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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智慧化首都图书馆，建设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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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都图书馆在“十四五”建设数字中国的背景下打造公共文化服务智慧场景，探

索智慧图书馆建设之路，创新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本案例以首图智慧场景构建过程为

主线，回顾了首图智慧场景从构想到实施中的决策问题。案例重点阐述了首图建设智慧场景

的原因、智慧场景的建设策略以及智慧场景建设中拟决策的关键问题，并对智慧场景构建过

程中面临的“智慧”内涵、新技术对馆员的冲击、首图现实业务改进需求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案例旨在通过描述智能技术赋能于智慧图书馆转型发展中的智慧场景构建模式，启发学员

深入思考智慧图书馆中的信息资源、读者、智能设备、馆员之间在智慧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

和关系，以此为传统图书馆的智慧化转型提供借鉴。 

关键词：首都图书馆；智慧场景；公共文化服务；智慧化转型 

 

Build a smart capital library and 
 build a new type of public cultural space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apital Library of China has created several smart scene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explored the 

road of building a smart library, and innovated the library'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mode. This case 

tak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smart scenes of the Capital Library of China as the story line, 

and reviews the decision-making issues from conception to implementation of the smart scenes of 

the Capital Library of China. The case focuses on the reasons, strategies and key issues to be dec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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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scenes in Capital Library of China, and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of 

"smart",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ies on librarians, and the business improvement needs of 

Capital Library of China. This case aims to inspire students to think deeply about the role and 

relationship amo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readers, smart devices and librarians in the process of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by describing the mode of intelligent scene construc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rt librarie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mart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libraries. 

KEY WORDS Capital Library; smart scen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引言 

五月份的北京风和日丽，首都图书馆的杨峰馆长脸上洋溢着愉悦和期待，踏着轻快的脚

步走进场馆，原来今天图书馆大厅将举行党史教育主题童书展，首图搭建的智慧场景将在此

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展厅的智能阅读场景区域，同学们深深沉浸在党史故事中，利

用瀑布屏、触摸屏、VR 等各种智能设备畅游在党史知识的海洋；在智能讲坛场景区域，老

学者振奋人心的专题报告正在通过云课堂、央视频、北京日报等媒体在线直播。首都图书馆

成功地利用智慧场景为孩子们提供了全新、互动、沉浸式的阅读和观览体验，在趣味横生的

阅读场景中，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不断拓宽知识视野、提高阅读、学习情趣。回想起首图人

一路上披荆斩棘、敢为人先，逐梦智慧图书馆建设的过程，杨馆长心中满是感慨和激动…… 

 

1 如日方升，智慧化浪潮迭起 

首都图书馆始建于 1913 年，是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作为北京市公共图书馆

中心馆，首都图书馆以创新精神加强文化服务建设，开展了多项在全国图书馆界具有首创性

的工作。如推进图书馆文化创意产业新业态，古籍数字创新应用等。随着智能时代的来临，

首图开始探索智慧型图书馆建设之路。目前，首图已经建成了北京市第一家文旅体验馆——

首都图书馆大兴机场分馆。分馆利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5G、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读者

提供移动借阅、智能推送和智能导引等服务。读者可以驻足馆内享受触摸屏读报系统和听书

系统，也可以随身带走电子书资源，为旅途中的读者打造轻松阅读的智慧文旅场景。 

首图极力尝试智慧场景的建设是有原因的。一方面首图需要紧跟国家规划和时代发展的

步伐，另一方面读者也对图书馆服务和公共文化需求给予了更高的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全面融入数字技术

以提供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积极发展智慧图书馆；《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提出，要加强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建立覆盖全国的图书馆智慧管理和服务架构。首

都图书馆作为一级公共图书馆，更要发挥其在我国图书馆界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建设标杆性

的智慧化应用场景。 

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新的阅读手段、路径层出不穷。读者对阅读的关注

和耐心在降低，快餐式、跳跃性、碎片化为特征的“浅阅读”成为阅读新趋势。近年来首图

纸质图书的借阅率持续偏低，来馆读者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群体是看中了首图安静的阅读氛

围，图书馆成为了大型“自习室”。如果首都图书馆停留在传统的、单方面输出的纸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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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模式，就会失去大量的读者群体，海量的馆藏资源无法发挥其真正价值，特色馆藏也无

法体现其魅力。想到这里，杨馆长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涌上心头，不破不立，首图是时候

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了，推进图书馆管理和服务智慧化转型，探索智慧场景建设之路迫在

眉睫。 

   

图 1 小读者在首图讲坛活动中体验 VR 设备 

   
图 2 首都图书馆大兴机场分馆智慧文旅场景 

杨馆长召集了图书馆各层管理人员，就首都图书馆未来的建设方案展开讨论。杨馆长在

会上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快新场景建设方案》中，特别提到了通过

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5G和物联网等新技术、新产品建设图书馆智慧场馆。首都图书馆作

为北京市重要的知识信息枢纽和精神文明建设基地，应该勇担新时代图书馆的历史使命，打

造公共文化服务智慧空间，探索图书馆智慧场景建设路径，提升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功

能，成为北京市重要精神文明建设基地和先进文化的辐射源。”杨馆长在投影仪中放出一张

施工照片，说到：“令人振奋的是，我们的新馆——北京城市图书馆的建设取得了进展，以

银杏树叶为灵感的伞盖屋顶的第一施工区近日已顺利完工，我们的‘森林书苑’一定能为读

者带来全新的、心旷神怡的、和极具亲和力的公共开放空间。” 

杨馆长话锋一转：“然而，仅靠独特的造型和舒适的阅读环境并不能成为真正的智慧图

书馆，我们要在服务和管理的智慧化上下功夫。以北京城市图书馆的建设为契机，在新馆试

点搭建各种智慧场景，重构读者服务体系，提升图书馆服务效益和质量，走出一条图书馆智

慧化转型的创新之路。”讲到这里，杨馆长目光炯炯“我提议讨论出具体可行的首都图书馆

智慧场景建设方案，全方位提升读者阅读体验，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高层领

导们纷纷点头赞同杨馆长的观点。 

当建设智慧场景的目标确定下来，下一步就是具体的规划和实施阶段。杨馆长深知这个

庞大的项目需要强大的团队作为支撑。因此，他找到了具有丰富信息学科背景和实践工作经

验的读者服务部主任徐斌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首图智慧场景建设方案和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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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北京城市图书馆施工现场 

    

图 4 北京城市图书馆整体效果图             图 5 北京城市图书馆夜景效果图 

 

图 6 北京城市图书馆馆内阅读空间效果图 

2 展开画卷，构建智慧场景蓝图 

2.1 智慧场景设计理念：需要智能，更需要智慧 

读者服务部徐主任被任命后，先组织起了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图书馆骨干构成的项目团队。

虽说徐主任在图书馆界从业多年，但是“智慧化”对他来说是个全新的领域，国内外也没有

现成的智慧图书馆可以借鉴，那么构建智慧场景从何入手呢？万事开头难，徐主任决定从智

慧场景的设计理念入手，只要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但是，徐主任带领团队成员探索智慧

场景的理念，没想到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 

项目团队中今年新入职读者服务部的员工小李率先提出了疑问：“智慧场景应该是什么

样子的？我之前还听说过智能图书馆的概念，‘智慧’是‘智能’的另一种新奇的说法，还

是两者确实有区别”？小李的疑问引发了徐主任的思考。智慧场景应该是智慧图书馆的实现

途径，利用 AI、物联网、5G、云计算、大数据等智能技术将读者或者馆员投入到一个又一个

智慧场景中，提供读者服务的全环绕、沉浸式和智慧化体验，但是使用了新技术就是智慧场

景了么？徐主任回想起：“以前去外地图书馆调研时看到的智能设备、自动化设备，确实是

能够使图书馆的某些环节更加便利，比如自动借还机可以简化读者借还书流程和馆员书籍的

盘点工作。但对于读者来说只是冷冰冰的工具，各智能设备之间独立运行，不能解答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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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不能针对读者的喜好继续推送馆藏资源、也不能利用读者借还的大数据服务于图书馆

采访采购，这能称为智慧服务么？” 

想到这里，徐主任豁然开朗。“智慧”的内涵是高于“智能”的。“智能”注重的是技术

应用，首要问题是“物”的智能和自动化程度，人文关怀力道不足。然而“智慧”的核心内

涵是人，在利用智能设备时应以用户的体验为中心，注重从系统维度和整体思维洞察用户的

需求。将书籍、读者、工作人员、机器设备彼此连接感应，以数据共享为纽带将各功能模块

连接在一起，在功能中体现数据驱动的管理与服务智慧化。 

在项目团队进一步地讨论和分析中逐渐形成了图书馆智慧场景建设的理念。在首图新馆，

要建立多个亲民、特色、智慧的新型公共文化服务智慧场景。亲民，体现在以读者为中心的

服务效果上，以满足读者需求为出发点，为读者提供多元化、个性化馆藏资源阅读体验，拉

近图书馆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为读者带来舒适、亲和的阅读体验；特色，体现

在信息资源和内容上，充分发挥首图在优秀文化作品创作生产传播、文化精品活动举行、文

化品牌影响力提升方面的优势；智慧，是贯穿智慧场景设计、建设、管理、服务的主线，在

新馆设计和日常运营中也要注重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形成一体化集成的智慧管理。 

2.2 智慧场景建设策略：博采众长，步步为营 

“如果‘智慧’的内涵是‘物’的智慧+‘人’的智慧，那么是不是未来智慧场景可以

实现一切功能，不再需要馆员工作了？”小李再次抛出疑问。这一次，徐主任坚定的回答到：

“机器终究是机器，代替不了人的服务的细腻和温度。在某些服务环节，机器可能比馆员更

能胜任工作。比如我馆的参考咨询服务，我们有线下在馆咨询和线上网页咨询，都是人工回

复。专业馆员可以顺利解决读者的大部分疑惑，然而许多问题是简单重复的基础性问题，人

工回复不仅速度供应不上，还会消耗馆员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还有馆员业务不熟练、素养参

差不齐、态度不够亲和、人手不够用等问题也是突出矛盾。此时，引入图书馆智能服务机器

人代替人工迎宾及问答就非常恰当。智能机器人能够随时在线、随时热情地解答读者的问题。

同时，具备讲解展示、导航指引、书籍检索和读者信息查询等功能，能够提升图书馆的趣味

性和吸引力。但是，对全馆智能机器人的协同管理和调配，对机器人的运维和优化，需要馆

员来完成，这无疑对馆员的技能能力和专业知识提出更高要求。因此，新技术的引入也将倒

逼图书馆员岗位的变革和能力的提升。”徐主任顿了顿：“在此次项目中，需要我们仔细考量

哪些工作可以交给机器完成，智能技术‘物’的智慧如何服务于馆员‘人’的智慧。” 

智慧场景设计理念确定下来后，大家进入了头脑风暴环节，商讨如何实施智慧场景构建

策略，大家你一言我一句，整个会议室迸发出激情的火花。最后，徐主任总结了大家的观点：

“实践出真知，我们应该先学习和调研，看看和学习其他图书馆的先进应用，同时剖析一下

我馆自身的业务流程和服务需求。然后，选择一个场景，从用户的视角出发，考虑用户的使

用行为、需求，以及场景的目的、功能。再从实际工作中，厘清新场景建设中智慧服务建设

的需求及功能，最终形成我馆新场景建设的总体方案，基于这一方案再上路实施。”“请大家

基于智慧场景建设的理念和智慧图书馆的本质，搜集一些国内外的相关成功案例，走进读者

和基层图书馆员进行一下调研。我们一个月后讨论新馆智慧场景的建设方案”。项目启动会

结束后，项目团队紧锣密鼓地开始下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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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敢为人先，三大场景引领智慧服务 

3.1 发现问题，主动出击 

两周后，徐主任组织项目组召开了学习调研成果汇报会。通过项目组学习和调研得到的

结果，徐主任发现首图在诸多方面需要改进，比如读者馆藏资源可获取性低和部分馆藏资源

利用率低，读者反映书目检索系统结果不理想，特色馆藏资源借阅麻烦等，针对这些要解决

的问题项目团队召开了项目团队交流座谈会。 

会议上，徐主任首先提出了首图在采访工作方面的问题。徐主任说：“我们去采编部进

行了调研。目前的馆藏采访工作仍以手工采购为主，采购员可能会受自身思维惯性和信息不

对称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书目采购单较为滞后和局限。”采编部的邓主任补充道：“图书采访

工作是一项复杂、庞大的工作，最好能够设计一个智能采访系统，通过系统来管理大量的精

细化数据，从而协调业务的方方面面。”项目组调研学习到，国图在数据和业务管理中应用

的智慧中台、英国国家图书馆、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日本明治大学图书馆的采访工作都

采用了智能化采访系统，尤其是自动存取分拣全智能化管理，辅助采购员减轻简单重复劳动，

更是很好地提高了图书馆管理的效率。徐主任说：“首图需要提高采购过程环节的智能化，

这样可以在采访过程中有效挖掘读者需求并进行图书质量的综合评估，将图书馆员从大量繁

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优化馆藏资源结构，提高馆藏资源利用率。” 

其次，在多媒体信息资源方面，首图在多媒体资源的生成和展示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徐主任说：“以首图讲坛为例，首图已经引入了融媒体作为活动宣传和成果展示的新手段，

但是由于人工后期加工时间较长，内容生成的效率较低，等待报道或者剪辑好的内容上线，

读者的热情和兴趣可能已经褪去，讲坛的时效性降低。”小李思索片刻，说道：“我们可以参

考人民日报社联合百度成立的人工智能媒体实验室，将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等算法应用

于智能审核、智能字幕和用户大数据分析等方面。”徐主任点点头，说道：“对，通过这些人

工智能算法，可以一方面提升首图内容创作效率、创作质量和分发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对各

平台的受众反馈大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帮助我们形成读者画像。” 

 

图 7 人工智能媒体实验室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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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国家图书馆新阅读空间“全景展厅” 

同时，除了多媒体信息资源的建设和组织，如何生动有趣地呈现给读者是首图面临的巨

大挑战。徐主任说：“我馆活动资源的呈现形式也需要升级。现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过去的读文时代已经演变为新媒体和读屏时代。新媒体的及时有效性、信

息海量性、多媒体、超文本链接、可移动性、解读精讲等导读特点，会极大地冲击读者在传

统阅读上的时间分配。如果我们墨守成规，我馆对读者的吸引力只会越来越低，读者到馆率

堪忧。”目前，国家图书馆打造了沉浸式 VR 阅读空间，新开发了《永乐大典》VR 产品，是

基于馆藏，利用文字、图片、音视频和展览等资料，采用“5G+VR”技术集成 4K/8K 全景视

频拍摄，还有三维动画制作等技术手段，为广大读者打造身临其境和跨越时空的文化体验。 

最后，首图的读者信息服务还有提升空间。徐主任说：“在参考咨询服务上，许多图书

馆选择基于人工智能的图书馆智能机器人作为缓解馆员工作压力、提升图书馆功能多元性、

趣味性的解决办法。”项目组了解到，国家图书馆在数字图书馆体验区新引入了实体机器人

“小图”和线上呼叫中心系统，将 24 小时 IVR 语音交互应答、馆内实体机器人导览引导、

工作日时间人工应答相结合，极大提升了读者咨询工作的服务效率。徐主任补充到：“图书

馆智能机器人很受年轻人和小孩的欢迎。我儿子现在就好多次主动提出要去有机器人的图书

馆阅读！看来机器人也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图书馆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图 9 国家图书馆公共数字文化体验区大数据管理平台       图 10 国图机器人“小图” 

 

会议的讨论如火如荼，徐主任饶有兴许地一页一页翻动着手里项目团队上交的调查报告：

“经过我们调研资料的汇集和深入讨论，新馆能够尝试建设的三个场景已经逐渐明晰了。三

个场景分别为大家讨论的图书智能采访、媒体资源智慧化管理和图书馆智能机器人管理。那

我们就以这三个智慧场景作为我们目前智慧图书馆建设的切入点，逐步构建我馆的智慧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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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服务体系，从而为读者提供更加智慧和个性化的服务吧……” 

3.2 对症下药，初见锋芒 

一个月后，首图再次举行了高层管理者会议。徐主任带着丰富的材料向杨馆长和其他图

书馆里的领导汇报了项目组的工作成果。 

（1）首图图书馆智能采访新场景 

徐主任说：“我们这次推进建设的智慧场景，先从智能采访新场景入手。这个场景由智

能采访系统支撑，包括超级书目数据库、采购推荐系统、自动分编系统、验收加工自动化系

统以及书籍评价系统构成，涵盖了从选书、买书、入库和评价等全生命周期的采访流程。在

智能采访系统的辅助下，图书馆采购员可以从供应商、出版社获得书目数据，还能够利用网

络爬虫技术获取各大电商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中的新书数据，多方书目信息汇集成超级书目

数据库”。 

杨馆长补充道：“近年来我们的图书购置费预算大幅核减，可以通过机器学习算法、用

AI、知识图谱、语义网等技术建立智慧采购系统。通过收集和分析读者的借阅记录大数据，

找到读者的借阅规律，从而预测读者的偏好，帮助我馆制定精准的采购策略。” 

徐主任点头表示赞同：“基于读者行为大数据的个性化智能推荐是本系统的核心功能，

一方面有利于我馆把握读者偏好、制定采购策略；另一方面也可以深度挖掘读者的需求特征，

为实现读者的内容及服务的个性化精准推送服务提供支撑。这一场景中的自动分编系统可以

实现数据共享、自动编目和智能标引，极大地帮助我馆降低采购员的工作量。” 

 

图 11 首图智能采访新场景框架图 

（2）融媒体资源智慧管理新场景 

徐主任这时也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融媒体资源智慧管理是我馆可以尝试建设的第二

个新场景。以讲坛管理为例，我馆一直致力于深化文化品牌建设，提升服务质量和效能，其

中‘首都讲坛’系列讲座是我们精打细磨、备受读者欢迎的文化活动。目前，首图科学讲堂

采用‘现场讲座+网络同步’的方式传播，基于现有场景我们可以搭建一个更智能、更有影

响力和传播力更强的融媒体资源管理新场景”。 

杨馆长表示赞同：“5G 网络良好的承载能力能够很好地解决 8k 超高清视频和智能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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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延迟问题，可以支撑我们举办各种活动，会议通过多点定位各类摄像头进行全景互动

直播，利用 VR和 AR为观众提供多种活动观看角度，可以创造一种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双向

关系。” 

徐主任接着说道：“在首图的讲坛智慧化管理中，内容自动生产是连接读者体验和馆员

创作的核心环节，在 AI 领域诸多算法的支撑下，内容自动生产可以分为自动创作和辅助创

作。自动创作技术可以帮助工作人员生成馆中偏结构化的咨询和报告，节省了机械重复的人

力投入；而辅助创作技术可以实现热点抓取、智能审核、自动翻译、智能字幕和智能标签等

诸多功能，能为参观的读者带来更好的观看体验，也减轻了工作人员低技术含量工作的压力，

将精力转而投入于专业内容创作。”“这一新场景将讲坛的内容管理、首图的大数据与融媒体

发布三个板块相融合，在内容上辅助馆员创作、改善读者观看体验，在传播上利用融媒体可

以起到活动预热、直播和成果宣传的效果。” 

 

 

图 12 首图融媒体资源智慧管理新场景框架图 

（3）智慧机器人协同管理新场景 

徐主任开始介绍第三个新场景。“智慧机器人协同管理是通过构建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

统一协调软件机器人和硬件机器人进行工作。图书馆智慧机器人分为参考咨询服务的虚拟机

器人和具有自动盘点、借还书和分拣功能的实体机器人。前者的软件服务机器人可以承担邮

件收发、数据统计、工单派发以及智能客服等简单、重复和流程化的工作，也可以通过人工

智能技术构建专家系统，从而模拟专家的行为来支持决策和管理，并将智库服务与图书馆服

务结合，从而为相关机构提供建言资政和决策咨询。实体机器人目前种类繁多，能够提供迎

宾引导、智能仓储、物流和盘点等功能。” 

杨馆长接着说道：“机器人涉及的应用场景非常广，建立一个图书馆智能机器人管理平

台非常必要。一方面，可以利用机器人信息自动采集和预测，将读者行为数据同步到中央库，

利用‘读者—平台—机器人’三者之间的循环服务机制，实现‘人—机—物—环境’的全息

智能互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馆对设备运行状态的全程可追溯和可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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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首图智慧机器人协同管理新场景框架图 

会议的最后，杨馆长赞许了项目团队取得的阶段性工作成果，饶有兴趣地一页一页翻动

着手里的调查报告和新场景建设框架图，说到：“智能技术的普及应用，为我馆公共文化服

务带来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和改革的路径。我们以智能采访系统、融媒体资源智慧管理、智慧

机器人协同管理三个试点场景作为我馆智慧化转型的切入点，未来可以更好地推动我馆的智

慧化转型！” 

 

4 无限风光，在挑战中把握新的机遇 

三大智慧场景在收获掌声和赞誉的同时，在项目推进的专家论证会上也有一些专家尖锐

地指出：“新场景纵然有诸多优点，但是它的弊端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在读者隐私和数字鸿

沟方面。数据是智慧的源泉，当后台自动获取读者的行为数据时，如果读者的数据被非法获

取并利用，可能会产生非法数据交易和欺诈等问题。而且许多智能系统的运行是黑箱操作，

辅助决策的透明度和可理解性大大降低，系统计算结果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可靠性如何保证？

此外，智慧场景对馆员和读者的数字素养设置了隐形的门槛，在建设智慧场景时如何确保公

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和社会化，如何去弥合数字鸿沟呢？”面对这些声音，杨馆长

悉数接纳，并坚定地说道：“这些问题确实是新场景落地时不可避免的痛点。我馆在探索图

书馆智慧场景建设的过程中，一定会注意和找到专家们所给我们提出的宝贵建议。我们在新

场景设计时一定会考虑到包容性，同时针对提出的问题项目团队探索更好的解决方案。” 

在杨馆长和徐主任的带领下，首都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智慧场景建设势如破竹，使得

馆藏资源利用率、读者到馆率和图书馆的受欢迎程度不断提升，成绩斐然。如今，首都图书

馆在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探索之路上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战略合作、

大兴国际机场分馆的智慧图书馆管理平台、以及如火如荼的北京城市图书馆“森林书苑”建

设等等。在接下来的征程中，首都图书馆将继续深化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在目前的三

个试点智慧场景中吸取经验教训，将更多的智慧场景推广至新馆、乃至国内其他图书馆，使

得首都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智慧化建设踏上更高的台阶。 

 

5 未来可期，路在脚下 

回顾首图智慧场景建设之路，是一条披荆斩棘的探索之路。首图及时把握新一轮科技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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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浪潮，视角向外学习信息技术的优秀应用案例，视角向内认真审视业务中存在的严峻问题，

通过制定场景框架和行动方案，逐步推进，推进智慧场景的落地，走出一条从传统图书馆向

智慧图书馆转型的创新之路。然而，如何利用智能技术跨越群体间的“数字鸿沟”？如何跨

越科学与应用之间的“技术鸿沟”？如何有力发挥首都图书馆在全国的引领辐射作用和北京

城市经济发展的智力支撑作用？这是首都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们未来建设智慧图书馆和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面临的新问题。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杨馆长将带领首图人继续砥砺前

行…… 

 

 

 

案例思考题 

1. 结合案例，请思考首都图书馆怎样进行智慧化场景建设的决策过程？ 

2. 根据首图建设智慧场景的过程，试分析如何展开的信息资源建设与规划？ 

3. 结合首图图书馆实践，讨论智慧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中的智慧场景都可以做

什么？ 

4. 从图书馆智慧场景的现实案例出发，谈一谈未来智慧图书馆建设将会面临哪

些挑战？ 

5. 智慧图书馆脱胎于传统图书馆，结合案例并基于图书馆学体系结构，谈谈智

能时代环境下，智慧图书馆体系结构如何对图书馆学体系实现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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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使用说明： 

 

打造智慧化首都图书馆，建设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一、教学目的与用途 

1、本案例主要适用于：本案例适用于《信息资源建设》或其它相关课程的教学。 

2、本案例适用对象：本案例适用对象为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管理、图书馆等相关

专业的本科生、图情专业硕士等学员。 

3、本案例教学目标：通过对本案例的分析和讨论，让学员充分掌握和理解以下关

键知识点： 

（1）信息资源建设的影响因素 

（2）信息资源建设与规划的原则与内容 

（3）信息资源建设与规划中智慧图书馆体系的演变 

二、启发思考题 

1. 结合案例，请思考首都图书馆怎样进行智慧化场景建设的决策过程？ 

2. 根据首图建设智慧场景的过程，试分析如何展开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与规划？ 

3. 结合首图图书馆实践，讨论智慧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中的智慧场景都可以做什

么？ 

4. 从图书馆智慧场景的现实案例出发，谈一谈未来智慧图书馆建设将会面临哪些

挑战？ 

5. 智慧图书馆脱胎于传统图书馆，结合案例并基于图书馆学体系结构，谈谈智能

时代环境下，智慧图书馆体系结构如何对图书馆学体系实现传承与创新？ 

三、分析思路 

本案例按照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设计了启发思考题，从基本的案例信息过渡到信

息资源建设知识点的掌握与运用，再到信息资源建设与规划的分析与讨论，旨在帮助学员掌

握正确的案例分析思路，同时加深对信息资源建设以及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本质理解和灵活运

用。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目标（目的）来灵活使用本案例。这里提出本案例的五个启发

思考题的分析思路，供教师授课时参考。如图 1所示。 

第一问：首图建设智慧场景过程中都做过哪些重要决定？通过梳理重要决策点，明

晰智慧场景建设中遇到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第二问：从构想到落地，梳理首图构建智慧场景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并总结形成信

息资源建设与规划的策略。 

第三问：引导学生运用信息资源建设与规划相关理论，以服务和管理两个视角归纳

首图智慧场景能够实现的功能，以及功能实现的机理。 

第四问：通过引导学生阅读案例，并启发学生联想其他行业中智能技术带来的负面

影响，总结智能技术对智慧图书馆建设带来的挑战。 

第五问：进行传统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的对比，将新的信息资源管理与服务模式与

传统模式相比较，提炼出智慧图书馆体系对图书馆学体系的传承与创新。进一步拓展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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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范围，将主题延伸到智慧图书馆体系，使学员完整地把握智慧图书馆建设框架。 

 

图 1 案例分析思路 

四、理论依据与分析 

1.结合案例，请思考首都图书馆怎样进行智慧化场景建设的决策过程？ 

【理论依据】 

信息资源建设的影响因素 

（1）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技术对图书馆的信息资源结构、馆藏信息资源获

取方式、信息资源质量评价、信息资源保障方式及馆藏文献购置经费产生巨大影响。 

（2）数字经济的兴起：数字经济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渗透到社会各个

领域，推动数字社会的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数字经济”和“数字中国”。数

字经济为信息资源建设注入新动力，推动信息资源管理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3）国家政策与法律环境：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作为选择、收集、组织、布局、开

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社会性活动，受到国家的政策与法律制度重要的推动作用、直接的

指导作用和有效的调节作用。 

（4）文献出版发行状况：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信息资源成为

图书馆信息资源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改变了图书馆信息资源采集的工作流程、

工作模式与规划、经费结算方式。 

 

【问题分析】 

首都图书馆进行智慧化场景建设过程中主要围绕着三个决策点的问题进行展开，分

别为： 

（1）建设中是围绕“智慧”还是“智能”？通过明晰“智能”与“智慧”的关系，

确定智慧场景的设计理念及构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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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图目前的现实业务中有哪些待改进的需求？通过调研学习确定首图的业务

需求，进而分析智慧场景的建设路径和业务功能； 

（3）新技术为馆员带来了怎样的冲击？通过分析新技术的具体应用和风险，阐述

新技术为馆员的工作和能力带来机遇与挑战。 

 

2.根据首图建设智慧场景的过程，试分析如何展开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与规划？ 

【理论依据】 

A.信息资源建设与规划的原则： 

（1）实用性原则：实用性原则是指图书馆要从实际使用需要出发，规划、选择、搜

集、整序、组织和管理信息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现代图书馆的根

本特点是以人为本，图书馆一切工作都要从读者的利益出发。 

（2）系统性原则：在建设信息资源时要从整体出发，注意系统要素的各种联系，从

各种联系中综合考察事物，从而从整体上正确揭示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规律。 

（3）特色化原则：图书馆信息资源特色化，是指一个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应该具有

自己独特的风格，具有与其他图书馆信息资源不同的特点。 

（4）共建共享原则：共建共享原则是指图书馆之间、图书馆与其他信息机构之间，

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科学规划、分工协作、共同建设、互惠互利，建立相互联系、相

互依存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B.信息资源建设与规划的内容与组织 

（1）信息资源建设与规划的目标、约束与结构。包括组织的战略目标、内部和外部

环境、内部约束条件、信息资源建设的总目标和完成规划的具体衡量标准等。 

（2）当前的能力状况。包括硬件情况、软件情况、应用系统及人员情况、硬件与软

件人员及经费的使用情况、项目进展状况及评价。 

（3）对影响计划的信息技术发展的预测。信息资源建设与规划要受当前和未来信

息技术发展的制约。 

（4）近期计划。主要包括硬件设备的采购时间表、应用项目的开发时间表、软件维

护与转换工作时间表、人力资源的需求、人员培训的时间安排、财务资金需求等。 

C.智慧图书馆的特点以及构建原则 

智慧图书馆的特点： 

（1）智能化：管理和服务智慧化； 

（2）个性化：感知读者需求及偏好； 

（3）人性化：以用户体验为中心，强调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智慧图书馆的构建原则主要有 

（1）资源服务原则； 

（2）资源利用原则； 

（3）以人为本原则； 

（4）服务读者原则； 

（5）统筹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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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析】 

从首图信息资源建设与规划的效果来看，依据智慧图书馆智能化、个性化、人性化的特

点，首图力图达到以下效果： 

（1）亲民：体现在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效果上，以满足读者需求为出发点，拉近图书

馆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为读者带来舒适性和阅读新体验。体现实用性原则。 

（2）特色：体现在信息资源和内容上，充分发挥首图在优秀文化作品创作生产传播、

文化精品活动举行、文化品牌影响力提升方面的图书馆前期建设优势。体现特色化原则。 

（3）智慧：智慧贯穿智慧场景设计、建设、管理、服务的主线，在新馆设计和日常运

营中也要注重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形成一体化的集成智慧管理。体现系统性原则。 

在信息资源建设与规划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首都图书馆智慧场景建设采用的策略为： 

（1）学习调研：学习其他图书馆和企业的先进应用，剖析业务流程和服务需求； 

（2）需求驱动：从读者需求和图书馆管理需求两方面考虑改进方案； 

（3）业务分析：按需求划分各部门业务归属，分析功能、业务以及馆藏特色； 

（4）场景建模：根据现有技术条件以及诉求，选定一个新场景，并确定新场景建设目

标和功能定位； 

（5）虚拟抽象：从实际工作中，厘清新场景的作用机理和业务流程，形成抽象的逻辑

概念； 

（6）上路实施：形成这一新场景的总体框架，基于这一框架上路实施； 

（7）保障机制：在保障机制的监管下完善框架实时过程。 

 

3.结合首图图书馆实践，讨论智慧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中的智慧场景都可以做什么？ 

【理论依据】 

信息资源建设与规划的内容 

（1）信息资源体系规划：就是根据信息资源体系的功能要求，来设计这个体系的

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 

（2）信息资源的选择与采集：通过各种途径，选择与采集信息资源，建立并充实馆

藏，扩大“虚拟馆藏”是信息资源建设的基础工作。 

（3）馆藏资源数字化与数据库建设：图书馆应通过计算机和大容量的存储技术、

全文扫描技术、多媒体技术，将馆藏中有独特价值的印刷型文献转化为扫描版全文电子

文献，制成光盘或网上传播。 

（4）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图书馆可以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开发，组织成为

自己的虚拟馆藏。由于虚拟馆藏汇集了全球范围内有关专业的信息资源，其网络终端无

论延伸到何处，连接终端的用户都可以自由地利用信息资源，使图书馆和各类信息机构

不仅有了丰富的资源保障，而且为拓展其服务功能创造了条件。 

（5）信息资源的组织管理：主要是指图书馆对本馆拥有的信息资源和可存取的信

息资源进行的组织管理，包括对入藏的文献信息资源进行加工、整序、布局、排列、清

点和保护，以及对数字化信息资源进行整合。 

（6）信息资源共建与共享：通过整体规划与图书馆之间的分工协调，建设相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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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7）信息资源建设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问题分析】 

智慧图书馆中智慧场景的功能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基础服务场景建设、管理服务

场景建设、拓展服务场景建设： 

（1）基础服务场景 

①智慧流通与导航服务：多重身份的无感验证，实现与馆内的智能书架、智能座位、行

为检测器、门禁闸机的全息互联，方便读者实现阅览室及书库的自助借还流程。 

②智慧空间服务：图书馆实体空间进行全生命周期虚拟映射，为中央管理系统提供高效

智慧管理方案，形成泛在智慧的图书馆生态体系。 

③智能采访系统：在信息资源的选择与采集方面，进一步扩大网络信息资源“虚拟馆藏”。

利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各大社交网络中的新书数据及书目数据。识别读者实际借阅偏好，构

建读者画像，构建智慧采编闭环。 

（2）管理服务场景 

①智能场馆管理：整合分析图书馆运营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要素，智能响应图书馆学科

服务、场馆活动、公共安全等各类业务需求。 

②智慧安全体系：通过构建“敏感词汇”数据库，设置图书馆馆藏安全预警阀，有效实

现智慧场景中信息资源流动的安全保障工作。 

（3）拓展服务场景 

①智慧机器人协同：与各智能设备实现高度协同，提供实时库存盘点、智能咨询、定位

导航、智慧流通等多项服务，可将采集的实时数据同步至中央系统数据库。 

②数字人文建设：运用智慧数据复原与重构，真实再现历史文化的虚拟场景与镜像空间。

提供全感官沉浸式体验，实现对历史文化的深刻洞察，推动古籍的创新利用以及共建共享中

保护文化遗产，强化智慧场馆的学习与定制功能。 

 

4、从图书馆智慧场景的现实案例出发，谈一谈未来智慧图书馆建设将会面临哪些

挑战？ 

【理论依据】 

现代信息资源的整体特征： 

（1）数据急剧增长，载体形式多样。信息资源数量的庞大和载体多样化，为信息资

源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源，也给信息的鉴别、选择、采集带来了困难。 

（2）内容重复交叉，分布广泛分散。是各学科间的渗透、交叉、转移、结合的趋势

日益加强，使知识的产生和文献的出版相互交叉、彼此重复。 

（3）信息繁杂无章，价值差异明显。突出表现在网络信息方面，信息内容处于经常

变动状态，信息资源更迭、消亡无法预测，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缺乏管理机制。 

（4）信息老化快，文献时效缩短。信息与知识的新陈代谢频繁，对信息资源的选

择、收集与剔除，信息资源的布局与规划，文献信息的保存与利用等，有重要影响。 

（5）信息成为资源，竞争共享并存。信息成为重要资源，人们对信息资源的争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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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益激烈。 

【问题分析】 

（1）信息技术的快速更迭对图书馆员的技能和素养提出挑战。智能时代技术与知识的

新陈代谢频繁，传统图书馆员的人文素养和技能水平将无法支撑智慧场景及智慧图书馆建

设。智慧图书馆员的素养和价值，是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核心焦点。如何协调图书馆员与智慧

图书馆机器人的分工协作，挖掘各自职能所长，培育新一代高素质图书馆员队伍，也是智慧

图书馆建设需要思考的问题。 

（2）智慧图书馆的“智慧”内核能否实现。智慧图书馆更关注“人”的智慧主导和关

键。“智能”聚焦于智能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关注的是物的智能和自动化；“智慧”需要兼

备人的智慧和物的智能，人与物的优点相得益彰、相互融合、协作发展，能够面向用户提供

深层服务和智能分析。因此，如何跳出设备和技术的单纯应用，贯彻落实“智慧”这一宗旨，

对智慧图书馆的构建和评估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3）信息和数据作为珍贵资源，在开发与竞争的权衡中，可能会为智慧图书馆建设带

来伦理风险。人工智能的黑箱原理可能会让知识推荐算法以及辅助决策的透明度和可理解性

大大降低，从而难以确保智能检索结果或者参考咨询服务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此外，由于数

据采集，用户的隐私安全可能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受持续的威胁。但是如果读者的数据被

非法获取并利用，可能会产生非法数据交易、欺诈、诈骗的问题。 

 

5、智慧图书馆脱胎于传统图书馆，结合案例并基于图书馆学体系结构，谈谈智能

时代环境下，智慧图书馆体系结构如何对图书馆学体系实现传承与创新？ 

【理论依据】 

A.图书馆学体系 

图书馆学体系结构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技术方法、图

书馆史等知识元素构成的整体。刘国钧在著作《图书馆学要旨》中提出图书、人员、设

备、方法是构成图书馆的四要素，以这四个要素为依据提出图书馆学体系。 

 

图 2 刘国钧的图书馆学体系 

B.智慧图书馆体系构建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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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图书馆概念：智慧图书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之一，是建立在物

联网和数字图书馆基础之上的新型图书馆，具有物联网和数字图书馆的双重特征。 

智慧图书馆的服务体系和功能：智慧图书馆是一个由若干部分相互联系构成的统一

综合体。其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人的智慧和物的智能，这里的“人”包括馆员，“物”包

括图书馆各类系统设备的配置和技术的应用。智慧图书馆是未来图书馆提升服务理念、

创新管理形态转型的新趋向。智慧图书馆的服务体系和功能布局如图 3所示。 

 

图 3 智慧图书馆的服务体系和功能布局2 

【问题分析】 

刘国钧提出图书、人员、设备、方法是构成图书馆的四要素。智能时代下，智慧图

书馆首先是互联互通的，图书、读者、工作人员、机器设备彼此连接感应，形成深度协

同的泛在网；其次，数据是智慧的源泉；最后是智慧，数据驱动的智慧化能力是智慧图

书馆的最终表现。 

智慧图书馆体系主要从实体图书馆智能场景建设、基于虚拟化技术场景的云服务集

群建设及智慧化场景集成管理建设三大方面调整。智慧图书馆的体系结构如图 4 所示。 

 

 
2 初景利,段美珍.从智能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28(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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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智慧图书馆体系结构 

 

五、背景信息 

1.本案例提供附件 1、附件 2以及视频 

附件 1-《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快新场景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3年）》 

附件 2-北京城市图书馆简介以及建设后续进展 

附件 3-北京城市图书馆简介(视频) 

2.教师可再扩展其他背景资料 

 

六、关键要点 

1.案例分析关键点 

（1）把握首都图书馆智慧场景建设过程中的决策点，即建设中是围绕“智慧”还是“智

能”？首图目前的现实业务中有哪些待改进的需求？新技术为馆员带来了怎样

的冲击？ 

（2）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与规划的影响及应用前景，让学生理

解智慧场景的现实价值和重要性；理解智慧场景与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和智慧图

书馆的关系，以及智慧图书馆与公共文化服务之间的关系。 

（3）通过案例学习，使学生把握首都图书馆建设智慧场景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理

论框架和实践两个维度深刻理解智慧图书馆建设框架。 

2.关键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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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资源建设与规划。包括信息资源建设的决策过程，信息资源建设的影响因素，

信息资源建设的原则及主要内容，信息资源建设的新技术，信息资源的选择与采

集，信息资源的配置，信息资源布局。 

（2）智慧图书馆体系。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的影响及创新路径；智慧

图书馆建设的体系以及未来发展前景、建设路径及方式、方法； 

3、能力点： 

（1）思政教育理论联系实际，在首图智慧图书馆转型和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促使学生

思考图书馆及情报领域在公共文化服务中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 

（2）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激发学生运用所学的专业理论解决图情领域专业知识

应用的现实问题。 

（3）通过案例教学设计，在分析首图困境与解决方式中，培育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 

 

七、建议课堂计划 

本案例可以作为专门的案例讨论课来进行，通过采取小组讨论的方式分析本案例，完成

本案例的教学目标。以下按照教学课程时间进度、课堂讲授思路、板书建议以及所需的教学

设备及材料提供的课堂计划建议，仅供参考。案例课课堂时间为 90分钟。 

1.课前计划 

根据课程教学班级学生专业结构和知识背景，对课程教学班级的同学进行分组，每组人

数控制在 3-4人，将案例正文及启发思考题电子版发给每个小组，请同学们上课之前完成材

料阅读，了解首都智慧场景建设的背景、历程以及案例的基本情况及讨论问题。 

2.课中计划 

序号 内容 用具 教学活动 时间 

1 课堂导入 
PPT、首图视

频、白板 

教师带领学生回顾案例内容，介绍首都图书

馆相关情况并播放视频，并提出启发思考题 
10分钟 

2 小组讨论 PPT、白板 

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启发思考题。每道思考

题教师可以给予一定提示，引导小组讨论节

奏。应形成小组总体看法和结论。 

25分钟 

3 深入分析 白板 

与学生深入互动，引导每组回答问题，围绕

启发思考题进行分析，解释相关理论知识点

以及分析思考题时的应用。 

40分钟 

4 案例总结 白板+PPT 

教师就各小组分析问题的思路和解决的方

案进行点评并总结，简要阐明案例的关键

要点。提出问题供学生课后继续思考。 

15分钟 

3.课后计划 

（1）讨论分析问题并进行 PPT汇报或提交文字报告(二选一)： 

 在智能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慧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应用前景如何？有哪些

优缺点？ 

 在智能时代，我国智慧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方向及趋势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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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业形式：请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采用报告形式上交案例分析报告。 

4.提问逻辑 

（1）从“浅问题”到“深问题” 

“浅问题”指的是二元对立问题，“深问题”指的是开放性问题。类似“是不是”“对不

对”这样的“浅问题”仅适用于课堂节奏的把握，带有封闭性。 

（2）从“说明型”提问到“指向型”提问 

说明型提问，是指要求学生运用描述性语言来回答的提问，是以“怎样、如何”等词语

为特征的提问。指向型提问是指教师提出的问题对学生具有一定的指向性，通过这样的指向

可以引领学生进行开放式探究。 

5.板书建议 

首图建设智慧场景的背景

 十四五 

数字城市绿心

AI、VR、AR、5G、IoT

北京城市图书馆

一流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维度 内容

国家规划

北京规划

技术支撑

智慧化转型契机

首图使命

首图智慧场景的建设与规划

实现路径设计理念

亲民

特色

智慧

学习调研

需求驱动

  

首图建设智慧场景的功能与价值

智能采访

融媒体资源

智慧机器人

场景 功能

1.精准采购

2.个性化推送

1.深度互动

2.信息资源管理

1.智能客服

2.智能终端

智慧图书馆体系

实体图书馆

云服务集群

智慧化集成管理

  

 

6.所需的教学设备及材料 

（1）计算机支持。建议使用计算机及投影仪，便于 PPT和短片辅助教师讲授 

（2）视听辅助手段支持。Microsoft PowerPoint，教师可根据案例正文、思考题以及使

用说明制作 PPT；MP4 播放器，播放北京城市图书馆介绍短片。 

 

八、案例后续进展 

无 

 

九、其他教学支持材料 

1.肖希明.信息资源建设.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吴慰慈. 图书馆学概论[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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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饶权 .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 :开启图书馆智慧化转型新篇章 [J].中国图书馆学

报,2021,47(01):4-14. 

4.Gul S, Bano S. Smart libraries: an emerging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ical habitat of 21st 

century[J]. The Electronic Library, 2019, 37(5):764-783. 

---------------------- 

注释：案例作者：王晰巍，女，吉林人，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信息资源管理，E-

mail: wxw_mail@163.com；罗然，女，吉林人，吉林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信息行

为，E-mail: luoranss@163.com；李玥琪，女，吉林人，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

网络舆情；邱程程，女，吉林人，吉林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网络舆情。本案例按照

调研机构及当事人的要求，作者对案例所涉的机构名称、人员及相关数据等，做了必要的掩饰性处理。本

案例仅供课堂教学之用，无意倡导或暗示某种管理体制和技术实践比其他的管理体制更为有效或者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