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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量大、采购范围广，但决策方案的制定以主观决策为主，信息技术为辅。设计基

于人工智能的图书馆数字资源智慧化采购决策支持系统，从功能需求和非功能需求两个维度分析系统需求，从数

字资源、服务效能、与图书馆的匹配程度3个方面构建智慧化采购决策指标模型，并以某图书馆2024年预采购的

18个英文数据库为例进行案例分析，以期为图书馆精准化采购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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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2022年度项目“数字治理理论视阈下内蒙古地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优化研究”（项目编号：2022DY18）

的研究成果之一。

新时代，数字资源在图书馆资源中的占比越来越大，

成为图书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资源具有海量、多

源、多模的特征，这对图书馆科学采购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目前国内很多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仍以主观决策为

主，信息技术为辅

[1]

，馆员主要基于现有采购经验及自身专

业知识，结合读者需求进行数字资源的挑选

[2]

，很难做到全

面准确。同时，当前数字资源海量化，图书馆仍存在部分

资源利用效率不高、馆员知识水平有待提升等不足，这对

图书馆的服务效能产生不利影响

[1]

。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已

在电力、临床、金融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技

术与资源决策支持系统相结合可以为图书馆资源采购提

供信息支撑，为科学采购提供数据依据。基于上述分析，

笔者提出基于人工智能设计图书馆数字资源智慧化采购

决策支持系统，将人工智能技术的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

理、大数据技术融入决策支持系统中，提出数字资源采购推

荐指数，以期提高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1 相关研究与实践

1.1 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是指一种创造机器的技术，该机器可以

完成过去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智能工作

[3]

，包括计算机视

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大数据等

[4]

。人工

智能技术能够自动根据逻辑指令模仿和实现人类的智能

活动

[5]

，合理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和进

步。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了图书馆的服务方式，提高了图书

馆的智慧感

[6]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研究主

要集中在阅读推广、实体空间建设、自动化服务系统等领

域。例如尧迟月以美国赫德曼图书馆为例，从宣传方式、

发布资讯、情景化演示、推广特色资源和搭建服务平台5个

维度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阅读推广工作中的实践举

措

[7]

；王晓晨搭建了人工智能背景下图书馆空间再造的模

式框架，提出了人工智能背景下图书馆空间再造的战略、

对象、方式和成果评价

[8]

；PangN等提出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建立图书馆智能服务系统，实现图书馆图书、设备等的智

能化管理和操作，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

[9]

。

1.2 决策支持系统

决策支持系统（DecisionSupportSystem，简称DSS）最

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指可以辅助决策者进行决策的

计算机应用系统

[10]

。该系统通过调用各种分析工具为决策

者提供分析问题、模拟决策的环境，从而帮助决策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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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

[11]

。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DSS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

合，形成智能决策支持系统，该系统可以大幅提高决策支

持的质量。目前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架

构设计、系统开发等方面。例如谢生龙等设计了一种基于

分层结构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架构模型，有效提升了财政

管理效能

[12]

；姜慧等在分析多智能体技术和智能决策支持系

统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多智能体技术的决策支持系统

[13]

。

2 基于人工智能的图书馆数字资源智

慧化采购决策支持系统需求分析

笔者从功能需求和非功能需求两个维度分析基于人

工智能的图书馆数字资源智慧化采购决策支持系统的需

求。功能需求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图书馆数字资

源智慧化采购的需求；非功能需求是指保障图书馆数字资

源智慧化采购平稳运行的需求。

2.1 系统功能需求

图书馆数字资源智慧化采购决策支持系统需要充分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根据赋值结果自动计算出每个数据库

的采购推荐指数，为图书馆科学采购提供参考借鉴。该系

统的主要功能包括预采购的数据库管理、清单处理、影响

参数设计、决策计算和结果呈现。

（1）预采购的数据库管理：图书馆对预采购的数据库

进行整理，导入系统，形成初步采购清单。（2）清单处理：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中的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技术从可

选清单中抽取数据库的基础信息，包括资源内容、质量、更

新速率、价格等。（3）影响参数设计：综合分析读者需求、读

者使用情况和图书馆办馆宗旨、馆藏以及专家意见，对抽

取的数据库信息进行权重赋值。（4）决策计算：利用大数据

分析技术计算得出每个数据库的推荐采购指数，包括全库

购买、子库购买等，并对结果进行排序。（5）结果呈现：自动

生成图书馆推荐采购清单，并进行可视化展示，后续图书

馆员可根据推荐采购清单采购数字资源，提高采购的科学

性和合理性。

2.2 系统非功能需求

图书馆数字资源智慧化采购决策支持系统的非功能

需求是指保障系统正常运行以及安全性的需求，包括通过

人工智能技术保障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便捷性和可维

护性。

（1）系统安全性：系统由于会涉及用户需求以及馆藏

等数据的处理，需要设置防火墙，以防止这些数据被爬取

或盗用，并通过系统日志记录系统操作者行为，多方位保

护系统安全。（2）系统可靠性：当系统产生故障时，系统需

要自动将已有数据进行备份，防止输入的书单、用户需求

等数据丢失。（3）系统便捷性：系统的操作界面需要简单易

懂、布局合理，方便图书馆员以最短的时间找到所需要的

业务板块，提高工作效率。（4）系统可维护性：读者需求、使

用情况、馆藏数据等信息是实时更新的，这要求系统设计

需要充分考虑后期数据的可维护性。因此系统可将不同

板块进行模块化，一是可通过更改模块，实现系统数据更

新，二是将模块拼接，可实现系统功能扩展。

3 基于人工智能的图书馆数字资源

智慧化采购决策支持系统设计

笔者研究的图书馆采购支持系统不是一个单独的软

件产品，而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

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该系统的开发基于现有的图书馆集

成管理系统，融入人工智能技术的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

习、大数据分析技术，利用计算机处理得出数字资源的推

荐指数，这样既能节约开发成本，又能为图书馆数字资源

采购提供较为科学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满足图书馆用户需求。

3.1 开发流程

本系统的开发流程包括以下步骤：项目立项及启动、

开发环境准备、智能化决策、结果导出。

（1）项目立项及启动：图书馆智慧化采购决策支持系

统的开发目的是提高数字资源采购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针

对该开发目标，启动系统开发项目并制定时间安排表。

（2）开发环境准备：根据开发需求确定软硬件设备，包

括系统开发平台、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网络环境、嵌入式

人工智能软件等。

（3）智能化决策：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搭建基于人

工智能的图书馆数字资源智慧化采购决策评价指标模型，

计算出数字资源的推荐指数。需要说明的是，该系统中人

工智能技术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主要是

提取数字资源中的文本数据进行文本分析，输出能代表数

字资源特征的主题信息，为后续匹配度计算奠定基础。大

数据分析技术是根据专家评判结果和机器自动生成结果

计算出数字资源的采购推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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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果导出：计算机自动生成决策结果，结合可视化

工具生成推荐清单（包括全库采购推荐指数和子库采购推

荐指数），完成数字资源采购决策。

3.2 智慧化采购决策模型设计

笔者对现有研究和实践成果进行分析，发现目前学者

主要从内容、需求、成本等角度设计采购决策指标体系。

例如马越从“质量—需求—效益”3方面构建了数字资源采

购的决策支持指标模型

[1]

；曾永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

构建采购指标体系，其中宏观层面包括教师、学生和科研3

个维度，微观层面包括数据库质量、成本和性能3个维

度

[14]

；孟繁华从商务、服务和技术3个角度构建了图书采购

的决策支持模型

[15]

。笔者结合现有研究指标以及人工智能

技术特征，对已有指标进行完善补充，并咨询图书馆采购

专家和学者，综合考虑“资源—资源服务效能—资源匹配

程度”，从数字资源、服务效能、与图书馆的匹配程度3个方

面提出了13个智慧化采购决策评价指标（见表1），其中数

字资源指标包括数字资源的数量、质量和系统操作，服务

效能指标包括数字资源的更新频率、使用情况和满意度，

与图书馆的匹配度包括与办馆宗旨和目标用户的匹配

度。该模型既适用于数据库全库资源的评价，也适用于数

据库子库的评价（见图1）。在评价过程中，充分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中的大数据分析技术以及层次分析法，综合考虑

数字资源的学术影响力、用户对数字资源的评价等因素，

计算得出不同指标的权重值，最后得出全库的采购推荐指

数和子库的采购推荐指数。

表1 基于人工智能的图书馆数字资源智慧化采购决策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数字资源（U1）

服务效能（U2）

与图书馆的匹

配度（U3）

二级指标

数量

质量

系统操作

更新频率

使用情况

满意度

办馆宗旨

目标用户

三级指标

数据源总量

核心资源占比

独家资源占比

非OA资源占比

操作的便利性

系统的稳定性

更新频率

用户使用量

用户使用频率

使用成本

用户满意度

与办馆宗旨的匹

配度

与目标用户的匹

配度

指标说明

数据库中资源的数量

数据库中核心期刊或学术影响力（影响因子）

和社会影响力（专家排名）的资源占总资源的

比例

仅本数据库拥有的资源占总资源的比例

非开源资源占总资源的比例

系统界面是否简单易操作

系统在使用中是否出现故障

数据库的更新频率

用户使用该数据库的总量

用户月/年平均使用该数据库的频率

该数据库的购买金额

用户对数据库的满意程度

提取数据库数字资源（学术期刊、图书、专利

等）的主题，将其与本馆宗旨进行对比

对目标用户画像进行分析，分析结果与数据

库数字资源的主题进行对比

数据来源

数据库商提供

第三方评价机构

数据库商提供

数据库商提供

馆员和用户评价

馆员和用户评价

数据库商提供

图书馆后台数据提取

图书馆后台数据提取

数据库商提供

馆员和用户评价（使用数据库后的馆员和用

户通过调查问卷对满意度进行打分）

利用人工智能软件计算

利用人工智能软件计算，目标用户画像包括

用户基本信息（年龄、专业、性别等）、用户行

为信息（阅读行为、使用偏好等）、用户位置

信息（时间、地理位置等）等维度

图1 基于人工智能的图书馆数字资源智慧化采购决策评价指标模型

4 基于人工智能的图书馆数字资源智

慧化采购决策支持系统案例分析

笔者以某图书馆2024年的18个英文数据库为样本进

行案例分析，该馆的办馆宗旨是以化学、化工类资源为特

色资源，目标用户为科研人员，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利用上

述构建的智慧化采购决策评价模型，科学计算出每个数据

库的采购推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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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预采购的数据库概况

如表2所示，某图书馆2024年预采购的18个英文数据

库中有6个数据库具有子库，这意味着这6个数据库可以

进行单一子库购买。有3个数据库为综合类数据库，有5

个数据库为理工科类数据库，其他为化学、化工学科相关

的数据库，这说明一方面候选的18个数据库基本符合图书

馆办馆主旨，另一方面图书馆也充分考虑到了需要查看综

合类数字资源的用户。

表2 某图书馆2024年预采购的18个英文数据库概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数据库名

数据库A

数据库B

数据库C

数据库D

数据库E

数据库F

数据库G

数据库H

数据库I

数据库J

数据库K

数据库L

数据库M

数据库N

数据库O

数据库P

数据库Q

数据库R

数据库类型

理工科

化学类

化学类

综合类

机械类

理工科

化工类

综合类

材料类

化工类

理工科

理工科

化工类

机械类

综合类

化学类

理工科

材料类

子库情况

无

无

无

子库1，子库2，子库3

子库1，子库2

无

无

子库1，子库2，子库3

无

无

无

子库1，子库2

无

无

子库1，子库2，子库3

无

子库1，子库2，子库3

无

4.2 智慧化决策

首先，笔者设计了专家调查问卷和用户调查问卷，邀

请图书馆领域专家和本馆目标用户对各个指标的重要程

度进行打分。在清理调查问卷数据后，结合数据库后台使

用数据情况，运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各个层次的判断矩阵，

利用人工智能软件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值，并对其进行

一致性检验。由于篇幅原因，不详细阐述问卷调查内容及

计算过程，计算后的权重值结果见表3。其次，除一些数据

库商提供的数据外，还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数据库

的主题以及目标用户画像，计算出数据库主题与图书馆办

馆主旨的匹配度以及目标用户与数据库主题的匹配度。

最后，将数据库的数值导入模型中，计算得出全库的采购

推荐指数和子库的采购推荐指数。

表3 基于人工智能的图书馆数字资源智慧化采购决策

评价指标权重值

一级指标

数字资源（U1）

0.3578

服务效能（U2）

0.3256

与图书馆的匹

配度（U3）

0.3166

二级指标

数量（0.1963）

质量（0.5641）

系统操作（0.2396）

更新频率（0.1413）

使用情况（0.4623）

满意度（0.3964）

办馆宗旨（0.5186）

目标用户（0.4814）

三级指标

数据源总量（1）

核心资源占比（0.4586）

独家资源占比（0.4178）

非OA资源占比（0.1236）

操作的便利性（0.6237）

系统的稳定性（0.3763）

更新频率（1）

用户使用量（0.3128）

用户使用频率（0.3697）

使用成本（0.3175）

用户满意度（1）

与办馆宗旨的匹配度（1）

与目标用户的匹配度（1）

4.3 采购决策结果

笔者利用基于人工智能的图书馆数字资源智慧化采

购决策支持系统导出决策结果（见图2），可知采购推荐指

数较高的数据库一般与办馆主旨密切匹配，该类数据库的

数字资源优先购买。虽然数据库H为综合类数据库，但由

于其数字资源质量高、用户使用频繁等原因，导致其采购

推荐指数较高，其数据库的数字资源也推荐购买。本系统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当点击到相应的数据库，系统可自动

呈现全库的采购推荐指数和子库的采购推荐指数，以数据

库O为例，虽然其全库采购推荐指数偏低，为0.2455，但其

子库2的采购推荐指数高于0.5，为0.6431，因此推荐购买

子库2的数字资源。由此可见笔者设计的基于人工智能的

图书馆数字资源智慧化采购决策评价指标模型是科学合

理的，一是不会由于数据库是综合类数据库而不推荐购

买，二是不会由于全库采购推荐指数偏低而降低其子库的

采购推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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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某图书馆2024年18个英文数据库的全库采购推荐指数

5 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在图书馆资源管理、文本处理、机器人

导览等领域的应用越来越成熟，但在图书馆智慧化采购中

的应用较少。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提高图书馆数字资

源采购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因此，笔者从需求分析、系统

设计和案例分析3方面探讨了基于人工智能的图书馆数字

资源智慧化采购决策支持系统，构建了基于人工智能的图

书馆数字资源智慧化采购决策指标模型，充分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获取相关数据（如数据库主题信息与目标用户的匹

配度等）并计算出图书馆全库采购推荐指数和子库采购推

荐指数，最后以某图书馆2024年预采购的18个英文数据

库为例进行案例分析，为图书馆智慧化采购提供了新思路

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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