
。杨文建等学者还从空间体验的角度探讨了人工智能在智慧图书馆中的应用价值，他们认

为 AI 技术通过增强空间的表现力、层次性和多样性，不仅提升了用户的整体体验，还促进

了空间规划与服务流程的优化，为智慧图书馆的服务转型注入了新的活力
[9]
。 

（三）智慧图书馆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及应对策略 

刘凌宇等学者针对类 ChatGPT技术融入智慧图书馆所潜在的知识产权保护挑战、人机互

动中的误导风险、信息安全威胁、管理决策的技术依赖过度以及复合型专业人才的短缺等问

题，提出了构建版权协同保护框架、强化技术治理体系、完善数据安全防护网、创新组织管

理架构及加强技术人力资源储备等风险应对策略
[4]
。徐芳聚焦于生成式 AI（特别是 AIGC）

在智慧图书馆服务场景中可能引发的法律议题，如准确性责任、用户隐私保护、著作权界定

模糊及算法偏见等，并探讨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5]
。曾子明等学者进一步拓宽了分析视角，全

面审视了人工智能推动智慧图书馆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安全、技术、法律、伦理、社会及监管

等多维度风险，从技术和管理的双重维度出发，提出了综合性的风险防控建议
[10]

。侯志江则

强调了在智慧图书馆建设中，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增效的重要性，并从思维模式创新、知识体

系拓展及协同创新能力提升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实施策略
[11]

。徐涛涛等学者针对人工智能

应用中的数据管理、算法优化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为保障

智慧图书馆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
[12]

。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在智慧图书馆中的应用正在不断深化和拓展，为图书馆服务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变革和提升。然而，在享受 AI 带来的便利和效率的同时，也需要关注潜在的风

险和挑战，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应对。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智慧图书馆在未来的发展中持

续、健康、稳定地前行。 

二、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图书馆个性化服务面临的挑战 

（一）数据质量问题 

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时，数据质量问题成为其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高

质量的数据是支撑个性化服务精准性的基石，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数据往往呈现出多样性、

碎片化和不准确性。这种数据质量问题主要源于多个方面：一是数据来源的广泛性，包括用

户行为记录、借阅历史、在线搜索等，不同渠道的数据格式和质量参差不齐；二是数据收集

过程中的遗漏和误差，如用户行为的不完整记录或设备故障导致的数据丢失；三是数据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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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处理的复杂性，由于数据量庞大且结构复杂，有效的数据清洗和整合成为一项艰巨任务。

这些问题不仅增加了数据分析的难度，还可能导致个性化推荐结果的偏差，影响用户体验和

满意度。 

（二）技术实现难度大 

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过程中，技术实现难度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挑

战。个性化服务依赖于复杂的人工智能算法和模型，这些技术不仅需要处理海量的用户数据，

还需精准捕捉用户的兴趣偏好、行为模式及上下文环境，以实现精准推荐和定制化服务。然

而，技术实现的难度在于如何确保算法的高效性、准确性和可扩展性。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

和需求的多样化，算法需要不断优化以适应新的场景和需求。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

展也意味着图书馆需要不断跟进最新的技术趋势，进行技术迭代和升级，这对图书馆的技术

团队和资源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三）用户隐私保护问题 

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过程中，用户隐私保护问题骤然凸显。在这个追

求极致服务个性化和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下，图书馆为了提供更加贴心、精准的服务体验，不

可避免地需要广泛收集、细致处理并深入分析海量用户数据。然而，随着数据流通与应用的

日益广泛，用户隐私泄露的风险也随之而来，成为了悬挂在智慧图书馆发展道路上的一把利

剑。用户的个人信息、借阅记录、浏览历史等敏感数据，一旦落入不法之手或被不当使用，

将直接导致用户隐私权的严重受损，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广泛的信任危机。用户的信任是图书

馆最宝贵的资产之一，一旦这种信任受到破坏，将极大地影响用户对智慧图书馆服务的接受

度和满意度，进而阻碍其健康发展。 

三、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图书馆服务相应对策 

（一）构建全面而精细的数据管理体系 

为了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智慧图书馆服务中的潜力，构建全面而精细的数据管理体系是

至关重要的一步。这一体系需覆盖数据采集、整合、清洗、存储、分析及应用的全链条，确

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和安全性。通过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与规范，促进多源数

据的无缝对接与整合，为个性化服务提供丰富而精准的数据基础。同时，引入先进的数据清

洗与校验技术，自动化处理数据中的错误与不一致，提升数据质量。此外，建立灵活的数据

分析模型，深入挖掘用户行为模式与需求趋势，为服务优化与创新提供数据支持。最后，加

强数据安全管理，确保用户隐私得到严格保护，增强用户信任与满意度。如此，智慧图书馆

方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更加高效、智能、个性化的服务体验。 

（二）加大技术研发与创新的投入力度 

为了有效推进人工智能在智慧图书馆服务中的应用，必须持续加大技术研发与创新的投

入力度。这意味着不仅要设立专项研发基金，支持技术团队深入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等前沿技术，还要鼓励跨学科合作，促进技术与图书馆业务的深度融合。同时，积极追

踪国际技术动态，及时引进并消化吸收先进的科技成果，加速技术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此外，

构建开放的创新平台，吸引外部科研力量参与智慧图书馆的技术研发，形成产学研用协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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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良好生态。通过不断的技术突破与创新，智慧图书馆将能够提供更为智能化、个性化的

服务，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推动图书馆事业的持续繁荣发展。 

（三）建立隐私保护机制 

在日益凸显的用户隐私保护问题上，智慧图书馆必须树立起高度的警觉意识，将用户隐

私安全视为其服务的核心基石与生命线，不容丝毫懈怠。积极采取行动，通过构建并不断完

善一套全面而严谨的隐私保护政策与机制，精确界定数据从收集、存储到处理、使用的每一

步骤所应遵循的严格规范与流程，确保每一环节都紧密贴合并超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标

准。此外，智慧图书馆还致力于强化技术防线，深度融合数据加密、精细访问控制及高效安

全审计等前沿技术，为用户数据筑起一道坚如磐石的安全屏障。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彰显了智

慧图书馆对用户隐私权益的尊重与保护，更为其个性化服务的持续创新与繁荣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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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has shown great application potential and value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libra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points out some problems 

faced in the intelligent library service enabl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data management system,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nd establishing a privacy protection mechanism. In 

this way, the service capability of the intelligent library enabl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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