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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精准化管理具有提高资源利用率、优化读者服务体验、实现管理流程智能

化及提升核心竞争力等目标。然而目前存在数据收集与处理能力不足、数据隐私与安全保护挑战、技术

与人才匹配度不高、管理机制与策略创新滞后等问题。为实现精准化管理，可采取构建多维度数据收集

与分析体系、实施读者行为分析与需求预测、推动智能化图书管理与服务系统、开展跨领域合作与资源

共享机制等策略，并通过技术保障、人才保障、制度保障等措施加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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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the precision management of college libraries has the goals of 
improving resource utilisation, optimising readers’ service experience, realising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management process, and enhancing core competitiveness.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are prob-
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data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capabilities, challenges in data privacy and 
security protection, poor matching of technology and talents, and lagging behind in the innovation 
of management mechanisms and strategies. In order to achieve precise manage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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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building a multi-dimensional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system, implementing readers’ 
behaviour analysis and demand prediction, promoting intelligent library management and service 
system, carrying out cross-discipline cooper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mechanisms, etc., can be 
adopted and implemented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technological safeguard, talent safeguard, an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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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高校图书馆的管理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国家相继出

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如《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等，均强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教育质量和管理水

平的重要性。高校图书馆作为知识传播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在大数据背景下，精准化管理成为必然

趋势，旨在提高资源利用率、优化读者服务体验、实现管理流程智能化以及提升核心竞争力[1]。然而，

目前高校图书馆在精准化管理方面仍存在数据收集与处理能力不足、数据隐私与安全保护面临挑战、技

术与人才匹配度不高以及管理机制与策略创新滞后等问题，因此深入研究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精准

化管理策略及保障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大数据下高校图书馆精准化管理目标 

2.1. 提高图书馆资源利用率 

在大数据技术的驱动下，高校图书馆精准化管理的首要目标是显著提升资源利用率[2]。深度挖掘和

分析读者的借阅历史、阅读习惯及偏好数据，图书馆能精准预测各类图书、期刊及电子资源的需求趋势，

实现资源的科学配置与动态调整，不仅避免资源的闲置与浪费，还确保热门资源的充足供应，满足不同

学科、不同学习阶段读者的多元化需求。大数据还能帮助图书馆识别并剔除过时或低利用率的资源，为

新兴学科和前沿研究腾出空间，促进知识更新与学术进步，使图书馆资源成为推动学术研究与学习的强

大引擎。 

2.2. 优化读者服务体验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得高校图书馆能够提供更加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体验，对读者行为数据的

细致分析，图书馆能够洞察读者的潜在需求与兴趣点，推送定制化的阅读推荐、学术讲座信息及学习资

源，增强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大数据还能助力图书馆构建智能导航系统，简化借阅流程，缩短读者

查找资料的时间，提升服务效率。基于数据的精准服务，不仅提升读者满意度与忠诚度，也进一步强化

图书馆作为知识服务中心的角色。 

2.3. 实现图书馆管理流程智能化 

大数据技术的融入，推动图书馆管理流程的全面智能化升级[3]。从图书采购、编目、上架到借阅、

归还、维护，每一个环节都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实现优化，如利用预测分析预测图书借阅量，指导采购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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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借助机器学习算法自动完成图书分类与编目，减少人工错误；借助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控图书位置与

状态，提高管理效率。智能化流程不仅降低运营成本，还提升图书馆的整体运营效率，为图书馆员提供

更多时间用于提升服务质量与开展创新服务。 

3. 大数据下高校图书馆精准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3.1. 数据收集与处理能力不足 

在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作为知识与信息的汇聚地，其数据收集与处理能力的不足成为制约精

准化管理的首要瓶颈[4]。一是，图书馆的数据来源广泛，包括但不限于读者借阅记录、在线资源访问日

志、学术活动参与情况、社交媒体互动信息等，相关数据不仅格式多样，而且质量参差不齐，需要经过

复杂的数据清洗、整合与标准化流程，才能转化为有价值的信息资源，然而当前许多图书馆在数据预处

理阶段就面临技术瓶颈，导致大量原始数据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数据价值大打折扣；二是，随着大数据

技术的飞速发展，新的数据处理算法、工具和平台不断涌现，而图书馆的技术更新往往滞后于行业前沿，

不仅限制数据处理的速度和效率，也影响数据挖掘的深度和广度。图书馆员作为数据处理的关键角色，

其技术能力和知识更新速度同样面临考验，许多图书馆员缺乏必要的大数据技术背景，难以熟练掌握最

新的数据处理工具和方法，这进一步加剧数据收集与处理的难度，使得精准化管理的基础建设难以稳固。 

3.2. 数据隐私与安全保护挑战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在提升图书馆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带来数据隐私与安全保护的严峻挑战。在精准

化管理过程中，图书馆需要收集并分析读者的个人行为数据，如借阅记录、阅读习惯、偏好信息等，这

些数据一旦泄露或被不当使用，将对读者的个人隐私造成严重侵害，特别是在当前网络攻击、数据泄露

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图书馆作为数据保管者，承担着巨大的数据安全责任。 
然而，从现状来看，大多数图书馆在数据隐私与安全保护方面的措施尚不完善。一方面，缺乏健全

的数据加密、访问控制及审计机制，难以有效抵御来自内外部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对于数据生命周

期的管理也存在漏洞，如数据备份、恢复及销毁流程不规范，增加数据泄露的风险。再加上图书馆在数

据共享与合作过程中，也面临着数据权限界定、责任划分等法律问题，这些都为精准化管理埋下安全隐

患。 

3.3. 技术与人才匹配度不高 

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图书馆员的专业技能提出更高要求，但现实情况却是技术与人才之间存在

显著的不匹配，许多图书馆员的技术背景仍以传统图书馆业务为主，缺乏必要的数据分析、数据挖掘及

数据可视化能力，从而限制图书馆在大数据应用方面的探索与创新。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演进，图书

馆员需要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掌握最新的数据处理技术和工具，但这一过程的实现面临着诸多困难，如

培训资源有限、学习时间紧张等。 
图书馆在人才引进与培养方面也存在不足[5]。一方面，由于图书馆行业相对冷门，难以吸引具备大

数据技能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图书馆内部的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缺乏系统的培训计划和职业发展

路径，导致人才流失严重，进一步加剧技术与人才匹配的难题。技术与人才的双重缺口，不仅限制图书

馆在大数据环境下的竞争力，也影响精准化管理目标的实现。 

3.4. 管理机制与策略创新滞后 

面对大数据带来的变革，高校图书馆的管理机制与策略创新显得尤为重要，但当前许多图书馆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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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传统的管理模式，缺乏对大数据环境的灵活性与适应性[6]。在精准化管理方面，图书馆缺乏明确的目

标导向与战略规划，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服务优化不及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决策过

程过于依赖经验判断，缺乏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二是服务流程设计缺乏灵活性，难以快速响应读者需

求的变化；三是跨部门协作与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导致精准化管理难以形成合力。 
图书馆在策略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由于缺乏足够的行业经验和成功案例

的借鉴，图书馆在探索大数据应用时往往缺乏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另一方面，策略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

的监督和评估机制，难以确保策略的有效实施和持续改进。管理机制与策略创新的滞后，不仅影响图书

馆在大数据环境下的竞争力，也制约精准化管理效能的提升。 

4.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精准化管理的策略 

4.1. 构建多维度数据收集与分析体系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高校图书馆要实现精准化管理，首要任务是构建全面且高效的数据收集与分

析体系，该体系应涵盖图书资源、读者行为、服务流程等多个维度，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准确性和实时

性[7]。具体而言，第一，图书馆利用 RFID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传感器网络及智能监控设备，实时捕捉

图书借阅、归还、位置变动等数据，形成图书资源动态管理的基础；第二，借用社交媒体、图书馆网站、

移动应用等渠道，收集读者的浏览记录、搜索关键词、阅读偏好等信息，构建读者画像，在此基础上运

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如聚类分析、关联规则挖掘等，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隐藏规律和趋势，为图书馆的

管理决策提供依据。例如，通过分析读者对不同类型图书的借阅频率，可以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各类图

书的需求量，从而指导图书采购和布局调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4.2. 实施读者行为分析与需求预测 

读者是图书馆服务的核心对象，精准把握读者行为特征和需求趋势，是提升图书馆服务质量和效率

的关键。基于已收集的多维度数据，图书馆可以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如支持向量机、神经网络等，对读

者行为进行深入分析，识别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偏好、访问规律及潜在需求。借助时间序列分析，预测

未来一段时间内读者的阅读需求变化，为图书推荐、活动策划等提供科学依据，例如根据历史借阅数据，

识别出某类图书在特定季节或学术周期内的借阅高峰，提前准备充足的资源，避免供需失衡。亦可利用

读者行为分析结果，个性化推送图书推荐、学术讲座、阅读挑战等活动信息，增强读者粘性，提升图书

馆的服务体验，并建立读者反馈机制，定期收集并分析读者意见，不断调整和优化服务策略，形成闭环

管理，确保服务始终贴近读者需求。 

4.3. 推动智能化图书管理与服务系统 

智能化是图书馆精准化管理的重要方向，借助集成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和云计算技术，打造

智能化的图书管理与服务系统，显著提升图书馆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8]。在图书管理方面，利用智能机

器人、自动化分拣系统和无人值守借还设备，实现图书的自动盘点、上架、借还等功能，减少人力成本，

提高工作效率；在服务方面，开发智能语音助手、虚拟参考咨询等交互工具，为读者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

的咨询服务，解决读者在使用图书馆资源时遇到的问题；结合 AR/VR 技术，创建沉浸式阅读体验区，丰

富读者的阅读形式，提升阅读乐趣。持续优化系统算法和功能，使其更加人性化、智能化，为图书馆精

准化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4.4. 开展跨领域合作与资源共享机制 

在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图书馆不应孤立发展，而应积极寻求与其他机构、平台的合作，实现资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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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与优势互补[9]。第一，与高校内的其他部门(如教务处、科研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共享教学资源、科

研成果等数据，为师生提供更加精准的教学科研支持；第二，与公共图书馆、其他高校图书馆以及学术

出版机构等建立资源共享机制，通过云存储、云服务平台，实现图书、期刊、数据库等资源的互联互通，

拓宽读者的资源获取渠道；第三，探索与科技企业、文化机构的合作模式，共同开发基于大数据的创新

服务项目，如智能阅读推荐系统、学术影响力评估工具等，提升图书馆的服务创新能力。在合作过程中，

注重制定合理的资源共享协议，明确各方权责，保障数据的安全与合规使用，促进合作关系的长期稳定

发展，从而不仅能有效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影响力，还能促进知识的流动与创新，为高等教育和科

研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4.5. 强化服务质量评估与持续改进机制 

高校图书馆要实现精准化管理，必须建立健全服务质量评估与持续改进机制[10]。一方面，制定科学

合理的服务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涵盖图书资源的丰富度与更新速度、读者满意度、服务响应时间、智能

化设备的使用效果等多个维度，采用问卷调查、读者访谈、数据分析等多种方式，定期对图书馆的服务

质量进行全面评估。例如，每学期开展一次大规模的读者满意度调查，收集读者对图书馆各项服务的意

见和建议；利用大数据分析读者在图书馆网站和移动应用上的操作行为，评估服务响应时间和便捷性。

另一方面，根据评估结果，及时制定针对性的改进措施，若发现图书资源更新速度较慢，可优化图书采

购流程，加强与出版社的合作，确保新书及时上架；若读者对智能化设备的使用效果不满意，组织专业

人员对设备进行调试和升级，同时开展培训活动，提高读者对智能化设备的操作熟练度。 

5.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精准化管理的保障措施 

5.1. 技术保障：加强大数据处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在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图书馆要实现精准化管理，技术保障是基石，图书馆需不断加大对大数据处

理技术的研发投入，致力于提升数据处理的速度与精度。一方面，引入先进的数据处理平台与工具，如

Hadoop、Spark 等，以应对海量数据的存储、清洗、整合与分析需求，积极研发适用于图书馆场景的定制

化数据处理算法，如基于机器学习的图书推荐算法、基于深度学习的读者行为预测模型等，以更精准地

洞察读者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加强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借助智能设备

实时采集图书借阅、位置变动等数据，构建实时数据反馈系统，为精准化管理提供实时数据支持。 

5.2. 人才保障：培养专业化的大数据管理团队 

人才是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精准化管理的关键，图书馆应重视大数据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打造

一支具备数据分析、数据挖掘及数据可视化能力的专业化团队。其一，加强与高校、研究机构及科技企

业的合作，共同开展大数据技术培训与项目合作，提升图书馆员的大数据处理能力，并鼓励图书馆员参

加国内外大数据相关的学术会议与研讨会，拓宽视野，了解行业动态；其二，建立大数据人才激励机制，

如设立专项奖励、提供职业发展机会等，吸引并留住具备大数据技能的专业人才；其三，图书馆还应注

重培养员工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鼓励员工在日常工作中积极探索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场景，为精准化

管理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5.3. 制度保障：建立健全大数据管理制度与政策体系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图书馆要实现精准化管理，还需建立健全的大数据管理制度与政策体系。第一，

制定大数据收集、处理、分析及共享的标准规范，明确数据管理的流程与责任主体，确保数据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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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与安全性，并建立数据隐私保护机制，如数据加密、访问控制及审计等，保障读者隐私不被泄露；

第二，制定大数据应用效果的评估与反馈机制，定期对大数据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效果进行评估，根据

评估结果及时调整策略，确保大数据技术的有效应用；第三，图书馆加强与上级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及

法律机构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推动大数据管理制度与政策体系的完善，为精准化管理提供有力的制度保

障。 

6. 结论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精准化管理意义重大，构建多维度数据体系、分析读者行为等策略及技术、

人才、制度保障措施，可有效提升图书馆管理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高校图书馆应持续探索创新，

加强与各方合作，不断完善精准化管理体系，为读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助力高等教育和科研事业蓬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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