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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信息技术的改革推动图书馆转型和发展，使得其发

展方向更加明确，在当前云计算和智慧地球等相关技术及理

念的基础上，智慧图书馆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智慧图

书馆及图书馆智慧服务等方面研究的时候，也可以充分得出

智慧图书馆的主要服务模式是提供智慧服务，并且在这一基

础上有效掌握智慧服务的实现路径。

2 图书馆智慧服务的特征和本质

2.1 图书馆智慧服务的特征

图书馆智慧服务包含着公共性和智慧性及资源丰富、技

术性、服务性等特点。其公共性主要体现在提供服务的时候，

面向的始终是广大用户和社会群体，甚至是全人类。智慧性特

点也就是馆员需要充满智慧，具备比较完善的知识结构及综

合判断能力等。图书馆本身提供的服务是信息服务和知识服

务基础上所实现的智慧服务。智慧图书馆本身包含着较为丰

富的资源，图书馆实际运行的时候，需要增强其所具备的技术

性的特点，在技术驱动的基础上，使得图书馆能够逐渐向虚拟

化转换。服务性的特点也就是在提供长期嵌入式和协同式服

务的基础上，推动用户能够增强自身修养和提升智慧，最终有

效实现人类知识的可持续发展[1]。和传统实体图书馆固定的阅

读空间和场所相比，智慧图书馆包含着实体图书馆和虚拟图

书馆 2 个部分，其具备完整的系统网络设施及通信设备，在多

媒体技术支持下，智慧图书馆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

2.2 图书馆智慧服务的本质

图书馆智慧服务的本质是通过智慧服务帮助用户了解现

实社会，为用户的生活和工作提供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在

帮助用户探索真理的基础上，对用户提供必要的知识支撑。在

对用户实施有指导性特点的道德规范教育，可以帮助用户掌

握当前社会的道德和价值取向。在对人类知识精华复杂关系

掌握的基础上，启发用户充分感受人类客观知识精华，所具有

的多样性和融合性等特点，从而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理

论知识作为支撑，在感知服务系统构建的基础上，明确大众阅

读情况和需要，在这一基础上增加相关群体需要的资源内容，

例如，2018智慧图书馆感知服务年龄段分析的时候，能够得

出访问者年龄集中在 11耀20 岁，比例为 7.5%，集中于 21耀30
岁比例为 28%，集中于 31耀40 岁比例为 18%，集中 41耀50 岁
比例显示为 22.5%，集中 51耀60 岁比例显示为 11%，集中 61耀
70 岁比例显示为 7%，集中 71耀80 岁比例显示为 6%，在年龄

段划分和分析的基础上就能够为图书馆的智慧管理提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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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使得图书馆的书籍增加及阅读区域设计等方面，都能够更

加具有针对性的特点，从而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3 智慧图书馆提供智慧服务的实现路径

3.1 积极构建智慧服务技术平台

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在构建的时候，需要具备开放性和

协同性及移动性等特点，智慧图书馆技术平台在构建的时候，

主要是在图书管理及智慧通道及环境监测等物联网技术的基

础上实施信息化管理及服务，在具体建设的时候，主要是在 3
个方面加强建设（如图 1所示）。

首先是底层支撑平台的构建，这一平台有物联网和云计算

机及操作系统等。其次是数字资源的建设，比较丰富的数字资

源属于智慧图书馆的核心内容，其包含着纸质资源数字化和自

建的原生数字形式的数字资源等。最后是智慧服务系统，这一

系统是将用户作为核心和个性化选择作为界面的新兴信息资

源搜集及表达方式，在促使各种服务集中在同一个平台的基

础上，提供Web服务一站式搜索和虚拟参考咨询及交流互动

等。其实质是能够达到信息找人和按需服务等目标，辅助教学

和资源建设等服务的划分，能够促使用户可以方便高效获得

有用的信息内容，提高用户自身对信息服务的满意程度[2]。

图 1 智慧服务技术平台

3.2 加强技术标准和制度建设

智慧图书馆在提供智慧服务的时候，不仅包含着技术层

面，面临成本和关键技术等内容，同时其在发展的时候，也逐

渐得出智慧图书馆技术标准和制度建设等方面所存在的问

题。这就需要增强技术标准和制度建设，推动智慧图书馆在提

供智慧服务的时候，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这就需要确定相关

的配套政策及实施具体规范，甚至在实现智慧服务的信息通

信和交互问题等方面确定相应的行业标准，防止在智慧图书

馆发展的基础上出现标准不一的情况。物联网本身承载着较

为庞大的数据信息，尤其是传感器和智能标签等方面能够跟

踪用户的行动和习惯及偏好等。物联网本身具有随时可能会

泄露个人隐私的情况，需要加强物联网安全技术研发，关注

其制度建设，保障智慧图书馆能够安全运行，有效维护用户

隐私。例如在访问人员的性别统计的时候，并不公布个人信

息。智慧图书馆在提供智慧服务的时候，其本身是在物联网普

及发展的基础上实施的，物联网的发展涉及到多个行业和产

业，需要确定适合物联网发展的政策和法规，推动这一行业的

正常发展。

4 开发馆藏资源

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图书馆也得到更好的

发展。图书馆服务不仅需要能够有效利用当前所具备的馆藏

资源，也需要对当前馆藏资源内容实施挖掘加工和提炼充足

处理，最后将这些内容推动给用户，帮助用户利用知识及智

慧创造更多的价值。知识内容和结构并不是固定的，在将知

识转化为价值，实现知识变化为增值产品这一过程，只有促

使知识内容得到加工提炼等基础上，才能够被人们更好的利

用，从而具备实现的可能。图书馆智慧服务和传统服务之间

的区别比较明显，其对知识的本质和关系等方面的揭示是比

较显著的，对知识内容分析重组的基础上，为用户提供加工

处理之后所得到的“知识精品”。 在这一基础上，图书馆具

有知识生产和知识组织及知识传播等工作流程。因此，图书

馆扮演 2 个角色，它不仅是知识的储存地，同时也是知识的

加工厂。

5 结语

智慧图书馆属于图书馆发展的高级阶段，在智慧图书馆

发展的过程中，其能够为人们提供智慧服务是图书馆服务的

重要变化也是主要特征，当前这两个方面都处于初步探索阶

段，需要对这些内容深入研究和有效实践。当前物联网技术和

云计算及网络技术等在图书馆建设和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

在人们对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及生产转化等基础上，逐渐提

升对智慧图书馆的要求。随着图书馆智慧服务理念的创新和

探索，智慧图书馆及其智慧服务也就需要新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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