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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选书：图书馆精准采购实现策略

摘要：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面对众多的资源类型和海量的书目数据，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如何精准选择图书，

已经成为图书馆精准采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本文在分析目前纸电融合出版趋势、管理平台局限和采访技术传统的

基础上，结合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智能选书的演进，对图书馆精准采购的实现策略进行探讨，认为智能将全面赋

能图书馆专业活动的变革发展，有力促进图书馆超越现有思维、持续自我更新、形成新型模式，图书馆应该通过纸

电同采、深度学习技术和智能选书平台开发，助推图书馆传统采访工作的转型，使图书馆逐渐从传统图书馆、数字图

书馆向智能图书馆过渡，最终向智慧图书馆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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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应用于图书馆，是推动智慧图书馆建设

的重要一环，促使图书馆由原来的生长和转化阶段过

渡到超越和变革阶段。首先，图书馆面对的外在环境

已不再是传统单一的信息环境，而是一个充斥着各种

新型技术和数字化资源类型的大家庭[1]；其次，图书馆

用户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他们对

图书馆提供资源的多样性、个性化、便捷性和精准性

更加关注。因此，在多载体共存互融的环境下，对图书

馆资源采集、组织和服务提供等专业性活动提出智能

化的要求[2]。面对如此众多的资源类型，如此海量的书

目数据，如何优化不同类型图书配置，如何精准选书满

足用户需求，已经成为图书馆精准采购面临的问题和

挑战。

1  智能选书理论的演进

最早的智能选书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

拉•斯氏选书标准[3]，后来有人应用其中的一些内容设

计出适合机器推理、演算方式的选书模型。国内选书专

家系统研究始于1982年[4]，虽然相关研究晚于国外，但

是在图书选择专家系统的概念、图书“质量”的评价、

复本的判定算法、馆藏结构模型的建立及模拟人脑的

选书过程等理论和技术方面已有成型的思路。1988年
Fenly等[5]报告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使用专家系统在其职

能部门，如采购、编目和期刊等部门控制中进行技术处

理的可行性。虽然早期的智能选书理论相对成熟，但图

书采购智能系统主要是基于用数学模型解决劣构的问

题，而不是逼真地模拟人脑的选书过程，其准确性难以

保证。此外，对这些劣构问题（具有非数值、不适定、离

散和开放信息等），很难建立传统的数学模型，导致智

能选书的乌托邦状态。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图书馆行业迎来了智能化

管理创新的机遇，其文献资源采访工作也受到了很大影

响。无论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还是

人工智能技术都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已经能对用户需

求[6]、书目分类[7]、馆藏数据[8]、图书价值[9]、经费分配[10]

等作出深度分析。从涉及图书采购的人工智能理论研究

来看，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从实证角度，分析影响图

书采购的各种因素，间接提供采购决策方法等规律；二

是运用数学模型或早期人工智能算法对图书采访进行

定量研究；三是利用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技术模拟人

类思维，实现智能采访。许多数据库制造商还可以提供

图书选择和订购系统。例如，EBSCO的GOBI专家图书

订购系统，可以根据预设的采购模式，为专业图书馆员

资源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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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科联络员提供专业学科的新书，许多美国大学图书

馆就使用GOBI系统来挑选和订购图书[11]。

在此大环境下，利用计算机系统模拟人的思维与

行为过程，从而形成智慧化采访的技术取得了一定进

步。例如，基于改进的遗传算法建立购书模型，从制

约用户购买图书资源时的一些规则性知识，对影响因

素的权重和阈值进行优化，以此来判断哪些书应该入

选，哪些书不宜采购[12]；利用神经网络算法建立基于

荐购图书信息、图书受欢迎程度和价格等多种综合信

息下的图书订购决策模型，可以有效排除图书订购者个

人喜好因素的干扰[13]；根据深度学习理论，让人工智能

基于用户与图书馆之间的交互数据，对用户需求做出更

准确的预测，逐步形成贴近人类认知的馆藏特征、采

集偏好和图书评价数据[14]等。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均在

宏观层面为图书馆智能采访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

思路。在实践操作层面，目前国内已有复旦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先后研发了选书

辅助采访系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纸质图书采访的

效率和精准度[15]。

2  智能时代图书馆精准采购面临的问题

2.1  纸电融合出版

纸电融合出版是指出版社同种图书的纸质版和电

子版同时出版的融合发展的状态。由于国外图书馆普

遍存在单复本政策，出版社没有惜售心理，纸电同步发

售在国外推行得比较顺畅。早在2012年，美国排名前

六的出版社已实现93%的纸电同步率[16]；即使是占据世

界出版市场份额较小的俄罗斯，在2015年的纸电同步

率也已达到45%[17]。很多国外大型出版集团数字化转

型较早，如剑桥大学出版社早在2014年，纸电同步率已

接近100%[18]。部分学术性较强的科技与医学类图书出

版商，如Elsevier和Springer已完全实现数字出版，新

书出版更是采取“先出电子书，如果有需求，才印刷纸

质书”的策略[19]。国内情况则不同，出版社由于担心电

子书销售影响到纸书利润，一般采取纸书优先模式，

真正实现纸电同步的相对较少。据2017年对36家核心

出版社的统计，新书出版之后的第一年内可供电子书的

仅占9.72%，第二年内超过50%，第三年则超过60%[20]。

但是，随着民众电子书阅读率的不断提升，以及电子

书市场内容供给不断提质增量，近些年纸电融合发展

乃至同步的速度也在加快。据《中国图书市场报告》

（2019—2020年度），纸电同步销售的品种占比越来越

高，2017年占比14.3%，到2019年已经超过35%[21]。

在纸电融合出版环境下，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与传

统纸书采选有所不同，不但要考虑图书的内容、用户借

阅频次，还要考虑图书价格和复本需求，以及电子书延

迟销售期间纸本复本的补充问题。对用户而言，多一种

选择是一件好事，但是对采访人员来说，则存在纸电如

何优先配置的问题。目前，已有部分出版社构建了自己

的线上电子图书销售平台；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馆配商

也开始通过研发纸电同步平台，同步销售中文纸本与电

子图书，如北京人天书店“畅想之星”、湖北三星“云田

智慧”、浙江新华书店“芸台购”等。目前从图书馆采购

角度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不同馆配供应商搭建的

平台之间无法对接，而且在与图书馆管理系统融合对接

方面容易出现分歧和困难；②各大纸电同步平台签约的

出版社有限，并且重复，图书馆无法做到只使用一个平

台采选所需图书，严重影响图书选书的便利性和效率；

③查重困难，无法与馆藏图书进行对比和查重。

2.2  采访技术传统

目前图书馆纸质图书普遍是政府招标采购为主、

用户荐购为辅，具体以书目圈选、现场采购、网上采

购、用户荐购等作为发现有价值图书资源的主要手段；

电子图书则从包库模式逐渐转向单本采购模式。在传

统的选书模式下，高校图书馆选书工作主要由采访馆员

和学科馆员根据往年馆藏采选情况、学校教学科研需

求、学生的借阅使用等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并确定当年

采选策略。在实际图书采访过程中，这些采访方式虽都

具有一定的优点，但也存在较大的弊端。

首先，从选书人员角度，传统采选对采访馆员的要

求主要体现在学科专业水平、知识结构、判断能力、经

验等方面，由于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实践中需要一个较

长的培养过程，势必要求采访队伍保持相对稳定。然而

近年来采访馆员人数不断精简，加上图书馆实行轮岗

制度，新老采访馆员更迭较快。此外，在部分选书环节

中，院系教师和学生也会参与到选书过程中，但是教师

空闲时间较少，参与选书的热情不高；学生参与荐书热

情较高，且对所学专业有一定领悟，但所选图书一般为

普通读物和畅销书，保存收藏价值不高。其次，从采购

方式来看，各种方式优点和弊端并存，其中书目圈选是

智能选书：图书馆精准采购实现策略蔡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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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图书馆主流采购模式，但是无法实现精准采选，甚

至馆配商可能会有意无意地过滤掉部分质量好、价格

高的图书信息；现场采书由于图书数量多，采选时容易

漏掉真正需要的图书；网上采购原先只针对零购图书，

但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之后涌现出一批“云采购”

平台，由于品种不全、无法查重、无法实现多平台数据

交互，应用局限性大；用户荐购较为符合用户的利用需

求，但是存在重复、交叉、推荐图书年限过于久远无法

获取等问题，同时工作比较琐碎、烦杂，零购图书不在

招标采购范围内，致使操作难度大，到书数量和质量无

法保证。

2.3  管理平台局限

目前，多数图书馆使用的传统图书馆管理系统在

处理图书馆专业活动方面凸显不足：第一，信息资源数

量激增与单个图书馆馆藏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加剧，资

源需求的普遍性和复杂性与图书馆满足需求的能力形

成强烈反差；第二，信息资源的组织仅根据纸质资源的

需求进行设计，不适合图书馆资源载体的多样性共存，

不能面对所有媒体资源的统一管理和数据共享问题；

第三，传统的管理系统在系统建设中没有考虑用户，更

侧重以业务流程为主要设计模块，不能真正关注用户

的需求，不能透彻解读用户的信息需求和行为。因此，

传统的图书馆管理体制难以完全满足图书馆信息环境

和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而现有的数字图书馆联盟仅

限于数字资源共建和服务共享，还存在管理系统不统

一、共享效果不佳、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

在纸电同步平台与图书馆现有管理系统的兼容对

接问题上，图书馆希望新的平台能嵌入图书馆管理系

统，而目前国内多个平台并存竞争的局面又给这种对

接融合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困难。在2012年“下一代

图书馆服务平台”（Next Generation Library Services 
Platforms，LSP）的概念被首次提出后[22]，人们已经开

始思考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的变革和升级，对融合了

纸本资源、电子资源和数据资源管理的“下一代图书馆

系统”报以期待，随着新的平台研发成功，国内外一些

图书馆已经进行系统迁移。如香港大学图书馆长联席

会所属的香港8所高校图书馆联合将新平台作为区域共

用平台，在统一工作流程的基础上开展馆藏开发和深度

合作，拓展共享形式与内容，有效实现管理、资源和服

务等方面的共享[23]。上海阿法迪智能标签系统技术有

限公司也开始研发国产的“云图书智能管理平台”，平

台具备大数据分析和电子资源管理功能[24]。同时，国内

部分图书馆（如重庆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

也参与到智慧管理平台的建设，与数据库商或者平台

商共同构建基于智慧采访的新一代系统。

3  人工智能在图书馆精准采购中的实现
策略

3.1  纸电同采使图书馆资源配置最优化

纸电同采主要是指基于纸电融合出版，图书馆依

据馆藏策略、选书原则或用户需求优化图书采选类型。

从国内当前采选现状来说，首先需要优先保障纸本图

书，没有证据显示电子书在保存和使用方面比纸本书

更可靠，而电子书获取的不稳定性，导致依靠馆际互借

等远程获取方式，会给用户带来诸多不便。所以大多数

高校图书馆仍然采取较为保守的策略，尤其是对研究

类馆藏至少采购一个纸本，以确保本校研究者具有较

为可靠的资料来源。其次需要合理配置电子图书。纸本

书不仅占据了较大的馆舍空间，而且到馆后需要经过

多个流程的加工和调拨才能在多校区之间流通，而电

子书在这方面的投入几乎为零。因此，对图书馆而言，

纸电同采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由之路，越来越多

图书馆希望通过纸电同步采购和融合建设来缓解馆舍

空间紧张、经费有限等方面的问题，并同时满足用户阅

读需要。而且，当前的大数据技术已经可以自动收集并

报告信息，依托大数据分析平台，人工智能技术通过

对已有采访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出一些隐藏的规律、现

象、原理等，进一步为纸电同采提供决策依据。

（1）人工智能测算电子图书发售时效。根据已有

研究，超过一定时限，一些核心出版社开始逐渐释放一

些电子书。出版后一年内，出版社可供电子书的数量非

常少，而纸本书出版后的2~4年，是电子本发售比例最

高的时段。如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追踪各家核心出版

社纸本书配套电子本的发售时间，采访人员可以不需要

被动等待图书供应商制作出统一的书目订单后再做选

择，而是预见性地做好经费规划，在获得最新的电子本

书目数据后即可下单。

（2）人工智能预测哪些图书需要追加复本。一般

来说，纸电图书在需求上具有较大差异性，理工科用户

更加追求文献获取的时效性和便捷性，对电子书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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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量会比较大；人文社科用户更偏向纸质书的深度阅读

体验；而教学辅导型图书，由于纸书利润较大，电子书

可获取程度较难。同时，纸电图书建设成本也是资源建

设中必须考虑的问题。Miller[25]对比了高校图书馆纸质

图书和电子书的价格差异，发现除宗教、哲学和社会科

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的电子书价格高于纸质图书，科学

图书的纸电价格最高。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根据品种和预

算判断采购的内容和载体类型，确定是否需要追加复

本。一般情况下，一个平台可以提供5个电子本的并发

数，如果没有电子本，则根据需要再行添加纸本复本，

但对于一些畅销书和教材、教辅书，仍会存在供应不够

的问题。

（3）人工智能对用户的需求把握更准确。实际工

作中，采访人员需要实时关注用户需求和馆藏历史记

录。通过对用户借阅数据的分析，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整体上预测用户阅读趋势的变化，并根据某类图书受

用户欢迎的程度来及时调整采访策略。同时也可以对

用户群体进行观察和分析，对年龄、学历、职业等海

量信息进行提取，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用户的选书品

味，购买到此阶段用户最需要的图书品种，提升图书

的利用率。

3.2  深度学习使图书馆采购决策更智慧

从传统采访技术的弊端来看，无论是书目圈选、现

场采购、网上采购还是用户荐购，无法很好把握所有

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动向，导致对自己不熟悉或无兴趣

的图书有可能不采选或采选数量较少。而用户荐购图

书本身就带有偶发性和自发性，采选的效率也较低。因

此，在采访过程中引入科学决策、统计分析乃至人工智

能思想，让机器代替人类去记忆、判断、推理和决策，

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梦想。20世纪80年代的选书专家系

统已经可以推理和演算，但不能推导出新知识。实际

上，面对海量的书目信息，当前图书采购过程受到多方

面因素影响，已经由采访人员“经验式”采购转变为学

科发展、建设目标、用户个性化需求等综合因素下的采

购，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2006年Hinton等[26]首次提出了深度学习的概念，

通过类似人脑的思维方式为解决特征提取问题提供了

途径，能够有效解决若干对人来说很容易执行，但很难

形式化描述的任务。其中的神经网络算法，因其具有良

好的非线性映射能力，能反映出图书的各项参数与能

被选中之间的关系；较快的数据处理速度，有利于解决

图书馆供应商提供的图书数据多而杂的问题；自适应学

习能力，能够通过训练（学习），获得图书被采购与不

被采购所具有的相关知识，因此在2007年就有研究人

员基于改进的遗传神经网络算法，建立了图书采购模

型系统[27]。

把深度学习技术引入图书采购领域，在处理复杂

决策问题时更具智慧。首先，深度学习更容易引发大数

据优势。在不计算电子书数量的情况下，单以一年新增

20万种纸质书的数据规模，计算机完全能根据训练模

型对图书特征和用户自身数据进行有效整理，主动匹

配用户特征、行为偏好，满足不同机构用户的个性化需

求。这种采访方式能减少人工采购的偏差与失误，保证

馆藏结果与品质的稳定。其次，深度学习在模仿人类认

知、学习和判断方面，只需通过类似图书MARC的描述

方式，就能快速对大量数据进行标记，有效预防在海

量数据预处理时所产生的重复数据、数据丢失、虚假数

据等问题。再次，深度学习能进行自主学习和进化。人

工智能能实时自动追踪出版社数据、专业作者数据，发

布最新出版情况和学科发展，以最大限度地弥补采访

人员认知结构的不足。最后，在输出智能采访结果后，

采访人员如果不满意，可用参数调节方式进行干预，为

下一次输出采访结果进行校正。

3.3  智能选书使图书馆图书采购更精准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现有采访模式带来的弊端，

我们亟需建立一个方便、快捷，并且全面链接出版社、

书商、图书馆和读者的纸电融合一体化采选平台。这个

平台主要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由计算机来代替人工，对

各类信息迅速进行相关性比较、权衡、评价，最后基于

用户需求，智能化地处理互联网的海量信息。随着图书

馆管理系统的研发和探索，国内的“新一代智慧图书馆

管理平台”也逐渐成熟，以超星公司的“智慧图书馆管

理平台”为例，基于微服务的开放式构架，可以将纸电

资源纳入统一管理，并且通过安装各类应用，允许图书

馆灵活设计更适合需求的工作流程。有了这样的服务

平台，完全可以将智能选书理念融入此类智慧采访平台

中，根据使用场景设计出最适合使用场景的人工智能

算法。采访人员可以在统一界面下，接收来自不同出版

社、不同学科分类的图书信息；并在决定购买后，把在

版编目数据纳入本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中，书商通过查

智能选书：图书馆精准采购实现策略蔡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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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订购数据直接进行书目配送；采访人员还可以查看

用户留言信息，遇到用户荐购图书，系统会直接比对已

有馆藏，自动进行查重；最后整合各出版社不同年份的

图书信息，并基于图书馆采访政策、图书出版信息、用

户借阅分析数据、经费分配方案、出版社权值等自动生

成智慧书单，作为图书精准采购的依据。

要实现精准采购和智能选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算法是其中的关键。在大数据方面，主要有决策指导数

据（馆藏发展目标、馆藏级别划分、文献采选原则、经

费分配和控制、各类文献选择标准等）、书目信息数据

（各种书目数据、各领域专家学者数据等）、推荐分析

数据（出版社重点图书数据、各种好书榜数据、网上书

店或馆配商销售数据、其他图书馆订单数据、学科专业

建设数据、师生荐购数据、电子图书借阅数据、社交媒

体数据等）。在人工智能算法方面常见的有人工神经网

络算法、决策树算法、小波分析算法、蚁群算法等几十

种[28]。每种类型的大数据、每种具体算法，对于不同类

型的藏书都有适合自己的使用场景，智能选书平台的

构建就需要为每一种使用场景配置不同的人工智能算

法，用于对数据集进行预测性分析和规范性分析。

根据图书馆的藏书结构体系可分为两大使用场景：

一类是基本馆藏图书；另一类是用户荐购图书。基本馆

藏图书是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的主体，集中体现了图

书馆的性质和功能，如大型出版物、工具书和学术类

图书等。此类图书的采购主要由图书馆专业采购人员

负责，以保证图书馆馆藏结构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合理

性。在实现智能采购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导入政策指导

类数据，这是人工智能算法得以实施的基础和依据。当

采访人员将可供书目导入系统时，系统首先自动与政策

指导类数据进行对比，判断是否符合学校的专业设置

情况、是否符合图书馆对出版年的限制、是否已有纸质

图书馆藏、是否符合经费分配原则等，根据这些情况

来剔除无效重复数据。同时，系统自动利用各种预设或

实时的推荐分析类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对书目进行

评价。最后，系统自动输出智能选书订单，采访人员进

一步核查后发订。例如，通过对学校重点学科、硕博士

建设点、本硕博人数等因素进行分析，确定生均图书总

量和学科经费配比，对各学科核心出版社、核心作者在

内的书目进行标引，提醒采访者关注，计算机将自动对

比、推断、汇总和确定购买各学科图书种类和经费，根

据用户需求确定图书复本量，并获取需要购买图书的种

类和复本结果；用户荐购图书主要是为了满足用户的一

般阅读需求和个性化需求，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可以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设置可选图书的主题、类型和最

高价格，也可以根据用户身份设置不同的用户群，分配

不同的购买金额。

4  结语

人工智能将全面赋能图书馆专业活动的变革发

展，有力促进图书馆超越现有思维、持续自我更新、形

成新型模式，为图书采访更高效、精准、智慧和贴近用

户的需求提供全新思路。图书馆应抓住智能时代的机

遇，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研究，在纸电同采的基

础上，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到具体采选流程中，并研发

纸电融合的一体化智能选书平台，势必会有力助推图

书馆传统采访工作的转型，不仅能优化馆藏结构，促进

纸电资源协调发展，还能促进选书效率最大化，使图书

馆逐渐从传统、数字向智能图书馆过渡，最终向智慧图

书馆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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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lligent era, in the face of many resource types and massive bibliographic data, how to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how to accurately select books have become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library precision procure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trend of paper and electricity integrated publishing, the limitations of management platform and the tradition of acquisition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lligent book sele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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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s traditional acquisition work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paper and electricity simultaneous acquisition, in-depth learning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book selection platform, so as to make the library gradually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library and digital library to the intelligent library, and finally 
move forward to the intelligent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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