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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视域下智慧图书馆用户画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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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户画像是真实用户的虚拟代表，是大数据时代智慧图书馆用户研究的有力工具，但目前国

内图书馆界对用户画像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深入。 为了更加全面清晰地认识用户画像和更好地为智慧

图书馆建设服务，本文在厘清用户画像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将智慧图书馆用户画像划分为面向设计的

图书馆用户画像与面向营销的图书馆用户画像，并介绍了二者在内涵、特征、创建方法和创建步骤上的

区别与联系。 面向设计的用户画像将用户特征植入独特的人物角色并扎根于团队成员的产品设计中，
有利于智慧图书馆产品优化和服务创新；面向营销的用户画像通过与推荐算法结合运用，可以完成智

慧图书馆内“书”与“读者”的精确匹配。 图 ３。 表 ４。 参考文献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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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研究一直是图书情报领域的重要研究

内容之一，不同专家学者从用户需求［１，２］ 、用户感

知［３，４］ 、用户素养［５］ 、用户体验［６，７］ 、用户心理［８］ 、
用户行为［９，１０］ 等多个视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

讨。 然而，由于技术条件的制约和数据的缺失，在
实际的用户服务中图书馆难以对用户进行细粒

度的刻画，无法准确掌握用户的真实需求，以致

很多研究成果只能停留在理念和思想层面。 但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智能终端、５Ｇ 网络、大数

据技术、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与设备为图书馆领

域的用户研究带来了新的内容，提供了新的机遇。
用户画像即是大数据时代用户研究的有力工具

之一，可以将用户的心理、行为、实时状态、场景需

求等有效融入到图书馆服务中。 用户画像在图书

馆领域的应用，为智慧图书馆的到来提供了必要

的技术支撑，也为图书馆提供精准化、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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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条件。

１　 相关研究回顾

１ １　 从用户画像到自动用户画像

（１）用户画像的概念。 关于用户画像，最通

俗的解读就是“真实用户的虚拟代表”，此概念起

源于 交 互 设 计 领 域。 交 互 设 计 之 父 Ａｌ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１１］ 认为，用户画像（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并不是真实

的人群，但它们基于人们真实的行为和动机，并
且在整个设计过程中代表着真实的人群，是在实

际用 户 行 为 数 据 基 础 上 形 成 的 综 合 原 型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ｅ）。 Ｄｊｉｌａｌｉ 等［１２］ 将用户画像

定义为包含用户特征、目标和需求等信息的用户

描述模型。 Ｊｉｓｕｎ 等［１３］ 认为，用户画像是有着共

同行为特征的用户群的虚拟代表。 宋美琦等［１４］

认为，用户画像的实质是标签化的用户全貌。 余

传明等［１５］ 认为，用户画像是根据用户人口统计学

信息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ａｔａ ）、 社 交 关 系 （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和行为模式（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ａｔ⁃
ｔｅｒｎｓ）等信息而总结、抽象和挖掘出来的标签化

用户模型。
关于用户画像的定义，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有

着各自不同的表述方式，但从以上几个比较典型

的定义可以看出，其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谓

用户画像，就是基于用户真实数据抽象出来的用

户模型。 与用户画像应用之初不同的是，在大数

据时代，可供采集和挖掘的用户数据维度更多、
数量更大，目标用户的特征更具体，生成的用户

画像也更清晰真实。
（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与 Ｕｓｅ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 的关系。 用户画

像对应的英文为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或 Ｕｓｅ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国内许

多学者将两者等同起来，如南京大学的陈慧香、
邵波［１６］ ，吉林大学的张海涛［１７］ 等等。 但严格来

讲，二者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首先，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来自

交互设计领域，而 Ｕｓｅ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 来自营销领域；其
次，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的主要使用对象是人（给人看的），而
Ｕｓｅ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 的主要使用对象是机器（给机器看

的）。 当然，二者虽有区别，但也存在着相辅相成

的关系，二者的结合运用有利于从设计和营销两

个层面为用户提供好的产品与服务。 对图书馆而

言，首先基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来设计、开发和组织信息产

品与服务，然后再基于 Ｕｓｅ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 将信息产品与

服务推荐或提供给合适的用户。
（３）用户画像的应用。 目前，用户画像已经

广泛应用于广告、电子商务、系统开发、产品设计、
社交媒体、市场营销和教育等领域。 这些领域利

用用户画像对市场进行细分，深入了解用户需求、
偏好，以更有效地与用户互动。 如，Ｊｉｓｕｎ 等［１８］ 开

发了一种基于社交媒体受众行为和人口统计数

据自动创建用户画像的方法；再如社会化问答平

台［１９］ 、社会化问答社区的用户画像构建［２０］ ，以及

用户画像技术在视频推荐中的应用［２１］ 等。
近年来，图书馆领域对用户画像的研究也开

始增多。 例如，许鹏程等［２２］ 对数字图书馆用户画

像模型的构建进行了研究；杨帆［２３］ 介绍了用户画

像技术在国家图书馆数据管理与分析平台项目

中的应用情况，提出了基于读者画像与资源画像

的图书馆大数据平台的构建方法；张锐［２４］ 提出了

基于动态精准画像的图书馆个性化推荐系统；陈
慧香、邵波［１６］ 从定义、算法与技术、模型构建、实
践应用、问题与策略等方面介绍了国外图书馆领

域用户画像的研究状况。
（４ ） 自 动 用 户 画 像。 自 动 用 户 画 像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Ｇ） 是基于用户

海量且定期更新的数据自动生成的，相较于以访

谈、焦点小组等方式创建用户画像的方法前进了

一大步，近乎实时生成且更加客观准确。 如卡塔

尔航空公司（ Ｑａｔａｒ Ａｉｒｗａｙｓ）在应用 ＡＰＧ 后，机票

预订额上升了 １６ ３４％ ［２５］ 。 在大数据环境下，自
动用户画像有着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１ ２　 从藏书楼到智慧图书馆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阮冈纳赞

（Ｒａｎｇａｎａｔｈａｎ）在其著名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中

如是说。 事实证明，图书馆的每一次发展都离不

开技术的革新与参与。 印刷术与造纸术的不断进

步，让图书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传统藏书楼被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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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所取代；数字技术、计算机科

学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让传统图书馆迈入了数

字图书馆时代；而今，大数据技术、第五代移动通

信技术、智能终端、云计算等高新技术与设备为

业界不断孵化出新工具、新手段，为我们开启了

智慧图书馆的大门。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每个读者有其书”“每本书有其读者”“节省读者

的时间”这三条定律才算找到了真正落地的技术

条件。 不同技术环境下图书馆“读者”与“书”的

对应关系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不同技术环境下图书馆“读者”与“书”的对应关系

图书馆形态 藏书楼 传统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

读者 少数人 特定读者群 授权用户 授权用户

书
珍稀、

收藏为主

普通、

开架阅览

纸质与电子、

开架与在线

知识单元、

个性化服务

　 　 曹树金等提出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应该以读

者需求的精准识别为起点［２６］ 。 用户画像正是实

现读者需求精准识别的关键技术与有力工具。
通过基于大数据的用户画像，智慧图书馆可以精

准把握读者特点、洞察读者需求、引导读者体验、
提高服务效率和效能，实现智慧图书馆的个性

化、精准化服务［２７］ 。 用户画像已在精准营销、广
告投放、产品设计等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

用，在图书馆领域用户画像可以应用到需求分

析、用户统计、战略规划、服务创新、产品定制、效
果评估、精准营销等诸多方面。

２　 智慧图书馆用户画像的创建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图书馆界对用户画

像的研究侧重其营销功能，而忽视其产品设计的

功能。 其实，用户画像起源于交互设计领域，以产

品设计与开发为目的；兴盛于电子商务、精准营

销领域，以营销推广为目的。 两个领域的用户画

像既有区别又有相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都需要

知道用户需要什么；区别在于前者解决为用户提

供什么的问题，要根据用户需求设计出好的产

品；后者解决用户与产品的匹配问题，将对的产

品提供给对的用户。 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和应用

方向，我们可以将用户画像划分为面向设计的用

户画像和面向营销的用户画像。 相应地，智慧图

书馆用户画像可以划分为面向设计的图书馆用

户画像和面向营销的图书馆用户画像两大类型。

２ １　 面向设计的图书馆用户画像
２ １ １　 内涵、特征、层级与功能

面向设计的图书馆用户画像是虚构出来的

典型用户，借助用户的行为、目标和动机来分析用

户的真实诉求，利用定性、定量或定性定量结合等

方法创建。 面向设计的图书馆用户画像的内涵、
特征、层级、功能及原则如表 ２ 所示。 本文将面向

设计的图书馆用户画像的应用场景划分为三个

层级。 首先，从宏观层面上，将用户画像应用到智

慧图书馆的空间布局、功能与服务的整体设计中。
该类用户画像适用时间长，更新周期也长，所涉及

的设计方案往往成本高，要求具有较高的前瞻性

与科学性。 比如将用户画像应用到新馆的设计与

建造中，至少要求根据用户画像所设计的新馆能

基本适应未来若干年内的读者需求。 其次，从中

观层面上，将用户画像应用到智慧图书馆的服务

战略与业务规划中，该类用户画像适用时间与更

新周期适中。 最后，从微观层面上，将用户画像应

用到智慧图书馆具体服务项目或信息产品的开

发与设计中。 该类用户画像适用时间与更新周期

较短，随着具体项目或产品的生命周期的终结就

不再有效。 当然，在智慧图书馆某一项具体的设

计任务当中，需要创建多个用户画像以代表不同

的用户类型。 比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图书

馆在其新馆设计时成功地塑造了 １０ 个用户画像

（４ 名教员、２ 名研究生、４ 名本科生），并以此作为

未来新馆不同类型用户的虚拟代表［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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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面向设计的图书馆用户画像的内涵、特征、层级、功能及原则

内涵 特征 层级 功能 原则

基于用户真实诉

求 虚 构 的 典 型

用户

关注用户行为、 目

标、动机；
注重 Ｗｈｙ 层面的

信息

宏观：空间布局、整
体设计等；
中观：服务战略、业
务规划等；
微观：服务项目、信
息产品等

产品定义的假设、
假设验证；
具象化目标用户；
招 募 用 户 调 研

对象；
图书馆员快速了解

目标用户；
……

以用户为中心 （ Ｕｓｅｒ － ｃｅｎ⁃
ｔｅｒｅｄ）；
目标导向型（Ｇｏａｌ－ｄｒｉｖｅｎ）

　 　 如表 ２ 所示，面向设计的图书馆用户画像具

有以下功能。 首先，用户画像是智慧图书馆空间、
服务或产品设计的前提和基础，在解构、聚类用

户需求之后能对相应产品或服务有更清晰的认

识，完成产品定义的假设及假设验证。 其次，面向

设计的图书馆用户画像是为产品的开发和设计

服务的，好的用户画像往往取决于数据（Ｄａｔａ）、移
情（Ｅｍｐａｔｈｙ）与洞见（ Ｉｎｓｔｉｎｃｔ） 的完美结合，离不

开丰富的用户行为数据和设计人员的移情与洞

察力，用户画像与数据、移情、洞见的关系如图 １
所示。 好的用户画像的移情作用，有助于图书馆

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就目标用户的需求达成共

识，降低团队协作的复杂度。 其三，用户画像是对

目标用户的具象化，将用户特征植入独特的人物

角色，有利于馆员快速了解目标用户，并愿意采

取额外的努力，来开发对目标用户有用的产品，
而这些是抽象复杂的统计术语和泛化描述所做

不到的［２９］ 。 其四，图书馆用户画像可以作为招募

用户调研对象的参考，并作为衡量智慧图书馆相

关产品或服务设计效率和可用性测试的工具。
其五，用户画像有利于智慧图书馆后续精准服务

工作的推进。
２ １ ２　 需求分析

大数据环境下，智慧图书馆的建设需要利用

面向设计的图书馆用户画像技术来识别用户需

求，并辅助完成图书馆在空间、功能、服务等方面

的相应设计。 智慧图书馆的建筑样式、空间布

局、功能设计、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等并不是由智

慧图书馆本身决定的，应由图书馆和用户所构成

图 １　 用户画像与数据、移情、洞见的关系

的系统一起来决定。 比如，用户对图书馆提出智

能化的诉求，要求馆内设计智能通风、智能照明、
智能桌椅等，这些都需要在准确识别每类用户的

需求之后，再设计出相应的产品和功能。 新时代

图书馆用户需求趋向个性化、多元化、极致化，这
些日益增长变化的需求已经在倒逼和加速智慧

图书馆的早日破茧成蝶。 智慧图书馆只有对用户

有了清晰而全面的认识，才能根据用户的需求设

计出最好形态，同时主动适应用户需求的变化提

供精准的服务和创造良好的用户体验。
２ １ ３　 创建方法

国内学者将用户画像的构建方法划分为基

于本体的构建法、基于概念的构建法、基于主题的

构建法、基于话题的构建法、基于用户行为的构建

法、基于日志的构建法、基于多维的构建法和基于

融合的构建法等［３０］ 。 在对这些方法进行深入了

解之后，从用户信息的获取和分析方法来看，我们

可以将创建面向设计的图书馆用户画像的方法

分为三类，如表 ３ 所示。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定性

用户画像比较快速省力，是在时间和资金投入有

限的情况下可以优先选择的方法，但要注意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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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缺少数据支持所带来的风险；经定量验证的定

性用户画像融入了定量研究方法，有一定的数据

验证，适用于时间和资金比较充足的情形；定量

用户画像最严谨科学，需要进行大量专业深入的

定量研究，适合在时间、资金充足的情况下选择

使用。 因此图书馆在选择用户画像的创建方法

时，需要依据项目的实际需求而定。

表 ３　 面向设计的图书馆用户画像创建方法及归类

类型 创建方法 优点 缺点

定性用户画像

访谈、小组座谈、阶

省时省力

主观因素太强、缺少

梯法、透射法等定性

数据支持
研究

访谈、小组座谈、阶

经定量验证的 梯法、透射法等定性 有一定数据验证、 费时费力、成本较高

定性用户画像 研究、定量验证、 更可靠

数据建模

定性研究、定量验证、
定量用户画像

统计分析、机器学习等
大数据支撑、更科学 专业性、成本高

２ １ ４　 创建步骤

在设计领域，来自世界知名交互设计公司的艾

伦·库伯 （ Ａｌ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罗伯特·瑞宁 （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ｅｉｍａｎｎ）和大卫·克洛林（Ｄａｖｉｄ Ｃｒｏｎｉｎ）提出了目

标导向设计的方法，Ｌｅｎｅ Ｎｉｅｌｓｅｎ 提出了“十步用户

画像法”（１０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３１，３２］ 。 在此，以“十

步用户画像法”为例，介绍其包括的数据采集、形
成假设、验证假设、用户建模、构建画像、情形分

析、组织认可、传播知识、创设场景和持续更新等

１０ 个步骤，如图 ２ 所示。 （ １） 数据采集（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ｅｒｓ）。 通过定量数据采集明确用户对象，这
些数据可以来源于访谈、观察、二手信息、问卷、报
告、调查等方面。 （ ２） 形成假设（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Ｈｙ⁃
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通过数据分析对用户进行细分，初步

设定目标用户群的特征。 （３）验证假设（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再次审视用户偏好、需求、价值观以及图

书馆规划与目标等方面的数据，验证这些数据是

否支 持 前 面 所 形 成 的 假 设。 （ ４） 用 户 建 模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经过聚类分析，建立用户模

型。 （５）构建画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ａｓ）。 画像描

述需要包含 ５ 个方面的内容：照片、心理、背景、态
度和个性。 在画像创建的过程中，应该让全体馆

员了解画像是如何创建的以及为何创建。 （６）情

形分析（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明确用户使用产品

和服务的情形。 （７）组织认可（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ｙ－

ｉｎ）。 用户画像方法被视为向开发人员和其他人传

达用户需求的一种手段，应确保所有馆员对用户

画像与场景的描述达成一致，争取尽可能多的馆

员参与用户画像的构建过程。 （８）传播知识（Ｄｉｓ⁃
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将用户画像及相关的底

层数据传递给所有馆员。 （９）创设场景（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离开具体的应用场景，用户画像毫无

价值。 因此，要为用户画像创设相关的行为、目标

和时空场景，让用户画像更趋于真实，逼真的用户

画像可以为设计团队培养同理心。 （１０）持续更新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用户画像本身具有一定

的生命周期，图书馆需要随着环境变化适时对其

进行迭代调整［３２］ 。

７７



·智慧图书馆·

通过以上 １０ 个步骤的分析可以看出，用户画

像的创建过程是用户数据、团队协同、目标导向

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也是目标用户和理想产品不

断具象化的过程。 通过以上步骤，图书馆可以更

加深入地了解用户对产品设计的不同取向，如用

户喜欢和不喜欢什么，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他
们对产品的态度如何，他们将在什么样的场景下

使用图书馆所设计的产品，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

图书馆都将获得更加清晰而全面的认识，从而为

接下来的设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随着用户

画像研究的深入及相关实践的发展，一些公司借

助相关的数据分析技术与工具可以实现用户画

像的快速生成与优化。 比如，一些互联网公司在

产品设计前期会使用 Ｇｏｏｇｌ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提取用户

信息，高效制作用户画像，并通过持续提取和分

析线上行为数据对其加以完善［３３］ 。

图 ２　 十步用户画像创建法

２ １ ５　 相关案例

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图书馆尚未成型，所

以还没有用户画像在智慧图书馆中的应用实践。

但将用户画像技术应用于图书馆服务设计的案

例早已有之，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利伯堤大学、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都将用户画像引入到图书

馆中［３４］ 。 其中，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更是提供了

用户画像应用的详细过程信息，便于我们学习和

借鉴。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在其新馆设计时成

功地塑造了 １０ 个用户画像（ ４ 名教员、２ 名研究

生、４ 名本科生），在设计过程中，该馆首先明确定

位了自身的需求，提出要打造 ２１ 世纪的研究型图

书馆和国内最佳学习协作空间，同时也认识到所

面临的挑战，即要以前所未有的空间和技术在全

新的学习环境中提供服务。 然后，通过数据采集、

用户假设、假设验证、聚类分析、画像创建、画像应

用等步骤该馆顺利地完成了图书馆用户画像创

建工作，并将这些用户画像应用到新馆的空间与

服务设计中［２８］ 。 建成后的新馆以绿色环保、空间

独特、理念超前、设备先进而著称，被誉为未来图

书馆的发展方向［３５］ 。 可见，面向设计的用户画像

在图书馆中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

２ ２　 面向营销的图书馆用户画像

２ ２ １　 内涵、特征与功能

面向营销的用户画像在本质上是定量的，是
用户属性、行为特征的集合，广泛应用于电子商

务、广告、精准营销等领域。 面向营销的图书馆用

户画像的内涵、特征、功能与原则如表 ４ 所示。 在

大数据环境下，面向营销的图书馆用户画像，更注

重于对用户借阅、浏览、预约、位置等各类历史行

为数据的获取，所获取的数据量越大，也就越能深

入了解用户需求，为用户的标签化、向量化提供更

多的数据支撑。 在标签化、向量化的基础上，通过

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技术的参与，可以对不同场

景下图书馆用户的行为进行准确预测，从而为图

书馆的精准营销、服务提升和效果评估等提供可

靠的数据参考。 目前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对用户画

像的研究，基本上属于面向营销的用户画像这一

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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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面向营销的图书馆用户画像的内涵、特征、功能及原则

内涵 特征 功能 原则

用户属性、行为特征的 　 关注用户行为、行为预测；

用户行为标签化、向量化；

集合，标签化、向量化 　 注重 Ｗｈａｔ 层面的信息

用户行为预测； 以用户为中心

精准营销； （Ｕｓ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服务提升； 目标导向型

效果评估； （Ｇｏａｌ－ｄｒｉｖｅｎ）

……

图 ３　 面向营销的图书馆用户画像创建流程

２ ２ ２　 创建流程

在大数据时代，面对多维度、异构化、海量级

的用户数据，图书馆将用户画像的创建交由机器

来处理，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数据处理效率，还可

对目标用户进行更多层次的粒度刻画，无限接近

真实用户的需求，甚至比用户自身更了解用户，

从而为用户精准匹配最合适的服务与产品。 在

数据为王的时代背景下，面向营销的图书馆用户

画像的创建流程，可以分为数据采集、数据处理、

数据应用三个阶段，如图 ３ 所示。

（１）数据采集。 图书馆用户的数据一般可以

分为静态数据、动态数据两大类。 静态数据主要

包括用户的人口统计属性，如姓名、性别、出生日

期、身份证号、通讯地址、电子邮件、电话号码、工

作单位、职称、职务、所学专业、文化程度等等，这

些数据一般通过图书馆用户注册信息可以采集

到。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智能设备的

普及，图书馆用户的线上、线下行为等动态数据

更多地被记录下来，诸如用户的位置、使用语言、

网站浏览频率、回访频率、互动度、终端品牌型号、
浏览器、操作系统、来源和媒介、链接通道等用户

特征与行为细节，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在采集系

统面前，为图书馆用户数据的采集提供了极大

便利。
（２）数据处理。 图书馆用户注册信息中的人

口统计学信息，如年龄、性别、专业等原始数据在

进行预处理、清洗之后，就可以直接作为用户画像

的描述数据。 而用户庞杂的历史行为数据，则需

要使用多种算法进行深入挖掘，如使用聚类算法

进行用户分群，使用 ＴＦ－ＩＤＦ、ＬＤＡ、Ｔｏｐｉｃ Ｍｏｄｅｌ 等

算法进行文本挖掘，使用机器学习、推荐算法完成

行为建模，通过机器学习、回归预测等方法对用户

行为进行预测，为用户侧的标签化做准备［３６］ 。

（３）数据应用。 面向营销的图书馆用户画像

的实质在于完成用户与内容的精确匹配，最终可

以归结为与推荐算法有效结合的问题。 经过数据

采集、数据处理之后形成的用户标签体系，为推荐

算法提供了用户侧的特征集合。 在推荐算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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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函数 Ｙ ＝ Ｆ（ Ｘｉ ，Ｘｕ ，Ｘｃ ）来表达不同环境下用

户对内容的满意度。 其中，Ｘｉ指内容（ Ｉｔｅｍ）变量，

如图书、期刊、论文、图片、视频等内容在关键词、

分类和主题等方面的特征；Ｘｕ 指用户（ Ｕｓｅｒ） 变

量，如用户的年龄、性别、专业等特征，刻画出用户

不同的兴趣取向；Ｘｃ 指环境（ Ｃｏｎｔｅｘｔ） 变量，在不

同场景下用户需求会有所偏移，如同一个用户在

旅游的时候喜欢看攻略，在考试前会偏向于查阅

试题集。 因此，环境特征是推荐算法要考虑的一

个重要维度，可通过以上三个变量来预测用户在

某一场景下对推荐内容的需求程度。 此外，推荐

算法还会引入热度特征与相似性特征来应对冷

启动与算法越推推窄的问题［３７］ 。

２ ２ ３　 相关案例

国内图书馆界关于面向营销的用户画像的

研究已经颇多，其中也不乏实证类的研究成果，

然而多停留在用户画像构建的模型和方法层面，

真正意义上的应用实践还不多见，甚至有学者认

为国内图书馆领域用户画像的真正实践尚未开

启，还没有用户画像真正投入实践的图书馆案

例［３８］ 。 其实，国内关于用户画像的实践已有尝

试，如国家图书馆就在用户画像的实践应用方面

进行了有益探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

验。 国家图书馆在其大数据项目中，通过 ＡＬＥＰＨ

系统、文津搜索系统和门禁管理系统等对资源元

数据、读者属性、行为数据进行采集；经过数据清

洗、迭代分析和数据关联等进行数据处理，构建

标签化体系，最终生成读者画像和资源画像并应

用到图书馆的服务优化和服务评估当中。 该项

目的顺利实施验证了用户画像方法的应用价值，

也为国内图书馆界用户画像的实践提供了有益

参考［２３］ 。

３　 结语
及时、有效、精准、智慧地为读者服务，并提高

读者满意度，是大数据时代图书馆发展的核心价

值，更是智慧图书馆区别于以往图书馆形态的根

本特征，其前提是充分了解读者及其需求，而大

数据视域下的用户画像不仅能将用户属性、行为、
目标和动机等特征展现无遗且实时更新，还能在

设计层面为图书馆的信息组织开发、业务规划等

提供依循［３９］ 。 面向设计的智慧图书馆用户画像

将用户特征植入独特的人物角色，并使团队成员

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来开发对实际用户有用的

产品，能够切实做到“每个读者有其书”，而这些

是常用的统计术语和泛化描述所做不到的［２９］ 。

大数据时代，信息过载和选择障碍困扰着每一位

图书馆用户，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节省读者的

时间”正是用户画像在智慧图书馆应用的价值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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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组织、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

构联合会联合发布《新冠病毒影响分析报告》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至 ４ 月 ９ 日，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组织（ＣＤＮＬ）联合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

会（ＩＦＬＡ）对全球 ５３ 个国家的 ５５ 个国家图书馆开展调查，并于 ４ 月 ２０ 日发布《新冠病毒影响分析报

告》，汇总分析了疫情对各国国家图书馆产生的影响，以及各国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措施。 调查结果

显示：
８５％的图书馆完全闭馆，１０％的图书馆关闭部分开放区域或实行限制性开放，并采取限定入馆人

数、加大座位间隔等限制措施；
６５％的图书馆关闭全部或部分办公区域，采取远程办公或居家办公方式，仅保留部分人员在岗；
９５％的图书馆全部取消国际出访，８７％的图书馆出台“居家办公”政策，７３％的图书馆全部取消员工

国内差旅，５８％的图书馆实施员工自我隔离、为员工分发防护装备，５３％的图书馆实行弹性工时， ３６％的

图书馆在办公场所安排体温检测；
８９％的图书馆向公众发布闭馆公告，８０％的图书馆取消所有读者活动，２９％的图书馆为到馆读者提

供清洁和消毒服务；
７５％的图书馆资金流动性受到疫情影响，２０％的图书馆需要向政府寻求经费支持，５０％的图书馆认

为政府可能会因疫情带来的财政危机而削减对本馆的经费支持；
６２％的图书馆积极增强数字和在线服务，５１％的图书馆为读者开发新的在线活动；
８０％的图书馆应对疫情已开展或计划开展替代性服务活动，包括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免费在线课

程资源，上线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培训，推出“云游”图书馆、馆员在线直播等活动。 　 此外，报告还列举

了各国应对疫情的最佳实践。 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在闭馆期间开展的“家庭朗读大赛” “为立法决策

机构提供疫情防控决策专题信息参考”两项活动分别被列为“在线服务最佳实践”和“公共卫生相关领

域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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