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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人机共生、价值共创为核心范式，通过技术融合、能力互补与制度重构，构建“效率–温度”

并重的智慧服务生态。研究提出“双轨制分工协作”模式，明确AI承担标准化任务，馆员聚焦高阶知识

服务，并通过组织重构与伦理治理保障协同效能，推动图书馆从“资源仓储”向“创新枢纽”的范式跃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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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enters on human-AI symbiosis and value co-creation as core paradigms, aiming to con-
struct an efficiency-temperature balanced intelligent service ecosystem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
tegration, capability complementarity and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 It proposes a dual-track di-
vision of cooperative model, where AI handles standardized tasks while librarians focus on high-
order knowledge services. By reorganizing institutions and implementing ethical governance, this 
framework ensures synergistic efficiency, propelling libraries from being “resource repositories” 
to becoming “innovation hubs” through a paradigm 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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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图书馆作为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机构，主要依赖人工开展文献资源收集与整理，为读者提供学

校资源、实现信息传播和服务社会。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人工方式与读者对精准和

个性化信息的快速获取需求成为当前的重要矛盾。人工智能的出现为图书馆向智能化和数字化方向转型

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服务质量提升和模式创新的关键手段[1]。 
AI 技术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体现，在图书馆的客户服务、图书检索与借还系统构建方面的效率提升

和质量改善展现出非凡实力[2]。需要注意的是，图书馆馆员在与读者的情感沟通、知识传播以及文化传

承等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当前，对于图书馆学领域，AI 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应

用层面，而对于其与馆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协同机制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据此，本研究将从协同发展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 AI 技术在图书馆业务中的应用、对图书馆馆员工

作的影响，以及两者如何实现优势互补、共生共进的发展理论，并进一步开展其与传统的协同统一新模

式探讨，为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2. AI 技术重构图书馆业务生态 

2.1. 智能客服与参考咨询 

AI 馆员通过自然语言处理与知识图谱技术重构了传统客服咨询服务模式。其通过与用户进行对话

交互，快速解答用户的问题、提供相关信息、指导用户进行操作等。例如，国内多所高校图书馆(如清

华、武大等)已部署智能客服系统，实现秒级响应[4]-[6]。AI 客服的 7 × 24 小时服务能力有效覆盖夜间

与节假日需求高峰，释放人力聚焦高复杂度咨询(如科研数据清洗、知识产权风险评估)，服务效率提升

47%。 
在参考咨询领域，AI 馆员依托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拓展服务深度，通过训练学科领域大模型

(如“智图 GPT”)，可辅助馆员完成学科竞争力分析报告撰写、学术趋势可视化图谱生成等任务。例如，

国内双一流高校大多集成了 AI 分支智能咨询系统，形成从用户需求、智能问答、智能推送及评价反馈四

个环节优化智能参考咨询服务模式[7]。值得注意的是，首先经 AI 初步筛选信息，再由馆员进行学术伦理

审查(如规避算法偏见、验证引文权威性)形成的“双轨校验”机制有效确保咨询服务兼具智能性与可信

度。 

2.2. 智能检索与推荐系统 

AI 馆员通过深度融合自然语言处理(NLP)与知识图谱技术，重构了传统检索模式。研究表明，这种

基于语义特征的文献资源检索方法的适配度在 98%以上，精度达到 0.97，显著提升了检索效率[8]。在个

性化推荐层面，AI 馆员实时分析用户检索行为、整合借阅历史、科研项目数据及学术社交网络行为，依

托协同过滤与深度学习算法，确保热门领域与冷门学科的均衡曝光。例如，通过识别学者研究阶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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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提供覆盖科研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动态嵌入式科研服务[9] [10]。 
值得注意的是，AI 推荐结果需经馆员审核以确保学术伦理，如规避算法偏见、验证资源权威性，形

成“智能筛选 + 人工校验”的双重保障机制。 

2.3. 自动化馆藏管理 

在“自动化馆藏管理”领域，AI 馆员通过整合射频识别(RFID)、物联网(IoT)与机器学习算法，重构

了传统资源管理模式。基于深度学习的 LSTM 网络分析历史借阅数据与学术趋势，动态预测图书流通需

求，并结合实时传感器数据优化排架策略，提升空间利用率。例如，武汉大学图书馆通过定时同步 RFID
数据与馆藏数据，实时显示图书位置和查找路径，并通过热力图分析读者活动轨迹，实现阅览区布局动

态调整[11]。此外，上海交通大学部署的智能盘点机器人搭载 UHF-RFID 读写器，可自主扫描定位百万册

藏书，保持盘点系统中图书的系统架位与实际架位一致，实现“数字孪生”化[12]。而且，AI 系统可进

一步与智能推荐引擎联动，根据用户行为数据自动触发滞架图书的跨校区调拨或数字化处理，构建“需

求感知–资源调度–服务响应”的闭环管理生态。 

3. AI 对传统馆员的影响 

3.1. 挑战 

AI 技术的普及对传统图书馆馆员的核心职能提出了多维挑战。首先，自动化系统逐步替代了基础业

务流程，导致传统编目、流通岗位需求锐减，迫使馆员从操作型角色转向技术协调与数据分析等复合职

能[13]。据 2024 年国际图联(IFLA)报告，全球 62%的图书馆已削减基础服务岗位，需要更好地适应困难

和转型时期，亟需掌握 Python 数据处理、AI 工具调优等技能以充分拥抱数字技术，维持竞争力[14]。其

次，AI 推荐算法基于用户行为数据的“精准投喂”模式，削弱了馆员在知识导航中的权威性。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服务伦理与人文价值的冲突。AI 系统依赖历史数据训练，易强化“马太效应”，

例如过度推荐高被引的论文而忽略小众优质资源，加剧学术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此外，AI 无法处理复杂

伦理困境，如涉及隐私的科研数据查询、争议性文献的获取权限判定等，仍需馆员基于职业准则进行人

工干预。这种“技术效率”与“人文温度”的张力，迫使馆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寻找新平衡，重

塑自身在智慧服务生态中的不可替代性。 

3.2. 机遇 

AI 馆员的出现对传统馆员提出挑战，同时也为其职业转型提供了新方法。其通过自动化处理文献编

目等基础业务，将人力从大量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可用于聚焦情感沟通和文化传承等高附加值的知

识服务。此外，其赋予馆员精准决策能力，从而实现采购策略的动态调整、空间布局的合理优化。这种

“人机协同”模式不仅解放人力提升效率，更重新定义了馆员作为“知识策展人”与“文化传承人”的

双重角色。 
基于 AI 的智能推荐系统，馆员有望为跨学科团队挖掘潜在合作方向、识别新兴研究热点，高效响应

复杂咨询需求。而且，借助 AI 在跨学科领域聚集和整理的知识，馆员可快速生成学科前沿报告，甚至开

发定制化信息素养培训课程。即，新技术的应用使得传统馆员的核心竞争力从信息管理转向价值创造，

实现从“资源保管者”到“创新赋能者”的跃迁。 

4. AI 与传统馆员协同发展理论 

AI 与馆员的协同遵循“功能互补–价值共生”双轨逻辑，互补理论聚焦能力适配，共生理论强调动

态互惠，形成“人训模型–模型助人”的增强回路，实现“效率–质量”的螺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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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互补理论 

二者的互补性体现为核心能力差异化整合与资源协同配置的双重优化。依托算力与算法优势，AI 能
高效处理借阅记录等结构化数据、需求预测和自动化分拣等多维任务，释放馆员体力与时间资源；比较

而言，传统馆员则凭借情境化认知、批判性思维与伦理判断能力，主导科研伦理咨询、文化记忆重构等

非结构化知识服务。二者能力边界的清晰划分，使图书馆形成“AI 处理广度、馆员深耕深度”的互补范

式。 

4.2. 共生理论 

二者的共生发展基础理论体现为技术赋能与人文价值的动态平衡。具体而言，AI 接管重复性任务，

释放馆员资源以聚焦知识服务创新，形成“数字提效、人类增值”的良性循环。更深层的共生理论在于

能力互补与生态共建。AI 以多模态资源库等前沿技术扩展服务边界，馆员以人文洞察力重塑技术应用的

伦理框架与社会价值。而且，馆员通过参与训练数据标注与算法修正，推动服务从“标准化”向“智慧

化”跃迁，使图书馆成为包容性知识生态的核心节点。 

5. AI 与传统馆员协同发展模式与策略 

5.1. “双轨制”分工协作模式 

二者的“双轨制”精准分工协作模式有望构建“效率–温度”并重的智慧服务生态。其中，AI 承担

如智能编目、资源流通预测和实时咨询应答等标准化、高重复性任务，使馆员双手得到有效解放。从而，

馆员具备更多精力用于策划如口述史采集等文化记忆保存项目、处理如敏感文献调阅审批等涉及隐私或

伦理争议的复杂咨询，提升读者文化认知与价值判断。 
此外，能力互补与流程耦合是双轨协作的进一步深化。其中，AI 通过数据分析为馆员提供决策支持，

而馆员通过领域知识反哺算法模型优化。例如，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协同过滤算法生成初选清单，馆员结

合文化背景与用户个性化需求进行二次筛选，提升准确率。 

5.2. 技术融合与能力共建 

在技术融合层面，数据驱动的智能工具与人类经验的深度嵌套为协同发展夯实基础。AI 整合实时资

源构建统一的知识管理平台，赋能馆员快速响应复杂需求。馆员则基于学科洞察避免伦理事故，提升服

务精准度。同时，AI 工具与馆员的专业知识形成“双向校准”，推动技术工具与学术生态的动态适配。 
双轨制范式下，能力共建的核心在于馆员技术素养与 AI 人文属性的协同进化。馆员通过系统性培训

掌握人机协作的关键技能，主导应用场景的设计与优化。与之相呼应的是，AI 系统可通过嵌入人文伦理

审查模块，辅助馆员在服务中平衡效率与价值，形成双向正反馈的闭环生态。这种“技术内化”与“人

文外显”的融合，使馆员从技术使用者转型为“智慧服务架构师”，而 AI 则从工具升维为“学术生态共

建者”，共同塑造“数据赋权、人文引领”的新型图书馆范式。 

5.3. 组织变革与制度保障 

在组织变革层面，AI 与传统馆员的协同发展需以岗位重构与跨部门协作为核心策略。图书馆通过设

立“技术协调官”、“AI 伦理专员”等新兴岗位，明确其统筹技术规划、跨部门协作及伦理监督的核心

职能。通过跨界选拔组建团队，聚焦高价值场景开展试点，并逐步推广至全馆技术治理体系。此外，通

过智能服务覆盖率评价技术整合效能、馆员数字技能年提升率评估协同创新水平、数据安全事故率鉴定

伦理合规等手段开展岗位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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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构建“技术–服务”双轨矩阵组织，以技术赋能与服务升级的深度耦合为目标，打破部门壁

垒，形成敏捷迭代闭环。其中，技术侧部署智能中台，服务侧重构场景化流程。详细流程通过融合借阅

系统与学习行为数据，开发需求驱动的动态服务模块和构建基于用户反馈优化算法模型实现。详细地，

通过推荐准确率和系统响应时间等技术效能，跨学科资源利用年增率等服务增益，以及技术–服务部门

协作项目占比等协同指数进行双轨矩阵组织的综合评价。 
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构建全周期能力培养与伦理治理框架。首先，建立阶梯式技能认证体系，将 AI

工具操作纳入馆员职业晋升考核。其次，制定《AI 应用伦理指南》，明确数据隐私、算法公平性等红线，

要求所有推荐系统需通过测试方可上线。此外，通过政策激励推动创新：设立“人机协同创新基金”，资

助馆员主导的应用研发项目，并将成果纳入职称评审指标。 

6. 结论 

AI 与传统馆员的协同发展以人机共生、价值共创为核心范式，通过技术融合、能力互补与制度重构，

重塑图书馆智慧服务生态。AI 依托算法与数据优势，高效处理标准化任务，提供新质生产力；馆员则聚

焦高阶知识服务，以人文洞察力平衡技术工具的工具理性。二者通过“双轨制分工”(AI 提效 + 馆员增

值)与“双向能力共建”(技术素养提升 + 算法伦理嵌入)形成动态耦合。组织层面，通过岗位重构、跨部

门协作及阶梯式培训体系，推动馆员向“智慧服务架构师”转型；制度层面，构建伦理审查机制与创新

激励政策，确保技术应用契合公共服务使命。推动图书馆从“资源仓储”向“创新枢纽”的范式跃迁，实

现服务效能跃升与公共知识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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