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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智慧图书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究 
王亚棉 

(西安培华学院  710025) 

摘要：通过探究“智慧图书馆”的建设背景及其内涵，探讨了高校建设“智慧图书馆”的必要性和客观条件，调查和分析了我
国当前几所高校图书馆在智慧化建设中取得的成果，在硬件设置和技术运用及管理模式等层面，发现智慧图书馆建设中的先进经验
和不足之处，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思考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和改进之道。基于此，本文从智慧图书馆相关概述、主要特征以及实践
措施等方面，对智慧图书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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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型”概念提出与广泛发展的推动下，依据互联网技术、

云計算技术、物联网技术、通讯技术创新与应用，智慧图书馆建设

已成为我国图书馆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提升图书馆管

理与服务质量，促进图书馆作用的有效发挥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对智慧图书馆建设的理与实践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智慧图书馆概述 
智能图书馆是基于云计算、物联网以及电子通讯等科学技术创

新与广泛应用的基础上，实现图书馆各功能、各环节、各板块间智

能化服务与管理的新兴模式。“智慧图书馆”这一概念，最早是由

芬兰奥卢大学图书馆于 2003 年，在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理念与

执行的基础上得以提出并得到广泛认可的[1]。相对与欧美等国家而

言，我国于 2005 年在上海首次开对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并在不断

的发展与规划中得到逐步完善与提升，成为我国智慧城市、智慧校

园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智慧图书馆尚未形成统一、明确

的定义，但是从技术以及本质层面而言，智慧图书馆建设已形成相

对完善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即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计算机、

互联网等先进技术为依据，在“以人为本”建设原则上，通过构建

虚拟化、物理化、联动化空间结构，实现资源整合、快捷管理、绿

色环保、智慧化的全新服务与管理模式的图书馆建设。 

2、智慧图书馆的主要特征 
2.1 具有丰富的信息资源 

由上述分析可知，智慧图书馆建设形成结合诸多现今技术。因

此，在大数据时代中，信息技术融合建设的基础下，智慧图书馆相

对与传统图书馆而言，其信息资源则更为丰富。智慧图书馆不仅具

有一定的纸质资源（包括报刊、文献、书籍、报纸、期刊等），同

时也具有大量的数字资源（包括超星、万方、维普、知网等电子期

刊数据库以及各学科类型教学资源、课程资源、考试资源、行业资

源等信息数据库）。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读者提供了更便捷、快速、

高效、个性化的智慧型信息服务。 

2.2 共建共享信息资源 

在基于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以及物联网技术的基础上，智

慧图书馆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建立。智慧图书馆在建设过程

中，将智慧技术融入到管理与服务各环节、各业务流程中，在全面

感知、协同发展过程中实现“互联性”。不仅促进了各部门间的信

息统一性采集、整理、共享分析与利用，也为信息资源的“输出”

提供了共享性平台，从而使得图书馆服务由原来“固定”服务转变

为“随身性、随时性、随地性、随意性”服务，有效打破了传统图

书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2.3 智慧图书馆员可强效挖掘数据 

以高校智慧图书馆为例，智慧图书馆工作人员依据高校图书馆

原有的信息知识与文化资源，结合用户现实需求，凭借自身专业知

识、管理经验以及判断能力，并通过采用一定的智能化、自动化以

及多媒体化信息技术，从信息知识与文化资源中，可进一步挖掘出

符合用户要求或与用于要求具有一定关联性的使用、创新、新颖、

潜在的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高校智慧图书馆各项资源效

益最大化的实现。 

2.4 图书馆联盟体全局整合发展 

智慧图书馆建设，其宗旨在于实现图书馆的科学化发展。因此，

在智慧图书馆建设中，需从图书馆整体出发，有效连接图书馆各部

门纸质、数据资源库以及互联网络之间的一体化管理，形成全方位

统筹性的组织规划方案。而“图书馆联盟体”的构建与整合发展则

是智慧图书馆方案建设的基础前提。所谓的图书馆联盟体，主要是

指图书馆各馆之间信息资源整合体，即基于云计算与物联网技术的

基础上，实现各馆际之间信息资源数据库、网站页面内容、子系统

操作以及文献资源整合与利用的一体化、相连性、整合性发展，从

而为各馆工作人员以及用户提供协同性信息资源服务。 

2.5 数字网络性 

近年来，在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自动化技术不断创新与

普及应用基础上，图书馆信息化、数字化以及虚拟化的发展已成为

新时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基于“数字图书馆”、“智

能图书馆”发展规划的提出与执行，各类网络化、智慧型、信息化

图书馆服务业务与管理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在一定程度上为

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目前，我国图书馆数字化

网络信息资源，如视频资源、音频资源、文学作品数据资源、数据

图书资源等等已超过 600TB。而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的进一步

融合应用，使“数字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进行了转变。 

3、国内外智慧图书馆发展现状 
3.1RFID 技术的应用 

射频识别（RFID）是一种无线通信技术，可通过无线电讯号识

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RFID 在国外图书馆的应用较早，特别

是在经济发达的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新加坡国立大学

图书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淡马锡理工学院图书馆等都

已经使用了 RFID 自助借还机及自动分拣设备；内华达州立大学使

用了 RFID 系统，實现了图书清点功能。目前，我国多家图书馆已

逐步投入使用 RFID 技术，实现了图书安全监测、图书自助式借还、

图书定位与自动盘点、图书可视化导航、馆藏位置查询与自动分拣

等。如：南京大学图书馆使用了超高频 RFID 安全门禁系统、超高

频 RFID 图书定位技术、超高频 RFID 智能图书信息管理技术等；北

京师范大学、香港大学、汕头大学、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

高校图书馆引进了 RFID 技术。 

3.2 智能管理平台 

曾提出：智慧图书馆将实现跨系统的应用集成、跨部门的信息

共享、跨网络的融合互通。在国外，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6]通

过智能客户端完成了电子期刊的管理工作；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

学[7]将自动化技术与高度化管理的数字图书馆有机结合起来，为用

户提供了一个无处不在的智能化服务环境。在我国，重庆大学图书

馆充分利用图书馆的大数据，经过分析整合后，构建了属于自己的

智慧门户，将馆藏图书、期刊、学位论文、专利等各种文献进行统

一编目，实现了图书馆资源的一站式检索；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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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推出智慧图书馆智能管理平台；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构建了自动

办公服务平台。 

3.3 智能机器人 

智能机器人有相当发达的“大脑”，正活跃于各个行业，目前

已有高校图书馆开展了智能机器人服务。在国外，美国芝加哥大学

的曼索托图书馆提出了机器人堆叠书库管理系统；德国洪堡大学图

书馆在总服务台应用机器人卸载书箱。在我国，南京大学在智慧图

书馆二期项目中引入了图宝机器人、盘点机器人、智能书车等，通

过使用发现机器人设备具有可靠性强、使用寿命长、稳定性好、读

写速度快、存储容量大、非接触阅读等多方面优势；清华大学图书

馆拥有著名的机器人小图。但是，由于费用等问题，智能机器人的

应用还没有得到广泛普及。 

4、建设智慧图书馆的实践措施 
4.1 构建移动图书馆 

随着近年来微媒介以及移动终端平台在信息传播领域中的迅

猛发展，移动网络平台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基于智慧

图书馆以人为本、迅速高效、互联交互等服务特色，移动图书馆的

构建与完善已成为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

图书馆服务质量，发挥图书馆社会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我馆制

定了“移动图书馆”构建规划，并集合自身实际情况与社会需求，

进行具体实施。 

首先，我馆借助信息技术以及微媒介，开设了专属移动网络平

台，基于移动网络平台根据使用用于提供的信息（包括用户身份信

息、住址、联系方式、阅读倾向等等），制定了针对性邮件与短信

提醒服务。在此服务中，用户可享受“预约到书提醒”、“图书馆

工作通告”、“图书归还日期提升”等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

了图书馆服务质量，促进了图书馆与用户的有效沟通，实现了便捷、

人性化服务与管理。 

其次，我馆建立了独立、完整手机图书馆客户端，用户可通过

利用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享受到图书馆提供的个性服务，包括图

书以及期刊的信息资源的线上线下阅读、图书馆布局信息、图书馆

公告信息、图书馆专题活动信息、图书馆借书预约以及续约与到期

咨询等等，有效提升了图书馆与用户、图书馆与社会之间的连接，

为用户提供了体验式服务，强化了服务管理速度与效率。 

此外，我馆在基于云计算技术应用的基础上，设置了“二维码”

检索方式，用户通过利用书目二维码手机扫描，可准确获得图书相

关信息，包括书名、布设位置、检索信息、梗概等等。由此可见，

“手机移动图书馆”的构建，为智慧图书馆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已成为大数据时代下，微语境环境中图书馆服务模式创新发展的必

然趋势。 

4.2 引进自主选座系统 

图书馆作为重要的文化与知识服务体系，近年来随着人们人文

理念与精神需求的不断提升，人们更倾向到图书馆中度过自己的课

余时间、假期时间。正在一定程度上为图书馆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

与管理增添了困难。对此，为提升服务质量与管理效率，促进空间

资源的优化配置，我馆可尝试建立“主选座系统”。各系统的构建

主要是依据云计算技术、物联网技术以及通信技术得以实现的信息

感应、传输、分配与确立。用户通过凭借一卡通（信息存储物）在

专用设备上（自助选座机）进行扫描，通过可视化屏幕进行座位选

择与确定，进入阅读区域。如果在既定时间内，用户没用进行时间

确立，致使座位保持空闲，系统将自动将座位选择权释放给他人。

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占座”现象的产生，实现了空间资源的

最大化利用，用利于提升图书馆管理质量与效率，为用户提供公平、

公正、平等服务。 

4.3 实施 RFID 项目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中文译为“射频识别”，

是一中非接触式自动识别无线通讯技术。RFID 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

变了传统识别系统对特定目标的光与机械接触识别模式，它通过利

用无线电讯号实现了对既定目标的自动识别与数据信息采集。随着

RFID 技术的不断完善，目前 RFID 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通

讯技术、机械技术的融合应用已成为众多领域信息跟踪与共享系统

中重要的技术手段。在智慧图书馆建设中，RFID 技术以期无线感应

识别、远距离读写、大数据信息存储与传输等特点，已经得到广泛

应用，如图书自动借还系统、图书智能收集与整理、智能导航系统

中的应用，有效提升了图书馆管理质量，促进了图书馆智能化的发

展。以图书自动借还系统中 RFID 技术的应用为例，我馆可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为馆内近 140 万册的书籍设计并配置“智能

芯片”，并在总服务台添设一至两台自助借还机，用户通过利用自

助借还机，可依据检索功能进行书籍查询与书籍信息导航，从而实

现自主借书，同时依据书籍芯片进行自主还书操作。加之 RFID 项

目具有的导航与盘点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图书馆借还书效

率，减轻图书馆工作人员工作强度与负担，实现了用户智能化图书

服务体验。 

4.4 建设机构知识库 

在当今信息化、大数据发展背景下，图书馆要想提升自身竞争

优势，促进自身功能与作用的有效发挥，数据信息库与知识库的构

建至关重要。对此，图书馆工作人员应在尊重作者权益的基础上，

结合时代需求与自身实际情况，将图书馆文献以及与各文献有关的

内容进行鉴定、分析、整理与知识挖掘，从而实现文化与知识资源

的有效整合，推动潜在知识与智慧的具体体现，进而构建健全的数

据信息库与知识库。与此同时，图书馆在保证不同信息库个性化、

特色化的同时，应保证各数据库之间管理的有效沟通与连接，从而

形成统一的知识整体，并从整体上提升信息资源的智慧程度与精确

度。用以集中对用户进行开放，并在开放过程中，在不侵害作者权

益的基础上，尽量保证文献资源共享的免费性，从而为用户提供一

体化、精确性服务。此外，各图书馆在构建智慧图书馆过程中，为

保证书与书、书与设备、设备与设备、书与人、人与人之间的交互

与沟通，促进图书馆智能功能的全面发挥，各图书馆知识库可通过

建立统一性的检索平台，强化整体服务质量，并通过开放存取，提

升馆藏资源数量与质量，从而为智慧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提升提供有

利的资源支持。 

5、结语 
总而言之，智慧图书馆作为一种全新的图书馆建设模式，以其

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以及资源丰富性、智能管理性、数据信息快速

性、绿色性等特点，在图书馆现代化建设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实现了数字图书馆形态的创新转变，已成为内我国新时期图书馆发

展的必然趋势。明确智慧图书馆建设理论与实践举措，对促进我国

智慧图书馆的优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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