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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智慧图书馆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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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被引论文

序号 篇名 作者 作者单位 期刊名 年代 被引频次

1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图书馆 严栋 华侨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学刊 2010 218

2 未来图书馆的新模式——智慧图书馆 王世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图书馆建设 2011 200

3 论智慧图书馆的三大特点 王世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2 149

4 智慧图书馆的定义、设计以及实现 董晓霞 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12 128

5 智慧图书馆及其服务模式的构建 乌恩 内蒙古农业大学图书馆 情报资料工作 2012 122

6 再论智慧图书馆 王世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图书馆杂志 2012 79

7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图书馆设计与实现 董晓霞 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杂志 2011 57

8 物联网环境下智慧图书馆的特点、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 韩丽 曲靖师范学院图书馆 现代情报 2012 54

9 SoLoMo与智慧图书馆 刘炜 上海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2 52

10 智慧城市、智慧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员 陈旭炎 上海图书馆 图书馆杂志 2013 51

2012年，上海图书馆举办的第六届上海国际
图书馆论坛即以“智慧城市与图书馆服务”
为主题，来自英国阿伯丁罗伯特-戈登大学
的伊恩姆-.约翰逊（Ian M.Johnson）在论
坛上作了题为《智慧城市、智慧图书馆、智
慧图书馆员》的主旨报告。
智慧图书馆、智慧图书馆员》的主旨报告。



第二部分智慧图书馆学习内容

略论智慧图书馆的五大关系 王世伟（上海社会科
学院信息所研究员）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 杨新涯（重庆大
学图书馆馆长）

重新审视图书馆系统：从智慧图书馆一期到二期建
设得失谈起 邵波（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机器学习与图书馆智慧服务 刘炜（上海图书馆上海
科技情报研究所副所长）

智慧图书馆与智慧校园 车俊铁（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图书馆馆长）

智能技术视角下的智慧图书馆建设 王永吉（中科院
研究员）



观点之一：

智慧图书馆五大关系：

1. 智慧图书馆与新一轮科技革命；

2. 智慧图书馆与智能图书馆；

3. 智慧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复合图书馆）；

4. 智慧图书馆与融合图书馆；

5. 智慧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文化服务体系；

提出者：王世伟



观点之二：

智慧

图书馆

更多

创新的，交

互的应用

服务

扁平化

智慧的人

全过程的分

析评价

管理全面

信息化

资源数字化

提出者：杨新涯



观点之三：

 智慧图书馆的重点便是提供智慧服务，智慧服务与

传统的图书馆服务主要的区别是在于对用户的信息

需求的满足程度和服务提供的技术手段这两方面。

在强调个性化服务的当下，图书馆不仅将文献提供

给用户，更是借助多学科的多领域的技术方法协助

用户内化知识，构建起知识学习的网络。服务的手

段多样化，所依托的资源更为丰富，图书馆的服务

在智慧服务的阶段展现出个性化、智能化、社交化

的特点。

提出者：邵波



一期建设

 图书馆各类型系统太复杂，自娱自乐？“试错”机
制？

 各种系统很乱？需整合、精简吗？

图书馆服务实践
互联网+服务

从粗放逐步走向精准

新一代机构库
图书馆内导航
外文电子输管理
图书馆数据中心
图书馆智慧机器人



二期建设

 机构知识库三阶段：

成果仓储 论文传播 高校学术数据中心

数据服务 学校学
术数据
中心

学科办

科研处

研究生
院

人事处

教务处

院系



二期建设

关键技术

1. 超高频RFID智能图书自助管理技术

2. 超高频RFID智能图书安全监测技术

3. 图书典藏技术

4. 智能图书盘点机器人技术

5. 超高频RFID智能图书信息管理技术



图书馆战
略变革

队伍再造

（队伍建设
是核心）

服务变革



 重新定义高校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服务

数据服务

机构

职能部门 数据应用

院系 数据应用

师生 个性化服务

校友 终身大学

业务管理 下一代系统

文献保障



思考

智慧化、精准化服务系统的部
署，克服浮躁心理

传统的部门设置已不适应当前业
务要求

图书馆的核心业务如何重新定位

馆员队伍建设面临严重挑战



观点之四：

 四种智慧图书馆

提出者：刘炜

伪智慧

•RFID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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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之五：

 智慧图书馆的概念

提出者：王永吉

智慧图
书馆

资源建
设

自动化

互动管
理及服

务

公共服
务和共
享空间

服务教
学

 文献资源
 统一门户
 移动图书馆

 射频识别
 物联网
 安防监控
 云计算

 3D导航
 自助服务
 空间预约

管理

 空间功能区域规划
 文化氛围营造

 学术讨论
 实践教学活动



前台驱动技术

物联网、射频识别

智能系统语料库

语义网、知识图谱

云计算、大数据分析

后台技术支持

移动互联网、情景感知

物理环境感知、虚拟空拓展

智慧图书馆

相关技术



第三部分个人体会

智慧硬件、智慧软件、智慧管理及智慧服务

智慧图书馆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服务转型

智慧图书馆环境下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

融合研究：部门融合、人机融合、空间融合、平台

融合……

智慧图书馆真正实现是否意味的大量馆员减少？是

否意味着馆员工作强度降低？

“互联网+”智慧
图书馆构建和服
务创新研究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